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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对水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的需求亦 日益增加
,

海洋贝类具有肉味鲜

美
、

营养丰富等特点
,

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

目前
,

全国沿海己广泛开展 了海产 贝类的增养殖工作
,

养殖品种逐渐

增多
,

养殖规模日益扩大
,

但养殖苗种紧缺限制着养殖生产的迅速发展
。

底栖贝类
,

俗称滩涂 贝类
,

是指栖息生活于沿海潮间带的营底栖生活的贝类
,

除在潮间带进行养殖外
,

目

前常在对虾塘的滩面上进行虾则昆养
,

尤其近二年来
,

虾塘对虾的大面积死亡
,

使虾则昆养模式在全 国沿海迅

速推广
。

底栖贝类是滩涂生物群落组成的优势种类
,

在我国沿海有较大的资源蕴藏量
。

目前已开展人工养殖 及人

工育苗的滩涂贝类种类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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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

且大部分是传统的食用经济贝类
。

由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日益遭受破坏
,

围海造田
、

围塘养虾的发展致使大片滩涂资源丧失殆尽
,

且由于经济

贝类市场售价的不断上升
,

促使滥采酷捕现象日益加剧
,

资源破坏严重而导致恶性循环
。

本文根据前人研究及

目前的苗种生产状况
,

总结归纳了海产底栖经济贝类苗种生产的五种方法
,

以苗种来源阐述苗种生产方法
,

分

析比较各种生产方法的优劣及其适用范围
,

并提出 目前贝类苗种生产的建议和设想
,

供贝类苗种生产
、

水产增

养殖
、

水产资源保护等有关部门参考
。

限于篇幅
,

文末仅列建国以来国内主要参考文献
,

并诚向各位作者致谢
,

不妥之处
,

恳请批评指正
。

1 自然海区采苗

又称海区自然采苗
、

自然采苗
、

采野生苗
、

采 自然苗
、

自然海区刮苗等
,

是指用人工的方法
,

采用刮苗
、

淌苗

等一系列工序
,

收集在 自然海区栖息生长的稚贝
,

以供养殖苗种之用
。

自然海区的级蛙【王中元
,
1 9 62 , 汤长金

,

1 9 5 5 ; 陈元幸
,
1 9 5 5〕

、

泥蛤〔洪小括
,
2 9 55 ] (潘岳楚

,

一9 5 6 ; 姜存楷
,
x 9 9 o )等种类的自然海区采苗技术已获得成

功
,

该方法也适用于任何有较多自然资源或 已进行滩涂大面积养殖的滩涂贝类
,

如文蛤
、

菲律宾蛤仔等种类的

苗种生产
。

自然海区采苗成本低廉
,

除投放少量的采苗工具
、

运输工具及人工劳务费用之外
,

几乎不再需要投入资

金
,

但该方法存在着不足之处
:

(1) 形成优良的自然苗场的条件苛刻
。

除必需拥有一定数量的亲贝资源外
.

对底质
、

潮流等环境条件的要

求也较高
。

在目前环境污染
、

人为破坏 日趋严重的情况下
,

已不大可能自然形成苗场
.

因为自然采苗投入少
,

收

益高
,

采苗期内往往有大批人员进入苗场
,

进行掠夺式滥采
,

严重破坏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

导致资源的急剧

衰退而无法自然恢复苗场
,

甚至丧失殆尽
。

(2) 苗种数量
、

质量难以保障
。

自然海区贝苗的栖息密度较稀
,

单位面积出苗量少
,

不能充分
、

高效利用 自

然苗场的优良自然条件
,

且受当年亲贝策殖期间的水温
、

降雨t 屯潮流等自然因子的影响较大
,

采苗季节年年

不同
,

苗种产量丰歉不稳定
,

同时
,

自
,

然刮苗的贝苗种类不纯
,

南方海区因自然栖息生物种类急增而尤其明显
,

且苗种规格不齐
。

凡此种种
,

影响着养殖生产的发展
.

利用自然海区的苗场资源
,

首先
,

应该做好自然苗场的资源保护及科学管理工作
,

合理划定禁采区
、

禁采

期
,

限定采捕规格
,

进行统一的有计划的
、

有组织的采捕
,

严禁滥采酷捕
。

其次
,

可在该海区投放足量的亲贝以

增加苗种资源量 (同下 )
,

以充分利用自然苗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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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半人工采苗
,

即人为干预自然环境
,

如增殖海区亲贝资源
、

进行涂 面改造以利幼虫定居
、

适当筑坝蓄

水以培养底栖硅藻
、

平整涂面以提高附苗密度等一 系列改良措施
,

充分利用自然海区的优良自然条件
,

克服自

然海区采苗方法的不足之处而进行的采苗方法
。

半人工采苗的成功与否
,

与该海区是否有足够的繁殖亲贝有

密切的关系
,

同时受潮流 (影响浮游幼虫流失量 )
、

气候(寒潮
、

降雨等改变水温
、

盐度而影响亲贝的繁殖及幼虫

的存活 )等因子的影响较大
,

采用在原有自然苗场增殖亲贝及改 良底质
,

将会取得较好的
、

明显的效果
。

新开辟

的采苗场
,

必须做好前期的苗场论证及海况的勘测工作
。

适于 自然采苗的种类
,

都可以通过海区增殖亲贝来进行半人工采苗
,

如溢蛙[ 王中元
,
1 96 2 ;

陈元璋
,
1 9 5 8 ]

(陈文龙
,
1 9 6 2 ;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
1 97 7 )

、

泥蜡 (潘岳楚
,

1 98 6 ;
林志强

,

198 0 )
、

菲律宾蛤仔 [谢振汉
,
1 988 ; 吴耀

泉
,
1 9 9 2 ] (曲仁亭

,

1 989 )
、

文蛤 [矫举昌
,

1 98 6 ;
赵玉 国

,
1 9 9 2 ]等种类的半人工采苗都取得了成功

,

对于养殖品

种
,

如泥螺 [王一农
,
1 99 3c 三

,

可以在养殖海区进行半人工采苗
。

要做好半人工采苗工作
,

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

(l) 选择良好的采苗场地
。

并非所有的养殖场地都可以用作苗种场
,

除拥有足量的亲贝资源外
,

必须具备

适宜的底质
、

潮流
、

海湾形状等有利条件
,

利用原有的自然苗场
,

经人工改造后用作半人工采苗场
,

则效果明

显
。

(2) 依据对该种类的基础生物学的研究成果
,

掌握海区亲贝的繁殖规律
、

浮游幼虫的生长
、

发育
、

附着规

律
,

及时准确发布采苗预报
,

不断改进采苗工具及采苗技术
。

(3) 切实做好亲贝的管理
、

保护工作
,

留足繁殖亲贝
。

一般贝类的收获在繁殖期之前
,

因繁殖后亲贝软体部

消瘦
,

且易引起死亡而影响养殖业的经济收益
。

生产与再生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

因此
,

必须做好调控工

作
,

必要时下达行政命令
,

留足亲贝
,

以利翌年的生产
。

目前滩涂贝类苗种紧缺
,

人工育苗又无法大量生产苗种以满足养殖业发展的需要
,

海区半人工采苗仍是

滩涂贝类养殖苗种的主要来源
。

半人工采苗
,

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

环境条件的优势及先进的科学技术
,

根据

不同种类对底质要求不同来进行滩面的改造
,

也可以根据其繁殖季节的不同
,

适时筑坝蓄水
,

来提高苗种品种

及规格的划一
,

同时也迫切需要做好资源的保护
、

管理工作
,

注意海区污染 (机动船只油污染
、

生活污水
、

农田

残余农药入海等)
,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保护采苗场的生态环境
,

以期能长期使用
。

3 土池育苗

鉴于以上二种采苗方法受自然环境 (如海况 )的较大制约
,

且贝类浮游幼虫流失量大等缺点
,

采用筑坝围

塘
、

蓄水
、

改良底质来饲养亲贝
,

模拟自然海区的涨落潮进行亲贝的生态系管养
,

必要时进行关水施肥以培养

基础饵料供亲贝摄食肥育
,

在繁殖季节
,

密切注意亲贝的产卵排精
,

随时取样解剖亲贝
,

进行性腺发育程度的

观察及排放情况的检查
,

并在每日换水前进行浮游生物网拖幼
,

一旦发现亲贝排放且有大量浮游幼虫出现
,

立

即进行关水育苗
,

在原土池内进行浮游幼虫培育及稚贝附着培养
,

至稚贝附着变态后即可换水
,

直至下一潮水

的亲贝性腺排放高峰
,

再行关水育苗
。

土池育苗
,

也称垦区育苗
、

模拟海区育苗等
,

根据各地的地理环境条件
、

技术水平及育苗习惯
、

育苗种类的

不同
,

土池育苗的水体大小差异甚大
,

一般土池面积在。
.

66 公顷左右
,

也可上 至几十公顷
。

下至0
.

06 一 0
.

13 公

顷
,

也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对虾养殖塘
、

海水鱼类养殖土塘
,

关键不在于育苗水体的大小
,

而在于如何因地制

宜
、

依靠科学技术水平来不断提高苗种的存活率和附苗密度
。

一般说来
,

小面积土塘便于管理
.

有利于提高苗

种存活率和附苗密度
;
大面积土塘则水域环境相对较稳定

,

要求技术水平稍低
,

附苗密度较稀
,

但总产苗量较

大
。

土池 人工育苗有二个明显的特点
,

其一是合理地进行亲贝的培育工作
,

尽量满足亲贝在自然环境中的生

态要求
,

通过蓄水以增加亲贝的摄食时间
,

施肥以培育基础饵料
,

促使亲贝更快成熟
;
其二

,

对于附着稚贝的培

育
,

也更接近 于 自然生态环境
,

有利于稚贝的生长与健壮
,

且在土池中经常不断地受到 自然界环境因子变化的

刺激适应
,

而使稚 贝出苗后在养殖过程中有较高的存活率
。

但是
,

土 池育苗也存在着较大的缺点
,

如忽视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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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阶段的培育工作
,

无法人 为地有效控制浮游幼虫生存
、

生长的最佳环境条件
,

水温
、

盐度等因子在较大程

度上依赖于其它 自然环境因素
,

敌害
、

病害的预防
、

防治工作难以做好
,

浮游幼虫的存活率明显低于室内人工

育苗
。

目前
,

泥蜡 [王凤岗
,

1 9 8 6〕
、

溢蛙〔龙海县水产局
,

1 9 7 6 ]
、

菲律宾蛤仔[邱文仁等
,

1 9 83 ;周栋田
,

1 9 8 4 ]
、

泥螺

(玉环县水产局
,

1 9 9 3) 等种类的土池人工育苗已获成功
。

进行土池人工育苗工作
,

应注意以下几点
:

(l) 在亲贝放养之前
,

彻底做好土池的清池工作
,

防止敌害生物的大量繁殖
,

进
、

出水闸必须用网围栏
,

且

做好土池的防漏堵洞
,

也可在土池上方搭建简易塑料薄膜棚
,

以防暴雨
、

烈 日而引起土池水温
、

盐度的逮然变

化
。

(2) 合理换水
,

依据水色来确定施肥与否
,

根据亲贝排出物的颜色及形状
,

适当投喂配合饵料或酵母粉以

促进肥育
。

(3) 密切注意亲贝的产卵排精
,

及时关水以防浮游幼虫流失
,

注意幼虫的活动
、

胃饱满程度
、

幼虫的生长速

度等
,

小池育苗可将浮游幼虫与亲贝分池培养
。

(4) 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进土池育苗工作
,

不断加强浮游幼虫培育阶段的技术管理研究
,

以提高幼虫存

活率和培养密度等
。

4 半人工育苗

也称人工育苗
、

室内外结合人工育苗等
,

是指在室外土池中或滩涂进行亲贝的蓄养
、

育肥
,

育肥后期也可

以在室内进行强化培育
,

然后在室内进行亲贝的人工刺激催产
、

人工控制条件下进行孵化
、

浮游幼虫的培养
,

至浮游幼虫出现眼点或附着变态后
,

再将幼虫从室内水泥池移向室外土池中进行稚贝的培育
,

这种方法是目

前滩涂贝类人工育苗的主要方法
,

适用于许多种类
,

如泥蛤【陈文龙
,
1 9 7 9 ;王凤 岗

,

19 9 1 ]
、

泥螺〔王一农等
,

19 9 4 ]
、

文蛤〔王维德
,
1 9 7 9

、

19 5 0 , 路仁杰
,

1 99 2 b〕
、

四角蛤州 [于业绍
,
1 9 56〕

、

菲律宾蛤仔〔齐秋贞
,
1 9 5 1〕

、

青蛤

〔孙晋延
,

1 955 ,路仁杰
,
1 9 9 2。 ,于业绍

,
2 99 5〕

、

紫蛤〔蔡英亚
,
1 9 5 6〕

、

西施舌 [陈文龙
,
1 9 66 ]

、

栉江挑〔林笔水等
,

198 7 ; 郭世茂等
,

19 84 . 国家海洋局海洋三所
,

1 98 4〕
、

级蛙〔陈文龙
,

1984 , 何进金等
,

19 89 ]等种类的人工育苗已

获成功
,

且应用于生产
.

人工育苗进行滩涂贝类的苗种生产
,

克服了浮游幼虫流失量大
、

幼虫成活率低
、

受自然环境因子影响大等

一系列不利因素
,

采用室内水泥池
、

室外土池相结合使用的方法
,

有着以下的优点
:

(1) 依靠自然海区的饵料来源
,

进行亲贝的育肥
、

促熟培养
,

通过延长亲贝摄食时间和增加水体中饵料量

使亲贝性腺成熟加快
,

育肥效果明显优于室内水泥池培育及野生的亲贝(周茂德
,
1 98 1)

。

(2) 自亲贝催产开始
,

在室内水泥池中进行人工控制各理化因子
,

可以有效地处理育苗水体
,

采用过滤水

或施药以防细菌
、

原生动物的发生与危害
,

通过投饵
、

控制最佳的水温
、

盐度
、

pH 值等因子的组合使浮游幼虫

有较高的成活率和较快的生长速度
,

可以有效地提高单位水体的出苗量
。

(3) 在浮游幼虫出现眼点后
,

从水中营浮游生活 (幼虫于水体中呈立体分布)
,

过渡到底栖生活 (稚贝呈平

面分布)
,

附着稚贝因底上附着密度过高而导致局部缺氧引起死亡
,

且由于附着后稚贝生长快
、

摄食量大
,

饵料

数量难以得到满足而常引起稚贝滞育和生长缓慢
,

因此
,

在稚贝期将其移至室外经处理的土池中
,

以降低附着

稚贝的栖息密度来保证饵料的供给
,

同时
,

室内水泥池又可供下一茬苗的培育
,

提高水池的利用率
。

半人工育苗是一种较好的生产滩涂贝类苗种的方法
,

随着滩涂贝类养殖业的发展
,

人工育苗技术也一定

会迅速发展
,

室内育苗水泥池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对虾育苗池或扇贝
、

海带育苗池
,

因为各种生物繁殖季节的

不同
,

贝类
、

对虾或海带的育苗不会冲突
,

并能提高育苗设施
、

水泥池等的利用率
,

降低生产成本
。

用作附苗的

室外土池要求条件低
,

可利用各育苗场的进水沟或荒芜的高潮区进行改造后即可使用
。

半人工育苗技术低于

全人工育苗技术
,

且现有一整套的育苗操作规范可循
,

相信滩涂贝类的半人工育苗技术将在全国育苗场推广

(14 )玉环县水产局
.

1 9 9 3
。

泥螺土池育苗技术鉴定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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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

5 全人工育苗

指全人工控制条件下进行的贝类苗种生产
,

包括从亲贝培育
、

育肥
、

到浮游幼虫培养
、

稚贝附着
、

培育等一

系列过程都在人为干预下完成
。

全人工育苗是最先进的苗种生产方法
,

通过人工控制
,

进行苗种的定向培育
,

如多倍体苗种的生产
、

杂交优势品种
、

抗病害品种培育等
,

以满足养殖生产的需要
。

全人工育苗
,

在附着性贝类
,

如紫贻 贝
、

扇贝
,

以及固着性种类
,

如牡妨等的苗种生产中已取得经验
,

在底

栖贝类的苗种生产中
,

育苗效果不好
,

分析其原因
,

除了技术因紊之外
,

底栖贝类育苗有以下特点
:

首先
,

底栖贝类的浮游幼虫发育到壳顶后期出现眼点后
,

有一个变态过程
,

生活方式从浮游转向埋栖
,

育

苗池底部因幼虫数量遵增而导致局部水质恶化
,

从而使育苗失败
,

而附着性
、

固着性种类则采用立体附苗方

法
,

克服了因局部水体幼虫过密而导致的局部水体缺氧
。

如果降低底栖贝类的附苗密度而避免水体缺氧
,

则单

位水体出苗量低而影响育苗的经济效益
。

其次
,

用作底栖贝类附苗基的泥或沙
,

较难处理
,

泥沙颗粒的大小
、

泥沙中微小生物的存在或死亡腐败影

响着稚贝的存活和生长
,

而附着性
、

固着性贝类采用棕绳
、

尼龙绳
、

橡皮条
、

水泥条等进行采苗
,

相对而言
,

附苗

基的处理要简单
、

彻底
、

干净
。

因此
,

对于底栖种类的全人工育苗
,

需作进一步的技术探讨
,

以品种改良开始
,

到彻底解决附苗难题
,

可以

采用立体采苗的方法来提高单位水体出苗量而又不致于引起池底的缺氧
,

可以采用人造代用品来代替泥沙

做为附苗基 以彻底解决附苗基消毒
、

处理困难的问题
,

也可以采用生物学技术
,

使用激素等方法来培育不需附

苗基的滩涂贝类苗种
。

解决附苗基是全人工育苗成败的关键
,

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
,

滩涂贝类的

全人工育苗技术一定会更趋完善
。

6 小结

底栖性贝类苗种生产的五种方法各有利弊
,

由自然海区采苗
、

海区增殖亲贝采苗至土池人工育苗
、

半人工

育苗
、

全人工育苗
,

育苗工艺从 自然海区逐渐过渡到室内全人工控制
,

受自然环境因子影响的程度逐渐减少
,

苗种生产逐渐摆脱自然影响
,

单位面积出苗量增大
,

经济效益提高
,

依据养殖需要
,

可提供早苗
、

壮苗
、

大苗
。

沿海各地的滩涂贝类苗种场应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条件
,

因地制宜
,

选择先进的苗种生产方法
,

合理的利

用资源和保护资源
,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养殖业的苗种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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