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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珠母贝二次插核的研究

劳 赞 梁 盛

湛江海洋大学广东省海洋开发研究中心 湛江

雷州市盛辉珍珠有限公司 雷州

提要 为探索珍珠培育的新途径 提高珍珠养殖的经济效益 利用马氏珠母贝 Πινχταδα

µαρτενσιι ⁄∏ 进行第二次插核育珠 结果表明 二次插核珠的珍珠层 个月就达 Λ ?

Λ 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优质珍珠的产生率达 育珠贝的存活率达 在每只贝插

一珠核的情况下留核率仍高达 二次插核对马氏珠母贝的重复利用率为 ∀因此 马氏

珠母贝二次插核培育珍珠技术 能重复利用贝体 缩短育珠期 提高珍珠的产量和质量 ∀

关键词 二次插核 马氏珠母贝 Πινχταδα µαρτενσιι ⁄∏ 珍珠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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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海产珍珠主要是用马氏珠母贝 Πινχταδα

µαρτενσιι ⁄∏ 人工插核育珠产生的 ∀但长期以来

在珍珠生产中普遍存在着育珠周期长 !育珠贝死亡率

高 !吐核率高 !商品珠比率低和母贝只能一次性利用

等问题 ∀马氏珠母贝二次插核的研究国内尚未见报

道 ∀ 年以来 作者对马氏珠母贝进行了二次插核

育珠的研究 获得良好的效果 ∀

第一作者 劳赞 出生于 年 学士 讲师 从事贝类及贝

类养殖方面研究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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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珍珠层厚度的方差分析

Ταβ .2  Τηε χηι2σθυαρε αναλψσισ ον τηετηιχκνεσσ οφ ναχρελαψερ

变异来源 平方和 ΣΣ 自由度 ≥ Φ Φ . Φ .

组间变异

组内变异

总变异量

材料和方法

试验时间和地点

试验用贝为 年 月 日 ∗ 日首次插核

育珠的马氏珠母贝 经 个月的海上育珠养殖后

年 月 日 ∗ 日在采收珍珠的同时进行第二

次插核育珠试验 ∀二次插核育珠试验贝经 个月的海

上育珠养殖后 年 月 日 ∗ 日采收珍珠 ∀试

验在海南岛陵水县黎安港进行 ∀

试验方法

试验分 个组

第一组为首次插核对照组 只插一个核 插左

袋 ∀用于比较同一批贝经两次插核后的育珠效果 ∀

第二组是二次插核试验组 它是由首次插核采珠

后挑选的贝体组成 ∀对准备采收珍珠的首次插核对照

组贝先进行排贝 !开口 !栓口 再用刀把贝软体部育珠

部位的外表皮划破取出珍珠 紧接着在原育珠部位再

用送核器直接插入珠核 不用送小片 ∀二次插核用贝

必须挑选首次能育出优质珠的贝体 且左袋核位的珍

珠囊损伤小 贝体健康 壳高 ∗ ∀此外 还要去除

有严重病虫害 !产生不良珍珠 素珠 !棱柱珠 !壳皮珠

等 和无珍珠囊的贝体 ∀

第三组是同期插核对照组 其与试验组同期插

核 但是首次插核 只插一个核 插左袋 ∀

计算方法与数据处理

存活率 !留核率按下面公式计算

存活率 插核贝总数 插核贝死亡数 Α插核

贝总数 ≅

留核率 插核粒数 脱核粒数 Α存活贝数

在统珠中每组随机采取 颗样品 测量计算珍

珠层厚度 ≈ 并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

珍珠层增长与珠核规格

二次插核试验组育珠期 个月 水温为 ∗

ε 而其珍珠层的增长 却相当于首次插核对照组在

高水温季节 ∗ ε 个月的增长 也是同期插核

对照组珍珠层增长的 倍 ∀同时 二次插核的珠核

规格比对照组大 ∗ 表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Φ= Φ Π

二次插核对珍珠层增长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表 ∀

表 1  珍珠层增长速度表

Ταβ .1  Τηεινχρεασινγ σπεεδοµετερ οφ ναχρελαψερ

组别 首次插核对照组 同期插核对照组 二次插核试验组

育珠时间 年 月 ∗ ∗ ∗

水温范围 ε ∗ ∗ ∗

珍珠核规格 ∗ ∗ ∗

珍珠层月增长速度 Λ 月

珍珠层厚度 Λ ? ? ?

珍珠质量

每组随机取珠 粒 比较各组间素珠 !有机质

珠 !异形珠 !一般珠和优质珠所占的比例 ∀得出二次插

核收获的珍珠优质珠比例达 高于两个对照组

素珠和有机质珠的比例也大大减少 图 ∀但二次插

核珠在珠层上有明显或不明显 / 刻痕0 的刀痕珠出现

的比例为 ∀

珍珠育成的存活率和留核率

从 个首次插核存活的 个贝中 挑

选出二次插核用贝 个 贝的重复利用率为

∀与同期插核的 个贝进行对比试验 ∀二次

插核的珍珠贝存活率达 留核率达 分别

比同期插核对照组的高出 和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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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珍珠培育的质量比较

ƒ ≤ ∏ ∏ ∏

讨论

珍珠囊与二次插核育珠的基本原理

二次插核育珠的理论基础是珍珠囊理论 ∀关于珍

珠囊研究 国内外都有大量的报道 ∀小林新二郎 !渡部

哲光指出 外套膜细胞小片插入后 最初的某些外表

皮细胞脱离期底膜蒙被珠面 可以看到有星形和多角

形细胞突起的移动期 以后失掉移动性而形成珍珠囊

上皮 ∀这时小片内表皮直接接触到周围组织之间 有

多数的游走细胞进入 互相连成网状组织 起着与周

围组织结合的作用 ∀游走细胞似乎有的参与钙质的沉

着 有的具有吞噬作用 也有的能形成间隙组织的再

生芽 ≈ ∀

町井昭认为 小片插入后出现了游走细胞 在贝

体内和培养基中能伸出伪足 它们的伪足伸展和互相

缠绕 形成网状的细胞层把新形成的珍珠囊上皮细胞

与育珠贝组织或伤口粘连起来 ∀手术后 ∗ 内 小

片边缘的细胞层就开始包围核面 而小片的内表皮手

术后几天就开始退化消失 没有形成珍珠囊的功能 ∀

珍珠囊的表皮细胞易于变化 但随着珍珠囊的形成而

逐渐稳定 ≈ ∀

和田浩尔认为 成为珍珠囊的外套膜外侧上皮细

胞与宿主组织粘连 分泌珍珠质形成珍珠 ≈ ∀蒙钊美

和 黎 学 章 进 行 了 大 珠 母 贝 ≈ Πινχταδα µαξιµα

外套膜细胞小片的移植研究后指出 / 珍

珠囊0是指由小片外表皮细胞移植后细胞分裂生长而

形成的薄层囊 ∀外套膜细胞小片移植后 在寄主供给

养料的情况下 贴在珠核面的外表皮分裂 !生长 最后

完全覆盖核而形成单层的珍珠囊 ∀小片的其余部分

萎缩 !坏死 或被游走细胞所吞噬 ∀手术后 个月 珍

珠囊表皮细胞的高度增加 碱性更强 珍珠囊周围 间

充质或新的结缔组织已与施术贝体内的组织牢牢连

结在一起 ≈ ∀

我们认为采珠后 珍珠囊留在育珠贝上 还具有

分泌珍珠质形成珍珠的能力 ∀只要采珠时对贝体和珍

珠囊的损伤不大 在珍珠囊位置再插入合适的珠核

不用再送外套膜细胞小片 就可以第二次甚至多次重

复利用珍珠囊进行二次插核或多次插核 培育珍珠 ∀

二次插核与珍珠培育

二次插核由于利用了现成的珍珠囊 珍珠质分

泌功能稳定 !能力强 减少了首次插核时小片形成珍

珠囊所需要的时间和珍珠囊形成稳定分泌机能所需

要的时间 从而加快了珍珠层增长的速度缩短了育珠

期 ∀本次试验组的 个月珠层增长平均厚度为

Λ 珍珠层的厚度方差分析的结果 表 也证明了这

一点 ∀由于试验的需要 此次二次插核育珠时间只有

个月 若延长育珠时间 珍珠层的厚度会更加理

想 ∀

在二次插核时 由于去除了产生不良珍珠 素珠 !

棱柱珠 !壳皮珠等 和无珍珠囊的贝 只选用能育出优

质珠的贝体 挑选率为 这对保护马氏珠母贝资

源 提高珍珠养殖业经济效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

些挑选出的贝 其珍珠囊分泌珍珠质的能力强 !质量

好 优质珠生成率达 比对照组高出 ∗

表 3  手术贝的存活率和留核率

Ταβ .2  Τηεσυρϖιϖαλ ρατιο ανδ νυχλευσ ηολδινγ ρατεσ οφ οπερ2

ατεδ οψστερσ

组别 存活率 留核率

首次插核对照组

同期插核对照组

二次插核对照组

实验与技术

∞÷ °∞ ∞ × × ∞≤ ≠

海洋科学 年 第 卷 第 期



∀

另外 二次插核的珠核规格比首次插核提高了

∗ 这是由于核位上的珍珠囊随着珍珠层

的增长而加大 采珠后核位上留下一个比首次所插珠

核更大的空间 可插更大的珠核 ∀这也为培育大规格

的优质珍珠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

二次插核手术过程相对简单 珠核经采珠时的那

个刀口 直接送进核位 没伤及贝内脏器官 对贝体造

成的影响少 所以其存活率高 ∀二次插核留核率高的

可能原因有 点 珠核直接插入珍珠囊 珍珠囊对

珠核有抱紧作用 使吐核的机会减少 由于是再次

育珠的贝 其对珠核已适应 产生的吐核作用小

对贝的刺激小 贝的吐核反应程度也减轻 ∀

刀痕珠的产生原因

珍珠表面或深或浅可见到痕迹 这些痕迹与采

珠时刀痕的形状大小相似 称为刀痕珠 ∀二次插核的

珍珠 为刀痕珠 ∀产生刀痕珠的原因可能是珍珠

囊的损伤和修复这对矛盾所致 ∀采珠时下刀的部位

刀口的形状 !大小与珍珠囊损伤程度有关 同时 插核

也对珍珠囊造成损伤 ∀珍珠囊一旦损伤 就会影响到

珍珠囊的修复和珍珠质的分泌 ∀由于珍珠囊修复不

好的部位 如刀口处 与珍珠囊的没损伤部位珍珠质

分泌速度的不一致 就在珍珠上留下刀痕 这是产生

刀痕珠的主要原因 ∀如何减少刀痕珠这是在二次插

核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致谢 承蒙蔡英亚教授审阅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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