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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 符韶 出生于 年 高级工程师 目前在研项

目 尖紫蛤的全人工养殖研究 建立企鹅珍珠贝养殖示范推

广基地 珠母贝的引进及全人工养殖 !育珠的研究 ∀地址 湛

江霞山解放东路 号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珠母贝俗称黑蝶贝 Πινχταδα µαργαριτιφερα 2

∏ 是栖息于热带海区低潮线以下 靠足丝营附着

生活的珍珠贝类 ∀主要分布于南太平洋 !印度洋海区

中国的海南岛也有分布 ≈ ∀珠母贝具有个体较大 !生

长快 !环境适应性强 !壳内珍珠质光泽好 !色泽优美的

特点 是唯一能生产黑珍珠的珍珠母贝 且贝壳还可

制作高级贝雕和工艺品 是极具经济价值的优良品

种 ∀日本和法国一些珍珠生产商 已相继在珠母贝资

源较丰富的库克群岛 !波利尼西亚塔希堤等海区办场

养殖黑珍珠 而且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为尽早开发

养殖这一新优品种 笔者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海南陵水县黎安港湛江海洋大学珍珠试验站进

行了珠母贝人工育苗的初步试验和研究工作 现将情

况予以报道 ∀

材料和方法

材料

试验用贝 选取湛江海洋大学珍珠试验

站人工养殖 贝龄为 壳高 ∗ 雄性 只

雌性 只 性腺尚未达到饱满程度 雄性较雌性成

熟 ∀

催产器具 容量为 的大塑料盆 ∀

育苗池 底面积为 水体容量为

的长方形水泥池 ∀

饵料 湛江等鞭藻 Ισχηρψσισ ζηανϕιανγεν2

σισ 绿色巴夫藻 Παϖλοϖα ϖιριδισ 亚心形扁藻

Πλατψµορασ συβχορδιφορµισ 及活酵母 !绿藻粉 ∀

附苗器 将黑色太阳布经剪切后拧成条

状而成 ∀

方法

亲贝的催产与洗卵 将选取的亲贝清洗

干净并消毒后阴干 然后放进装有过滤海水并连

续充气的塑料盆里 同时加入较浓的藻液 并将水温

从 ε 升至 ε 后亲贝开始排放精卵 经

排放后 取出亲贝 停气 进行第 次洗

卵 等重新加满水 后进行第 次洗卵 随后将

洗净的受精卵倒进育苗池继续培育 ∀

幼虫培育

饵料与投喂 在水温 ∗ ε 盐度

条件下 受精卵经过 发育至直线绞

合期 也即 ⁄形幼虫期 ∀在 ⁄形幼虫期饵料投喂以湛

江等鞭藻和绿色巴夫藻为主 幼虫发育至壳顶初期以

后 改以亚心形扁藻为主 金藻 !巴夫藻为辅 在单胞

藻不足时 用活酵母和蓝藻粉代替或补充 ∀一般采取

一天投喂两次 具体投喂量见表 ∀

防病与施药 幼虫培育至第 天尚未变壳

珠母贝人工育苗技术的初步研究

符 韶 梁 盛 邓陈茂 劳 赞

湛江海洋大学 湛江

盛辉珍珠养殖公司 陵水

提要 年 月 日于海南陵水县黎安港湛江海洋大学珍珠试验站 在珠母贝年龄偏小 !

性腺发育尚未十分饱满的情况下 选取雄性 只 !雌性 只 通过人工催产的方法 促使 雄

雌排放精卵 受精率为 受精后 胚胎发育为直线绞合幼虫 ∀在水温 ∗ ε

盐度 的条件下 幼虫经 的培育 共出池 ? 的珠母贝苗 万

只 初步取得了珠母贝人工育苗试验的成功 ∀

关键词 珠母贝 Πινχταδα µαργαριτιφερα ∏ 人工育苗 催产 幼虫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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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珠母贝各发育阶段幼虫 !幼苗的日投饵量

Ταβ .1 Εϖερψδαψ βαιτ φορ λαρϖαε ανδ σεεδινγ οφ Πινχταδα µαργαριτιφερα ∏ ιν διφφερεντ περιοδ

表 2 珠母贝胚胎及幼虫发育

Ταβ .2 Τηε γροωτη οφεµ βρψο ανδ λαρϖγε οφ Πινχταδα µαργαριτιφερα ∏

发育阶段 受精后时间 持续时间 体长或壳长 Λ

囊胚期 ∗

原肠期 ∗

担轮幼虫期 ∗ ∗

直线绞合期 ∗ ∗ ∗

壳顶初期 ∗ ∗ ∗

壳顶中期 ∗ ∗ ∗

壳顶后期 ∗ ∗ ∗

眼点出现期 ∗ ∗ ∗

附着幼虫期 ∗ ∗ ∗

初 而且全部下沉 检查池底基本是幼虫活体 但活力

弱 !不饱胃 ∀于是立即放水将幼虫收集后 放到 万

的青霉素药液里药浴 后 重新放进经消毒

加入新鲜过滤海水的育苗池里 约 后 幼虫全

部上浮 一天后活动 !摄食恢复正常 天后幼虫开始

变壳初 ∀在幼虫培育至 有 出现眼点 准备投

放附苗器时 施青霉素 万 ∀

换水与倒池 ⁄形幼虫第 天开始换水 换

水量约 ∗ ∀此后 随幼虫的不断长大而逐渐

将换水量增大到 ∗ 附着后期甚至超过

∀在育苗过程中 分别在前期幼虫下沉进行药浴

后和幼虫附着前各进行了一次倒池 ∀

附苗器与投放 附苗器选用黑色太阳

布 按宽 长 剪切并拧成条状 再用小胶

丝绳固定在套有小胶管的铁线上 每根铁线均按育苗

池宽度为长度 一根可固定附苗绳 条 然后用小

石块将铁线按一定距离垂放于池底 则条状附苗绳自

然直竖于水体中 ∀

结果与讨论

结果

受精及胚胎发育 在现场水温 ε 经

升温 ε ? ε 盐度 的条件下 对亲贝进

行催产 后雄雌亲贝先后相继排放精卵 排放过

程约 其中雄性 个 催产率为 雌性 个

催产率为 排放后检查亲贝排放不彻底 第 次洗

卵后检查受精率为 ∀授精后 进入囊胚期

进入担轮幼虫 发育为直线绞合期 育苗池

水温为 ∗ ε ∀ 直线绞合期测定幼虫数量为

万只 即幼虫初时培育密度为 个 ∀

幼虫发育及出苗 幼虫培育在水温

∗ ε 盐度 ∗ 的条件下进

行 ∀幼虫在受精后 进入壳顶初期 开始出现

眼点 变态附着 至 月 日经 的培育长成

? 的幼苗时 出池下海养成 共出池幼苗

万只 ∀胚胎及幼虫发育情况见表 ∀

幼虫发育期 金藻或巴夫藻 个 亚心形扁藻 个 酵母或藻粉

直线绞合期 ∗ ∗ ∗

壳顶初期 ∗ ∗ ∗

壳顶中期 ∗ ∗ ∗

壳顶后期 ∗ ∗ ∗

附着至收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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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亲贝成熟度与催产 由于本次育苗存在着

亲贝年龄偏小 性腺发育尚欠饱满的不足 因此作者

改变以往珍珠贝育苗中所采用产卵池或育苗池催产

的方法 改用小容量的大塑料盆催产 ∀这一方法催产具

有 催产时水温容易调控 洗卵操作方便 !效果好 并能

充分利用受精卵和提高受精率的优点 ∀这在珠母贝亲贝

资源缺乏和性腺发育欠饱满的情况下 采用此方法可以

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 若条件许可 亲贝

选择还是提倡选用 ∗ 龄性腺饱满而健壮且壳内珍

珠层色泽优美者 从而保证 佳的育苗效果 ∀

科学投饵与施药 优质适口的饵料是幼

虫快速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 根据珠母贝前期幼虫活

动与摄食能力较弱的特点 选用细胞个体小 !细胞壁

薄 !游动缓慢 在水中分布均匀的湛江等鞭藻 !绿色巴

夫藻投喂 较有利于幼虫的摄食与消化 ∀后期幼虫由

于摄食消化能力增强 以投喂个体较大的亚心形扁藻

为主 更能保证幼虫吃饱 ≈ ∀投饵还必须注意的是 在

幼虫附着前投喂单胞藻 应先停气 以上 待活

细胞充分上浮 死细胞下沉后 取上层优质藻液投喂

以防止死藻影响水质和感染幼虫消化道 其次是在单

胞藻供应不足 需投代用饵料时 须在换水前

投喂 以避免残饵污染水质 ∀同时 合理用药也是保证

健康育苗的关键一环 ∀在本次育苗前期由于水温极不

稳定 幼虫在变壳初前全部下沉 这是水质恶化 !幼虫

体质差而受严重感染的典型例子 若用常规的育苗池

施药法 很难达到救治的目的 ∀因为施药量少则抑制

不了病菌 反之施药量过大会使幼虫体质变得更差

在旧环境中难以恢复活力 而通过药浴解决病菌感染

问题后 把幼虫放进一个全新的水环境中 使之能在

较短时间内恢复体力 !摄食与活动能力 这一方法 在

今后的贝类育苗中值得借鉴 ∀

附苗器的选用与投放 在珍珠贝育苗

中 通常使用的附苗器是塑料板或胶丝网片 这在成

熟亲贝贝源充足的大批量育苗中采用较简便易行 但

对于珍稀种类的珠母贝育苗 为了保证其下海前期养

成的存活率 作者采用黑太阳布剪切拧成条状做为附

着器 这一附苗方式 可在下海养殖时直接将条状附

苗器两端固定在特制的笼具里 这样可以避免幼苗在

收苗下海和前期多次分笼时 经反复剥离后再附着

过程中的伤害和死亡 从而达到较大幅度地提高养成

存活率和加快生长速度的效果 ∀此外 附苗器必须在

适时机投放 才能取得 佳的附苗效果 ∀因为过早

投放 会使附苗器过多地粘附死藻 !残饵及幼虫排泄

物等 幼虫难以附着 反之过迟投放 也不能及时为

幼虫提供附着基 使早变态的幼虫沉底 影响附苗效

果 ≈ ∀实践得知 在 幼虫出现眼点时 将其倒池并

施药 在 幼虫出现眼点时再开始投放附苗器 使

幼虫在一个全新的优良水环境中顺利渡过由于变态

造成生理机能和防疫抗病能力降低的弱势期进行附

着 会取得较佳的效果 ∀

参考文献

谢玉坎 珍珠科学 北京 海洋出版社

梁飞龙 企鹅珍珠贝人工育苗试验 海洋科学

ΠΡΕΛΙΜΙΝΑΡΨΣΤΥ∆Ψ ΟΝ ΤΗΕ ΑΡΤΙΦΙΧΙΑΛ ΡΕΑΡΙΝΓ ΟΦ

ΣΕΕ∆ΙΝΓΣ ΟΦ Πινχταδα µαργαριτιφερα(Λινναευσ)

ƒ ≥ ≥ ⁄∞ ≤

Ζηανϕιανγ Οχε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Ζηανϕιανγ

Σηενγηυι ΠεαρλΧυλτυρε Χοµπανψ, Λινγσηυι

Ρεχειϖεδ ∏

Κεψ Ωορδσ Πινχταδα µαργαριτιφερα ∏ ∏ √

Αβστραχτ

× ¬ Πινχταδα µαργαριτιφερα ∏ ∏ °

下转第 49页

∞÷°∞ ∞ × ×∞≤ ≠

实验与技术



≥ ∂

的变化 作为对南极未来环境污染监测的生物指标

是非常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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