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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珍珠贝游离珠插核效果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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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借鉴马氏珠母贝插核技术培育企鹅珍珠贝 Πτερια Μαγναϖιχυλα πενγυι 游离

珠时 死亡率为 留核率为 死亡高峰出现在施术后的第 ∗ 天 脱核高峰出现在

施术后第 ∗ 天 生理状态在施术后 左右进入稳定期 ∗ 后基本恢复 可结束休

养进入珍珠育成 ∀另外 为提高成珠率和成活率 植核用贝要经人工养殖驯化 采用开放式与

笼养相结合的养殖方式 术后可采用室内与海区相结合的休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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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珍珠贝 Πτερια Μαγναϖιχυλα πενγυι

是软体动物门 !瓣鳃纲 !珍珠贝科 !珍珠贝属 ∀分布于

热带 !亚热带海区 栖息于水深约 水流较急之

处 ∀用发达的足丝附在岩石上营附着生活 ∀企鹅珍珠

贝成体壳高 壳长 大者壳高可达 ∀

企鹅珍珠贝为大型珍珠贝类 因其生长快 抗病力强

分泌珍珠质速度快 并且壳比较宽厚 适于粘贴较大

的珠核 我国已小规模用来培育附壳珍珠 ≈ ∀企鹅珍

珠贝游离珠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空白 相关的基础研

究资料亟待补充 目前生产游离珠尚无成熟的插核技

术可借鉴 ∀

马氏珠母贝的插核技术分为术前处理 !插核操作

和术后休养等几个阶段 也是目前较为成熟的海水珍

珠插核技术 被改进后已应用于培育大规格正圆游离

珍珠上 并在大型珍珠贝类如白蝶贝 !黑蝶贝上取得

成功 ≈ ∗ ∀

作者于 年 月 日 ∗ 年 月 在湛江

雷州市覃斗镇湛江海洋大学珍珠实验基地 借用成熟

的马氏珠母贝植核技术进行企鹅珍珠贝的植核试验

以期研究施术贝施术后的生理反应 脱核及死亡情

况 为进一步建立适合企鹅珍珠贝的插核技术积累资

料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植核用贝 利用湛江海洋大学珍珠研

究室广东雷州市流沙港养殖基地开放式养殖的

企鹅珍珠贝 ∀个体大小 壳高 ∗ 壳长

∗ 壳宽 ∗ 体质量 ∗

∀

术前处理笼 锥形笼 单圈笼 底径

高 ∀

珠核 直径 淡水蚌壳研磨成 ∀

药物 环丙沙星 ≤ ¬ ∏ 呋喃

唑酮 ƒ∏ 百炎净 ≥ × ° ∀

方法

术前处理 植核前 ∗ 将植核用

贝切除足丝 挑选外壳光洁 !贝壳完整 !合乎规格的

贝 清洗干净 按 只 笼吊养于天然海区备用 吊养

水深 左右 笼间距 行间距 ∀记录壳

高 !壳长 !壳宽以及生殖腺发育状况 ∀

栓口 术前 ∗ 将植核用贝从海区

取回 洗涮干净 放置在 ∗ 水深的水泥池中

充气暂养 ∀植核时按需要量分批将其从池中取出阴

干 待其自然开口后用木塞栓口 企鹅珍珠贝闭壳肌

十分有力 不要用开口钳强行开口 以免损伤贝体及

破坏贝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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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核 按马氏珠母贝植核方法 ≈ ∀

术后休养 植核后的施术贝置于锥形

笼中 外套一网目 ≅ 的休养网袋 每笼装贝

只 于室内水泥池中休养 吊养密度为 只 投

喂单胞藻 如亚心形扁藻 ≅ 绿色巴夫藻

或等鞭金藻 ≅ ∀施用抗生素以防止伤口

感染 交替使用 环丙沙星或 呋喃

唑酮或 百炎净 ∀ 后移到海区继续休养 ∀定

期检查施术贝 观察施术贝的活力 摄食状况 伤口恢

复情况 及时清除死贝 回收珠核 统计成活率 留核

率 ∀

活体检测 休养期结束后用 ÷ 射线活

体检查施术贝 将留核贝 没有脱核的施术贝 进行珍

珠育成 ∀

结果

休养期施术贝的生理状态观察

施术后第 天开始发现有施术贝将小片吐出

企鹅珍珠贝的外套膜小片较厚约为 是马氏

珠母贝的 倍以上 送核过程中小片易与通道周围组

织摩擦 使小片游离面细胞脱落 影响上层效果 易形

成素珠 ∀同时企鹅珍珠贝的缩足肌十分有力 其强烈

的收缩和运动易使小片发生脱落 极少数珠核也会因

植核时送核太浅而从切口处脱落 ∀施术后第 天在足

丝窝附近发现稀糊状粪便 表明消化代谢不正常 部

分施术贝足丝脱落 可见施术贝的生理平衡已受到破

坏 并开始出现排异反应 ∀这一阶段的施术贝不宜接

受外界新的刺激 选择在室内水泥池稳定的环境中用

抗生素处理来促使伤口的恢复性好转 让生理平衡慢

慢恢复 ∀施术后第 天通道及切口就已开始愈合 伤

口贝 脱核的施术贝 的核位皮层发现新的撕裂状伤

口 应该是珠核从核位皮层爆裂而形成 ∀施术后第

天发现有些留核贝排粪正常 消化良好 ∀

企鹅珍珠贝足丝发达 闭壳肌及缩足肌粗壮有

力 直接影响到植核效果 ∀其中 足丝反映了施术贝的

生理状态 足丝分泌较快或足丝粗壮 !附着牢固表明

其生理代谢正常 !能较好地适应环境 足丝萎缩甚至

脱落 切除后长时间不能再生 则说明其生理紊乱 代

谢异常 ∀企鹅珍珠贝留核贝在 以后才有足丝生

长 伤口贝脱核后 ∗ 能长出足丝 而马氏珠母贝

两周之内约有 个体分泌足丝 ≈ 可见 休养期内

企鹅珍珠贝留核贝比伤口贝和马氏珠母贝的生理代

谢要弱得多 恢复所需时间也要长得多 原因在于留

核贝中的珠核在缩足肌和闭壳肌强有力的运动下发

生移位 对周围内脏组织造成挤压和蠕动摩擦 留核

贝的生理活力就会受到影响 轻者是生理状态较长时

间不能恢复正常 重者会磨穿核位皮层而脱核 或损

伤周围组织引发死亡 ∀

死亡率与脱核率

施术贝死亡率高 成珠率低是企鹅珍珠贝游离

珠培育的 大困难 ∀ 年 月 作者曾用 个野

生贝做过一次植核实验 基本绝收 死亡率高达

原因另述 ∀本实验中的企鹅珍珠贝是第 代

人工养殖贝 基本借鉴马氏珠母贝的植核技术 参考

了黑蝶贝与白蝶贝的一些植核经验 后留核 个

取得了初步成功 ∀

本实验施术贝共有 个 个月后剩下留核贝

个 留核率为 脱核率高达 表 ∀脱

核主要集中在施术后 以内 这 的脱核数量

占总脱核数的 其中前 的脱核数占总脱

核数的 以后 日脱核不超过 个 有时连

续十几天都没有脱核 脱核趋势减缓 ∀

本实验经 个月后共死亡贝 只 死亡率达

死亡主要集中在施术后的 以内 这

的死亡总数占总死亡数的 其中前 的死

亡数占总死亡数的 ∀

图 中显示 本次实验中企鹅珍珠贝的死亡高峰

在第 ∗ 天 脱核高峰在第 ∗ 天 ∀施术后 左

右 死亡与脱核两项指标趋向平稳 与此对应的是排

粪与消化代谢转为正常 这也说明施术造成的紊乱的

生理活动此时渐趋稳定 开始慢慢恢复 ∀

表 1  企鹅珍珠贝施术后的死亡 !脱核及留核观察

Ταβ .1  Οβσερϖατιονσ ον τηε µορταλιτψ, νυχλευσρεϕεχτιον ανδ

νυχλευσρεταινινγ αφτερ ιµ πλαντατιον ιν πεαρλ οψστερ ,

Πτερια πενγυιν

施术后的时间 后

死亡贝数 只

占总死亡数的百分比

脱核贝数 包括死亡数

占总脱核数的百分比

死亡率

脱核率

留核率

注 植核贝数为 只 数据统计时间为插核后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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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企鹅珍珠贝植核后脱核高峰与死亡高峰的观察

ƒ √ ¬ ∏ ∏ ¬ ∏ ∏ Πτερια πενγυιν

图 企鹅珍珠贝留核贝活体 ÷ 射线检测结果

ƒ ° ∏ ∏ √

Πτερια πενγυιν ∏ ÷

图下方正中间的圆斑即为珠核

活体检测结果

施术 后 将留核贝清洗干净 用 ÷ 射线检

测装置对其进行活体检测 如图

讨论

沿用传统的马氏珠母贝植核技术 企鹅珍珠贝

游离珠育珠在国内首次获得成功 ∀作为大型珍珠贝

类 企鹅珍珠贝具有潜在的生产大型珍珠的可能 利

用其旺盛的珍珠分泌能力还能生产珠层较厚的珍珠

新品种 ∀目前企鹅珍珠贝的人工育苗已取得了突破

大规模养殖已具备条件 植核用贝比白蝶贝 !黑蝶贝

更易获得 ∀但是 企鹅珍珠贝形体特殊 生态习性与马

氏珠母贝不同 足丝 !缩足肌 !闭壳肌都特别发达 植

核操作及植核效果受此影响很大 本实验的死亡率及

脱核率都较高 尚达不到产业化操作的要求 有必要

在术前处理 !施术操作和术后休养等技术环节上做相

应的改进 找到适合企鹅珍珠贝特点的植核 !育珠技

术 ∀

马氏珠母贝植核用贝通常是经人工繁殖长期驯

化养成的母贝 ∀而现有的企鹅珍珠贝人工养殖时间很

短 且多采用开放式养殖 足丝的发达程度与野生贝

接近 ∀开放式养殖无需经常清贝 养殖过程较接近野

生环境 人工驯化效果有限 ∀并且养殖过程中相互之

间为争夺附着空间 相当多的母贝壳长成畸形 壳面

分层 不利于植核 并且死亡率特别高 选择植核用贝

要特别注意剔除这些贝 ∀我们发现 企鹅珍珠贝露空

时间不能太长 !清贝或切除足丝操作后都有可能引发

贝体生理不适 严重时还有可能引起大量死亡 ∀故通

过术前处理和术后休养调节马氏珠母贝生理活力这

一较为成熟的方法 对企鹅珍珠贝还没能达到理想的

效果 ∀我们认为 企鹅珍珠贝植核用贝的养殖方式有

待改变 适时选择笼养方式 降低养殖密度 适当增加

清贝的次数 清贝时进行足丝切除 加强人工养殖的

驯化效果 让贝体生长端正光洁 降低施术时的应激

反应 则有利于提高成活率和成珠率 ∀

施术时送核会遇到企鹅珍珠贝粗壮足丝的阻碍

强行送核会损伤足丝腺 引发较高的死亡 为避免其

发达的足丝对送核的影响 送核通道要尽量绕过足丝

腺的位置 准确地从内脏囊的表皮和缩足肌之间通入

核位 企鹅珍珠贝对插核技术的要求比马氏珠母贝更

加精细 不同的插核员之间 插核效果有非常大的区

别 ∀因此 插核员的筛选和培养非常重要 是企鹅珍珠

贝产业化育珠的重要环节之一 ∀

在休养期 企鹅珍珠贝留核贝生理状态的恢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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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马氏珠母贝要慢得多 生理平衡在 以内还相

当紊乱 施术贝达到正常的生理活力 需要 以

上 所以施术贝在海区的休养时间 要比马氏珠母贝

长 应当避免过早结束休养 使施术贝遭受新的刺激

给植核效果增加诸多不稳定因素 ∀马氏珠母贝的休养

期一般为 左右 ≈ 白蝶贝 !黑蝶贝的休养时间一

般要接近 个月 本文实验中采用的休养时间是

∗ 与大珠母贝和黑蝶贝基本接近 并且采用室

内水泥池与海区休养相结合的方式 在室内平稳的环

境中渡过 的死亡及脱核高峰后 再移至海区休

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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