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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竹蛙(S ol 州
, tr lc tu : G o ul d) 肉味鲜美

,

自然产量大
,

分布于 日本
、

朝鲜和我国南北沿海
,

为重要食用 贝类

之一
,

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养殖种类[齐钟彦等
,

1 9 8 9 ]
。

近年来
,

因乱采滥捕
,

资源量逐年下降
,

急需对其资源进

行保护
。

长竹蛙繁殖和生长的研究国内外均未见报导
。

我们自1 990 至 1 9 9 3年
,

系统观察和研究了长竹蛙的繁殖

习性和生长规律
,

得到了较完整的资料
,

对其资源保护与增养殖的开展提供了有用的数据
。

1 材料和方法

长竹蛙采自烟台芝果地峡东岸
。

每月采集2次
,

繁殖期每月采 3 一 4次
,

均在同一取样区采捕
,

并现场测量水

温等因子
。

每次采样取长竹蛙10 个
,

解剖观察性腺并用 Bou in
’s
液固定

,

常规石蜡切片
,

用于观察性腺发育
。

另

随机取长竹蛙50 个
,

逐个测鲜贝重后
,

隔水蒸煮至沸腾15 分钟后取出剥肉
,

将熟肉和 贝壳均放入烘箱内
,

7 o C

供干24 小时
,

称其干肉重和干壳重
,

并用游标卡尺测壳长和壳高
。

在繁殖期
,

取性腺成熟的二龄蛙为亲贝
,

采用

室内人工催产
、

受精
、

培育
,

观察和记录其胚胎
、

浮游幼虫的发育过程
。

数据处理 [张福绥等
,

1 9 86 ]
:

平均干出肉率(%卜翠器耀号
只 ‘00

平均月增干肉重率(% ) ~ W t 一 W (t 一 1 )

W (t 一 1 )
X 1 0 0

式中
,

W 为月平均干肉重
,

单位为克
。

本文称附苗后至第一次繁殖的长竹蛙为一龄蛙 ;至第二次繁殖的为二龄蛙
,

以此类推
。

收稿日期
:
19 9 4

一

0 2
一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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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

1 胚胎发育及浮游幼虫发育

精子全长为41
.

5 拜m
,

头部近球形
,

长 2
.

6 科m
,

有明显的核和稍尖的顶体之分
,

尾细长达 38
.

9 拜m
。

卵沉性
,

圆球状
,

紫红色
。

未受精卵卵膜厚 2
.

6 拌m
,

受精后卵膜厚 7
.

8 一 10
.

4 拼m
。

卵径(不包括卵膜 )约 77
.

7 拜m
。

胚胎发

育及浮游幼虫发育速度见表 1
。

T a ble

表 1 长竹妊的胚胎发育及浮游幼虫发育速度

T h e d e v e lo Pm e n t r a te o f 5
.

st ri eru s e m b ry o s a n d Pla n k t o n ie la r v a e

发育时期

精子 x 卵子

第一极体出现

第二极体出现

2细胞期

4细胞期

8细胞期

1 6细胞期

受精后时间 (小时
:

分)

O

0 :
2 0

O :
3 0

O : 5 5

1 : 1 0

1
:
3 0

1
: 5 0

发育时期

3 2细胞期

桑堪 胚期

囊 胚期

原肠 胚期

担轮幼虫期

D 形面盘幼虫期

壳顶 面盘幼虫期

受精后时间(小时
:

分 )

2
: 0 5

2
: 4 0

3 :
10

4 :
2 0

7 :
5 0

1 5 :
2 0

4 8
: 0 0

注
:

日期
:

91 年 6 月30 日
。

水温
:
2 5一 26 C

。

盐度
: 2 2

.

9 x 10

2
.

2 性腺发育和繁殖周期

据性腺外部特征和组织切片观察
,

性腺发育分五期(图版 )
,

即增殖期
、

生长期
、

成熟期
、

排放期和休止期

[赵志江等
,

1” 1 ]
。

一龄蛙和二龄 以 上蛙各期所处的发育时间有很大差别
,

一龄蛙的五期分别在每年的2月中

旬至 4月下旬
、

4月中旬至 5月 下旬
、

5月下旬至 7月中旬
、

7 月中旬至 8月中旬
、

8月中旬至 9月下旬
;
二龄 以上蛙的

五期分别在每年的9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
、

10 月中旬至翌年 4月上旬
、

4 月中旬至 6月上 旬
、

6月中旬至 6月下旬
、

7月

上旬至 8月下旬
。

2
.

3 生长

2
.

3
.

1 壳长与鲜贝重的关系

对 2 0 0 。多个长竹蛙的壳长与鲜贝重作图 (图 1、
,

二者呈幂函数关系
。

随机取 50 个样本
,

将鲜贝重 (g )和壳长

(m m )回归
,

得体重关于壳长的回归方程为
:

W ~ 1
.

0 12 x 10--
5 L 3 ’2 ,

相关系数
: 一 。

.

9 4 1 3
。

2
.

3
.

2 壳长与壳高的关系

贝壳生长时
,

壳长 L 与壳高 H 呈直线正相关 (图 2 )
。

经 回归得壳长关于壳高的直线方程为
:
L 一 7

.

O 8 1H 一

6
.

2 1 1
,

相关系数
r = 0

.

9 8 0 3
。

2
.

3
.

3 生长与季节的关系

贝壳的生长具明显的季节性
。

当年 7月份附着的蛙苗在 8 一 10 月份生长很快
,

月平均增长为9
.

57 一 1 5
.

42

m m ; 1 0月下旬停止生长
;
翌年4月下旬 又开始生长

; 6 一 9月为快速生长期
,

月平均增长为 5
.

43 一 1 0
.

28 m m ; 7月

进入繁殖期
,

生长速度略有降低
,

繁殖后的 8月份又有一快速生长期
;
10 月份后直到死亡

,

贝壳的生长都很缓慢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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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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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前�八
‘

�
飞‘、

月
如10年

软体部的生长也有明显 的季节性
。

当年7月份附着

的蛙苗
, 8 一 10 月也是快速增长期

,

其中9月份增重最

快
;
n 月至翌年 3月

,

软体部也基本停止生长
; 4 月又开

始增重
; 5 一 6月增重最快

; 7月因繁殖的影响
,

增重明显

降低
;
繁殖后的8 、 9两月 又迅速增重 (表 2 )

。

2
.

3
.

4 生长气年龄的关系

一龄长竹蛙 贝壳生长很快
,

但体重较轻
;
二龄蛙壳

长
、

体重增加均非常显著 ;三龄蛙壳长和体重增长率均

明显降低
。

满 1龄和满2龄
、

满 3龄个体比较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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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温变化曲线

表 2

T a ble 2 A v e r a Z e ir

长竹妊软体部的月平均增 ,

o f m e a t h t o f 5
. Stri C t“S m o n th

平均壳长
( m m )

平均鲜贝重

( g )

平均干肉重
( g )

平均 干出肉率
( % )

平均月增

干肉重 ( g )

平均月增干
肉重率 ( % )

期月日年

n�八�
1 9 9 0

.

7

8

9

19
.

2 6

2 8
.

8 3

4 4
.

2 5

0
.

1 6 8 2

0
.

3 8 8 7

1
.

3 8 6 7

2
.

2 5 8 3

1
.

9 2 0 9

1
.

8 9 4 3

1
.

3 0 2 1

2
.

0 4 0 1

2
.

0 6 0 7

1
.

9 5 7 7

2
.

8 7 6 2

3
.

9 0 7 0

5
.

4 6 3 0

8
.

6 4 1 1

9
.

8 9 5 6

0
.

0 1 6 8

0
.

0 3 9 0

0
.

1 5 4 5

0
.

2 7 5 3

0
.

2 1 1 6

0
.

1 8 2 4

0
.

1 2 8 3

0
.

1 8 5 7

0
.

1 8 9 9

0
.

1 9 3 7

0
.

3 3 5 1

0
.

4 7 6 9

0
.

5 5 2 3

0
.

8 8 8 3

1
.

1 0 6 8

10
.

1 0
.

1 1 1

1 2
.

3

1 1
.

0

9
.

6

9
.

9

9
.

1

9
.

2

9
.

9

1 1
.

7

12
.

2

10
.

1

10
.

3

1 1
.

3

0
.

0 2 2 2

0
.

1 1 5 5

0
.

1 2 0 8

一0
.

0 6 3 7

一0
.

0 2 9 2

一 0
.

0 5 4 1

0
.

0 5 7 4

0
.

0 0 4 2

0
.

0 0 3 8

0
.

1 4 1 4

0
.

1 4 1 8

0 0 7 54

0
.

3 3 60

0
.

2 1 8 5

1 3 2
.

1

2 9 6
.

2

78
.

2

一23
.

1

一13
.

8

一2 9
.

7

4 4
.

7

2
.

3

2
.

0

7 3
.

0

4 2
.

3

1 5
.

8

6 0
.

8

2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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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

6 1

5 1
.

1 6

5 6
.

3 7

6 3
.

0 1

6 8
.

4 4

7 8
.

7 2

8 5
.

3 2

表3 长竹怪的生长与年龄的关系

T a b le 3 R e la t io n s b e tw e e n g r o w th a n d a g e o f 5
. stri e t u s

年龄
平均壳长 x 壳高

n l n l

平均鲜贝重
( g )

平均年增壳长
( m m )

平均年增壳长率
( % )

平均年增鲜重

( g )

平均年增鲜
重率 ( % )

6 3
.

9 义 1 0
.

2

9 2
.

2 沐 1 3
.

6

9 6
.

5 X 1 4
.

3

6 3
.

9

2 8
.

3 4 4
.

3

3
.

9 1

9
.

5 1 2 4 3
.

2

4
.

3 4
.

7 3
.

2 4 2 4

3.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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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生长规律

长竹蛙生长较快
,

当年繁殖的蛙苗
,

入冬时壳长可达 66
.

6 m m
,

但个体差异较大
,

较小者仅有30 一 40 m m
,

与其附苗期差异较大有关
。

二龄 以上蜓 6月中旬繁殖
,

而一龄蛙则在 7 一 8月繁殖
,

由此产生了蛙苗的早晚差异
。

图 4和表 2中的冬季壳长下降系取样误差所致
,

原因是较大个体易被渔 民钓取
。

研究中采集到的三龄蛙数量极

少
,

从未采到 四龄 以上的长竹蛙
,

可能其寿命较短
。

长竹蛙繁殖后
,

其干出肉率降低较小
.

且很快恢复到与繁殖

前相近水平
,

说 明其繁殖投入较小
,

从贝类繁殖能量的角度看长竹蛙也应是寿命较短 的 [Mac D on
a ld 等

,

1 9 9 1 ]
。

3
.

2 资源保护及人工养殖前景

烟台近海 6 一 9 月是长竹蛙的繁殖期
,

应禁止 采捕
,

9月后应限制采捕规格
,

60 m m 以下应禁止采捕
,

70

m m 左右的二龄蛙采捕强度不能过大
,

以免影响翌年的苗种量
,

壳长90 m m 以上的三龄蛙应及时采捕
。

翌年的

3一 6月生长较快
,

肥满度高
,

易采捕
,

但应限制强度
,

以留下足够的亲蛙
。

长竹蛙分布广
,

适应能力强
,

可供养殖的面积大
。

其垂直生活
,

栖息密度高
,

单位面积产量极高
。

生长速度

快
,

若能升温提前育苗与播苗
,

入冬壳长可达 70 m m
,

当年即可收获
。

足柱状发达
,

出肉率高
,

且变化小
,

四季均

可上市
。

因此
,

长竹蛙是一种极有发展前途的滩涂养殖贝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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