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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木文报道了对山东乳山县乳山湾泥蜡 (升娜乙l盯阅 夕r口彻 s a) 的繁殖期
、

蜡苗的生长和分布

等所调查的结果
。

调查表明
,

7月初
、

7 月中旬和 8 月上旬是乳山湾泥蜡的繁殖盛期 ;蜡苗入冬

时的壳长可达 5 毫米左右
,

甚至超过 8 毫米
,

蜡苗生长的适宜温度是 2 3一28
,

c
,

其月增长可达

1
.

3一 1
.

4毫米 ;蛇苗的分布与潮位呈明显的负相关
,

蜡苗集中在低潮线至中潮区下部的狭长地

带
,

在这地带潮位越高蜡苗个体越大 ; 蜡苗分布与底质的关系密切
,

当底质中直径为 1的微

米的颗粒占 65一肪环时
,

蜡苗的分布量较大
。

文中对采苗预报和采苗时间的确定等提出了建

议
。

主题词 : 泥蜡
,

乳山湾
,

蛤苗
,

贝苗的肥满度
。

乳山湾位子山东半岛南岸的乳山县境内
,
频临黄海

,
面积 4

.

4 万亩
,

东西长 12
,

5 公

里
,
南北最宽处 4

.

5 公里
,

湾口窄
,

仅 。
.

5 公里
,

是我国最大的泥蜡苗种产地之一
。

每年蛤

苗的产量很不稳定
,
一般在 1 00 万斤左右

,

它给当地群众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收益
,

也为南

方各省开展泥蜡养殖业提供一定数量的苗种
。

泥蜡是我国四大经济贝类之一
,

南方各省沿岸渔民具有悠久的养蜡历史和丰富的养

殖经验
。

近年由于蜡苗的不足
,

使泥蛆养殖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

为了稳定发展

乳山湾泥蛆苗种生产
,
提高蜡苗的产量

,

我们自 1 9 8 0 年起对乳山湾内泥蜡的繁殖期
、

蛤苗

的生长
、

翰苗的分布等进行了调查研究
,

现报告如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乳山湾的东端为乳山县对虾养殖场
,

面积 1 万亩
,

其余的滩涂上都有泥蜡分布
,

我们

自东向西设置了邹格
、

辛家
、

北唐
、

南唐
、

秦家庄等 5 个采苗场作为固定的调查点
。

每年

7一 8 月份定期取样测定泥蜡的肥满度
,

同时用 N X 1 03 筛绢制成的浮游生物网
,

定量测出

海水中泥蜡壳顶幼虫的数量
。

9一 10 月份大潮时
,

从低潮线到高潮线每隔 5。 米量取一调

查点
,

各点左
、

中
、

右间距 50 米采三个样品
。

取样面积为 2 0 沐 2 0 厘米
,
检出样品中的蜡

苗
,

测其大小和数量
,

制成蜡苗壳长频率分布直方图和每平方米滩面上蜡苗的分布密度
。

自 8 月 1 日起每隔半个月
,

在调查点的中潮 区下部取样
,

每次测量 1 00 个蛆苗的壳长
,

取

其平均值观察其生长速度
。

底质经 7 o0 C烘千后
,

用套筛分出
,

按
“

币
”

标准定出粒级
。

在满

潮的平潮时
,

在采苗场 1
.

2 米深处采集水样 5 00 毫升
,

每个调查点采集 2瓶
,
水样采上后

立即加 25 毫升福尔马林固定
,
用于测定浮游植物量

。



水 产 学 报 1 0卷

结 果

(一 ) 乳山湾泥蜡的繁殖期

过去认为乳山湾泥蛆繁殖期是 7一 8 月
,

其繁殖盛期只有 l 个
,
即 7 月底至 8 月初的

几天 时间
,

滩上的苗是 8 月底附上的
。

我们从 1 98 。 年到 1 9 8 1 年重复测定了乳山湾泥蜡

的肥满度
,

结果如图 1
,

由图 1 可见
,

在整个繁殖期中至少有三个繁殖盛期
,

即 7 月初
,

7 月

洲|州邹料韶加

录à侧撰盈

和。申。呢州口昌二叮口。O

刀昌七e

图 1 乳山湾泥蜡肥满度的变化曲线

及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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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以司 0 1二 (罗巴娜正l盯 。。 盯。 ” o sa ) i n R u 日ha o B ay

一
二加 O年泥甜的肥满度 (二 n id it 二 呈朋专。 r nI 1 9印 )

·
·

… 工朋卫年诧峨的肥满度(叩。 id 七jo n f肋 ot r 她 1 98 1)

中旬及 8月上旬
。

此外
,

从连续拖取乳山湾双壳

类的浮游幼虫中
,

发现泥蜡壳顶幼虫的数量变化

也有三个峰值 (图 2)
,

它们分别出现在 了月下旬
,

8 月上旬及 8月中旬
,

这个峰值和肥满度 变化的

峰值在时间上恰好是互相衔接的
。

因此
,

我们认为

乳山湾的泥蛆其繁殖盛期不是一个
,

而可能是三

个
。

为了进一步查 明此事
,

1 9 8 1年 10 月 14 日
,

我们将北唐采苗场样品中所有的泥蜡苗 (共 2 4 0多

个 )
,

测量其壳长
,
编制成壳长频率分布表

,
根据此

表绘成蛤苗壳长分布频率直方图 (图 3)
。

从图 3

中可以明显地看 出
,

在 壳 长 1
.

6一 2
.

。。 m 组 中

出现第一个高峰
,
其组 中值 弓

, 二 1
,

8。 沮
,

峰 值

1 2
.

0 8终 , 壳长 2
.

8一 3
,

Z m m 组中出现第二个高

峰
,

其组中值 乙
: 二 3

.

0二。
,

峰值 巧
.

42 拓 , 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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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甘偏料狠

ǎ.岑\色州xà名卜ó澳胜夕洲已口

日期
D 几 t e

图 2 乳山湾泥蜡壳顶幼虫的

出现情况 ( 1 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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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长 (~ )

物
e双 场 n g t h

图 3 泥钳苗壳长频率分布直方图

F讼
,

3 T he f re q即刀叮 肚就 r i b习 it 叭 of t he
` h o ll le n g ht 时 b l仪记 cl a m se de

3
.

6一4
.

Oo m 组中出现第三个高峰
,

其组中值 飞= 3
,

8

~
,

峰值 12
.

50 拓
。

蜡苗在自然

滩上月平均生长速度为 1
.

36 ~
(8 一 10 月 )

,

则 7 月初繁殖的蛤苗到 10 月中旬 壳长可

达 蜡 x 1
.

36 三 3
,

7
~

,

这个值接近 乙
: ,

且落在第三个峰区内
。

7 月中旬繁殖的蜡苗
,

壳长

可达 2合火 1
.

3 6 去 3
.

1

~
,

这个值接近 乙
: ,

且落在第二个峰区内
。

8月上旬繁殖的蜡苗
,
壳

长可达 蜡 x 1
.

36 去 2
.

2 m m
,
这个值接近 `

。

由此可见
, 7 月初

、

7 月中旬和 8 月上旬是

乳山湾泥蜡的繁殖盛期
。

湾内滩面上最早出现蛆苗的时间是 8 月初
,

尔后在 8 月下旬和 9

月上旬还有 2批蜡苗附着
。

(二 ) 乳山湾蜡苗的生长习性

乳山湾蜡苗在自然滩上的生长速度如表 1所示
,
从 8 至 n 月

,

其壳长 乙与天数 ` 的

相关系数 犷 = 。
.

9 8 3 7
,

其直线回归 方程为 Z二 0
.

4 4 9。 十 。
.

O3 8 t
。

在 8一 10 月水 温 28 一
2 3

0

0时生长速度最快
,

月平均生长 1
.

32 一 1
.

41 ~
, n 月初

,

当水温降到 1a4 0 以下时
,

生

表 1 乳山湾泥蜡苗的自然生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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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急剧减慢 , 冬季蜡苗的壳长停止生长
。

乳山湾各采苗场蛆苗的生长速度是不一致

的
,

在靠近对虾养殖场的邹格采苗场
,

入冬前蛆苗的平均壳长为 4
.

8

~
,

最大蛆苗壳长为

8
.

2 m m
,

最小是 3
.

6 m m , 而离对虾养殖场较远的秦家庄采苗场
,

入冬前蛛苗平均壳长为

3
.

s m m
,

最大蛆苗的壳长为 5
.

11 0 1 巴 ,
最小的仅 2

,

4

~
。

乳山湾蜡苗自东至西其生长速

度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

这种生长速度的递减与湾内浮游植物量的递减恰是一致的 (表 2 )
。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对虾养殖场排水中含有大量的浮游植物及营养盐有关
。

此外
,

滩面上

蜡苗的大小与潮位有关
,

在蚁苗分布比较集中的滩面上
,

蜡苗的壳长随着潮位的上移而增

大
,

乳山湾的各采苗场都呈现出这种相似的现象 (表 3 )
,

因此
,

可以认为附着的蜡苗具有

随潮水上移的习性
。

表 2 乳山湾各采苗场的浮游植物里 ( 19 81 年 吕一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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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乳山湾各采苗场蜡苗大小与潮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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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乳山湾蜡苗的分布

蛤苗的分布与潮区有密切的关系 (表 4)
,

各采苗场的蜡苗主要分布在低潮线往上至

中潮区的中部
,

尤其集中在 。一 6 00 米以内的滩面上
, 泥蛤在这个狭长滩面上的附苗量占

整个滩面的 85
.

7 % ( 1 9 8。 年 ) 和 88
.

9那 ( 1 9 8 1 年 )
。

通过计算得知
,

蛤苗在滩面上的自然分

布与潮区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

附苗量随着潮区的下移有增加的趋势
,

这种趋势在北塘
、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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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乳山湾各潮区的泥蜡苗分布 ( 19 8 0年 1 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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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格站滩面狭
,

O一1 00 米为低潮区 苏1 00 一即O米为中下潮区 ; 角义〕一韵 O米为中中潮区 ; 今) )一4 0() 米为中上潮

区 ; 4 00 米以上为高潮区
,

整个滩面仅石oo 米宽
。

家
、

邹格等采苗场尤为明显
。

此外
,

蜡苗的分布与底质也有密切的关系 (表 5)
,

底质中泥

与细沙的含量越大
,

则蜡苗的数量越多
。

底质分析的结果表明
,

与泥蜡变态幼虫大小相仿

表 5 乳山湾不同底质的滩面对蜡苗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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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径在 190 微米以下的颗粒占 25
.

1一 9 5
.

5终的滩面上均有蛆苗分布
,

而 以占 6 5一 85 %

之间的滩而咐苗量最多
。

在辛家滩
,

直径在 1 90 微米以下的颗粒占 80 形
,

秦家庄为 6理%
,

南唐为 62 环
,

北唐只有 46
.

7 %
,

而上述各采苗场的蛤苗分布量分别为 1盯 个 /米
, 、 1 04

.

3

个 /米
, 、

5 4
.

4 个 /米
,

和 41
.

6 个咪
“ 。

同时
,

我们还观察到底质中直径在 1 90 微米以下的

颗粒含量超过 8 5
.

7多
,

其蜡苗的数量反而显著减少
。

结 论 与 讨 论

乳山湾泥蜡的繁殖盛期有兰个
,

它们是 7 月初
、

7 月中旬和 8 月上旬
,

整个乳山湾的

蜡苗是由这三个繁殖盛期产生的子代所组成
。

过去认为乳山湾的泥蛆只有一个繁殖盛期
,

当地水产部门只对 7 月底至 8月初的那次繁殖进行采苗预报
,

结果浪费了前
、

后两次的繁

殖个体
。

1 9 8 0 年和 1 98 1 年我们对三个繁殖盛期都进行了预报
,

并采用投石筑坝
、

平整滩

面
、

筑池蓄水和投沙等增加附苗量的方法
,

当年入冬前蜡苗的数量分别达到 幼 亿个和

1 2
.

连亿个
,

比过去最好年份提高了 1一 2 倍
。

过去乳山湾泥蜡的采苗时间都是 8一 9 月份
,

此时蜡苗大的有 2一 3。 二
,

小 的还 不

到 工

~
。

群众下滩采苗时把大量的小苗踩入泥中而窒息死亡
。

据试验
,

蛤苗壳长达 到

3

~
以上时

,
爬行能力明显增强

,

此时下滩采苗
,

即使被踩入泥中
, 多数也能重新爬上滩

面
,

蛆苗损失小于 3多 ,而小苗被踩入泥中
, 由于其爬行能力弱

J
往往窒息死亡

,

此时每下

滩一次
,
蛾苗的损失可达 7一 10 多

。

因此
,

乳山湾蛾苗适宜的采捕时间应定在 10 月份
,

此

时蛆苗大者达 4一 5

~
,

小的也超过 3 o m
,

群众下滩采苗对其损失较小
。

但是
,

采苗时间

也不能太晚
,
当水温低于 1 4

O

C时
,

采得的峨苗因埋潜能力弱
,

往往露在滩面上而大量死

亡
。

过去
,

人们认为乳山湾蛤苗入冬时的壳长只有 2一 3

~
,
实际上柑苗在自然滩上的生

长速度是不同的
。

靠近养虾场排水闸门滩面上的蜡苗生长较快
,

大的能超过 8
-

,

平均

也能达到 5二m 左右
。

此外
,

蜡苗生长的适宜温度是 2 3一28 ℃ ,
此时月增长可达 1

,

3一
1

.

4二二
。

所以
,

应该重视第一次繁殖盛期的采苗预报工作
,

让第一批苗尽可能都附上
,

它

们的适温时间较长
,
故入冬前个体亦大

。

蜡苗的分布与潮位呈明显的负相关
,

即潮位越低
,

分布的蜡苗越多
,

蜡苗集中在低潮

线至中潮区下部的狭长地带
,
而且在这个地带的蜡苗

,

潮位越高柑苗个体越大
。

因此
,

采

苗时应从中潮区下部往下刮取
,

做到大
、

小蛆苗分开中间育成
,
有利于蛤苗的生长

。

此外
,

蜡苗的分布与底质有密切的关系
,

当底质中直径为 l的 微米的颗粒占 6 5一 85 环时
,

蜡苗

的分布量较大
,

所以在采苗前
,

能做到有计划地探苗和进行底质分析
,

是有效地发现苗场
、

提高蛆苗产量的重要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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