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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盐度对三倍体葡萄牙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稚贝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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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确定三倍体葡萄牙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稚贝最适环境条件, 研究了温度、盐度对其生

长和存活的影响。结果表明: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适宜生存温度为 11.05~33.81 °C, 最适宜生存温度

为 22.00~28.00 °C; 适宜生长温度为 12.00~33.35 °C, 最适宜生长温度为 26.00~28.00 °C; 温度胁迫条件

下, 该贝在 48 h和 96 h的半致死温度在低温端分别为(4.71±0.04) °C和(7.83±0.45) °C; 高温端分别为

(37.08±0.02) °C和(36.31±0.11) °C; 存活率在高温端下降更迅速, 表明稚贝对高温更敏感。在盐度耐受

性方面: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适宜生存盐度为 15.06~44.13, 最适宜生存盐度为 23.4~33.8; 适宜生长

盐度为 11.76~45.39, 最适生长盐度为 23.40~26.00; 该贝在 48 h 和 96 h 半致死盐度, 低盐端分别为

(4.68±0.97)和(9.35±0.35), 高盐分别为(55.96±0.76)和(53.46±0.67)。综上, 当水温为 26.00~28.00 °C, 盐

度为 23.40~26.00时, 更有利于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的存活和生长。研究结果可为三倍体葡萄牙牡蛎

规模化养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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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又称福建牡蛎, 

属于软体动物门(Mollusca), 双壳纲(Bivalvia), 珍珠

贝 目 (Pterioida), 牡 蛎 科 (Ostreidae), 巨 蛎 属

(Crassostrea), 喜好高温环境, 其广泛分布在福建、浙

江、广东等南方沿海(张跃环等, 2014)。由于牡蛎食

物链短、生长快、产量高, 且经济效益好(巫旗生等, 

2015; 杜俊鹏等, 2018)。近年来,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

大和产量不断提高 , 葡萄牙牡蛎呈现养殖个体小型

化、生长慢、死亡率升高、出肉率低等性状衰退现象

(巫旗生等, 2013), 严重影响其产量和经济效益。因此, 

获得经济性状好、品质高的优良品种成为解决葡萄牙

牡蛎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倍体具有生长速率快、个体大、糖原含量高等

优点(贾圆圆, 2021), 其育种技术首次应用在贝类是

在 1981年利用细胞松弛素 B (Cytochalasin B, CB)成

功诱导出的美洲牡蛎 (Crassostrea virginica)三倍体

(Stanley et al, 1981), 之后, 在海湾扇贝(Argopecten 

irradians) (Tabarini, 1984)、栉孔扇贝(Chlamys farreri) 

(张晨晨等, 2010)、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 (Wang et 

al, 2002)、近江牡蛎(Crossostrea ariakensis) (王康 , 

2014)等在许多贝类中都开展过三倍体的诱导的研究, 

但成功应用的仅在牡蛎中。三倍体由于性腺发育较低, 

因此用于性腺发育的能量可用于生长 , 其在繁殖时

期肥满度高, 生长速度加快。同时, 在繁育期间可避

免因产卵导致软体部消瘦影响口感和出肉率等问题。

近年来, 三倍体牡蛎为养殖产业的热点之一。国内外

关于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的研究多集中在育种(贾圆圆, 

2021)、介质诱导(崔玉婷等, 2020)、生长(Zha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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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等, 而关于环境因子如温度、盐度对三倍体葡萄

牙牡蛎生长和存活的影响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通过

研究不同温度和盐度对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生长

和存活的影响 , 旨在探究稚贝的存活和生长的适宜

温度和盐度范围, 提高稚贝存活率, 为三倍体葡萄牙

牡蛎人工养殖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所用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取自福建莆田, 

2022 年 4 月 2 日运回广东海洋大学广东省南海经济

无脊椎动物健康养殖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暂养 7 d。

暂养期间, 水温 26~28 °C, 盐度 31~33, pH 8.0~8.3, 

持续微充气, 饵料为微拟球藻(Nannochloropsis sp.)。

从运回的稚贝中随机抽取 60 个健康、壳型完整的稚

贝, 测得稚贝平均壳长为(2.26±0.11) mm, 平均壳高

为(2.10±0.17) mm。 

1.2  方法 

根据预实验结果 ,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温度

耐受性实验 , 以 2 °C 为梯度设置 6 个低温组

(4~14 °C)、以 1 °C为梯度设置 6个高温组(34~39 °C)

和 1 个常温对照组(26.5 °C); 生长和存活温度实验, 

均以 2 °C为梯度在 8~34 °C范围设置 14组。盐度耐

受性实验, 以 2.6为梯度设置 11个低盐组(5.2~31.2)、

以 2.4为梯度设置 11个高盐组(36.0~60.0)以及 1个自

然海水对照组(32.5); 生长和存活盐度实验, 均以 2.6

为梯度在 10.4~46.8范围设置 15组。各组实验均在装

有 800 mL 过滤海水的烧杯(容积 1 000 mL)中进行, 

每组设置 3个重复, 每个烧杯放稚贝 30个, 温度实验

采用将烧杯置于恒温槽中控温, 控温精度±0.1 °C, 盐

度实验通过向实验海水中添加海水晶溶液或经曝气

淡水, 盐度测量使用光学盐度计(型号 LH-Y100)测定, 

温度计和盐度计在使用前均经过严格校正。每隔 8 h

升高或降低温度 1~2 °C和盐度 2.4~2.6, 达到各组预

设温度和盐度后开始实验。 

1.3  日常管理 

温度和盐度耐受性实验周期均为 4 d, 温度和盐

度生长存活实验均进行 15 d。各实验均在室内自然光

照下进行, 实验期间各组均持续微充气, 每天投喂微

拟球藻(Nannochloropsis sp.)液 3 次, 温度和盐度各组

饵料投喂前分别进行等温和等盐处理, 各组每天需等

温或等盐换水 1/2, 隔天进行一次全换水。在实验过程

中将死贝及时移出, 记录其死亡时间及数量, 吸除污物

以防止污染水质 , 实验结束时用游标卡尺(精确度 : 

0.01 mm)测量所有存活稚贝壳长、壳高, 并计算成活率。 

1.4  指标测定 

1.4.1  存活率和增长率的测定 

实际存活率和相对存活率的计算:  

实际存活率(RS)=(实验结束时存活数/实验开始 

 总数)×100%,            (1) 

相对存活率(P)=(实际存活率/对照组存活率)× 100%,  

 (2) 
增长率计算:  

RL=(L1 − L0)/t,              (3) 
RH=(H1 − H0)/t,             (4) 

式中, RL为壳长增长率(mm/d), L1和 L0分别为实验结

束和实验开始时稚贝的平均壳长(mm); RH 为壳高增

长率(mm/d), H1和 H0分别为实验结束和实验开始时

稚贝的平均壳高(mm); t为实验时间(d)。稚贝死亡的

界定以贝壳完全张开, 针刺激无反应为标准。 

1.4.2  半致死温(盐)度的测定    实验结束时, 可计

算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在 48 h和 96 h两个时间节

点的半致死温(盐)度。在实验周期内稚贝 50%死亡的

温度 (LT50)和盐度 (LS50), 采用二点法 (刘志刚等 , 

2007b)计算, 公式为 

LT50 = T1 + [(P1 −50%)/(P1 − P2)]×(T2 −T1), (5) 
LS50 = S1 + [(P1 −50%)/(P1 − P2)]×(S2 −S1),  (6) 
式中, T1、T2分别为稚贝存活率接近 50%的高、低端

温度, S1、S2分别为稚贝存活率接近 50%的高、低端

盐度, P1、P2为对应的相对存活率。 

1.4.3  稚贝适宜、较适宜以及最适宜生存温(盐)度的

界定    在实验周期 15 d 内, 以稚贝 50%死亡的温

度作为生存临界温度 , 上下限之间的温度作为稚贝

适宜生存温度范围, 临界温度采用上述公式(1)计算; 

较适宜生存温度为以稚贝 30%死亡的温度为临界温

度, 上下限之间的温度作为较适宜生存温度范围; 最

适生存温度为经多重比较无显著差异且存活率最高

的几组对应的温度范围(刘志刚等, 2006)。 

稚贝适宜、较适宜以及最适宜生存盐度求法同上。 

1.4.4  稚贝适宜、较适宜以及最适宜生长温(盐)度的

测定    将实验期间稚贝壳长、壳高增长率为最优组

增长率的 30%所对应的温度作为壳长和壳高增长临

界温度(求法采用二点法), 上下限之间的温度作为稚

贝壳长、壳高适宜生长温度范围, 将上述 2个指标范

围的重叠部分作为稚贝适宜生长温度; 将实验期间

稚贝壳长、壳高增长率为最优组增长率的 70%所对应

的温度作为壳长和壳高增长临界温度 , 上下限之间

的温度则为壳长、壳高较适宜生长温度范围, 把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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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指标温度范围的重叠部分作为稚贝较适宜生长温

度; 最适生长温度为经多重比较无明显差异且存活

率最高的几组所对应的温度范围(刘志刚等, 2007a)。 

稚贝适宜、较适宜以及最适宜生长盐度求法同上。 

1.5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平均值±标准差( x ±SD)表示 , 利

用Excel 2016统计软件整理数据, SPSS 23.0分析软件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并结合 Duncan

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 

2.1  温度对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生存和生长的影响 

2.1.1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半致死温度    三倍

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在不同温度 48 h和 96 h下相对存

活率如表 1, 由方差分析结果得出, 温度对三倍体葡

萄牙牡蛎稚贝存活率影响显著(P<0.05)。以 48 h 和

96 h为时间节点, 采用二点法计算, 得出 48 h稚贝半

致死低、高温分别为(4.71±0.04) °C和(37.08±0.02) °C; 

96 h 稚贝半致死低、高温分别为(7.83±0.45) °C 和

(36.31±0.11) °C。 

表 1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在不同温度 48 h 和 96 h 下

的相对存活率 
Tab.1  Relative survival rate of triploid C. angulata juvenile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in 48 h and 96 h 

相对存活率/% 
温度/°C 

48 h 96 h 

4 47.19±1.01e 16.83±3.06f 

6 55.06±2.02d 31.46±4.08e 

8 59.55±3.03cd 51.69±3.06d 

10 61.80±1.01c 53.93±3.06cd 

12 66.29±2.02c 58.43±2.04c 

14 74.16±1.01b 67.42±1.02b 

26(对照) 100.00±0.00a 100.00±0.00a 

34 79.78±1.01b 66.29±3.06b 

35 75.28±2.02b 61.80±3.06b 

36 66.29±1.01c 58.43±3.06c 

37 51.69±3.03d 31.46±5.10d 

38 31.46±1.01e 16.85±2.04e 

39 28.09±1.01f 8.99±1.01f 

注: 上标不同字母表示各组之间差异显著(P<0.05) 

 
2.1.2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适宜、较适宜和最适宜

生存温度    实验周期 15 d 内, 各温度组三倍体葡

萄牙牡蛎稚贝的存活率见图 1。当水温为 22~28 °C时, 

稚贝存活率均在 90%以上, 且随着温度向两极的变

化, 相对存活率逐渐降低。 

 

图 1  不同温度下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相对存活率 
Fig.1  elative survival rates of triploid C. angulata juvenile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注: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由适宜、较适宜和最适宜生存温度的界定, 通过

二点法计算得稚贝适宜生存温度为 11.05~33.81 °C, 

较适宜生存温度为 17.24~30.65 °C, Duncan法比较表

明, 温度为 22.00~28.00 °C 时, 存活率最高且均在

90%以上 , 各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 因而三倍体

葡萄牙牡蛎稚贝最适宜生存温度为 22.00~28.00 °C。 

2.1.3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适宜、较适宜和最适宜

生长温度    温度对葡萄牙牡蛎稚贝壳长和壳高生

长影响如图 2, 由图 2 可知, 随温度升高, 壳长和壳 

 

图 2  不同温度下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的壳长和壳高日

增长率 
Fig.2  Daily growth rates of shell length and shell height of 

triploid C. angulata juvenile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注: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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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增长率趋势基本一致, 先增大后减小, 且二者增

长率分别在 26~28 °C 均无明显差异(P>0.05), 水温

26 °C时日增长率均达到最大, 分别为 0.062 mm/d和

0.0593 mm/d。二点法计算结果, 壳长增长的适宜温度

为 11.68~33.63 °C, 较适宜温度为 18.65~31.05 °C; 壳

高增长的适宜温度为 12.00~33.35 °C, 较适宜温度为

18.46~29.83 °C。由适宜、较适宜和最适宜生长温度

的界定, 稚贝适宜生长温度为 12.00~33.35 °C, 较适

宜生长温度为 18.46~29.83 °C, 最适宜生长温度为

26.00~28.00 °C。 

2.2  盐度对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生存和生长的影响 

2.2.1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半致死盐度    葡萄

牙牡蛎稚贝在不同盐度 48 h和 96 h下实际存活率和

相对存活率如表 2, 由方差分析结果得出, 盐度对葡

萄牙牡蛎稚贝存活率影响显著(P<0.05)。以 48 h 和

96 h为时间节点, 采用二点法计算, 得出 48 h稚贝半

致死盐度中 , 低盐端和高盐端分别为 (7.28±0.97)和

(56.31±0.76); 96 h稚贝半致死盐度中, 低盐端和高盐

端分别为(11.09±0.35)和(53.16±0.67)。 

2.2.2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适宜、较适宜和最适宜

生存盐度    实验周期 15 d 内, 各盐度组三倍体太

平洋牡蛎稚贝的存活率见图 3。由适宜、较适宜和最

适宜生存盐度的界定 , 通过二点法计算稚贝低端存

活临界盐度为 15.06, 高端存活盐度为 44.13, 三倍体

葡萄牙牡蛎稚贝适宜生存盐度为 15.06~44.13, 较适

宜盐度为 18.27~41.57, Duncan 法比较表明, 盐度为

23.4、26.0、28.6、31.2和 33.8 四组存活率均在 90%

以上, 且各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 因而可认为三

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最适宜生存盐度为 23.4~33.8。 

2.2.3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适宜、较适宜和最适宜

生长盐度    随盐度增加, 稚贝壳长、壳高均先增大

后减小 , 且不同盐度对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壳长

和壳高日增长率差异显著(P<0.05) (图 4)。盐度为 23.4

时, 稚贝壳长、壳高日增长率最大, 分别为 0.062 mm/d

和 0.0593 mm/d, 经二点法及多重比较得稚贝壳长适

宜增长盐度为 11.61~45.63, 较适宜盐度 18.20~28.60, 

最适盐度为 23.40~26.00; 葡萄牙牡蛎稚贝的壳高增

长的适宜盐度为 11.76~45.39, 较适盐度为 20.80~ 

28.60, 最适盐度为 23.40~26.00。即葡萄牙牡蛎稚贝

适宜生长盐度为 11.76~45.39, 较适宜生长盐度为

20.80~28.60, 最适生长盐度为 23.40~26.00。 

表 2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在不同盐度 48 h 和 96 h 下

的相对存活率 
Tab.2  Relative survival rate of triploid C. angulata juveniles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in 48 h and 96 h 

相对存活率/% 
盐度 

48 h 96 h 

5.2 9.57±1.02e 2.25±1.02e 

7.8 58.42±6.06d 12.35±1.02e 

10.4 74.15±4.04c 46.07±8.16d 

13.0 83.14±2.02b 58.42±5.10c 

15.6 85.39±1.01b 76.53±5.10b 

18.2 85.39±2.02b 82.65±4.08b 

20.8 97.75±1.01a 97.75±3.06a 

23.4 97.75±0.00a 97.75±1.02a 

26.0 97.75±1.01a 97.75±1.02a 

28.6 98.88±1.01a 97.75±1.02a 

31.2 98.88±1.01a 98.88±1.02a 

32.5(对照) 100.00±1.01a 100.00±0.00a 

36.0 98.99±1.01a 98.99±1.02a 

38.4 98.99±1.01a 97.96±1.02a 

40.8 98.99±1.01a 97.96±1.02a 

43.2 98.99±1.01a 94.38±2.04a 

45.6 97.98±2.02a 92.86±2.04ab 

48.0 97.98±1.01a 78.57±4.08b 

50.4 75.76±3.03b 75.51±4.08b 

52.8 61.80±2.02c 52.81±3.06c 

55.2 57.30±6.06c 27.66±5.10d 

57.6 39.32±4.04d 17.98±7.14d 

60.0 12.35±2.02e 0.00±0.00e 

注: 上标不同字母表示各组之间差异显著(P<0.05) 

 

图 3  不同盐度下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相对存活率 
Fig.3  Relative survival rates of triploid C. angulata juveniles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注: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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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盐度下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的壳长、壳高日

增长率 
Fig.4  Daily growth rates of shell length and shell height of 

triploid C. angulata juveniles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注: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温度和盐度是影响海水贝类动物存活和生长的

重要环境因子, 对海洋生物的行为、生长和生命周期

具有显著影响(包永波等, 2004; 阎希柱等, 2009; Kim 

et al, 2009; Brucet et al, 2012)。有关学者对这两个因

素的相互作用加以研究, 结果表明, 只有当其中一个

因子接近极限范围, 另一个处于安全范围时, 二者才

能表现出明显的相互作用(Tettelbach et al, 1981)。因

此通过单因素的实验亦能反映温度和盐度分别对稚

贝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3.1  温度对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存活和生长的影响 

外界温度的不适或剧烈变化会影响双壳贝类的

血细胞和酶活性, 导致贝类体内免疫防御能力降低, 

从而对生长发育产生消极影响(Gagnaire et al, 2006)。

温度过低导致岩扇贝(Crassadoma gigantea)免疫酶活

力下降, 影响扇贝的正常生长发育(王潇, 2018)。在适

宜温度范围内, 升高温度, 其纤毛活动加强, 摄食活

动增强 , 因此升温更有利于稚贝的生长 (王丹丽等 , 

2005; 包永波等, 2006; 王冲等, 2018)。熊本牡蛎(C. 

sikamea) (王涛等, 2017)稚贝适宜生长温度和适宜存

活温度分别为 24~28 °C和 20~28 °C, 表明在适宜温

度范围内高温对其生长和存活更有利 , 皱肋文蛤

(Meretrix lyrata) (栗志民等, 2010)、泥蚶(Tegillarca 

granosa) (尤仲杰等, 2001)等研究中也有相似变化规

律。本研究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最适生存温度为

22~28 °C, 最适生长温度为 26~28 °C, 在最适宜温度

范围内高温更有利于稚贝生长存活 , 与上述研究报

道一致。这可能与其是南方养殖品种有关。 

在实验温度范围内 , 随温度的升高稚贝存活率

和壳长、壳高日增长率均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

势。壳金长牡蛎(徐成勋等, 2017)幼虫培育适宜水温

为 25 °C, 栉江珧(Atrina pectinata) (李浩浩等, 2017)

早期幼虫生长适宜温度和最适温度分别为 22~30 °C

和 26 °C, 皱肋文蛤(栗志民等, 2010)最适生存温度和

最适生长温度分别为 24~30 °C和 27~30 °C, 大珠母

贝(Pinctada maxima) (谭杰等, 2016)最适存活温度为

25.01 °C。以上双壳贝类各生长指标均为先升高后降

低趋势。与本实验中壳长、壳高日增长率和存活率趋

势基本一致, 在对壳黑长牡蛎温度耐受性研究中, 从

水温 20 °C升高到 33 °C, 黑长牡蛎幼虫生长速率增

加, 而存活率却不断减少(许岚等, 2017), 与本研究

结果不一致, 可能的原因是长牡蛎温度耐受性较高, 

实验所设温度梯度在其所承受范围之内 , 因而在实

验中生长速率未曾下降。 

3.2  盐度对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存活和生长的影响 

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适宜生存盐度为 15.06~ 

44.13, 较适宜生长盐度为 18.27~41.57, 表明该贝属

于广盐性贝类, 其适宜生存盐度低盐端比文蛤(Meretrix 

meretrix Linnaeus) (6.5~39.5) (曹伏君等, 2010)、皱肋

文蛤(4.3~40.5) (栗志民等, 2010)、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 (8.4~32.4) (林笔水等, 1990)适宜生存盐度

分别高 8.56、10.76 和 6.66, 可能的原因是后者为滩

涂性贝类, 受突变盐度变化机会多, 从而更适应大范

围的变化。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在盐度为 26.0~33.8

范围存活率均在 90%以上, 随盐度增加, 壳长、壳高

生长却明显受到抑制 , 可能的原因在高盐或低盐度

环境下, 渗透压的改变超过贝类本身可调控范围, 正

常生理平衡被打破, 会对贝类摄食率产生影响, 导致

用于生长的能量减少, 最终稚贝生长速度变慢, 长期

处于此环境中甚至会因摄食不足导致死亡 , 影响存

活率(Pechenik et al, 2000)。本研究表明, 三倍体葡萄

牙牡蛎稚贝最适宜生存盐度为 23.4~ 33.8, 最适宜生

长盐度为 23.40~26.00, 在最适宜盐度范围内低盐更

有利于葡萄牙牡蛎的生长和存活。这与葡萄牙牡蛎自

然分布在沿海或潮间带等低盐地区有关。稳定且适宜

的盐度更有利于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的生长和存

活, 因此, 为提高三倍体葡萄牙牡蛎稚贝存活率和生

长速率, 盐度应控制在 23.40~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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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实验研究了不同温度和盐度对三倍体葡萄牙

牡蛎稚贝生长和存活的影响。结果发现,三倍体葡萄

牙牡蛎稚贝适宜生存温度为 11.05~33.81 °C, 最适宜生

存温度为 22~28 °C, 适宜生长温度为 12.00~33.35 °C, 

最适宜生长温度为 26~28 °C; 最适宜生存盐度为

23.4~33.8, 最适宜生长盐度为 23.40~26.00。因此三倍

体葡萄牙牡蛎在温度为 26~28 °C, 盐度为 23.40~ 

626.00的海区更有利于稚贝的存活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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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N GROWTH AND SURVIVAL OF 
TRIPLOID CRASSOSTREA ANGULATA JUVENILES 

ZHAN Jian-Qiang1,  CAI Ting-Zhu1,  GUO Xi-Rui2,  ZHANG Ke-Xin1,  LU Yi-Ning1,  LIU Zhi-Gang1, 3 
(1. College of Fisherie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2. Qingdao Frontier Marine Seed Co. Ltd., Qingdao 

266105, China; 3. Guangdong Marine Invertebr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triploid Crassostrea angulata juveniles 

were studied to determine the best temperature-salinity condition for growt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itable sea water 

temperature for its survival ranged 11.05~33.81°C, and best in 22.00~28.00°C; and the suitable temperature range for the 

growth was 12.00~33.35°C and best in 26.00~28.00°C. Under a temperature stress, the semi-lethal temperature at low end 

in 48 h and 96 h was (4.71±0.04) °C and (7.83±0.45) °C, and at high end was (37.08±0.02) °C and (36.31±0.11) °C, 

respectively. The survival rate decreased rapidly at high temperature, indicating that the juveniles were more vulnerable to 

a high temperature. In salinity aspect, the suitable and optimum salinities for the survival were 15.06~44.13 and 23.4~33.8, 

and for the growth were 11.76~45.39 and 23.40~26.00, respectively. Under a salinity stress, the semi-lethal salinity at low 

end in 48 h and 96 h was (4.68±0.97) and (9.35±0.35), and in high end was (55.96±0.76) and (53.46±0.67), respectively. 

Therefore, sea water temperature of 26.00~28.00 °C and salinity of 23.40~26.00 shall suit the best for survival and growth 

of triploid C. angulata juveniles. 

Key words    Crassostrea angulata;  triploid;  temperature;  salinity;  growth;  survival;  juveni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