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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盐度对菲律宾蛤仔稚
贝生长及发育的影响

’

林 笔 水 吴 天 明 黄 炳 章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提 要

木文叙述了
,

在室内控制条件下
,

温度和盐度对菲律宾蛤仔稚贝生长及发育的影响
。

蛤仔

稚贝生长的适宜水温为 16一 3 0
,

c
,

其 中以 2 5℃为最好
。

在此温度范围内
,

稚贝生长迅速
,

成活

率高达 80 形以上
。

稚贝对 1。吧以下的低温有强的忍耐性
,

也能忍耐 3 宇 c 的高温
,

其死亡的临界

温度在 4 0
’

c左右
。

稚贝生长的适宜盐度为 14
.

0一 3 3
.

5偏
,

最适盐度是 2 0
.

5编左右
。

在此盐度

范围内
,

稚贝发育整齐
,

成活率高达 s5 瘩以上
。

生长的盐度下限和上限分别为 7
`

5编和 4 0
.

。瓜

左右
。

幼虫变态的适宜盐度在 20
.

5一邪
.

5落之间
,

在此盐度范围内
,

幼虫成活率为 65 男以上
。

盐度在 27 凡时幼体的成活率最高
,

达到 92
,

5环
。

幼虫变态的盐度下限为了
.

6编左右
,

而上限则

在于 4 0
甲

0一 4 6
.

6凡之间
。

菲律宾蛤仔 角。
瀚

a少 : ,从环哪叙
a

愧 , (以下简称为蛤仔 )栖息于河口
、

内湾及沿岸海

滩
,

它是内湾和浅海增
、

养殖的主要双壳类之一
,

因而引起水产科技人员的重视
。

国外
,

意茂和松本 ( 1 9 5 7 ) 〔
土̀ 皿、

山本喜一郎 ( 1 0 5 2 ) 〔
` 〕 、

池朱 弥 (一9 5 6 ) ( 19 5 7 )「
, , , , 含皿、

田

村正 ( 1 97 3 ) 〔
. 口

、

吉 田 裕 ( 1 9 6 4 ) 「
1 0 1 、

相 良 ( 1 9 8 1 ) [ 1 `。 和 工尤幻 s
汕 o f f & D a 、 r j。 ( 1 9 6 3 )

〔 1 7 )
等

对蛤仔的胚胎
、

幼虫
、

稚贝和成贝同温度和盐度的关系做过一些研究和报导
。

但国 内
,

对蛤

仔的有关生态方面的研究甚少
。

近年来
,

为了发展水产增养殖事业
,

也开展了一些蛤仔与

环境 因子的生态实验
`1一匆

。

由于稚贝附着后
,

不易观察
,

所以大多实验侧重于幼虫的浮游

期
,

而对稚贝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生态实验报导甚少
。

幼虫的变态和变态后的稚贝
,

是生物体从浮游生活转为底栖生活 的转变阶段
,

这是蛤

仔生活史上的重要一环
,

也是关系到苗种能否顺利育成的关键
。

温度和盐度与此有着密

切的关系
。

为此
,

我们在室内控制条件下
,

进行盐度对蛤仔幼虫变态和温
、

盐度对稚贝生

长发育影响的研究
,

其目的是为人工育苗和大面积半人工育苗提供资料
。

·
韦信敏

、

许章程和黄翔玲等同志提供饵料生物 ;何谨顺同志参加部份实验工作
,

特此致谢
。

( i ) 厦门大学海洋系海洋生物专业
。

杂色蛤仔土池人工育苗海洋生物研究 (油印本 )

(幻 周荣胜等
,

1洲 1
。

菲律宾始仔土池人工育苗的研究 (油印本 )

(幻 陈其焕等
,

1 981
。

温度和盐度对始仔幼体生存和生长的影响 (待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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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与 方 法

1
.

材料
:

亲贝为取自福建长乐县江田养殖场和晋江县东石贝类场的二龄贝
。

采用室内人工催

产阅获得精
、

卵
。

受精卵在 25 土 10 0恒温室里
,

用 自然海水 (盐度 2 7
。

。一 29
.

。荡 )培养到壳

顶后期 (平均壳长为 1 79 川和稚贝 (平均壳长 3 87 一 3 93 闭做为实验材料
。

2
.

实验方法
:

( 1) 条件 盐度试验组用水是用经砂滤的 自然海水
、

井水和 卤水调配 (用液体比重计

测 比重
,

再经海洋学常用表换算 ) 成 3
.

5
、

7
.

5
、

14
.

。
、

20
.

5
、

2 7
.

。
、

33
.

5
、

40
.

0
、

46
.

5 和

53
.

。编等 9 个不同梯度的盐度 ;温度试验组用水的比重统一配制成 1
.

0 15
。

上述培养用水都经 3 o w 紫外线消毒 20 一 30 分钟
。

然后加进青霉素 G 5 0 0 0 0 单位 /升

和硫酸链霉素 10 0 毫克 /升 (温度试验组只用硫酸链霉素 15 0 毫克 /升 )
。

( 2) 方法 用吸管吸出预先培养的幼虫或稚贝置于计数框中
,

在解剖镜下计数
。

培

养的密度为
,

盐度对幼虫变态影响试验组为每毫升一个幼虫 ,盐度对稚贝生长影响试验组

每毫升为 。
.

1个稚贝 (平均壳长 387 时 ,温度对稚贝生长影响试验组为每毫升 0
.

4 个稚贝

(平均壳长 3 9 3时
。

用角毛藻和三角褐指藻作为稚贝或幼虫 的饵料
,

盐度组的投饵密度为

上述两种藻类各 5 万细胞 /毫升
,

温度组的投饵密度则为盐度组的一半
。

盐度组的培养容器加盖玻璃片
,

以防水份蒸发而改变盐度
,

然后置于 2 6 士 I
O

C恒温室

中培养
,

光照强度为 3 2 0 0 勒克斯
,

每天光照 8 小时
。

温度组分别置于预先调节成 2
、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
3 5 和 4 o

0

C 的培养箱中 ; 照度约为 1 4 0 0 勒克斯
、

每天光照 8 小时
。

试验

开始后每二天换一次新鲜海水
。

换水时
,

用孔径约 1 00 协 的筛绢过滤稚贝 ( 或幼虫 )
,

然后

把它们放进事先准备好的相同温度和盐度的新鲜海水中
,

并投放数量相同的饵料
,

定期随

机取出 5一 10 % 的个体测量其壳长和壳高
,

并观察生长发育情况
。

盐度对幼虫变态影响

的试验进行了 16 天
,

其它两组分别进行了 25 天和 29 天
。

上述试验至少重复一次
,

每次试验有并行的二个样品
,

其中一个供检查测量用
,

另一

个留待试验结束时计算其成活率
。

结 果

(一 ) 温度对蛤仔稚贝生长发育的影响

蛤仔在上述 g 个温度梯度组中
,

除了 4 0
O

C组稚贝在 1 1
.

5 小时内绝大部份死亡外
,

其

余的生长发育情况如图 1
、

2 、
3 所示

。

从图中表明
: ①稚贝在水温 2一 10 ℃的水中

,

几乎

不生长或生长极为缓慢
,

试验结束时
,

未发现有发育到双水管期的稚贝
,

但其成活率却很

高 ( 80 另 以上 )
。

②在 3 5℃的水中
,

稚贝不仅生长慢发育差
,

而且成活率也很低 ( 40 弱左

右 )
。

③在 巧一 30 ℃水中
,

稚贝生长迅速
,

平均每天以 17 微米以上的速度增长
,

成活率

在 幼% 以上 , 其发育情况
,

除 3 o0 C 稍差些
,

其余直到试验结束时
,

都有 35 拓 以上的稚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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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至双水管期
,

其中以 2 5吧组为最好
。

在 3 00 0 水中
,

稚贝在开始培养的 2 0 天内
,

生长

速度略快于 25o C 组
,

后 因大个体稚贝的死亡
,

而使其壳长平均数下降
。

④稚贝的平均 日

增长量呈规律性变化
,

以 2 5
O

C 组为最好
,

平均日增长量为 22
,

7 微米
,

水温在 2 5
O

C以下的

各组
,

稚贝的日增长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水温高于 2 5
,

C的各组
,

稚贝的日增量随水

温的升高而下降
。

由此可见
,

蛤仔稚贝生长的适宜水温是 15 一 30
O

C
,

以 25
O

C为最好
,

稚贝对 3 5
“

C的高

温和 1 a0 C以下的低温有着很好的忍耐性
,

其死亡的临界温度在 4 a0 C左右
。

(二 ) 盐度对幼虫变态的影响

要探索稚贝在不同盐度中的生长情况
,

首先要了解蛤仔幼虫变态与盐度的关系
。

我们

把壳顶后期幼虫分别置于 3
.

5一 5 3
.

0荡的 9 个盐度梯度的水中培养
,

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

由表 l 可看出
,

①幼虫在 20
.

5一 3 3
.

5荡三个盐度组中
,

经 7 天培养
,

除了 3 3
.

5荡组仅有半

数以上变态外
,

其余完全变态成稚贝 ,经 11 天培养
,

在 3 3
.

5荡组中仍有少数未变态的幼

虫
,

可见这组幼虫发育较为缓慢 ;经 16 天培养后
,

三个组的成活率皆在 65 % 以上
,

其中以

盯
.

。编组为最高 (达 9 2
.

5% )
。

②在 7
.

5
、
1 4

.

。 和 4 0
.

。编盐度组中
,

幼虫生长发育较缓慢
,

经 了天培养仅有 10 多左右的幼虫变态
,

在 7
.

5筋组中经 16 天培养仅有已变态 的稚贝存活

表 1 盐度对蛤仔幼体变态的影响

讯讯讯
二 天天 七 天天 十 一 夭夭 十 六 天天

发发发育期期 幼 虫虫 发 育 期期 幼 体体 发 育 期期 幼 体体 发育期期 幼 体体 成活率率
壳壳壳壳 长长长 壳 长长长 壳 长长长 壳 长长 (万 )))
(((((((微米 ))))) (微米 ))))) 〔微米 ))))) (微米 )))))

333
.

555 壳 后后 1 9 111 死 亡亡亡亡亡亡亡 000

777
.

666 壳 后后 1 9 111 壳后 9 0万万 1卯卯 稚 贝贝 2拟拟 稚 贝贝 23444 5
`

000

稚稚稚稚稚贝 1 0万万万 (数个 )))))))))))

111 4
.

000 壳 后后 1 8888 壳后 9 0绍绍 器 111 壳质(少数 ))) 2阳阳 稚 贝贝 36了了 8 6
.

555

稚稚稚稚稚贝 1 0络络络 稚贝 (大邵份夕夕夕夕夕夕

222 0
.

666 壳 后后 1 8 999 稚 贝贝 蛇 222 稚 贝贝 2 8777 稚 贝贝 盯 888 6 6
。

000

222 7
.

000 壳 后后 19 666 稚 贝贝 2 3 666 稚 贝贝 28 333 稚 贝贝 加 777 9 2
.

555

333 3
`

555 壳 后后 20 444 壳后 4 0形形 2 3 111 壳后 (少数 ))) 22222 稚 贝贝 2 3 888 7 1
.

000

稚稚稚稚稚贝 60万万万 稚贝 (多数 )))))))))))

4440
.

000 壳 后后 1盼盼 壳后 90男男 18 222 壳后(少数 ))) 2 2 333 稚 贝贝 跳 222 7 1
.

000

稚稚稚稚稚贝 1 0男男男 稚贝 (多数 )))))))))))

444 6
.

555 壳 后后 2 0222 个别壳后后后 死 亡亡亡亡亡 000

存存存存存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666 3
。

000 壳 后后 2 oooo 死 亡亡亡亡亡亡亡 000

水温 2 6 ℃士 1

实验开始时幼体平均壳长
x
壳高为炸争、 16 以微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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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男 )
,

其他未能变态的幼虫全部死亡
。

③在 3
.

5
、

46
,

5 和 53
.

0编三个组中
,

幼虫都在变

态前死亡
。

从上述的结果可看出
,

幼虫变态的适宜盐度范围是 20
.

5一 33
.

5编
,

其中以 2 7
.

0编左

右的盐度为最适宜
。

幼虫变态的盐度下限为 7
.

5编左右
,

而上限在 4 0
.

0一 46
.

5荡之间
。

(三 ) 盐度对稚贝生长发育的影响

幼虫在自然海水中培养到平均壳长 3 87 微米的稚贝
,

再分别置于上述的 9 个 盐度组

中培养
,

在 3
.

5
、

46
.

5 和 5 3
.

。编盐度组中
,

稚贝长到壳长 4 00 一 500 微米时全部死亡 ; 在

4 0
.

0荡盐度中
,

二次的培养结果有些不同
,

一次是培养 2一 3 天
,

平均壳长为 6 34 微米时死

亡 ; 另一次培养 29 天还存活 3 7
.

4% 左右
,

但稚贝平均壳长仍停留在 5 10 微米左右
,

二次

的成活率虽有差别
,

但其平均壳长均在 500 多微米
。

可见
,

此盐度是不适宜稚贝生长发育

的
。

稚贝在盐度 7
.

5一 33
.

6编中的生长发育如图 4
、

5
、

6 所示
。

其结果表明
: ① 稚贝在

7
,

5编盐度中仅能存活 26 天 ,②在 2 0
.

5筋盐度中
,

稚贝生长迅速
,

发育整齐而且成活率高
。

稚贝平均每天增长 3 2
.

4 微米
,

经近一个月培养
,

平均壳长超过 1
.

3 毫米
,

最大者竟在 1
.

9

毫米以上
。

成活率达 85 环
,

其中有 95 % 个体发育成双水管期 ; ③稚贝在盐度 14
.

0编中的

二次试验结果
,

其生长速度虽稍有差别
,

但仍然居第二位
,

每天以 2 9
.

5 微米的速度增长
,

试验结束时
,

平均壳长为 1
.

2 毫米左右
,

但个体大小相差较大
,

大者超过 1
.

8 毫米
,

小者仅

有 。
.

5 毫米
。

成活率虽有 90 %
,

但仅有 75 % 的稚贝发育成双水管期 , ④稚贝 在 2 7
.

0一

33
.

5偏盐度中
,

个体大小较为一致
,

但生长发育极缓慢
,

每天仅以 5一 8 微米的速度增长
,

经近一个月培养
,

稚贝平均壳长仅为 。
.

6 毫米左右
,

而且未出现双水管期 , ⑥稚贝在盐度
7

.

5一 3 3
.

5偏各组中的日增长量
,

是以盐度 20
.

5筋组为最高
。

盐度在 2 0
.

5荡以上的各盐度

组
,

其 日增长量是随着盐度的升高而下降
,

盐度在 2 0
.

5荡以下的各组的日增长量随着盐

度的提高而提高
。

1 500

1 3以 l

1 10 0

O

乙

2 0 5% 。

14
.

0%
口

卿

握一带à以狱

。 一~ ~ ~ ~ ~ ~ ~ - . 2 7
,

O%
。

’ .

一一一~ ~ 一一
.

3 3
.

5%
口

一
二7

;

5% 。

卿刚

4 6 珍 1 6 2 0 2杀

培养天数 (天 )

图生 盐度对蛤仔稚贝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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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盐度同蛤仔稚贝平均日增长量的关系

上述结果表明
,

稚贝的适宜盐度为 1 4
.

0一3 3
.

5偏
,

最适盐度为 20
.

5筋
,

盐度下限和上

限分别为 7
.

5编和 40
.

0编左右
。

讨 论

卜 温度与蛤仔稚贝生长发育的关系

实验结果说明了
,

蛤仔稚贝的适宜水温是 1 5一 3 0
0

C
,

在此温度范围内
,

生长迅速
,

发育

整齐
,

成活率高
。

这与蛤仔在 自然海区中生长的最适水温为 18 一 3 。
。

c基本一致 ,
’

们 。

蛤

仔稚贝的适温范围要比其浮游期幼虫的适温范围 ( 2 2一 3罗 C ) (1) 来得广
,

说明蛤仔的适温

范围是随个体的生长发育而不断扩大
。

蛤仔不仅适温范围广
,

而且对高
、

低温的忍耐性也强
。

试验结果表明
,

蛤仔稚贝在

35 oC 条件下经 幼 天还有 40 % 的存活
,

其死 亡 临界 水温 为 40 ℃左 右
,

这 与吉 田 裕

( 1 9 53 ) 〔川 认为蛤仔稚贝致死临界温度是 3 7
.

5一 40
O

C之间较为一致
。

蛤仔对高温的忍耐

力也因产地和季节的不同而异
,

据食茂 ( 1 9 4 1 ) 〔“ ’ 报导
,

朝鲜产的蛤仔在 4 4
“

O
、

42
O

C
、

40
O

C

( 1 ) 同第 了6 页脚注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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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
、

黄炳章
:

温度和盐度对菲律宾蛤仔稚贝生长及发育的影响 2 1

和 3 7
.

5
,

C中的平均存活时间为 0
.

6
、

1
.

5
、

5
.

3 和 10
.

4 小时 ; 日本有明海产的蛤仔在 3 8
O

C

中存活了 5 小时 3 0分
,

在 4 0
,

C的水中只存活 T 6 5 分钟以
〔 ]

。

吉田 裕 ( 1 9 6 4 ) 〔
立。马就日本下

阴吉见产的蛤仔稚贝对高温的抵抗力进行试验
,

其结果表明在 3 5
O

C时
,

夏季平均存活时

间为 2 0 小时 28 分
,

而在冬季仅存活 17 小时部 分
。

蛤仔对低温的忍耐力更强
,

据仓茂 ( 1 9 4 1 )哪二报导
,

蛤仔在 一 2
“

C时
,
3一 4小时内不致

引起死亡
。

我们在试验中也曾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

从图 2 也可看到
,

蛤 仔稚 贝 在 10 一

扩C时能很好存活
,

试验结束时
,

成活率均在 80 % 以上
。

尽管如此
,

但其生长发育受到很

大影响
,

如生长缓慢
,

发育停滞
。

因而
,

在蛤仔适宜的温度范围内
,

其育苗工作应考虑提前

或及时进行
,

这样幼虫的孵化率和变态率较高
。

2
.

盐度与蛤苗培育的关系

蛤仔虽有较广的适盐度性
,

但其不同的育苗场和养成场的生产成绩并不一致
,

原因是

它们所在海区的理化环境因子不同
,

其中盐度的差异是比较突出的因子之一
。

在自然海

区中
,

由于海水比重的骤然变化造成蛤仔的损失
,

不论是苗区或养殖区均发生过阁
。

试验

结果表明
,

幼虫变态成稚贝的适宜盐度为 2 0
.

5一 3 3
.

5筋
,

其中以 2 7
.

。编为最佳
,

这与陈其

焕等 ( 19 8 1) 川 的实验结果是相吻合的
。

由图 4
、

5
、

6 表明
,

稚贝生长发育的适宜盐度范围

为 14
.

。一33
.

5荡
,

其中以 20
.

5编为最好
。

由此可见
,

蛤仔幼虫和稚贝的生长发育的适宜

盐度和最适盐度范围
,

是随着蛤仔的生长发育而不断扩大
,

而且有逐渐地向着较低的盐度

的适应趋势
。

山本 ( 1 9 52 ) 仁̀ 〕
也曾观察到蛤仔受精和初期发育的适宜盐度范围比其成贝来

得窄的现象
。

低盐度对蛤仔幼虫变态不利
,

在 1 4
、

O编盐度中
,

幼虫变态的时间拖长了 10

多天
,

而且生长也慢
,

从壳顶后期培养到完全变态的 16 天中
,

平均日增长量仅为 1 1
,

75 微

米
,

但幼虫一旦完成变态后
,

由于器官构造的进一步发育和完善
,

低盐度就显得有利于稚

贝的生长发育
,

稚贝经 29 天培育
,

从平均壳长 38 7 微米猛增到 1 2 4 3 微米
,

平均增长速

度为 2 9
`

52 微米 /天
,

其生长速度 比变态前快一倍多
,

比稚贝在 2 7
.

0荡盐度组中的平均日

生长 8
.

3 微米快二倍半
。

显然这与蛤仔成贝长期生活在河 口或有淡水流入的内湾有很大

的关系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蛤仔稚贝适宜盐度范围为 14
.

。一 3 3
.

5荡
,

这与邱清华 ( 1 9 5 9 ) .t]

报导的小蛤适盐范围为 9
.

36 一 3 4
.

16 筋 差别不大
,

但与日本产的蛤仔稚贝培育海水的适

宜比重下限为 1
.

0 15
、

最适比重约在 1
.

0 18 以上 :州有较大差别
,

这可能是由于所处的地理

位置的不同和亲贝所处的盐度 差别所致
。

蛤仔稚贝对高盐度的忍耐力是相当强的
,

稚贝在海水盐度 3 3
.

5编培育近一个月还有

80 % 的存活
,

这与日本产的蛤仔稚贝在海水比重 1
.

03 。 左右也能得到相 当长 的 存活 时

间 〔 1们是一致的
。

根据蛤仔各不同发育阶段所要求的适宜和最适盐度的不一致性
,

及其随着生长发育

而逐渐地偏向低盐的特点
,

蛤仔育苗场应选择在有淡水来源的地方
,

在蛤仔苗种培育过程

中
,

还需及时地调节好适宜的海水盐度
, 以满足蛤仔各发育期的适盐范围

,

才能培育出更

好的苗种
。

( 1 ) 同第 16 页脚注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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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蛤仔稚贝生长发育除了受到温度和盐度的影响外
,

还受到饵料及其他生态因子

的影响
,

而且各因子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影响
。

如温度不仅对蛤仔稚贝有影响
,

而且对

饵料生物也有影响
,

饵料生物的多寡又直接影响着稚贝的生长
。

所以在蛤仔育苗过程中

应予全面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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