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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嘱敌害
—

嘱敌荔枝螺习性的观察
‘

楼 子 康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牡蛾的敌害很多
,

在养殖过程中死亡率很高
,

假若从产卵开始
,

握过孵化
、

生长
,

值至j

成长为商品牡崛时
,

就万中难得其一
。

根据 Pr yt he rch (1 9 3 0 ) 就剖
‘

,

郎使从固着 的牡蟋

苗开始舒算
,

能成长到收获的成具也仅占 。
,

1拓一 2
,

o多
。 因此

,

防治敌害对只类养殖工作

观来是+ 分重要的
。

. -

根据过去生产实践的握验征明
,

肉食性腹足类
,

·

特别是骨螺类
,

是牡蟋稚具的敌害
。

由于各地养殖的牡崛种类不 同
’

,

环境条件不一
,

有害螺类的种类亦各异
,

因此对这些螺类
的生活习性

、

危害程度必需分别进行研究
,

以便为有效地进行防治提供基本查料
。

: : 对有害于贝类养殖的螺类
,

在我国过去还没有人做过专题研究
。 1 9 5 7一19 , 8 年简

。

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具类祖的有关同志
,

在广东宝安县进行牡瞩养殖铜查时注意到这个

阴题
,

发现当地的崛敌荔枝螺 尸ur 如 ra gr ad at “ Jon as 为害很大
。

据广东台山养殖踢 1 9 5 7

年报导“
往5 月份井置(整理右附着基)兼清理工作

,

捕到辣螺 (主要是蛾敌荔枝螺 ) : ,8 4 7

斤
,

螺蛋 (
.

卵袋 )更多
’

,l)
。

根据我们实际称重
,

每市斤豹有螺 1 , 0个
,

则在这次清理中共
捕螺 ; 2 7 , 。。。个以上

,

足兑它在当地繁殖乏盛
。

报告还提到
“ 19 , 6 年 : 为投下 3 4 0, 0。。担

石附着基
,

由于久旱不雨
,

敌害滋生
,

造成螟苗全部揖失
,

曾发动 2 , 0 0 0 多人捕捉
,

也不见

效
,

,1)
。

在广东汕头
、

福建厦四的褶牡蝇 os tr e 二

Pl ,’c 。
tu la G m eli 乒 养殖坍中也常以这种蝶

为炎
,

管理人员必须握常下海捕螺以保收成
。 几

因此
,

我们就地对这种螺的生活习性进行了

观察和贰脸
,

为防治工作提供了基本的参考查料
。

一
、

形态和活劫范围

特征 蛾敌荔枝螺广东俗名辣螺
,

三角荔枝螺 尸“, ur a tr igo na Re ev e 是它的同物异
名

。

其个体较小
,

壳高豹 2. , 一 3
.

3 厘米
,

壳面黄 白色
,

杂有紫褐色色斑
,

由于每一螺层中部

和体螺层上部壳面下凹
,

成为一弧形面
,

故本种极易与它种荔枝螺相区另lJo

分布 秉志
、

固敦建 (1 9 3 2 )以及曾敦建 (1 9 3 3 )曾先后报告在浙
、

圃沿海均有分布 ;

根据最近十年来沿海稠查的材料表明
,

主要分布在圃南至广东和海南岛沿岸
。

在广东省

的台山
、

敛州
、

珠海
、

宝安
、

海丰
、

汕头各养殖锡及其附近和福建的厦阴都有大量的发现
。

但是厦阴以北沿海各地区如莆 田
、

福清
、

速江
、

霞浦及浙江省的一些点
,

除在福清采到过一

个破碎的空具壳外
,

其他地方还未兑到
。

这种螺在世界上主要分布在菲律宾
、

腼甸和新加
,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Z n 号
。

本工作承张夏副所长指导
,

齐踵彦
、

刘瑞玉
、

吴宝铃豁先生事
圈全文

,

提出静多宝贵意觅
,

崔可锋
、

何金进和广东宝安牡瞩养植爆李佩兰
、

何丽玻藉同志参加献徽和整理资
料

,

特此致榭
。

1) 1 9 , 7 年 5
、
7 月份台山养植爆工作总精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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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等地
,

在 日本尚未发现
。

根据这些查料来看
,

我们敲为它的危害地区主要是厦阴以南
。

我国北部沿海危害牡崛的螺类与 日本的种类相同
,

主要 是 戎荔枝崛 p “r
户ur a cl 。啥。ra

K 位s te r 、 杠螺 R a 户a n a th o m a
“

a , a C r o s se
和 o c 口n e b r a 等

。

据我俩在宝安养殖锡检查桔果
,

’

瞩敌荔枝螺垂值分布主要是从潮简带至低潮核以下
1

.

, 米左右深度
,

在宝安后海的深水养牡嘱区(低潮时水深超过 1
.

, 米)作了较大面积的检

查
,

尚未发现
。

在福建厦阴和广东汕头的褶牡瞩养殖踢中(自中潮栈至低潮拔附近 )均有

分布
。

根据垂值分布的情况来看
,

它对褶牡崛的全部养殖区有害
,

对近江牡崛的浅水养殖

区亦有害
,

至少在宝安的近江牡蛾深水养殖区尚未发现
。

在南方这些水较深的养殖区BlJ

有另一种牡崛敌害
—般杠螺 R 叻叩

召
·

bez or (Li nn 的
。

对低盐度海水的适应 崛敌荔枝螺生活在一定盐度范围的海水中
,

这样就局限了它

的活动区域
。

宝安后海养殖锡位于珠江 口岸
,

·

当地海水盐度随着季节 (特别是雨季 )
、

潮

汐
、

风向等的不同引起很大幅度的变化
。

根据 1 9 5 7 年当地海水盐度实际侧定查料来看

(每 日晨 8 时
,

下午 5 时各取水样一次
,

用稍酸银滴定 )
,

冬季的海水盐度常常超过
·

31 偏 以

上
,

但是一到雨季盐度郎迅速下降
。 1 9 5 7 年 5 月 21 日至 8 月 6 日的平均盐度为 4. 83 偏

,

其中 7 月 19 日至 21 日(分别为 0. 87痴
、 0. 7 8瓜

、 0. 96 殉)莲按三天盐度达不到 1偏
。

事实

题明
,

这种低盐度的海水对崛敌荔枝螺是不适宜的
。

19 5 7 年 7 月 15 日在宝安后海养殖区的潮简带我们采到了大量的螺
,

接着因弦 烈 的

2 4
哗鲤三

日期 (日/月)
1 ,

l/ v 一1 10/ v ll一 2 0/ v 一I

l6

盐
, )

熹
1 2

沁

时简(B )
。)

图 1 1 9 5 7 年 7 月 巧 日至 8 月 :20 日宝安县后梅浅滩梅水盐度曲撇

F ig
.

1
.

S e a w a te r s a lil飞ity e u r v e a t H o w
一
H a i b e a eh

,

Po a ,

A n ,

fr o m lu ly 1 5 t ill A u g
.

2 0 in 1 9 5 7

1
.

D a t e : d a y / m
o n th ; 2

.

s a lin i:y (%
。

) ; 3
一 , im e

(i
n d a ys)

·



海 洋 与 湖 沼 5 卷

西南风使珠江淡水大量流入湾 内
,

海水盐度迅速 下降 (图 1 )
,

握检查放养在后海浅滩用作

就验的 30 个螺已死掉 19 个 ;同月 2 7 日
,

在后海浅滩的潮简带已找不到一个活螺
,

但在一

个小的区域里却撞到 192 个空只壳
。

·

在这里附近的地点
,

如湾下
、

姑婆角一带
,

由于海水

盐度较高(保持在 5瓜 盐度以上)
,

当地的螺活动正常
。

后海浅滩至 8 月 10 日方才发现有

少量的活螺
,

以后逐 日增多
。

嘱敌荔枝螺活动能力较弱
,

不能作远距离的爬行
,

在后海重

新出现的螺显然不可能从外地迁来
,

关于它们如何度过淡水期的周题将有待于进一步的

探剖
一
。

在实睑室内
,

用不同盐度的海水作了培养就输(表 1 )
,

征明长期培养在盐度 6瓜 的侮

水里
,

蛾敌荔枝螺生活正常 ; 培养在盐度 4
.

13 瓜 或 4
.

3 6瓜 的海水中
,

握过一星期
,

多数个

体无明显的异常
,

部分个体曾握出现有不能用足附着在培养缸的侧壁或作正常爬行
。

根

据这些材料
,

敲为海水盐度 4瓜 是蛾敌荔枝螺对盐度适应的界限 度
。

在盐 度 2
.

0 7瓜 和
2

.

18 瓜 的海水中培养就会很快地出现不正常反应
,

有的壳 口 向上
、

足部半伸如被麻醉的神

态
,

立刻移回到盐度 6瓜 的海水中就能够复延
,

若继瘤保持这种低盐度
,

在 5 天后就可能

引起死亡
。

在盐度 1
.

33 瓜 或 1
.

09 瓜 的海水中(平均水温 2 5. 9 ℃) 夕天后就会完全死亡
。

表 1 螟敌荔枝螺对海水盐度的滴应

T a b le 一 T h e

ad
a p ta tio n 亩 Pu 甲

u r口 g r a而ta to
s e a w at e r o a lin ity

...

土,
拭输 日期期

8 ’6 月 1 6 日至 6 月 2 2 日日 。) 6 月 2 7 日至 7 月 3 日日

,, ’
梅水盐度 (S%

。

))) 8
.

7 111 4
.

3 666 2
.

1888 1
.

0 999 8
.

2 666 4
.

1333 2
.

0 777 1
.

3 333

““’
献脆螺数(个))) l 000 l000 1000 999 1000 1000 1000 999

‘‘ ) 七七
”’
正常常 l000 1 0 *** lllll l000 l000 10 启 *****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后后后

“ ,
不正常常常常 3333333333333

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桔
果果果

, ’
死亡亡亡亡 666 999999999 999

拭脸期简有 3 个螺曾出砚不正常砚象 ;

曾全部出现过不正常现象
。

3 s n a ils h a d p e a r ed a b n o r 诬1 1 a l d u r in g th e e x a m in a r io n ;

冷* a 11 o f th e

0 aP P e a r e

s n a ils h a d a p p e a r ed a b 几o r m a l d u r in g t h e e x a m i
ri a t io n

.

1
.

D a te o f e x a m in a t io n ; 2
.

s a lin ity o f s e a w a te r ; 3
. li u m b e r o f sn a ils e x a l n in e d ; 4

.

r e s u lts

a fte r 7 d a ys ; 5
.

n o r , n a l; 6
.

ab n o r n l a l; 夕
.

d e a th ; 8
.

Ju n e 1 6 to Ju n e 2 2 ; 9
.

lu n e 2 7 to Ju ly 3
.

我们敲为海水盐度低于 1
.

33 瓜 的标准
,

飒敌荔枝螺在较短期内会大量死亡
。

根据它

们对盐度的适应能力来看
,

螟敌荔枝螺活动的范 围应包括所有的褶牡崛养殖踢
,

近江牡崛

的养成区或部分采苗区
,

对于只能作近江牡崛季节性寄养的寄肥区
,

如位于珠江口 上游的

沙井寄肥区
,
由于雨季海水盐度长期极低

,

它们就不可能在当地生存和繁殖
。

事实也征明

这一点
,

在冬季和春季收获时
,

我们到沙井寄肥区去检查时
,

没有发现它介孔

二
、

繁 殖

产卵季节 崛敌荔枝螺产卵季节相当长
,

根据 1 9 5 7 年野外速擅观察的桔果
, 4 月 14

日在白石洲首先发瑰有新生的卵袋
, , 月初在后海也相糙出现

。

产卵一值延擅至 9 月底
。

10 月 7 日在养殖锡捕到的一批螺
,

个别的雌螺第二天在实膝室产了卵袋
。

在产卵季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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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以 4 月份为最低
,

平均值 为 2 2
.

9℃ ; 8 月份最高
‘

,

平均值为 29
.

3℃ (图 2 )
。

nU自b
、、口,‘

2 2

水
1 )

温 18

�nUIQO二no二月啥

j峙nU,.二
、

, .二

‘

月俨
、

图 2
1

呈安县后海 1 95 7 年水温曲拔(每 日 8 时测定
,

月平均值)

F 19
·

2
·

s e a w a te r t e ln
.

p e r a t u r e c u r v e a t H o w
一H a i

, p a o 一

A
,飞l, i ,1 19 5 7

1
.

S e a w a t e r te m p e r a tu r e in oC ; 2
. , 1 1 o n th

.

当地海水盐度的变化对于崛敌荔枝螺产卵的影响值得注意
,

在 斗 月中旬至 10 月初的

产卵季节里
,

曾握出现断瘤的现象
,

例如 7 月中旬
,

在后海我们没有找到正在产卵的雌螺
。

至 8 月 21 日
,

海水盐度升高后
,

在采到的 1 7 6 个雌螺竟有 2/ 5 在产卵
,

这种集中在一个时

期产卵的现象可以假段为以前由于淡水期的到来
,

抑业和延迟了正常产卵的 日期
,

一旦盐

度适合
,

就出现草聚产卵的现象
。

总之 由于产卵季节长
,

且在产卵季节中海水盐度变化幅

度极大
,

使我们还不能够正确地了解产卵的周期性
,

以及由环境因子的变化引起产卵周期

的种种变化
。

卵袋形态及孕卵量 蛾敌荔枝螺的受精卵外面包被一个革质的袋
,

卵袋的外形与杠

螺或其他种荔枝螺显然不同
,

易于区别
。

它的卵袋呈筒状 (图 3 )
,

高豹 5 毫米
,

袋顶尖端

有一特别加厚的胶质层
,

待幼虫孵化后 自行破裂
,

成为幼虫离袋外出的通道
。

卵类在中部

逐惭变窄
,

若切一横断面观察
,

呈圆底的三角形 ; 袋底较糊
,

末端的卵袋柄扩散呈伞状
,

用

以附着在外物上或附着在另一个卵袋上呈分枝状
。

卵袋内充满胶状物厦
,

受精卵悬浮于

其中
,

孵化的功虫可以在袋内活动
。

.

‘

各个卵类的孕卵量是不一致的
,

根据 1
,

00 0 个卵袋检查的拮果
,

单个卵袋的孕卵量自

念臀妙
,

图 3 崛敌荔枝螺卵袋的外形
卜 卯袋军( 火 2

.

7 ); 2
.

单个卵袋mlJ 面观( 火 6: 6) ; 3
.

背面观( 只 6
.

6)

F i g
.

3
.

o u t e r v le w o f t h e e g g e a Ps u le s o f P “尸P“尹
·

4 g r a d a t a

1 ,

口r o u p o f e g g e a p s u le s ( 义 2
「

,
7 ) ; 2

·

s in g le e g g e a p s u le

la t e r a ] v i e w ( 义 6
·

6 ) 夕 3
,

d o r s a l v i e w ( K 6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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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个至 24 5 个不等
,

二者相差达 4 倍以上 (表 2 )
,

但各个卵袋的容积相差无几
。

由同一个

母体产出的卵集其孕卵量差额较小
,

一般不超过 3 倍
。

根据不同母体所产的 1 , 0 0 0 个卵

袋孕卵量就爵
,

每个卵袋孕卵数 自 91 个至 1 30 个的为最普遍
,

其次为 夕1至 90 个和 13 1至

15 。个的
。

在这三个数字范围内普遍可达到 72
.

9 %
,

每个卵袋平均孕卵量为 1 13
.

4 个
。

表 2 在 1 000 佃卵袋中卵袋孕卵数的百分比
T a b le 2

.

T h e p e r e e n ta g e d istr ib u石o n o f 1 0 0 0 e

韶
e a p sd e s a c c o

rd in g

to t he nu m b e r o f e g g s c o n ta in ed p e r ca p s
公

e

1) 每个卵袋孕卵量(个) }
, ,
卵袋占总数的百分比 }}

工 ,
每个卵袋孕卯量(个) 】和 卯袋 占总数的百分比

6%0%2%0%瑰4%5%4%1%1%1%
4 0以下

峥l一5 0

5 1一6 0

石l一 7 0

7 1一 8 0

名l一9 0

夕l一 10 0

1 0 1一 1 10

1 1 1一 12 0

1 2 1一 13 0

1 3 1一 14 0

14 1一 15 0

15 1一 16 0

16 1一 17 0

1 7 1一1 8 0

1 8 1一1 9 0

1 9 lee 2 0 0

2 0 1一2 1 0

2 1 1一 2 20

2 2 1一 2 3 0

2 3 1一 2 40

2 4 1一 2 50

0%0%0%姚0%8%琳2%3%2%3%

1
.

N u m b e r o f e

即
5 p er e a p su le ; 2

.

%
e g g c a Ps u le s

·

雌螺产卵袋量 每个雌螺每年的卵袋总产量与每个卵袋平均孕卵量的乘积为每个雌

螺每年繁殖子代的总数
。

根据 1 5 个雌螺所产的卵袋抗爵精果(表 3 ), 每个雌螺产卵袋量

自 4 9 个至 69 个不等
,

平均为 65 个
。

这个数字乘上每个卵袋平均孕卵量 1 1 3
.

4 个
,

郎每

个雌螺每年繁殖 7 , 3 7 1 个子代
。

必镇指出这个数字低于每个雌螺每年实际产卵 的 总数
。

我们已握注意到一个产了大量卵袋的雌螺
,

只要休息几天又会爬到另一踢所再生产多量

的卵袋
。

例如 8 月 10 日捕到的 1 个雌螺
,

移养到实验室的第三天(8 月 12 日)
,

这一天产

出 19 个卵袋
,

次 日复产出 23 个
,

以后每天 1 个
,

至第 6 天胳止产卵
, ,

总爵 4 天内共产出卵

袋 44 个
。

隔了 9 天
,

在 8 月 2 5 日一天中又产出 2 5 个卵袋
。

这种不速疲产卵的习性和漫

表 3 崛敌荔枝螺座卵袋数

T a b le 3
.

N u m b er of ; e g g e a p s
以

e s d e p o sited b y PI
王

,
妞r a g ra

da
ta

1 ,
产 歹日 日 期

—
}

“ ,
雌螺数(个)

.

一
一兰

-

—卜一竺止一一}

—
”月‘2 日 】

“月2 5 日 】
‘

”月 7 日 1
”月‘2 日 {

“

”月 7 日 } 一 1
‘

”月 ‘4 日 }
9 月‘5 日 }

斗

10月 7 日 }
I U月 8 日 }

l

‘ ,
产生卯袋总数

(个)

”,
每个雌螺平均

产卯袋数 (个)

OJ只�,�
�

6乙U
�

b02fjl几‘U月,1且

目J3

呼9
1

4 9

2 》
总 1 5

1
.

P e r io d

fe
七n a le s ;

o f d e p o s it io tt o f e g g e a p s u le s fr o m A u g
.

1 2 to o e t .

8 : 2
. to ta l; 3

. n u m b e r o f

怪
.

to ta l n u m b e r o f e g g e a p s u le s ; 5
.

a v e r a g e n u m b e r o f e g g c a p s u le s p e r fe m a 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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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产卵季节 (自 斗 月中至 10 月初 )使我们很难完全正确针算出每个雌螺一年中实际产

了多少卵袋
。

分布在英
、

美的 u ro sa lP in 丫 也具有类似的产卵习性
。

这种不速藏的产卵习

性使我们不能在一个集中的时简里彻底消灭其卵袋
。

受精卵孵化速度 利用产在实输室中的卵袋作了孵化速度的栽脸
。

这里所韶的孵化

速度是指卵袋 自母体产出后
,

受精卵孵化成为破卵袋外逸的面盘幼虫所需的时简
。

根据

这个时简便于制豁出养殖区清除卵袋的适宜简隔时简
。

根据 斗次共 6夕8 个卵袋孵化试验

的拮果征明 (表 的
,

在平均水温 2 7一29
.

2 ℃ 时
,

受精卵孵化成为破卵袋外逸的面盘幼虫所

需的时简为 17
.

。一25
.

5 天
。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贰验时
, ‘

平均水温高一些
,

孵化的平均速

度也快一些
。

应敲注意到孵化的速度很不一致
,

郎使是在同一天所产的卵袋
,

抬以相似

的孵化条件
,

最早和最晚孵出的时简相差 9
·

天
。

在各祖中孵化最快的时简为 13 一1夕天
。

.

表 4 螟敌荔枝螺受精卵孵化的时周

T a ble 4
.

T h e in cu b at io n p
eri

o d of fe r tiliz e d e g g s
of Pu ,

“r口 g r a da t a

111 )
粗别别

, ,
拭脆歹日日l

。)
产梦日袋 日期期

“ ,

孵 出 时 背背
7 ,
孵出平平

lll ”,
孵化期周水温(℃)))

袋袋袋总数数 (月一 日))) (月一 日))) 均所需时时
。 ,
最快孵孵孵

(((((个))))))))))))))))))))))))))))))))))))) 周 (日))) 出所需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
4444444 )
起起

“,
迄迄

4 )
起起

。 ,
迄迄迄

’周(日))) 1O )
最高高

1 1 ,
最低低

1。 )
平均均

lllll 5 lll
’

4一2 111 4一2 222 5一555 5一2 999 2 5
.

555 l444 3 2
.

夕夕 2 1
.

666 2 7
.

000

22222 5 999 8一 1 222 8一1 666 8一2 999 9一呼呼 2 000 l 777 3 4
.

咚咚 2 5
.

888 2 9
.

111

33333
洛

...

8一 2 555 8一2 5... 9一 777 9一1 666 1 7
.

555 1 333 3 2
。

000 2 5
.

888 2 8
.

777‘‘ .

444 2 555 9一 777 9一1 222 9一2 000 今今今 l 333 3 2
.

777 2 5
.

999 2 9
.

222

55555 4 333333333333333333333

部分受精卯腐烂
。

P o r t io n o f th e fe r tiliz e d e g g s d e c aye d
.

1
.

s e e t io n ; 2
.

: o ta l n u m b 。r o f e g g c a p s u le : e x o m in ed ; 3
.

p e r io d o f sp aw n i咭 (m
o n山

·

d a y);

4
.

b e g in n in g ; 5
.

e n d : 6
.

p e r io d o f in e u b a t io n (m
o n th

·

d a y) ; 7
.

a v e r a g e d
a y s o f th e

in e u b a tio n p e r io d ; 8
.

m in im u m d a ys r e q u ir ed fo r in e u b a t io n ; 9
.

w a t e r te m p e r a tu r e d u r in g

th e in c u b a tio n p e r io d (℃); 10
.

m a x im u m ; 1 1
.

m in im u m ; 1 2
.

a v e r a g e
·

U r o s a l夕in x c萝n e r o a 的孵化速度
,

当水温为
,

2 2
.

6℃ 时需 2 7一 3 2 天 (e
o le

,

1 9 4 2 )
,

当水温为

22 一28 ℃ 时为 21 一” 天 (G alt so ff 等
,

19 3 7 )
。

我佣在孵化时水温高一些
,

但是孵化的

速度显然快得多
。
必镇考虑到在宝安夏季浅水地带的表层水温常常达到 30 ℃

,

产在中
、

高潮区只壳或石块上的卵袋在退潮后道接暴露在大气中
,

那时温度会迅速增高 ; 另外
,

在

野外有一些环境条件能促使孵化速度的加速
,

如海水的振蕃等
。

这样
,

野外的孵化所需时

简可能比实盼室中短
。

孵化速度增快必然要增加清除卵袋的次数和精短每次清除卵袋的

简隔时简
。

附带提出一个有意义的固愚
,

郎是崛敌荔枝螺繁殖季节与牡崛采苗季节的关系
。

根

据当年当地近江牡崛采苗贰麟的豁录指 出(图 4 )
,

在 4 月中旬发现有少量的幼苗固着
,

在

5 月上
、

中旬出现了一次小的采苗高攀
, 6 月份出现采苗盛期

,

在 7 、 8 月里仍能采到相当

数量的牡崛苗
。

当年 斗月中旬第一次发现飒敌荔枝螺的卵袋
,

从受精卵孵化成为外逸的

面盘幼虫 (表 的
,

再从面盘幼虫变态成为小螺所需时简的总和将不会少于 25 天
。

因此
,

牡崛采苗季节的开始比小螺出生的 日期多少早一些
,

这与作索饵洞游焦类的将要来临以

其饵料的出现为标志有着相似的意义
。

对于这一周题的事实补充将有待于以后进一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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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苗数�百个)

月份
, 》

图 4 1 9 5 7年 4 月至 8 月在宝安后梅用 2 8 6 0 厘米
,

的采苗器每 7 天采到的苗

Fi g
.

4
.

N u 一n b e r o f s p a ts c o lle e 一e d e v e r y 7 d a y s by m e a 一巧 o f

t h e s p a t·二0 1] e e to r
( 2 8 6 0

e , n Z ) f r o : n A p r il t爪11 A u g u s t i n 1 9 5 7

1
.

N u n l b e r o f sp a ts
( i

n h u n d r e d s
) ; 2 : 。o :i th

·

多次重复的贰盼来征实
。

三
、

性 此 例

在美国的 u r 口了al 杯。 ci ne
r
。 的性比例并没有发现有不正常的现象 ; 在英国 ( c o]

。 ,

19 42 )用捞崛网捕到的 ur os al 砰二
‘ine re

“ ,

发现其雌
、

雄性比率值随季节不同而变化
。

在
4 月份雌雄性比值很接近

,

到了产卵季节雌螺的数目有时占总数 90 %以上
。

若用徒手捕捉

的材料作比较
,

虽然也 出现有雌多雄少的现象
,

但是两性数 目的差额没有那么明显
。 C ol e

敲为产生这种现象可以用 F e
de ri gh ( 19 3 1 ) 的意兑来解释

,

因为这种螺有离开泥底产卵

的习性
,

因此
,

雌螺易在这个季节捕到
,

而且雄螺个体较小
,

容易从捞网的网孔中漏掉
。

由

于这两个原因
,

在繁殖季节里
,

用捞网捕到的螺
,

雌螺所占的百分值比正常的情况下高一

些
。

我们在 1 9 5 7 年 4 至 7 月检查了宝安县南头区养殖踢 4 个点—
白石洲

、

后海贰输

架
、

后海浅滩和姑婆角
,

以及汕头港 8 月份的材料共 4, 34 8 个螺
。

发现在同一地点
,

不同

的季节
,

崛敌荔枝螺的雌
、

雄性比例值变化不明显
,

这也静是我佣还没有做出一整年的材

料所致
。

但是在相同或近似的季节里
,

不同地区的材料
,

雌雄性比例有明显的差别
。

在白

石洲雌螺占的百分率最高为 87
.

1 拓
,

在后海贰骇架及其附近地区雌螺占的百分率最低为
.

5 0
.

8 % (表 5 )
。

根据材料的分析发现一个尚题
,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不同地区雌雄性比

率有这样大的差异
。

我们祥韧地检查了这五个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
,

发现某些因子似乎

影响雌
、

雄螺的分布
。

表 6 指出
,

在 白石洲中潮区以下才是养殖牡崛的海涂
,

因此在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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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

在不同地区娜敌荔枝螺雌雄性比例

T a b le 5
.

Sex ra ti o of P u

,
u r o g r a do t口 fr o m d iff e r e n t lo ca litie s

111) 采 集 地地
8 、 日 期期 铂 总 数数 1O 、

雌螺数数 川雄螺数数 . )
雌螺占百分数数 18 )

雌螺 占总百分数数
(((((月)

...

(个))) (个))) (个)))))))

,, ’
白石洲洲 555 3 5 666 3 1000 斗666 8 7

,

1%%% 8 7
.

1%%%

””,
后海拭硫架架 444 7 ;;; 4 000 3 555 5 3

.

3%%% 5 0
.

8%%%

5555555 8333 月444 3 999 5 3
.

0%%%%%

6666666 42 555 2 1999 2 0 666 5 1
.

5%%%%%

7777777 8斗斗 3 666 4 888 呼2
.

9%%%%%

‘‘, 后海浅滩滩 斗斗 1 4 444 9 777 4 777 6 7
.

斗%%% 6 2
.

1%%%
))))))) 5 7999 3 6 333 2 1 666 6 2

.

7%%%%%

6666666 3 6 888 2 1 111 15 7
...

5 7
,

3%
.....

7777777 13 666 9 lll 4 555 6 6
.

9%%%%%

。。,
姑婆角角 777 3 2 777 1 9 777 13 000 6 0

.

3%%% 6 0
.

3 %%%

““ ,
油头头 888 1 7 7 111 1 2 5 222 5 1999 7 0

.

7%%% 7 0
.

7%%%

777 )
总 箭箭箭 43 4 888 2 8 6 000 14 8 88888 6 5

.

8%%%

1
.

L o e a lity ; 2
.

Pa
i
一S hih

一

C h o w ; 3
.

T e s t一 sh e lf o f H o w
一
H a i; 4

.

H o w
一

H a i b e a e h ; 5
.

K u 一

P o 一

C h ia o ;

6
.

S w a to ;

Pe r c e n ta g e

7
.

t o ta l; 8一n o n t h ; 9
.

to ta l; 10
.

o f fem a le s ; 1 3
.

to ta l p e r c e n ta g e

n u m b e r o f
.

fe m a le s ; 1 1

o f fe m a le s
.

n

川
n b er o f

,n a le s , 1 2

表 6 不同的环境条件与性比例的关系

T a ble 6
.

T h e r el a 6 o n b e t访e e n . e x ra tio a n d d iffe r e n t

‘。 n d itio n s
of th e e n v ir o n m e n t

幻幻 地 点点
。,
潮 区区 1O) 基盾盾 “ )

食物量量
1 。,
产 乡H 条 件件 20) 雌螺 :雄蛛蛛

,, ,
白石洲洲

7 , 中潮区区
11 )
沙泥泥 +++ 叨 )

有多量牡嘱壳壳 1 0 0 : 1斗
.

888

的的 后梅献欲架架
。,
低潮撇至以下 1 米米

1 , ,
秋泥泥

干」十十 川有半埋于软泥中的石块和竹架架 1 0 0 : 9 6
.

777

‘‘)
后梅浅滩滩

“, 中
、

高潮区区
11 ,
沙泥泥

刁咔咔 18) 有少量的员壳和砾石石 1 0 0 : 6 1
.

111

““’
姑婆角角

“’ 中
、

高潮区区
13 )
泥沙沙

十十卜卜 10) 有较多的具壳和砾石石 1 0 0 : 6 6
.

000

1
.

L o e a lity ; 2
.

P a i
·

Sh ih
一C h o w ; 3

.

T e s t一 sh e lf o f H o w
一

H a i; 4
.

H o w
一
H a i b e a e h ; 5

,

K u 一P o 一C h ia o ;

6
.

t id a l r e g io n ; 7
.

m id lirto r a l; 8
.

lo w tid e m a

rk t o 1 m
.

b elo w ; 9
.

m id Iit to r a l to u p p e r

1it to r a l; 10
.

s e d im e n t ; 1 1
.

s a n d y m u d ; 12
.

s o ft m u d ; 1 3
.

m u d d y s a n d ; 1 4
.

a b u n d a n e e o f fo o d ;

巧
.

b r ee d in g e o n d itio :、 ; 1 6
.

w ith m a n y o y st e r sh ells ; 1 7
.

w ith sto n e s a n d b am b o o sh e lf h a lf

b u r ie a in the s o ft m u d ; 1 8
.

w ith a few sh e lls a n d p e b b le s ; 19
.

w ith a e o m p a r a tiv e ly g r e a t e ,
·

n u m b e r o f sh e lls a n d p eb b le s ; 2 0
.

fe m a le s : m a le s
.

采集崛敌荔枝螺的地区
,

鲜料
—

稚具不很丰富
,

这里不是它们定居的坍所
,

但是采集地

的基厦是沙泥滩(养牡崛的地区是软泥滩)
,

而且具有较多干泽的空具壳
,

这样的锡所对雌

螺产卵是有利的
。

因为卵袋产出后必镇粘附在他物上才不致被风浪刮走
,

或被软泥掩埋
,

因此
,

选择一个基厦较硬的和具有较多的千泽空具壳或石块的地方产卵将是有利的
。

另

外
,

卵袋通常发现在中
、

高潮区的地方
,

这样可以在孵化时取得较高温度等条件
。

因此
,

在

这种地点
,

如白石洲可以捕到较多的雌螺
。

后海就脸架的环境条件恰巧相反
,

当地是牡崛
的养殖区

,

具有丰富的饵料
,

是它们定居的踢所
,

虽然我们有一部分材料采自离开软泥底

有一定距离的贰输架上
,

井且其中有一部分雌螺正在产卵 *但是除了这一孤立于广大软泥

滩上的小贰驮架外缺乏适宜产卵的踢所
。

因此
,

在这个地区雌螺的数 目相对地减少了
,

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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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与雄螺的性比例接近 1 : 1 。 后海浅滩和姑婆角的环境与前面所述的两个地区不 同
,

当

地既具丰富的霞料
,

是适宜的居住点
,

采集地点的环境也适宜于雌螺产卵的要求
。

当地捕

到的螺的性比例值界于二者之简是可以理解的
。

根据各地采到的螺的雌雄性比例平均值

为雌螺占总数的 65
.

8多
,

这个数字与 c ol e
(1 9 4 2 ) 用手捕捉法采到的 U

.

‘i。。a 的性比

值(雌性占 63 .1 %)接近
。

一
‘

-
-

:

co le 与 H
a

nc oc k (19 , 6 ) 曾握建栽对于某些有离开泥底产卵习性的螺
,

在适当的地

方殷置一些适合于它们产卵习性的陷井以捕捉大量的雌螺和卵袋
。

由于我们对于卿离敌荔

枝螺产卵习胜的了解
,

可以为殷舒陷井来捕捉雌螺和其卵袋提供科学根据
。

四
、

拿 体 粗 成

根据我们从广东宝安和汕头采到的 先31 1 个螟敌荔枝螺扰爵的拮果
,

多数个体 的 壳

高在 2
.

21 一3
.

20 厘米的范围内
,

其中尤以壳高 2
.

81 一 3
.

00 厘米的个体占的百分比 最 高
。

百分比
二

图 5

Fig
.

5
.

p e r c e n 份 g e

1
.

P e r c e n ta g e siz e

2
.

p e r e e n ta g e siz e

3
.

s h e ll h e ig h t in

雌雄骊敌荔枝螺拿体粗成百分比
siz e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m a le a n d fe m a le s n a ils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f em a le s (to ta l 2 8 4 0 );

d i: tr ib u t io n o f m a le s (
to ta l 1 4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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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高在 2
.

20 厘米以下的占总数的 13
,

2 沁
,

而 3. 20 厘米以上的个体仅占 1 拓
。

按照一般规

律来靛
,

小螺的数目应鼓占有相当高的百分数
,

我们采到的数目相当少
,

这主要是小的螺

在采集时容易被遣漏
,

也可能是没有找到它佣具正活动的场所
。

不同性别的蛾敌荔枝螺

拿体祖成的基本情况是相似的
,

都以壳高 2
.

21 至 3
.

20 厘米的个体占有最高的百分比
,

但

是图 5 指出
,

在壳高 1 .4 1 至 2. 80 厘米的范围内
,

雄螺所占的比值较雌螺高
,

相反的
,

自壳

高 2
.

81 至 3
.

40 厘米范围内雌螺所占的百分比较雄螺高
。

这一事实题明
,

雌螺 的个体比雄

螺略大一些
,

但是二者的差距很小
,

单凭大小是不易区别性别的
。

‘ !
’

五
、

摄 盒 习
‘

除 i

如所周知
,

肉食性螺类
,

包括崛敌荔枝螺是以多种软体动物和某些易被捕食的他类动

物为鲜料 6 进一步了解它捕食那一种动物为它的主要食物是区别属于盘螺或害螺的重要

标志
,

因此
,

选食习性便成为研究者威到兴趣的简题
。

过去昆载分布在欧美的 Ur os al 户i。

能捕食贻具 脚耐
“ , 、 J

氯蛤 ca 衅坛二
、

掇锦蛤 丁aP 。
、

履螺 cr eP idu la
、

牡蟋 Os tr ea
、

藤

壶 刀a za n “、 等
。
G

a lts o ff 等 (1 9举7 ) 指出
,

美国的 u r o s a zp in x 喜欢食藤壶
,

因为藤壶易于

接近和缺乏 自卫保护的能力
。
H an co ck (1 9 5 4 ) 指出

,

英国的小 阶
口 : al 户i二 虽然食藤壶

,

但常攻击具壳上附有藤壶的小牡嘱
、

贻具或履螺
,

大的 u , 口了al 户inx 别喜食牡顺而不选择

藤壶
。

根据他们贰睑的不 同桔果得出二种精希
:
按 H an c o ck 的意兑 ur os al p i二 必镇清

除掉
,

但 G alt so ff RIJ 弦稠它佣捕食大量的藤壶
,

而藤壶是牡崛固着基位置的最主要竞争

者
。

, 卜 .
、

‘

根据我们在宝安后海牡瞩养殖踢稠查研究的桔果
,

靓明在当地繁殖最多
,

有可能作为

蟋敌荔枝螺主要解料的有二种动物 : 一为浅埋于海涂中的中华椽螂 Gl au co m ya
‘
形。ns is

(G
r a y )

,

另一种为附着在采苗器上的 白枚脊藤壶 B a la n “ ; 只m 户人itr it己 a lb ic o s ta t u , p ils b r yo

我们将不同大小的嘱敌荔枝螺分成三祖
,

挑选 1 龄牡嘱和上述二种动物作为选食的对象
,

翘过 2 星期甸养观察
,

得出表 7 的拮果
。

表中指出
,

第一祖 15 个小螺在二星期中共捕食

1 32 个藤壶
,

按鲜料个体的百分率补算
,

占总数 量 的

98
.

5 多
,

只有在 5 月 4 日那天捕食了 2 个拣螂
,

牡瞩一

个也没有被噬食
。

在第二祖中等大小的螺中
,

二星期

中共捕食 7 4 个藤壶和 23 个释螂
,

牡崛仍然没有被捕

食
。

被捕食的藤壶数目相对地减少但仍为它们重要的

捕食对象 ; 椽螂被捕食的数 目显著增加
,

从个体的数
目来看碌螂比藤壶少

,

但是一个椽螂的肉此一个藤壶

多得多
。

在第三祖大的崛敌荔枝螺捕盒的情况基本上

与第二祖的近似
。

根据贰肺拮果的分析
,

我们熟为并

不是蛾敌荔枝螺不喜欢吃牡嘱肉
,

事实上
,

这一拮果表

现出攻击力量与防御力量的对此
。

小荔枝螺几乎完全
一

捕食藤壶并不是偶然的
,

藤壶肉虽少但不会移动
,

亦

缺乏防御能力
。

有些学者熟为荔枝螺进攻藤壶的方式

和位置是在藤壶的壁板旁或盖上穿一孔
,

然后盒其肉
。

图 6 黑点示藤壶被小螺穿孔的部位

F ig
.

6
.

D a r k sp o t sh o w s t h e

p e n e t ra t计 e p o sitio n o n th e

B a la n u s b y sm a ll s n a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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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大小不 同的螟敌荔枝螺
,

对三种不同食物退食的桔果

T a卜le 7
.
T he r a te of d e st ru

e tio n s o f th r e e k in d s o f

fo od
s ‘y s n a ilo o f d i价re n t s iz e s

丫丫丫
III IIII 11111

44444) 白获脊脊
6 , 中华粉粉

“ , 1 龄近近 引白较脊脊
5 )中华释释

. ) l 龄近近 幻白胶脊脊
6 )中华释释

“》 1龄近近
藤藤藤壶(个))) 娜(个))) 江牡瞩苗苗藤壶(个))) 娜(个))) 江牡嘱苗苗 藤壶(个))) 娜(个))) 江牡崛苗苗

(((((((((个))))))) (个))))))) (个)))

555一222 llll 000 000 777 333 000 000 000 000

33333 l lll 000 OOO 666 333 000 000 000 000

44444 1 222 222 000 777 333 000 000 000 000

55555 l555 000 000 999 222 000 000 000 000

66666 999 000 000 555 222 000 000 222 000

77777 555 000 000 333 lll 000 000 lll 000

88888 666 000 000 ,, 333 000 l000 lll 000

99999 l 111 000 000 777 lll 000 222 000 000

lll 000 777 000 000 333 222 000 OOO 000 000

111 lll l lll OOO 000 222 222 OOO 222 000 DDD

lll222 l 222 000 000 444 000 0
...

lll lll 000

111333 1 777 000 000 1000 111 000 888 111 000

lll 444 555 二 000 000 666 000 000 lll 000 000

777) 合 俞俞 1 3 222 222 000 7 444 2 333 000 2 444 666 000

。。》
被食饵料百分比比 9 8

.

555 1
.

555 000 7 6
.

333 2 3
.

777 000 8 000 2 000 000

1
.

壳高 8
.

5一 12
·

9 毫米的螺 巧 个 ; 11
.

壳高 1 3
.

1一2 0
·

o 毫米 的 螺 20 个 :l H
.

壳高 2 5
.

7一31
.

2

毫米的螺 2 0 个
。

天
.

A g r o u p o f 1 5 sn a ils w idi
.

a
h e ig h t o f s

.

5一1 2
.

g m m
.

:
一

11
·

A g r o u p o f 2 0 s n a i]s w ith a

h e ig h t o f 1 3
.

1一2 0
·

0 m m
.

; 川
.

A g r o u p o f 2 0 s n a ils w ith a h e ig h t o f Z亏
·

7一3 1
.

2 m rl,
.

1
.

S e c tio l飞 ; 2
.

k in d o f fo o d s ; 3
.

m o n th 一d a y ; 呼
.

B ala ”“了 a 斑P汤i才犷it心 ‘l沙ie o 了t a z“了; 5
.

G la t 一c o 切 y a ‘hi刀巴”对了; 6
·

1
一y弓a r

一o ld sp a t : 7
.

to ta ] ; 8
.

p 七r e e n ta g e o f fo o d d e s t r o yed
.

但我们看到小荔枝螺可以巧妙地利用藤壶盖的循板和侧壁之简的楼隙伸入口 吻
,

刺穿板

简相速的薄膜而攫食其肉 (图 6 )
,

因此小的荔枝螺不用花很大的力量便可捕食藤壶
。

_

我

们注意到荔枝螺在捕食碌螂时也寻找易于进攻的位置
,

常常挑选椽螂两壳朋合的键隙处
,

分泌酸液溶解其壳椽的菲薄部分
,

然后食其软体部分
,

相对地靓
,

栋螂的防御能力比藤壶

坚孩一些
,

需要较孩的进攻能力
。

中等大小和大的蟋敌荔枝螺杀死相当量的椽螂敲明了

这一点
。

一龄的近江牡崛比藤壶和释螂具有较孩的防御能
.

力
,

进攻比较困难
。

在整个

试睑中我们看到不少的螺曾握向牡崛进攻过
,

常常长期地葡伏在牡崛的右壳上
,

有的在离

开牡崛时在它们的具壳上留下一个小凹陷
,

这就明荔枝螺曾翘贰图洞穿牡崛具壳的标志
。

另一个栽睑
—

单钝喂以牡崛的实盼
,

靓明成长的荔枝螺有足够的力量捕食 1 龄甚至 2

龄的牡蟋 (表 8 )
。

荔枝螺捕食牡崛常中途而废有着别的原因
,

一方面在牡蛾的近旁已握

为它仍安排了豁多易于猎捕的盒物 ;另外
,

更重要的是当某些已袒被杀死动物尸体的肉味

随着海水的流动扩散开时
,

对肉食性动物是一种很大的引诱力
。

事实靓明锹较螺 N 。了ar i“ s

能按肉汁刺激的弦弱引起向性的成差反应启 在实睑过程中我佣也看到当
.

1
、

2 个荔枝螺

进攻栋螂得手后
,

常常有些螺从附近爬来围食猎获物
。

根据这二个贰喻的拮果
,

卜

我们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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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敌荔枝螺习性的观察 6 7

我 8 自 1 , 5 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6 日被崛敌荔枝螺捕食的 1 哪和 2 哪近江牡烟的百分数

T a
U

e 8
.

R a te o f d e stru
e tio n o f l叮

e a r ·ol d sp a t s an d 2
.
y e a r . o 】d 叮

ste r o b y

八
赶

,
u ra g r 口

da
ta fr o m May 3 1 t ill J u n e 2 6 in 19 5 7

.

幻幻检 查 日 期期
“ , 1 龄近江牡崛 (壳高 1

.

9一3
.

333 幻 2 龄近江牡嘱(壳高 5
.

1一10
.

111

(((月一日)
...

厘米) 2 1 个被捕食数数 厘来) 20
,

个被捕食数数

555一3 111 l 777 000

666一 1 555 2
··

]]]

lll 888 222 lll

22222222 111

222斗斗斗 111

222 66666 333

““》
被捕食的牡崛的百分值值 1 0 0%%% 3 5%%%

1
.

D a r e o f e x a m in a tio n (m
o n th一d

ay ); 2
.

p e r e e n ta g e o f o y s te r s d e s tr o y ed ; 3
.
n u m b e r o f

l
·y e a r · o ld sp a ts d e s rr o y e d (

sh e ll h e ig h t 1
.

9一3
.

3 e ,n
.

) ; 4
.

n u m b e r o f Z
一ye a r 一o ld o ys te r s

d e s tr o y ed (
sh o ll h e ig h t 5

.

1一1 0
.

1 e m
.

)
.

蛾敌荔枝螺对于三种食物—
牡瞩

、

藤壶和释螂的肉没有严格的选择性
,

产生第一祖小荔

枝螺捕杀大量藤壶和第二
、

三粗大和中等大小的荔枝螺捕杀多量的藤壶和椽螂的不同现

象
,

主要是 由于螺体的大小不同和攻击力量的强弱不同所产生的
。

从单钝喂以 1 龄或 2

龄的近江牡蛾的栽硫 (表 s) 也征明了这一点
,

只有当培养缸中 1 龄牡蟋几乎被捕杀千净

的时候才向 2 龄牡瞩进攻
。

因此
,

它们选择的对象以易于捕杀的 目标为主
。

六
、

对牡崛养殖的危害性

N e ls o n (1 9 2 2 )
、

o rt o n
(1 9 3 7 )

、

K n ig h t一Jo n e s (1 9 , 2 )
、
H

a n e o : k (1 9 , 4 ) 都指出

刀ro 招lP 动x
在各牡嘱养殖锡危害甚烈

,

被捕竟的稚具占采苗总量的 50 多左右
,

或更高一

些
。 C ol e

(19 4 2 ) 曾握就针过一个小的 u ro
了
al Pi 。 在 7一9 月份之简共吃掉 1 00 个崛苗

。

小牡崛
,

特别是刚附着不久的崛苗具壳很薄
,

易被荔枝螺捕杀
,

特别在某些采苗良好
:的年份

,

藤壶固着在采苗器上的数量较少
,

崛苗便成为荔枝螺主要攻击的对象
。

为了尽量

避免人为的条件
,

荔枝螺捕食嘱苗的栽硫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
。
我们将特制的石板采

苗器放在竹髓中
,

将竹能固定在贰硫架上
,

荔枝螺可以通过竹髓条之简的空隙 自由进出
。

表 9 1 95 7 年在自然条件下崛敌荔枝螺捕杀牡螟苗的百分率

T a ble 9
.

R a te o f s pat s d e s tr o y曰 b y P u
, u r口 g r a

da
t “

u n d e r n a tu ral c o n d it io n in 1 9 5 7

粗 别 7 ) 6 月 2 0 日一 7 月 2 0 日 8 ) 6 月 1 5 日一8 月 1 5 日

, ’
拭样骗号

“)
裁脆牡崛苗(个)

幻被捕杀的牡瞩苗(个)
‘,
死亡率(% )

“)
检查时荔枝螺进入箱内个数

1 5

3

斗2
.

夕 5 3
.

3

2

_

3
_

3 7
。

万

. ’
合爵

5 0

2 0

月0

6

l

1 9

1 6

8 4
。

3

2

2 l

l9

9 0
.

5

。’
合升

4 0

3 5

8 7
.

5

凡、n沂DnZ

23

1
.

s e et io n ; Z N o
.

o f s a m p le s ; 3
.

n u m b e r o f sp a ts fo r e x a m in e d ; 4
.

n u rn b e r o f sp a ts

d e s t r o y ed ; 5
.

p e r e e n ta g e o f s p a ts d e str o y ed ; 6
.

n u m b e r o f p “犷夕u r a g r a d a t a e n te r e d rh e

e a g e d u r in g th e e x a m in a t io n ; 7
.

] u n e 2 0 to ] u ly 2 0 ; 8
.

]u n e 1 5 ro A u g
·

1 5 ; 9
.

t o t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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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二星期用刀刮去附着在采苗器上一部分较小的蛾苗
,

留下一定的个体作贰驮用
,

这样

在以后检查时可以根据崛苗个体大小的不同
,

把贰驮用的和后期固着的蟋苗方便地区分

开来
。

根据牡崛苗具壳 上因穿孔而死亡的标志
,

作为抗豁被螟敌荔枝螺捕杀的个数
。

·

根

据贰喻桔果敲明 (表 9 )在 6 月 20 日至 7 月 20 日一个月中 (稚具年龄达到一个月 14 天 )

牡崛苗被荔枝螺捕杀的数目占采苗量的 40 并
,

二个月后 (稚只年龄达到二个月 14 天 )死

亡率占 8 7
.

5 另
。

虽然由于贰睑的个数和次数较少
,

还不能充分靓明实际的死亡率
,

但这个

数字至少靓明荔枝螺在当年危害的程度是惊人的
。

另外
,

在幼黄的最初固着期简 (14 天)

和生长到二个月十四天以后的生活时简这些死亡数字还未就针在内
。

虽然前者生活的时

简比较短促
,

后者因为个体较大死亡率较低
,

但这指示 出死亡率将高于实喻数字
。

从崛敌

荔枝螺选食的习性就嗽中拾与我们启示 (表 s)
,

当在大的牡崛周 围有不少小的牡蟋存在

的时候
,

对于大的牡崛的危害性并不大
。

一

七
、

桔 输

1
.

’

蛾敌荔枝螺是牡崛养殖的敌害
,

在 1 9 5 7 年广东宝安养殖踢
,

它捕杀牡崛苗至少占

采苗量的 50 多
,

因此必须从养殖踢中把它清除掉
。

2
.

它分布在浙江以南沿海
,

主要对福建和广东省养殖的近江牡崛和褶牡蝇有害
。

根

据它的垂直分布情况
,

是 自潮朗带至低潮筱以下 1
.

5 米水深的范围
,

迄今在宝安深水养牡

崛区尚未发现
。

‘

由于它不能长期适应于 1
.

33 痴 盐度的海水中
,

因此不能在近江牡崛的寄

肥区
,

如沙井寄肥区繁殖和生长
。

3
.

繁殖季节在广东宝安是 自 4 月中旬至 10 月初
,

这个时期的水温范围自 22 .9 ℃ 至

2夕
.

3 ℃
,

并有不莲疲产卵的习性d

4
.

根据 巧 个雌螺的就补
,
一每个雌螺平均产卵袋 6 , 个

。

根据 1 , 0 0 0 个卵袋的杭针
,

,

每个卵袋平均怀卵 1 13
.

4 个
。

这样平均每个雌螺繁殖子代豹 夕
,

3 夕1 个
。

弓
.

受精卵孵化成为外逸的面盘幼虫所需的最快时简为 13 一17 天
,

午均为 1 7
.

5一25
.

5

天
。

建裁在繁殖季节里
,

至少每月朔望二次大潮期各清除卵袋一次
。

6
.

在繁殖季节里
,

雌螺有离开泥底爬到带有沙质的中
、

高潮区的石块或具壳上产卵

的习性
。

利用 它们的产卵习性建裁殷舒“种陷井来捕捉它
。

7
.

根据 气34 8 个螺的就针
,

性比例为雌螺占 65
.

8多
,

雄螺 占 34 .2 多
。

雌螺的只壳比

雄螺稍大一些
,

但不明显
。

8
.

崛敌荔枝螺对近江牡崛
、

中华椽螂和白杖脊藤壶的肉没有明显的选择性
,

但是喜

欢进攻防御能 力此较弱的种类
。

在必要时它佣也能捕杀 2 龄近江仕崛
,

但当大的牡崛周

围具有小牡崛时
,

对大的牡蛾危害性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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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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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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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elf o f H o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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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e m ale s r e a ehe s a p e a k o f o v e r 8 7 外 in s am p le s fr o m p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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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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