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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母贝的插核期的实验观察
`

谢 玉 坎 林 碧 萍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提 要

作者对手术前的母贝作了抑制生理机能的预前处理 ;用记纹鼓记录测定肌肉活动能力
,

由

此反映出母贝生理机能状况和变化
。

实验结果表明 : 母贝经预前处理后
,

使于插核手术前的性

口操作
,

休养期的平均成活率可达 8 5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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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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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母贝 八耐
a

面 。二幻玲伟 ( J 日工 Q任幻 n ) 是培养大型珍珠的主要母贝
。

19 7 8 年我们

曾在其软体部中
,

培养出一些 长约 1一2 厘米的小片珠和游离有核珍珠 〔幻 ,

为了不断提高

珍珠的质量和养成率
,

我们对贝体在插核手术前后的机能变化进行了观察和实验
。

一般

说来
,

大珠母贝从被移到实验海区吊养到插核手术前
,

只要认真管养和 防治病害通常都能

正常成活
。

不过如果对所选用的母贝
,

进行预前处理
,

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插核手术并降

低休养期死亡率
。

从预前处理经擂核手术至休养结束
,

全过程约需 1
.

5一 2 个月左右
,

我

们把这一阶段称为抽核期
。

它是决定珍珠培养结果的关键时期
。

据 日本珍珠养殖技术研修会 ( 1 9 7 3) 报道
〔 1) ,

有了预前处理
,

插核手术的预后结果良

好
。

死亡率降低了一半或一半以上 ,留核率提高 10 一 2D %左右 ,珍珠质量也显著提高
,

正

常珍珠的数量增加一半至近一倍之多
。

他们认为
,

由于预前处理抑制了母贝的生活机能
,

造成生理状态低下
,

使贝体的调节系统在受插核手术时
,

不致出现多大的不良反应
,

这就

会有利于贝体的恢复
。

因此
,

预前处理被认为比插核手术更为重要
。

他们还定出了一整

套预前处理的管养方法
,

从贝体的开闭活动
、

栓 口时感觉
、

贝壳边缘鳞片生长速度
、

足丝多

少和晶杆体大小等各方面来了解母贝生理状态的变化
。

并由此确定了一些生理指标
,

作

为工作的标准和根据
。

不过他们的对象仅限于合浦珠母贝 尸了
2之公。 拟 ( G ou ld )

,

如具体应

永福
、

木文蒙费鸿年教授审阅
,

谨致谢忱
。

现场实验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南实验站张秀军
、

陈

曾关琼
、

苏玉开
、

高国坚
、

黎玉妓
、

陈永旧等同志协助
,

均表谢意
。

(劝 真珠餐殖技衡研修食
,
]济 3

。
于 牛久 卜

·

只。 仕立 t 巴餐生
,

插核作策忆 , 协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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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大珠母贝
,

常常是不适合的
。

所以我们在用大珠母贝培养珍珠的实验中
,

另行采取了

适当的观察方法和生理指标
,

来确定贝体生活机能所受的抑制效果
。

现将我们的观察方法

和实验结果报导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材料主要采自海南岛沿岸渔场
。

多数贝体壳高为 20 一 2 5厘米
,

极少 个体 为 30

厘米左右
。

年龄一般为 10 龄以下
,

有少量为 2一 3 龄
。

放在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 研究

所海南实验站海区吊养
。

实验选用比较健康的贝体
,

包括野生的和人工培育 的 大珠母

贝 仁̀ 1
。

实验分三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选择母贝
,

清除
、

洗净贝体壳外的附着物
,

然后放养
于体积约为 0

.

1 立方米的圆鼓形竹箩中
,

每一箩通常容纳 10 或 13 个母贝
,

上方加拱圆形

竹箩盖
,

吊养在实验水池中
,

即所谓预前处理
。

实验水池是利用岸边的一个泻湖改造而成

的
,

略呈半月形
,

低潮时池水面积约 3 00 平方米
,

高潮时约 6 00 平方米
,

潮差约 0
.

5 米
,

低

潮时平均水深约 1
.

5 米
。

在预前处理期内
,

经常检查
,

如有局部互相挤压时即加以疏松
,

尽量避免意外的死亡
。

水池内没有风浪影响
,

只有潮水从池壁渗透出入造成有限的水位

变化
,

基本上为静水状态
。

贝体因被放养在密蓖的竹箩内
,

不同于 自然海区生活环境
,

人

工造成了一定的生理抑制条件
。

通常在进入预前处理后约 10 一 15 天
,

便可进入第二阶段

即插核手术操作
。

一般使用自然开 口的母贝
。

有时天气阴凉影响自然开 口
,

则适当加排

贝处理促使开 口后予以栓 口
。

插核手术和切取制作外套膜小片工作
,

每次都由一人操作
,

力求避免因人手不同而产生的技术差别
。

珠核采用我们自己监制和试用过的直径 10 毫米

以上的 白色大理石珠核 〔 1〕
。

第三阶段为休养期
,

在插核手术后用去盖的竹箩
,

每箩放养手

术贝 4 个
,

吊养在海上潮下带 ( 水深约 2米 )的底层或水池的中层
,

经常检查并捡出死亡个

体
,

至休养期结束时分笼管养
,

休养期为 1 个月
。

观察贝体的生理变化时
,

取预前处理母贝与平常笼养母贝
,

同时以电动记纹鼓记录闭

壳肌一贝壳运动的过程
,

直接对两者进行比较
。

结 果

近 3 年来对大珠母贝在插核期进行的各种观察
,

得到一些实验结果
。

1
.

贝 体的生理机能的变化

大珠母贝吊养在海上胶丝笼中能够正常生活
,

至预前处理阶段
,

生活机能受到抑制

而逐渐下降
,

到一定时候因运动能力降低而趋于软弱
。

用记纹鼓记录了完成预前处理的

母贝的闭壳肌一贝壳运动过程
,

可以看出了闭壳动作软弱
、

频率增加而闭壳时间延长等现

象 , 与平常贝体比较
,

预前处理母贝在同一时间内的开壳次数平均增加约 1 倍
,

而开壳

幅度平均缩小约 1/ 2
,

并且
,

闭壳的持续时间延长了约 1 至 2 倍 (附图 )
,

这些变化是明显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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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附图 大珠母贝
、

笼养母贝 (A
:

一A户和池内预前处理母贝 ( B
:

一 B
:
)的贝壳运动

A l
、

B l ,

第一对母贝 ( 6 月 2 7 日下午
,

水温 2 , ℃ ) ; 月 :
、

热
,

第二对母贝 ( 6 月 2 8 日夜
,

k7 温 2 7
.

5 ℃ ) ; 月 J B :
,

第三对母贝 ( 6 月 2 7 日上午
,

水温 27
.

5℃ )
。
图上取 0

.

5 小时记录的 个过程
。

实验用材料 6 个个沐 ( A ,
、

日 2 、 左 :
、

B ;
、

万:
、

丑 3
)均约为 7一 8 龄

,

各个体壳高为 艺3 c
, 左右

。
。 示运动过程的方向

。

2
.

预前处理期的成活率和 自然开 口率

在无实验水池条件下用吊养于海底进行预前处理
,

只要适当延长处理的时间也可以

收到一定的效果 ;在水池内进行预前处理
,

则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效果
。

结果表

明
,

预前处理母贝大部分均可成活
,

有时成活率可达 1 00 % ; 而且
,

在插核手术前多数个体

都能自然开 口
,

便于栓 口
。

如加以适当的排贝处理
,
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母贝都可以供插核

手术用 (表 1 )
。 3 年内 4 组经过预前处理的母贝总平均成活率为 91 %

。

表 1 大珠母贝的预前处理的结果

(均 8O一 1的 2年
,

海南岛鹿回头 )

时 问 自然开 口贝

水温 ( ℃ )
处理贝

〔个体数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 l 天数
个体数

}
百 : 、 ,

备 住

哪44阳41011681160
8 0

.

I V
`

5一 I 丫
.

3 0
,

丫
,

1一 2 1邪一汐」2 7
,

0 左右

8 1
,

X
,
6一X

,

1 4

8 1
,

X l l
,
1一X l 工

,
1 5

8 」2 7
.

3一 2 9
。

3

1 4 12 1
.

7一 24
.

4

个个休数数百分率率

5 9万

6 1男

肠男

8 2
,

V l
,
1丈一 V l

,
2 5一 2 6 14 一 15 }27

甲

0一 3 11
。

7 巧 9 { 9 9% } 弱 { 6 0万

炼箩 加 个体
。

甸箩 10 一加个体
。

栓 口时加排贝 徙进开口
。

每箩 1 0 个体
。

每箩拍个体
。

注
:
拍 O8 年在海上吊养进行预前处理

, 〕蛇 1年在水池建筑过程进行预脑处理
,

1洲 2年预前处理时水池已完全

建戎
。

用于预前处理的竹箩加盖后体积约为 。
.

1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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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大珠母贝括核手术后的休养结果

( ] 韶 1年 10 月一1 1 月
, 1 0 8 1年 12 月一 1 98 2 年 i 月 ;海南岛鹿回头 )

水温
:

23
.

0一3 1
.

2℃ ( 1 0一 1 1 月 )三2 1
.

3一2 6
.

8℃

休休 养 时 间间 乎
粼

数数 插 核 数数 成活贝数数 成 活 率率 备 注注
(((月

、

日一月
、

日 ))))) (颗 ))) (个 ))) (形 )))))

」」

1个月 (X
、

14 一 X l
、

1 3 ))) 4 444 科科 4 444 1 oooo 预前处理期 9 天
,

高密度
,,

222 个月 (X l l
、
1 5一 I

、

1 5 ))) 5 222 脸脸 4 666 8 888 死亡率为 2 6万
。。

预预预预预预预前处理期 1 6天
,

普通密密
度度度度度度度

,

未有死亡者
。。

附注
: 1蛇1年 10 月 14 日插核乎术完全用预前处理的自然开口 贝 ; 」蛇 1年犯 月场 日预前处理的自然开口贝

少于 2 0络
,

绝大部分母贝加排贝处理后进行栓 口供插核手术用
。

全部在海上竹箩内休养
,

吊养底层
。

珠核直径 1
.

。一 1
.

cI 坦
。

表 3 大珠母贝插核手术后的休养结果

( J g 8 2年 6 月一 7 月
,

悔南岛鹿回头 )

水温
:

27
.

任一31
.

7 ℃

休休 养 时 间间 手术贝数数 插 核 数数 成活贝数数 成 活 率率 备 注注
〔〔月

、

日一月
、

日 ))) (个 ))) (颗 ))) (个 ))) (刃 )))))

111 个月月 4 000 4OOO 3 444 8 555 通馨要{黔推馨夕
天

,

普普
((( V l

、

豁万2 6一V l l
、

邪 ))) 4 000 4DDD 2 777 6 888 水池内休养
。。

111 个月月月月月月 海上吊养底层休养
。。

((( V l
、

2 5 / 2 6一V l l
、

2 6 )))))))))))))

1咐注
: 1 9 8 2年 6 月邪一2 6 日插核手术

,

使用预前处理的自然开口贝
。

分海上
、

水池内两组
,

放在钧
一

箩内休养
。

珠核直径 1
.

。 一 1
.

, m
。

3
.

休养期的成活率

插核手术后经过 1个月 的体养
,

由于创伤等影响一般会有一部分贝体死亡
。

照我们现

有的技术条件
,

已取得平均成活率为 85 %的实验结果
,

最低 68 终
,

最高 100 终 〔表 2
、
3 )

。

其

中 1 9 8 1年 10 月
、

12 月即冬季进行插核手术的两组
,

至休养结束时平均成活率高达 94 % ,

1 9 8 2年 6 月的两组属夏季插核手术
,

休养期的成活率不很高
,

平均只是 77 环
。

存在明显

的季节差别
。

讨 论

过去使用大珠核进行插核手术之后
,

往往在休养期即出现了很高的死亡率
,

结果只能

得到少量的大型游离有核珍珠
。

因此
,

对于如何提高插核手术后的成活率
,

尤其是休养期

的成活率
,

就成了间题的关键所在
。

过去大珠母贝手术前没有预前处理期
,

插核手术时间

短
,

休养期时间长
。

关于预前处理期的积极作用
,

宫内撤夫 ( 1 9 6 6 ) 〔
, 1等已有记载

。

但是
,

他们对合浦珠母

贝列举的各种预前处理效果的指标
,

一般对大珠母贝都难以应用
。

例如
,

大珠母贝的母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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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足丝
,

要从足丝再分泌的多少进行观察是不可能的 , 而观察软体部颜色变化的方法
,

由于壳 口难开
,

所以也颇为困难 , 至于解剖检查消化道内晶杆体的变化
,

对于价值昂贵的

大珠母贝更非切实可行的办法
。

因此
,

我们采用了观察生理机能变化的方法
,

即通过记纹

鼓记录闭壳肌一贝壳运动的过程
,

实际上即测定肌肉活动能力
,

由此反映出生理机能的状

态和变化
。

这个方法操作简便
,

又不会使贝体受任何的损伤
,

结果证明是可行的
。

从记录的结果可以看出
,

有无预前处理
,

闭壳肌一贝壳运动有明显的差别 (附图 ) ;经预

前处理的母贝的贝壳动作变为软弱而开壳次数平均增加约 1 倍
,

开口幅度却平均缩小了

约一半
,

并且闭壳的时间延长了约 1 至 2 倍
。

这对于插核手术前的栓 口操作无疑也是有

利的
。

不过更重要的好处还是它能提高休养期成活率
。

未经预前处理的手术贝
,

在休养

期的死亡率高得惊人
。

而经预前处理的手术贝
,

其休养期总的平均成活率达到 8 5%
,

有的

竟达到 1 00 %
。

宫内微夫等人曾报道过合浦珠母贝在预前处理期的大量死亡现象
,

但我们在大珠母

贝实验中一般都不出现这种情况
。

除了 1 9 8 1 年 10 月一次死亡率高达 26 终之外
,

其他三

次的死亡率都很低
,

分别为 7那
、 1多和没有死亡

。

出现 26 % 死亡率的原因
,

在于当时想要

加快加强抑制
,

大部分竹箩中放养密度过份密集
,

形成贝体严重挤压
,

部分个体因得不到

水流交换而死亡
。

此后
, 1 9 8 1 年 12 月和 19 82 年 6 月都恢复了 1 9 8 。 年的处理密度

,

结果

都相当理想 (表 1 )
。

1 9 81 年冬季休养期的成活率很高
,

最高一组达 1 00 %
,

也正是预前处理强度很大而造

成死亡较多的那次实验 ;从而不难想到
,

如能避免贝体死亡
,

抑制的强度愈大
,

愈有可能对

插核手术的预后有利
。 1 98 1 年 12 月至 1 9 8 2 年 1 月的休养期成活率较高 ( 88 % )

,

预前处

理期虽未见有死亡
,

但自然开口率为 65 另
,

说明预前处理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 1 9 8 2 年 6 月

虽然也取得了预前处理 的效果
,

死亡率很低而只有 1拓
,

自然开 日率相当高 ( 6 0拓 )
,

分为

两个场地休养的结果是水池内的休养期成活 率 为 85 终
,

海 上 为 68 终
。

后者 的 死亡 率

( 32 环 )高于前者 1倍
。

由此可见水池内的静水休养条件比海上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

利用

这种具有部分潮汐影响的水池
,

进行大珠母贝插核期的预前处理和休养
,

有一定的优越

性
。

1 9 8 2 年 6 月的实验正当夏季
,

海水温度有升高趋势
,

其结果
,

虽然证明所用的实验方

法是可行的
,

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今后
一

也应该选择夏季作为插核期
。

从表 2
、

表 3 已不

难看出
,

冬季比夏季的预后效果要好得多
,

在当地把大珠母贝的插核期选定在冬季是比较

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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