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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扁玉螺软体及不同部位蛋白质的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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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玉螺 Νεϖεριτα διδψµ α 俗称 / 肚脐

菠萝0 !/ 香螺0 隶属软体动物门 !前鳃亚纲 !玉螺科 ∀

该螺生活于潮间带至浅海 的细沙泥质海底 属

广温性种类 我国南北沿海均有分布 ∀一般说来 海产

贝类都具有高蛋白 !低脂肪等特性 作为食用贝类 它

们不但营养价值高 !口味鲜美 而且具有保健 !养颜 !

美容 !抗衰老等功效 ∀扁玉螺是我国沿海的重要经济

腹足类 其个体大 !肉味鲜美 !食后口余清香 广为沿

海居民喜爱 ∀张玺等 年 ≈ !刘锡光 年 !赵汝

翼等 年 ! 齐钟彦等 年 ≈ 和 年 ≈ 都对

扁玉螺的形态 !分布等做过研究 任虹等 年报道

过该螺的过氧化氢酶活性 ≈ 刘迅等 年报道过

扁玉螺淀粉酶的动力学 ≈ ∀但尚未见到扁玉螺营养成

分方面的报道 因此 研究该螺的营养组成 特别是蛋

白质 !脂肪的季节变化 为合理开发利用该螺资源提

供科学的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扁玉螺由渔船底拖网采集于盐城的陈港 !连云港

的燕尾港一带的浅海 ∀ 年 月至 年 月

每月采集 ∗ 次 ∀每次从采集的标本中 随机取

∗ 个个体 清除体表脏物和固着物 藤壶 然后

使壳与软体部分离 并清洗外套腔内的泥沙和足部的

污物 ∀用纱布揩干壳表和软体部表面 称重 再分别解

剖出足 !性腺 !肝脏 !其他 指软体部扣除足 !性腺和肝

脏后的剩余部分 称重 接着 ε 烘干 后 分别

秤重 ∀干样粉碎后 目的分样筛过滤 ε 烘至

恒重 放入干燥器中保存备用 ∀蛋白质的测定采用凯

氏定氮法 ⁄ 2 型蛋白质测定仪 上海产 脂肪

的测定采用索氏抽提法 ≥ ≤2 脂肪测定仪 上海

产 电子天平 ∞ 称重 ∀数据采用 2
软件进行 τ2检验和方差分析 ∀

结果与分析

蛋白质含量的季节变化

软体及不同部位之间的蛋白质含量

扁玉螺不同部位的蛋白质含量差异极显著 Π

τ = δφ 足部最高 性腺和肝脏部

位最低 图 原因在于足部主要由肌肉构成 而性

腺和肝脏部位都不含肌肉 ∀蛋白质无论是软体部还是

性腺部位 雄性都略高于雌性 但雌雄间差异并不显

著 软体部 Π= Φ= δφ 性

扁玉螺蛋白质 !脂肪含量的季节变化

郑怀平 高 健

盐城工学院海洋工程系

提要 测定和分析了 年 月 ∗ 年 月的扁玉螺不同部位的蛋白质和脂肪 ∀结

果表明 扁玉螺蛋白质和脂肪的季节变化都与水温和繁殖季节有关 存在明显的季节性 但不

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蛋白质以足部最高 为 性腺和肝脏的蛋白质都比较低 小于

∀脂肪以足部最低 仅有 性腺和肝脏的脂肪都比较高 尤其是雌性性腺 年平均为

月份可高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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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扁玉螺软体部蛋白质含量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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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扁玉螺软体部及各部位脂肪的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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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扁玉螺软体部脂肪含量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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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扁玉螺不同部位脂肪含量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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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扁玉螺不同部位蛋白质含量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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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 : Π= Φ= δφ ∀

软体部蛋白质含量的季节变化 季节

不同 软体部蛋白质含量也显著不同 雌性 Π

τ = δφ 和雄性 Π τ =

δφ 都是一样 ∀图 显示 整个冬季 月

∗ 翌年 月 以及夏季 ∗ 月 软体部蛋白质含量

都比较低 而在水温适合生长的春季 ∗ 月 和秋

季 ∗ 月 软体部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 ∀

不同部位蛋白质含量的季节变化 足

部蛋白质含量无论在哪个季节都比别的部位高 这从

图 中可清晰地显示出来 ∀图 还反映出蛋白质含量

有明显的季节波动 ∀

脂肪含量的季节变化

软体及不同部位脂肪的平均含量 与

蛋白质含量恰好相反 脂肪的平均含量以性腺和肝脏

最高 足部最低 这从图 中可清楚地看出 ∀尽管不同

部位的脂肪含量差异极显著 Π =

τ = δφ 但对雌 !雄个体来说 无论是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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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还是性腺部位 脂肪含量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软体

部 Π= Φ= δφ 性腺 Π=

Φ= δφ 然而与蛋白质含量

相反 脂肪含量是雌性略高于雄性 ∀

软体部脂肪含量的季节变化 图 表

明 扁玉螺软体部的脂肪含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

化 冬季 月 ∗ 翌年 月 脂肪含量随水温的下降

而降低 进入春天后 由于水温的迅速上升 脂肪含量

也迅速升高 在繁殖季节 ∗ 月 脂肪含量一般都

比较高 但当精 !卵排除后 脂肪含量会迅速降低 ∀方

差分析显示雌 !雄个体的每月脂肪含量间的差异都极

显著 雌性 Π τ = δφ 雄性 Π

τ = δφ ∀

不同部位脂肪含量的季节变化 图

非常明显地反映出 足部和其他的部位脂肪含量无论

在哪个季节都低于性腺和肝脏 尽管有显著的季节变

化 足 Π τ = δφ 其他 Π

τ = δφ 但同肝脏和性腺相比 变化的幅

度不很剧烈 ∀图 还反映出 无论是肝脏还是性腺 冬

季的脂肪含量都随着水温的降低而下降 水温最低的

月 脂肪含量也降至最低 繁殖季节 雌 !雄个体的

脂肪含量都会在配子排放前迅速增加 在配子排放后

迅速减少 ∀

讨论

扁玉螺蛋白质含量高 脂肪含量低这一结果与贝

类具有高蛋白 !低脂肪这一特性相符 ∀影响扁玉螺蛋

白质 !脂肪含量季节变化因素可能有二 一是生理因

素 二是环境因素 水温是最重要的 ∀由于冬季水温比

较低 扁玉螺停止了包括摄食在内的一切活动 从而

使新陈代谢维持在最低的水平 维持新陈代谢的能量

主要来自于在秋季繁殖季节后积累的蛋白质 !脂肪以

及碳水化合物等物质 ∀尽管在糖类 !脂肪供应充足时

蛋白质一般不起供能作用 但在饥饿时 它也起供能

作用 ≈ 而且随着饥饿时间的延长 加之扁玉螺在冬

季不摄食 没有蛋白质的积累 蛋白质消耗越来越多

造成了扁玉螺在冬季蛋白质含量逐渐下降 ∀进入春季

后 扁玉螺开始摄食 有了物质积累 因而蛋白质含量

逐渐上升 ∀贝类在繁殖季节体蛋白也是主要的能源物

质 扁玉螺在繁殖季节蛋白质含量的降低与此相一

致 原因可能由于在这期间糖类和脂肪更多地用于生

殖配子 尤其是卵子 的能量积累 ∀

扁玉螺在冬季脂肪含量显著降低 原因可能有

二 一是脂肪作为能源物质被大量消耗而又得不到及

时的补充 二是脂肪作为生物膜的重要组成成分 特

别是脂肪中的 ∞ƒ 是生物膜磷脂的成分 对维持细

胞的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尤其在相对寒冷的

海水环境中 它可维持生物膜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因

此 在寒冷的冬季 扁玉螺的脂肪既要作为能源被消

耗 又要维持膜的流动性和稳定性而被消耗 从而造

成含量锐减 到了水温最低的 月降至最低 ∀进入春

季后 随着水温的回升 扁玉螺开始摄食 有了物质积

累 同蛋白质一样 脂肪含量也逐渐上升 ∀脂肪作为卵

黄积累的原料 产卵前由于卵中脂肪的积累 亲贝脂

肪含量会迅速上升 尤其是性腺上升最快 产卵后由

于卵中带走了大量的脂肪 亲贝脂肪含量会迅速下

降 也以性腺降的最多 ∀又由于扁玉螺在繁殖季节可

多次产卵的缘故 造成了扁玉螺脂肪含量在繁殖季节

跌宕起伏 在性腺部最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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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藻产量居世界第一 其中海带在海藻养殖业

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海带在育苗和养殖的过程中常有

病烂发生 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 ∀尤其是在育苗的后

期 随着幼苗养殖密度的增大 着生于低部见光少的苗

容易发生病烂 ∀推测光照条件引起的海带生理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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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体内各种化合物的含量及光合作用和呼

吸作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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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实验检测了不同光照条件 ¬下 海带体内多酚类化合物 !可溶性糖 !可

溶性蛋白 !叶绿素 !类胡萝卜素等的含量及其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变化 ∀实验结果表明 随

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海带体内多酚类化合物 !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等的含量及其光合作用和

呼吸作用均呈现下降的趋势 而叶绿素 和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

关键词 海带 多酚类化合物 光合作用 可溶性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