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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氏肌蛤生境及生长的初步研究
’

:.

关福田 韩一萍 曲维功
气

(烟 台市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木文描述了山东半岛文登县靖海湾内寻氏肌蛤 (肚
舰 : 。 ￡“ “ 戚、 “ 幻 的生活

环境
、

生活 习性及病害等
,

并根据连续四年观察所得的这种双壳类的生长资料
,

阐述了它的生

长特点
,

提出了寻氏肌蛤的商品规格及其最适采收时间
.

从而为今后的繁殖保护和合理利用这

种双壳类资源提供了科学资料
。

关键词 寻氏肌蛤
,

生境
,

生长
,

食性
,

底质

寻氏肌蛤为一种小型贝类
,

但过去 (尤其在北方 )很少为人注意
。

近几年来
,

随着对虾

养殖业的迅速发展
,

它已成为养殖对虾的一种优质低值活饵料
,

因而 日益受到广泛的重

视
。

六十年代以来
,

国内外学者如张玺
、

齐钟彦 ( 1 9 6 2年 》赵汝翼 ( 1 9 8 2年 )
,

宫崎一老 ( 1 9 6 2

年 )
,

波部忠重
、

小管贞男 ( 19 6了年 )和R
.

T uc k er A b b ot 七 ( 1 9 7 4年 ) 等对寻氏肌蛤的形态分

类先后有过报告
,

但对其生态习性的研究报导不多
。

为了开发利用这种贝类的现有资源

及其今后的增殖保护
,

自 1 9 8 1 年以来
,

我们对它的生活习性作了全面的研究
。

本文系对

寻氏肌蛤生长习性连续四年研究的初步结果
。

材 料 和 方 法

供研究用的寻氏肌蛤 (以下简称肌蛤 )采自山东省文登县靖海湾内张家埠沿岸
。

采样方法为定潮位随机取样
。

每隔半月逐个测量肌蛤的贝壳增长和增重情况
,

每次五十个
。

因肌蛤

个体较小
,

考虑到精度
,

测量使用读数值为 5。 微米的游标卡尺和感橄为万分之一光电分析天平
。

肌蛤对温度
、

盐度及于燥环境的适应能力试验都重复一至两次
,

每一个试验梯度均有两个相同的培

养缸
。

肌蛤的生长测量进行了二至四年的重复
,

以便比较
.

本文中称当年生的肌蛤苗为一龄贝
,

去年生的为二龄贝 (一般十几个月 )
,

前年生的则为三龄贝
。

. :
张东方

、

王新和
、

韩茂森
、

杨庆明
、

时吉保等参加了部份工作
,

特此致谢
,

. :
曲维功同志自一九八三年起参加了本项工作〔本研究开始于一九八一年 .)

收稿年月
: l洲 7年 1。月 ; 1朋8年提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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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结 果

(一) 生 境

1
,

分 布 肌蛤系广温性贝类
,

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
。

在太平洋西岸自我国南侮
、

东海
、

黄渤海至北海道以南
、

日本海
、

鄂霍茨克海都有分布
。

T u e k e r ( 1 9 7 4) 报道
,

一九四

四年美国首次从日本移入该种
,

现分布于太平洋东岸华盛顿州至加里福尼亚州中部一带
,

栖息水域从中潮区下部至水深十米处
。

日本波部忠重等 ( 1 9 6 7) 报道其栖息深度可达三十

米
。

烟台市的肌蛤主要分布于五垒岛湾
、

靖海湾
、

乳山湾
、

丁字湾及刁龙嘴沿海
。

在张家

埠沿岸从中潮至千潮线下水深五米处都有分布
。

而二米以下水域主要是三龄贝及三龄贝

以上的个体
。

2
.

栖息底质 从肌蛤栖息的滩面取底泥样品
,

干燥后用分样筛将样品筛选
,

参照等

比制 ( 功标准 )粒级分类表进行底质分类
,

其栖息底质属于泥沙底
。

(见表 l)

表 1 肌蛤种群底质粒级

aT b l e 1 e ar i n g n闭 e
of

. u b . t r协 t e s
Of M

.

忍。 摊入。确“ Po PO l a fo n

极极粗砂及砾石石 粗 砂砂 中 砂砂 细 砂砂 粗 粉 砂砂 中细粉砂及粘土土

>>> 0
.

g m mmm 0
.

9一 0
.

4 5m mmm 0
.

4 6~ 0
.

么吮 n mmm 0
`

2 0 ~ 0
.

I o m mmm 0
.

10 ~ 0
甲

C3 9m mmm < O
,

O 3 0m mmm

重重且且 万万 重量量 %%% 重最
rrr

男男 重遥遥 男男 重髯髯 %%% 重最最 男男
(((克夕夕夕 (克 ))))) (克 ))))) (克 ))))) 吸克少少少 仁克 JJJJJ

1114
.

777 7
.

888 2
.

555 1
甲

333 3
.

6333 1
,

公公 2
,

666 1
.

头头 1
.

666 0
.

999 1似
.

777 阴
.

777

注
: 1

.

日期 : 1 9 8 2年10 月幼日 ; 2
.

地点
:
张家埠 ; 3

.

底质颜色为深灰色
。

3
.

生活方式 肌蛤生活时以壳的前端向下
,

后缘朝上
,

成群地相互用细韧的足丝牵

缠
,

交错蔓延覆盖在滩面上
,

营附着生活
。

幼贝 ( 一龄贝 )则用足缘附着在成贝的壳前部或

周围的泥沙中生活
。

因此肌蛤的移动性较弱
,

一般附着后成簇地群聚在一起
。

显然
,

这种

生活方式有利于进行人工养殖和管理
。

4
.

盐 度 我们对张家埠湾海区的海水盐度进行了全年观察
。

一九八二年平均盐度

值为 3 2
.

2荡
,

在近百次测量中出现最低为 13
.

2编
,

最高达 36
.

1荡
,

但均未发现肌蛤生活

有异常情况
。

我们在室内观察了不同比重海水对肌蛤生活的影响
,

观察结果见表 2 。

表中

各比重的起止平均值及七天的海水平均温度换算成盐度督
1 ,后

,

其结果与海区情况基 本

相似
。

即 自然海区全年盐度变化幅度在 13
.

2一 36
.

1荡之间
,

而试验结果
,

肌蛤适宜盐度

是 1 1
.

2~ 28
.

8编
。

当盐度低于 5
.

7荡或高达 3 7
,

4荡时肌蛤即大量死亡
,

而对低盐度更为

敏感
。

似乎是由于召几蛤血液的渗透压与周围海水压力相近
,

渗透压调节能力低所致
,

一旦

海水盐度变化过大
,

便导致其血液和心脏周围腔液压力猛烈变化
,

使肌蛤死亡
。

5
.

混 度 将生活在常温
一

以 19
.

牙 C )壳长 2厘米的肌蛤
,

放入用 7 1 5 1一 D M型控温仪

分别调至 3犷 0
、

36
O

C
、
3 o8 C

,

盐度均为 24 编的海水中
,

观察其生活状态
。

在水温 3 4
O

C的 条

(1 ) 根据张乃禹
“

海水盐度简易计算法
, 。

海洋科学
,
1 , 8 2年 8月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编
,

科学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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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比重海水对肌蛤存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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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

日期 : i 。胆年8 月邹日至。月 i 日
。

2
.

水温
: 2 1

甲

s ~ 2 5
.

8℃
,

厂口不
,

厂下二

件下
,

24 小时 内未发现死亡
,

但对外界刺激反应迟钝
。

水温在 36 一 3矛O时肌蛤则切断足丝
,

大张双壳
,

开始反应迟钝
,

以后便死亡
。

水温在 3
O

C时不能分泌足丝
, 。oc 时发现其尚能排便

、

滤水
,

但量少
。

水温在 一 3
·

C时其生理活动处于麻痹状态
。

在 一 3一 一 5℃的低温环境中处理
10,J

、 时后再使水温缓慢回升至 1护 C
,

发现冰泽后呈休止状态的肌蛤尚能复苏
,

并分泌足丝

附卷但经同样方法处理的肌蛤
, 3 6小时后其双壳张开

,

对轻微刺激无反应
,

强烈刺激后双壳

慢慢粗合
,

不久又呈张开状态
,

继续培养两天后全部死亡
。

因此肌蛤对低温的耐受力较弱
。

石
.

肌蛤时千燥的耐受力 为便于今后移种增殖
,

我们观察了肌蛤在离水环境下对干

燥的耐受力
。

将 2 40 个二龄肌蛤分成八组
,

每组 30 个
,

置于室内阴凉于燥处
,

离水时何分

别为 5
、

i 。
、

1 4
、
2 1

、

26
、
3 1

、

46
、

1招 小时
,

待离水时间结束后即将各试验组的肌蛤放回常温

自然海水中培养蛇 小时 以上
,

试验结果如表 3 。

表 3 肌蛤禽水的耐受力

T a b l e 3 E n d砚 r a n e e o f M
,

s 召 滩九o u s e i 抓Po 3u r i n g t n ai r

组组 别别 111 222 888 444 555 666 777 888

离离水时间 (小时 ))) 555 1 000 1 444 2 LLL 2 666 3 111 4 666 1 1 888

饲饲养时间 (小时 ))) 1 1 555 1料料 1 3 000 丈2 333 1 1888 1工333 佣佣 1皿皿

死死亡率(万 ))) 000 6
.

777 000 3
.

333 000 000 3
.

333 拐拐

上述试验气温为 7
.

2 ~ 12
”

O
,

结果表明二龄肌蛤离水生活可达 46 小时
,

时间再延长死亡

率将增大
。

表中 2 、
4

、

7 组出现的 3
,

3 ~ 6
.

7终的死亡率则可能与样品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
。

了
.

食 性 在 2一 12 月份通过对靖海湾内 1 05 个肌蛤的胃含物分析
,

其食物的主要

成分是硅藻类
,

隶属于二十个属
,

尚有少量原生动物
、

六肢幼体残肢及有机碎屑等
。

它是

一种被动摄食的滤食性贝类
。

明细表从略
。

8
.

病 害 从 1 9 8 1~ 1 9 8 4 年
,

每年从 4月至 10 月上旬在肌蛤的生殖腺
、

外套膜等

处发现寄生有一定数量的吸虫
。

通过镜检
,

先后检到尾勤
、

裂幼以及早期幼体等
。

经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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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该吸虫系壮穴科壮穴 属 (几辞诚
对二落而

。
凡枷成时

。

~
) 的一种

。

感染率一般 为

10 一20 %
,

有时高达 30 一 40 多
,

多龄肌蛤的感染率高于二龄肌蛤
。

由于它的寄生
,

明显可

见具体的病态现象
,

严重者不易找到正常的生殖腺
,

贝体极度消瘦
。

(二 ) 生 长

双壳类的生长包括贝壳和软体部两部份
,

增长的度量则为长度和重量
。

我们自1 9 8 1

年 6 月至 1 9 8 3 年 3 月对张家埠海区潮下带及潮间带肌蛤群体的生长进行了观测
,

结果如

下
。

1
.

贝壳的生长 贝壳的生长如图 1所示
,

曲线①为潮下带多年生 (三龄及以上 ) 肌

蛤
。

壳长平均值始终高于 27 毫米
,

一年四季都处于平直状态
。

可见其生长是极为缓慢的
。

曲线②则为 1 9 8 0 年秋附着的肌蛤苗
,

在第二年 6 月至 9 月壳长增长迅速呈斜线状
。

曲线③

与曲线②系同一潮区 ( 潮间带 )附的苗
,

但附苗时间为 19 8 1 年秋
,

附苗后个体极小
,

2 月至

9 月壳长都处在增长阶段
。

从曲线②和③可 以看出
,

每年 5一 8 月间
,

增长幅度较大
,

为肌

蛤的高速生长期
,

从 g 月至翌年春季呈平直状态
,

说明在这段时间内壳长的生长基本停滞
。

从测量看出不同年龄的肌蛤生长是
:

多龄肌蛤全年壳长几乎未增
,

有的尚能见到长

出细微的新壳缘痕迹
,

但生长极慢
。

两龄贝的壳长增长
,

在第一年内处于生长旺盛时期
,

至一周年后生长亦处于缓慢状态
,

直至老化死亡
。

这样看来
,

肌蛤的生长应属于终生生长

型
,

其生长的全过程是慢一快一慢
。

然而测量过程未反映出后期缓慢生长的情况
,

有时甚

至出现负增长值 (曲线下降 )的情况
。

这与随机取样有关
,

由于大个体易于 自然老死之故
。

为了探索上述观察结果的可信程度
,

我们继续对肌蛤进行测量观察
,

历时四年
,

经历

四代
。

其结果列于表 4
。

从表 理可知
,

虽然各代月平均壳长每年稍有差别
,

但其生长规律

基本上与前述的结果一致
。

表 4 肌蛤全年壳长变化 T a b le 4 T h e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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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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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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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0
甲

777 2 1
,

111即
.

111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平均壳长

石石石
`

注注1 0
`

333 1石
`

000 1 8
`

111 1 9
。

石石1 9
.

11111 第四代代

〕〕
·

烈
3

·

。。 4
.

444 5
甲

999 令
.

习习招
.

666 1 7
一

222 1仑
.

000 1公
。

666 2 0
.

111 2 0
.

111 20
.

333 加
.

333 2 0
.

444 1 9
甲

777 2 1
。

66666

注
: 1 98 1年至 1叨4年的各月份中

,

数字的单位均为
~

。

此外
,

根据肌蛤壳长与壳高的测量数值
,

作散点图可看出其关系为线性相 关 (图 2 》
,

其中 L 为壳长
,

H为壳高
,

直线 回归方程为 R = 1
.

01 9 2 + O
,

47 18 石
,

相关系数 r 二 0
.

9 9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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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肌蛤壳长月平均生长变化 图 2 肌蛤壳长与壳高关系

n g
.

I G加w 七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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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g e o f 已址11 le n g ht i n F 运
.

2 珑h t沁玛蚀七w e e n s
he ll 玩叱 Lh a

毗
万

.

5。 , 几。 、 s e艺 P e r 加 o o t h h e lg h七诚 皿
.

s e嘛此 s 。苦

①潮下带多年生肌蛤 ②潮间带 1 980 年秋生肌

蛤 ③潮间带 19 81 年秋生肌蛤

2
.

肉质部的增长 由于肌蛤的壳很薄
,

确定软体部内水份含量很难标准化
,

故这里

肉质增长按干肉重计算
。

测量结果见表 5 。

表 5 肌蛤肉质部月平均增重

T a b l e s 人 v e ar 驴 i n e
er

a se of 坦 e at w e i g ht of .M
s 。 ” h o o s e 诬拼 r

mo u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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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知
,

5 月至 9 月肌蛤的壳长值与干 肉重值均上升
,

但 10 月壳的生长停滞
,

这同肌

蛤的生殖期有着密切的关系
。

从干肉月平均增重率来看
,

壳长在 10
.

43 毫米时
,

尽管增长

率很高
,

但由于个体较小
,

平均月增重值也较小
。

当壳长达 17 或 20 毫米
,

即 8
、
9 月时

,

干

肉平均月增重值最大
,

此时是肌蛤一生中壳长增长量最大
,

也是体重增重最大的时刻
。

丧

中出现负值
,

系抽样偶然误差之故
。

肌蛤体重与壳长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

作散点图
,

可看出其关系曲线近于幂函数曲线

(图 3 )
。

经计算
,

肌蛤壳长从 3
.

1一 38
.

75 毫米时的壳长与体重的关系为紧密相关
,

相关系

数
, 二 。

.

9 9 6 3 ,

其回归方程为 讯
= 0

.

0 0 0 1 4 9刀
·

了林咬 ,

其中矶
二 体重

,

L = 壳长
。

3
.

群体组成 了解肌蛤的群体组成
,

可为何时采捕肌蛤提出合理的依据
。

为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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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

生产上系采捕主体的潮间带二龄肌蛤作为观察测量的对象
。

每年夏末秋初
,

由两龄亲贝 (跨两个年头
,

壳长约 18 毫米左右 ) 排放数次的精卵在水

中受精
、

孵化
、

变态后沉入水底
,

在亲贝聚集处附着成稚贝
,

附着的位置多数位于亲贝的壳

前端及其周围的滩面上
。

经月余便可见到壳长达数百微米至一
、

二毫米不等的稚贝
,

数量

往往大于亲贝数倍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它们由于人为采捕
,

或山于繁殖后其机体抗御能

力降低
,

又 由于进入冬季后因冰冻等原因致使成贝大量死亡
,

滩面上的成贝逐渐减少
。

但

滩面上的稚贝及贝苗则由于个体尚小埋在泥中又 以足丝牢固缠附在底质上
,

借导热率较

低的泥层保护以度过严冬
。

一
`
t 百

畴
`

走 Z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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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二
:

.

“
欢

,

lO 路 加 钓 无溉 m m J

_

裔命令参
彝 V

“

二 、
1 0 月份

图3 肌蛤壳长与体重关系

F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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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b o d y w 。堪城 o f M
,

s 召” 凡哪 s `云

图吐 肌蛤种群密度及壳长组成

乃 9
.

生 T h o P叩 u玩七i o n d e n o i七y
o
f 龙

,

S e 怜 -

儿。哪君落a
屺 i t s o h e l l 拍:嵘七h (

: n m )
。 o m p o o l t io n

翌年初春
,

水温回升
,

蛤苗生长加快
,

开始在 自然滩面出现用肉眼便能见到密密麻麻

的
“

像
”

<幼苗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通道 )
。

当水温达 10
O

C时
,

生长更快
,

壳后部逐

渐露出滩面
,

水温达 15
“

C 以上时
,

肌蛤个体增长更快
。

密集的肌蛤苗相互拥挤着
,

因体积增

大
,

周围蛤苗过密便 向上生长成簇状
、

菜花状 以扩大其生存空间
,

并向苗稀或未附苗处仲

展以扩大其覆盖面积
。

从而在成贝大量衰亡的滩面上渐渐形成了成堆连片的肌蛤苗场
。

这

些幼苗便成为新的一年群体中占绝对优势的年龄组
,

由它决定下一代的兴衰存亡
,

决定这

一年肌蛤的产量和质量
。

1 9 8 2年测量了肌蛤群体的壳长组成
,

结果如图 4 。

从图 4 中可 以看出
:

( 1 ) 6
、
7

、
8三个

月壳长变化较大
,

肌蛤处于快速生长期
,

10 月生长则缓慢
。

( 2 )7
、

8两个月壳长组成成分

复杂
,

有 11 一 13 个壳长梯度
,

可见此时各种壳长的肌蛤都在竞速生长
,

而 g
、

10 两个月的

壳长组成成分则相反
,

壳长长至 20 余毫米后生长缓慢下来
,

而个体小者尚能快速生长从

而渐渐缩小了与大个体的壳长距离
,

故图像呈短陀螺形
。

( 3) 随着壳长的增长
,

肌蛤的密

度 由每平方厘米 6
.

7 个减少到每平方厘米 O
,

6 个
,

这种壳长增大而密度减少的现象均附

合自然生
一

长规律
。

小 结 和 讨 论

(一 ) 靖海湾张家埠一带肌蛤分布于中潮区至水深五米之间含泥量较高的软泥 及 沙

泥质滩面上
。

分布于潮间带的以二龄贝为主
,

潮下带以三龄贝以上为主
。

(二 ) 试验表明肌蛤在 一 o3 C至 一 5℃的范围培养三天便死亡 ,在 3扩 C的水温环境中反



3 期 关福田等
:

寻氏肌蛤
.

生境及生长的初步研究

应迟钝
,

盐度在 1 1
.

2一 28
.

8编时较适宜
。

(三 ) 肌蛤为被动滤食性种类
,

以底栖硅藻为主
。

( 四 ) 肌蛤的生长属终生生长型
,

其方式是慢一快一慢
。

到一周龄后生长便迟缓
,

二

龄贝的壳长生长以 6 、
6

、
7

、
8 月最盛

。

(五 ) 张家埠一带的肌蛤群体组成以二龄贝占绝对优势
,

三龄及三龄以上的为 数 很

少
。

肌蛤从稚贝附着到收获的有效实际生长时间为一年
,

即当年 8
、

9月至次年 8 月
。

在

我国北方
,

采捕适宜时间应兼顾到留种繁殖和生产需要这两个方面
。

采捕肌蛤最早应在

8月上旬开始
,

其规格应限制在平均壳长 1
.

5厘米以上
,

按一般肌蛤生长速度到 8 月份大

多数能达此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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