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缢蛏滤除率与颗粒选择性的实验研究

范德朋 潘鲁青 马 董双林

青岛海洋大学海水养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提要 利用 种不同大小的单细胞藻类作为饵料研究缢蛏 Σινονοϖαχυλα χονστριχτα 的滤除率

以及缢蛏对不同大小饵料颗粒的选择性 ∀ 实验结果表明 种规格缢蛏对 种单细胞藻类的

滤除率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 即随藻类规格的增大 缢蛏的滤除率亦逐渐变大 并且大规格

缢蛏的滤除率变化最显著 在饵料颗粒选择性的实验中 小规格缢蛏对大规格 ΕΣ∆ 藻

类具有较高的的选择性 中规格缢蛏对藻类的选择性不明显 而大规格缢蛏则对小规格

ΕΣ∆ 藻类具较高的选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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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贝类的滤除率和颗粒选择性的研究

已有很多报道 ≈ 但有关缢蛏摄食机制的研究均

是围绕综合养殖系统中浮游生物的变化来评估缢蛏

Σινονοϖαχυλα χονστριχτα 的生态滤食作用 ≈ ∗ ∀本文采

用实验生态学方法研究缢蛏的滤除率及其对食物颗

粒的选择性 以期了解缢蛏的摄食机制和规律 为缢

蛏摄食生物学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也为对虾与缢蛏

综合养殖模式中浮游植物群落的调控提供科学依

据 ∀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缢蛏于 年 ∗ 月购于青岛市南

山水产品市场 ∀选取活泼无损伤个体 用刷子小心地

洗去其表面的污物 在水槽中暂养 周 连续充气 每

日投喂单胞藻及换水 次 海水盐度为 为

实验前 天移入经脱脂棉过滤的海水中 停止投饵

暂养备用 ∀

1 2 实验方法

缢蛏对 种单细胞藻类滤除率的测定选

用 种不同大小的单细胞藻类作为饵料分别投喂缢

蛏 表 对应缢蛏小规格 !中规格 及大规格

≤ 的饵料密度分别为 ≅ ≅ ≅

个 实验在 ≅ ≅ 玻璃水槽内进行

实验水体分别为 每槽中缢蛏数量分别为

个 每种规格的缢蛏每个处理设 个重复 外加

一空白对照组 不加缢蛏 ∀实验的海水温度为 ε

盐度为 为 ∀

实验期间连续充气 保证溶氧充足和单细胞藻类

在水中悬浮均匀 整个实验在黑暗环境中进行 ∀实

验持续 结束后取样 !固定 !浓缩 !定量 同时将贝

取出 用游标卡尺测量缢蛏的壳长 取其软体部和壳

置于 ε 干燥箱中烘干至恒重 以 ≥ × ≥ ≥

≥电子天平测软体部的干重 Ω• 和壳重 Ω≥

并计算肥满度 Φ 干肉重 干壳重 ≅ ∀以实验前

后单细胞藻类密度变化计算滤除率 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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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缢蛏对 种不同规格单细胞藻类的滤除率

ƒ × Σινονοϖαχυλα χονστριχτα

∏

由表 可看出 不同规格的缢蛏对 种单细胞藻

类具有不同的摄食率 小规格缢蛏对大规格藻类的摄

食率较高 中规格的缢蛏对 种单细胞藻类的摄食率

无显著区别 大规格缢蛏则对小规格藻类的摄食率较

高 而对其它 种藻类的摄食率基本相同 ∀

讨论

3 1 缢蛏的滤除率

贝类的滤除率是指单位时间水中食粒完全被滤

食的过滤水的体积 它是衡量贝类摄食能力的重要指

标之一 ∀作者的研究表明 种规格的缢蛏对 种单细

胞藻类的滤除率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 即缢蛏的滤

除率因单细胞藻类规格的变大表现出逐渐增大的趋

势 这与 • 年对 Χρασσοστρεα χοµ µερχιαλισ≈ !

• 年对食用牡蛎 Οστρεα εδυλισ ≈ 和 2

年对北美 种贝类 ≈ 的研究结果相似 表明

ς是水族箱的体积 Ν是实验贝个体数 Χ 和 Χτ

分别是实验开始和 τ时间藻类密度 个 ∀

颗粒选择性的测定 实验方法基本同

上 对应小规格 ⁄ !中规格 ∞ 及大规格 ƒ 的缢蛏

用 种单细胞藻类按等密度混合后组成饵料 饵料密

度分别为 ≅ ≅ ≅ 个 投喂缢

蛏 以实验前后单细胞藻类密度变化计算摄食率

ς是水族箱的体积 Ν是实验贝个体数 Χ 和 Χτ

分别是实验开始和 τ时间藻类密度 个 所测

摄食率是单位时间的平均摄食率 ∀

实验结果

2 1 缢蛏的滤除率

实验所用缢蛏的生物学数据见表 ∀

由图 可知 种规格的缢蛏对 种单细胞藻类

的滤除率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 随藻类规格的增

大 缢蛏的滤除率亦逐渐变大 并且大规格缢蛏的滤

除率变化最显著 ∀

2 2 缢蛏对不同大小单细胞藻类的选择性

实验中缢蛏的生物学数据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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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食性贝类对不同大小的饵料颗粒具有不同的滤取

效率 滤食性动物将所过滤水中的食粒滤除的百分

数 同时大规格缢蛏滤除率的变化趋势最显著 说明

随着缢蛏的生长发育 其摄食器官亦逐渐发育完善

摄取水中饵料颗粒的能力逐渐增强 因此表现为缢蛏

对各种单细胞藻类的滤除率随其规格的增大而明显

增大的现象 ∀李德尚等 年认为当饵料颗粒增大

到某一值时 滤食性动物对此种饵料的滤取效率便可

达到 如果饵料颗粒继续增大 其滤除率不再增

加 此时的滤除率即为此种滤食性动物的最大滤除

率 这是滤食性动物的一般摄食规律 ≈ ∀本实验中采

用的最大饵料颗粒塔胞藻规格为 ΕΣ∆ Λ 此

时缢蛏的滤除率是否为最大滤除率尚待进一步验证 ∀

3 2 缢蛏对 4种单细胞藻类选择性的研究

本实验中 种规格缢蛏对不同规格单细胞藻类

摄食率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 这与缢蛏摄食器官发

育程度以及其本身摄食特点密切相关 ∀小规格缢蛏由

于滤食器官尚未发育完善 纤毛等器官较稀疏导致对

较小规格藻类的滤取效率低 表现出摄食率随藻类规

格的增大而增加的现象 大规格缢蛏的摄食器官发育

较完全 从而可有效地滤食较小规格的藻类 而且大

规格缢蛏的摄食率并未出现随藻类规格的增大而增

大的现象 这表明缢蛏不仅是依靠纤毛和鳃丝的摆动

被动 !机械的摄食 还存在着复杂的摄食机制 ∀据王芳

等 年报道 中规格太平洋牡蛎对中规格单细胞

藻类 ΕΣ∆ Λ 摄食率较高 而大规格太平洋牡

蛎对小规格藻类 ΕΣ∆ Λ 摄食率最高 海湾扇

贝的中 ! 大规格均对中规格藻类 ΕΣ∆ ∗

Λ 摄食率较高 ≈
• 年的研究结果显示

ΕΣ∆ Λ 的单细胞藻类最适合 Χρασσοστρεα χοµ2

µερχιαλισ的摄食 ≈ 由此表明缢蛏对单细胞藻类的摄

食规律与太平洋牡蛎相似 而与海湾扇贝和 Χρασ2

σοστρεα χοµ µερχιαλισ不同 ∀ • 等认为滤食性贝类具

有两种摄食机制 一是食物随水流通过主鳃丝直接进

入鳃的背缘 沿背部纤毛的摆动进入唇瓣 亦称水动

力作用 二是食粒流经鳃的表面 在整个鳃系统的作

用下进入鳃的腹缘 沿腹部食物运送沟进入唇瓣 亦

称粘液纤毛作用 ≈ ∀小规格缢蛏喜食大规格藻类 说

明其主要是被动机械的摄食 水动力作用明显 而大

规格缢蛏的主动摄食能力强 主要依靠粘液纤毛作用

来摄食小规格的藻类 ∀≥ ∏ 等 年研究认为贝

类的摄食主要与饵料颗粒的大小和自身的粘液作用 !

化学感受器相关 ≈ 据 ∏ 年研究表明贝类

的选择性摄食不仅与单细胞藻类的大小有关 藻类的

投喂密度和本身的有机碳含量等也是其重要的影响

因素 ≈ ∀本文仅对缢蛏颗粒选择性进行了初步研究

而有关缢蛏对食物的滤食机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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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ρασσοστρεα χοµ µερχιαλισ = Σαχχοστρεα χυ −

χυλλατα ∏

Αθυαχυλτυρε ∗

ΕΞΠΕΡΙΜΕΝΤΑΛ ΣΤΥ∆ΙΕΣ ΟΝ ΣΕΛΕΧΤΙς Ε ΦΕΕ∆ΙΝΓ ΑΝ∆

ΤΗΕ ΦΙΛΤΡ ΑΤΙΟΝ ΡΑΤΕ ΟΦ( Σινονοϖαχυλα χονστριχτα)

ƒ ⁄2 ° ∏2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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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Σ∆ Λ ∏ 2 ΕΣ∆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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