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缢蛏≈ Σινονοϖαχυλα χονστριχτα 人工繁殖技

术的研究始于 年代 但最有研究成效的却在 年

代末和 年代 但此后缢蛏人工育苗技术未见进展

至今缢蛏养殖苗种仍来源于野生群体 ∀鉴此 作者在

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 的基础上 于 ∗ 年进

行了缢蛏人工育苗试验 且两年均获成功 现将采取

的技术措施简述如下 ∀

材料与方法

主要设施

催产 !育苗池 面积为 ≅ 水泥池 共 只

池顶盖为玻璃钢瓦 ∀

自然海区培苗田 面积为 ∗ 共 块 合

计 位于乐清湾中潮区上段 ∀

单胞藻培养 一级培养采用三角烧瓶 二级培养

采用尼龙袋 三级培养采用 只水泥池 其中

≅ 水泥池 只 ≅ 水泥池 只 屋顶均

盖以玻璃钢瓦 ∀

供水系统 水源取自乐清湾中段的自然海水 有

沉淀池 座 高位水塔 座

座 砂滤池二级 一级 二级 ∀

供气系统 • 旋涡气泵 台 • 罗茨鼓

风机 台 轮换使用 ∀

供电系统 ∂ 市电供给 并自备 • ! •

发电机组各一套 ∀

亲贝的选择 !人工催产及孵化管理

选用生殖腺饱满且覆盖整个足上端内脏团 镜检

卵细胞膜小而不明显 核仁清楚 卵外形呈圆形或椭

圆形 精子活力强 运动频率高 !幅度大的一龄或二龄

自然海区养殖缢蛏或蓄水塘养殖缢蛏作亲贝≈ ∀洗净

后 放入砂滤水中暂养吐泥半小时以上 经阴干和流

水相继诱导刺激 然后将亲贝播养到预先已悬挂于水

深 产卵池水面下 处的网帘上待产 ∀

在亲贝排放精卵过程中 若精液过多 视具体情

况可采取挑除部分雄性亲贝或换水 目网箱 改

善水质 ∀孵化水理化因子变化范围为 水温 ∗

ε 比重 ∗ 值 ∗ !自然光照 ∀

并施 ∞⁄× 二钠 ≅ 土霉素或氯霉素 ≅

∗ ≅ ∀

浮游幼虫培养

在 ⁄幼发育齐后 ∗ 内 用 目筛网排水

密集 移到事先已准备好的育苗池中培养 ∀在日常管

理中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控制 ∀

⁄幼培养密度 ∗ 只 ∀

换水 前两天每天换水 次 以后每天换水 次

日换水总量从 增至 且随幼体的生长及时

调换换水箱网目 详见表 ∀

投饵 浮游幼体饵料以亚心形扁藻为主 金藻为

辅 每天上午 !下午各投 次 总投量见表 ∀

水质条件 水温 ∗ ε 海水比重

∗ 值 ∗ 溶解氧 ∀

充气量 每 ∗ 设置 只散气石 日夜连续充

气 气量以水面略有气泡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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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基的处理 !投放与附苗

从自然滩涂中潮区选取腐植质较少的土黄色软

泥 分成小块 经烈日曝晒干燥后备用 ∀使用时按每平

方米面积 ∗ 干泥的重量水泡匀浆 再经

≅ 的 消毒 以上 用 或 目筛

网滤洗去渣后泼散到附苗池中 沉淀 以上供眼

点幼虫移入附着 ∀

当幼虫壳长达 Λ 左右 大部分出现红色眼

点时 将幼虫移到已投泥的附苗池中附着 附苗期管

理同浮游期 ∀

稚贝培养

分室内水泥池培养和室外自然海区培养 ∀浮游

幼虫转为匍匐生活后 继续在水泥池中培养 ∗ ∀

待稚贝壳长达 ∗ Λ 后移到室外自然海区培

养 ∀放苗前 ∗ 内平整苗田 并用三唑膦杀除杂

物 再荡洗干净 选在小潮汛放苗 ∀室外自然海区培

养期间要防止苗田漏水和敌害生物 ∀落潮后一般关水

∗ 深 经 个月左右的高潮区稚贝培养后 再

将其移到中低潮区开始蛏苗培养 ∀

试验结果

精卵排放规律和受精卵孵化与水温关

系

缢蛏一般都在晚上 Β 至翌日凌晨排放精

卵 即使性腺完全成熟的亲贝经人工催产后 白天也

不排放 ∀缢蛏属多次产卵贝类 一只壳长 的亲

贝 其首次产卵量为 ∗ 颗 平均

颗左右 ∀用阴干和流水相结合诱导亲贝所产的卵

受精率高 一般都可达 以上 ∀

缢蛏的受精卵发育速度主要受水温影响 ∀在水温

ε 时孵化时间为 而在 ε 时孵化时间

缩短为 其孵化积温为 ∗ ε # 表 ∀

缢蛏浮游幼虫生长速度与水温的关系

缢蛏浮游幼虫的生长速度受水温影响较大 水

温高生长快 水温低生长慢 ∀在水温 ε 条件下

壳长平均 Λ 的 ⁄型幼虫 后壳长就达 ∗

Λ 进入壳顶初期 后壳长就达 ∗

Λ 进入壳顶后期 足基部开始出现红色眼点

并陆续下沉附着 整个浮游期仅需 ∗ 但随着水

温的降低 浮游期明显延长 在 ε 时要 ∗

见表 而在 ε 以下就更长 甚至很难附着 ∀

缢蛏浮游幼虫培养和育苗结果

年培养 批 从 ⁄幼到匍匐幼虫平均成活

率 出池稚贝 ∗ Λ ∀ 年培

养 批 从 ⁄幼到匍匐幼虫平均成活率 出池

稚贝 ∗ Λ 详见表 ∀

室外自然海区大规格蛏苗培育结果

年 月 日 ! 日 ! 日 次从室内水泥

池中移出初期稚贝 壳长 ∗ Λ 放养

于养殖塘中 由于涂面清污不彻底 放苗后浒苔和其

他水生动物大量繁殖引起试验失败 ∀ 月 日 ! 日

又从室内移出 壳长 ∗ Λ !

壳长 ∗ Λ 放养于面积分别为 !

的中潮区上段自然海区苗田 月 日共起捕稚

贝 壳长 ∗ 并移到中低潮区苗田

继续培养 至 年 月份收获蛏苗 规格

∗ 颗 ∀

年 月份先后将 的初期稚贝 壳长

∗ Λ 分 批放养于 块自然海区苗田 总

面积约 经 ∗ 培养 于 年 月

日起捕稚贝 并将其全部移到低潮区苗田继续

培养 目前生长情况良好 ∀

表 1  缢蛏浮游幼虫培养日换水总量和使用网目

培养时间

日换水总量

换水网箱

目

表 2  缢蛏各期幼虫藻类投喂量

发育期 ⁄幼 ψ壳顶初期 壳顶中期 ψ眼点期 匍匐期 备 注

日投喂量

≤

金藻

或扁藻 ∗

金藻 ∗

或扁藻 ∗

金藻 ∗ 或

扁藻 ∗
每天分 次投喂

实验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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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讨论

亲贝的选择

亲贝选择是育苗的第一环节 事关育苗产量高

低 甚至成败 ∀成熟的自然滩涂养殖缢蛏性腺发育较

同步 排放率也高 是人工育苗亲贝的最佳选择对象

但亲贝的成熟度判断较难 且同一海区缢蛏排放时间

十分集中 选择机会很有限 一旦错过无法挽回 而蓄

水塘养殖的缢蛏虽然性腺指数大 发育也好 但对催

产刺激反应十分迟钝 亲贝排放率很低 ∀作者曾对同

一蓄水塘养殖的缢蛏作了一个多月的跟踪观察 并每

隔 ∗ 取回少量催产 结果首次选入和最后一次

选入的亲贝都只有个别排放 排放率几乎没有增高

许振祖 年也认为蓄水塘养殖缢蛏与自然滩涂养

殖的缢蛏相比 产卵期可推迟 ∗ 这与作者的

观察结果相一致 ∀因此 作者认为应从自然滩涂养殖

缢蛏中选择缢蛏亲贝 根据缢蛏大批量产卵多在大潮

汛后几天内的规律 在大潮汛或前几天选择亲贝催

产 ∀如果要考虑蓄水塘养殖的缢蛏 尽量从经常性进

排水养殖塘的陡门边挑选 因为陡门边缢蛏受进排水

刺激机会多 有利于提高亲贝催产成功率和排放率 ∀

缢蛏浮游幼虫和稚贝的饵料

对缢蛏浮游幼虫和稚贝饵料的研究已有一些报

道 ∀陈文龙 年认为 叉鞭金藻 !角毛藻 !扁藻和云

微藻的单一投喂或混合投喂浮游幼虫或稚贝效果均

良好 尤以扁藻为最佳 ∀而何进金 年认为 叉鞭

金藻 !钙化角毛藻和三角褐指藻是缢蛏浮游幼虫的良

好饵料 能使幼虫开食早 扁藻由于个体较大 开食

迟 生长慢 而投喂异胶藻 即使胃饱 生长也十分

慢 ∀但对稚贝 只有叉鞭金藻和钙化角毛藻才是其真

良好饵料 而三角褐指藻 !扁藻 !底栖硅藻 主要指东

方弯杆藻 ! 异胶藻效果都不理想 生长慢 成活率

低 ∀根据作者的试验效果看 叉鞭金藻和扁藻都是缢

蛏浮游幼虫的良好饵料 但单以扁藻投喂缢蛏稚贝

结果生长慢 !成活率低 ∀可见 三者存有歧见 关于缢

蛏浮游幼虫和稚贝的最佳饵料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

讨 ∀

稚贝培养

缢蛏人工苗初期稚贝室内 ! 外培养技术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 室内培养稚贝生长速度慢 !成活率低 室

外培养生长速度快 但逃脱率高 ∀因此 如何研究解决

上述问题已成为全面突破缢蛏人工育苗技术的重要

课题 ∀

育苗工艺

虽然缢蛏循环水育苗陈文龙 年已获成功

但该方法育苗工艺复杂 需建特殊结构的水池和安装

螺旋桨搅拌器等设备 而利用闲季的对虾育苗厂现成

的设备开展缢蛏人工育苗 不需进行任何改造就能马

上生产 具有投资少 !见效快的特点 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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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水温条件下缢蛏 ∆ 型幼虫发育时间与积温

水温 ε

⁄幼发育时间

⁄幼发育时间积温 ε #

表 4  不同水温条件下缢蛏幼虫浮游期

水温 ε

浮游期 ∗ ∗ ∗ ∗ ∗ ∗ ∗

表 5  1997 ,1998 年缢蛏浮游幼虫培养和附苗结果

年份
亲贝重量 ⁄幼数量

颗

培养水体 附苗面积 附苗数量

≅ 颗

⁄幼 ψ匍匐

平均成活率

出池稚贝

总重量 壳长

Λ

备注

∗ 培养 批

∗ 培养 批

实验与技术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