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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扇贝引种复状研究
‘

张福绥 何义朝 元铃欣 孙鲁宁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仅刃7 1)

提要 海湾扇贝于 1982 年从美国引进中国
,

ro 年后 发展形成庞大的海水养殖 产业
。

为

解决全人工养殖中育苗和养成生产中出现的病害造成大量死亡
、

个体小型化趋向
、

单位产

量下降及肉柱得率降低等严重问题
,

于 1卯 1年 12 月再次从加拿大引进海湾扇贝种贝
,

通过

人工育苗途径
,

更换了原有养殖群体的种质
。

在 12 个海区试养结果表明
,

再次引进的海湾

扇贝
,

其抗逆性
、

生长速度
、

体型
、

肉柱得率
、

生活力等性状
,

均 比原养殖群体有显著提

高
。

自 199 4 年起已在山东
、

河北
、

辽宁等省市推广养殖了引种复状的海湾扇贝
。

关键词 海湾扇贝 引种 复状

海湾扇贝是 1982 年从美国引进(张福绥等
,

19 86)
、

19 86 年向沿海各省推广的
,

养

殖发展较快
,

现已成为黄海与渤海支柱养殖产业之一
,

19 94 年产量约达 30 万吨
,

累计

产量为 100 万吨以上
,

形成世界海水养殖业中的新兴产业
。

随着全人工养殖年代的延

长
,

在育苗与养殖生产中逐步出现一些越来越明显的问题
,

如生长速度减缓
,

商品贝体

型变小
,

肉柱得率下降
,

尤其是育苗过程发生
“

幼虫面盘解体
”

病与养成过程出现
“

外

套膜收缩病
”

的场地与年代越来越多
。

产生上述诸问题的原因涉及多方面
,

如
,

盲 目增

大养殖密度与养殖面积
,

导致养殖负荷超载 ; 海洋环境污染 ; 贝体感染致病生物等
。

另

外
,

也会与下述事实有关
,

即我国 1993 年以前的海湾扇贝养殖群体
,

是从 1982 年引进

的 26 个种贝经过连续多代近亲交配培育苗种养殖发展起来的
,

有可能导致遗传衰退
、

抗逆性减弱
。

为解决上述问题
,

作者首先是重新引进种贝
,

通过育苗与养成试验
,

评估

其养殖性状
,

以便更新我国海湾扇贝养殖群体的种质
,

达到复状目的
。

1 材料与方法

19 91 年 12 月作者之一(张福绥)赴美与有关单位联系重新引种事宜
,

得到华盛顿大

学 Ch日刃 教授支持
,

他从加拿大联系得一批海湾扇贝(A
矛寥塑ec 如 艺厅口话必几, 介矛视‘如刀s) 种

贝
,

并委托大连市水产局引种同志协助带回大连
。

19 93 年 3 月 n 日承蒙大连市水产局

帮助运来一批种贝
,

系 1992 年培育的新引进海湾扇贝 Fl

代苗种养成的(以下称新引进

海湾扇则
。

从群体看壳面颜色黑褐
,

较原海湾扇贝深浓
,

个体较大
。

由于运输途中受

低温影响
,

运来的种贝仅存活 42 个
。

置于实验室内 1耐 与 2耐 的塑料水槽中培育
,

按

原海湾扇贝苗种培育的工艺流程进行性腺促熟
、

采卵
、

幼虫培养
、

采苗等作业(张福绥等
,

*

中国科学院重大课题
,

Ky 85 一 08 一 01 一 13 一 13
。

张福绥
,

男
,

出生于 192 7 年 12 月
,

研究员
。

收稿日期: 1卯 6年 6 月 28 日
,

接受日期 : 1夕拓年 10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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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6
:

Zh
ang

,

et al.
,

19 89 ,))
。

4 月 29 日采卵孵化
,

幼虫在 23 ℃ 条件下培养
,

培养过程

中按时测量生长数据
。

以聚乙烯网片做采苗器
。

稚贝壳高达 300 一 500 1仰 时
,

经抽样计

数后按计划分散到 12 个试点进行中间培育与养成
。

各试点的稚贝一般先在虾池中培育

若干天后再移至海区中继续培育
。

各试点均以原海湾扇贝(下称原海湾扇贝)的养殖群

体做对照
。

对照组的稚贝一般比试验组者早出池约 1 个月
。

各试点培育出池稚贝成商品

苗(平均壳高 5
~ ) 的数量是按其养成种贝所需要量的 1

.

2 倍计算
。

2 结果

一
2. 1 采卵

、

孵化与幼虫生长发育

室内水槽中控温培育的 42 个亲贝
,

于 4 月 29 日成熟排放
,

获受精卵约 5 x IJ

粒
,

共孵化出 D 形幼虫 3. 5 x l护粒
,

孵

化率达 70 %
。

幼虫在 23 ℃ 条 件下 培 厦
养

,

生长发育正常(图 l)
。

5 月 8 日上 奉
午(受精后 g d) 出现眼点

,

下午眼点出现 狠

率达 70 % 以上
,

随即投放采苗器
。

次 日

见有幼虫附着变态成稚贝
,

幼虫生长发

育的快速与整齐程度为以往罕见
。

未发

现 面 盘 解 体 现 象
。

幼 虫 变 态 率 达

90
.

5%
。

2. 2 苗种中间培育

这批苗种专用于养成亲贝
。

为避免

集中养殖有可能因疏忽或意外灾害造成

0 4召0 0 5
.

0 2 0 5
.

0 4

日期(月
.

0 5
.

0 6

日)

0 5
.

0 8

图 l 新引进海湾扇贝幼虫的生长(23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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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性损失
,

也为评估在不同海区的养殖效果
,

于 5 月 17 一 22 日将其分散到青岛市的

胶南
、

即墨
、

黄岛等海区的 11 个养殖试点
。

承担各试点管理工作的单位
,

均具备工厂

化育苗与养成的良好设施与技术
。

苗种中间培育后
,

由各单位继续养成亲贝供翌年育苗

用
。

另外又将部分稚贝送至水质肥沃的莱州湾试点
。

苗种中间培育结果见表 1
。

可见
,

有些试点的保苗率相互差异较大
。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各采苗网片大小虽同
,

但采苗数量

差异较大
,

分配苗种时各单位只能分得 2一 4 个网片
,

而每次网片上的稚贝数量都是按

在育苗水槽内抽样计数的平均值计量
,

由此导致某些试点保苗率差异较大
。

但按各试验

点总体来计算保苗率一般是可信的
,

即商品苗总数(116 4 万粒) 除以出池稚贝总数(289

万粒) 得保苗率 40 .0 %
,

从整体看保苗效果良好
。

2. 3 养成

各养成试点均以原海湾扇贝做对照
,

试验组与对照组在养成笼内的扇贝密度相同
。

2. 3. 1 生长 根据 1993 年 12 月上中旬测量
,

9 个试点扇贝生长量值示于表 2
。

可

见
,

壳高
、

体厚与体重的平均值
,

新引进海湾扇贝者均比原海湾扇贝者高
,

分别高出

Z ha ngl) Z ha n g F峪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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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引进海湾扇贝瓦代稚贝中间培育的保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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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2003037076171955403033641154.弧633.只00

:
4
月峥00

:
4427 .0

24
.

5

2 5
.

0

24 乃

1 1
.

5 13名

6
.

0 7
.

2

今‘nU

:
门600

:
了O�、�1 8刀

1 8刀

04427214

22.4伙15

5乃00丘2又丘,乙1
, .

42
.

5

20
.

5

26
.

5

20 刀

n”0‘口l一z

胶南市红石崖镇养殖公司

胶南市水产研究所

胶南市水产增殖站

胶南市泊里养殖场

胶南市琅邢养殖场

胶南市大珠山养殖场

黄岛区水产增殖站

即墨市养殖公司

即墨市泊子养殖场

即墨市田横镇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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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引进海湾扇贝与原海湾扇贝生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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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养单位位 测 量量 平 均 壳 高 (~ ))) 平 均 体 厚 (~ ))) 平 均 体重 ( g )))

日日日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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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7% 与 34 %
。

应当指出 : (l) 表 2 所示胶南市红石崖镇养殖公司养殖的新引进海湾

扇贝
,

因故分苗日期( 8 月 12 日) 较其他试点者延迟约 20d
,

对生长造成一定负影响;

(2) 新引进海湾扇贝与原海湾扇贝的上述生长差距是在前者育苗 日期比后者一般迟后 1

个月的情况下取得的
,

该事实进一步证明新引进海湾扇贝较原海湾扇贝生活力壮旺
、

生

长快速
。

莱州湾试点的生长对 比 的变化见 图

2
。

莱州湾试养的新引进海湾扇贝稚贝为

19 9 3 年 5 月 26 日出池
,

原海湾扇贝稚贝为

4 月 24 日出池
,

前后相差 犯d
。

7 月 17 日

第一次测量时
,

如图 2 所示
,

前者壳高与

体重均比后者小得多
,

至 8 月下旬便赶上

后者
,

并进而超过后者
。

至 12 月 7 日
,

前者壳高与体重分别达到 55
.

4
~ 与 399

,

而后者为 53 .0
~ 与 2 99

,

即新引进海湾

扇贝的平均壳高与平均体重分别比原海湾

扇贝者大 4
.

5% 与 34
.

5%
。

2. 3. 2 肉柱得率 1993 年 12 月 7 日从

莱州湾石虎嘴沿岸有关养殖海区内区及即

墨市太平港沿岸养殖海区两试点取样
,

其

肉柱得率见表 3
。

莱州湾石虎嘴沿岸是有

名的海湾扇贝养殖肥区
,

即墨市太平港沿

图 2

Fig Z

莱州湾原海湾扇贝与新引进海湾扇贝

生长比较

〔翔刀 p丽so n
of h x ly 明gh t alld 』lell腼gh t bet ~

ori gi nal ly 喇 ttll找 1 alld 11 e创y in tro di 】以划 ba y 义习引叩

(少g 进样
c zen i门 2双裁刃”) in 切咖

u B a y

原海湾扇贝壳高 ; 2
·

新引进海湾扇贝壳高;

原海湾扇贝体重 ; 4
·

新引进海湾扇贝体重
。

岸是养殖海湾扇贝的一般海区
,

扇贝的肉柱得率前者高于后者是正常的
。

但将新引进

海湾扇贝与原海湾扇贝做一比较时
,

不管在表 1 的哪一 海区养殖
,

前者的肉柱得率均高

于后者
。

这表明新引进海湾扇贝的肉柱得率高于原海湾扇贝
。

表 3 新引进海湾扇贝与原海湾扇贝肉柱得率比较

T a b
.

3 o
n 1Pan son of 娜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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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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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试点
肉柱得率(% )

新引进海湾扇贝 原海湾扇贝

�了0

:
n,00莱州市金城浅海开发公司

即墨市的养殖场

11
.

4

8 2

2. 4 抗逆性

1993 年青岛沿岸养殖的扇贝在某些海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死亡
,

特别以 8 月份高温期

最为严重
。

据作者调查
,

即墨市泊子养殖场的原海湾扇贝至 8 月 巧 日几乎大部死亡
,

同海区养殖的栉孔扇贝死亡率也达 30 % 一 40 %
。

同时期胶南市大珠山养殖场的原海湾

扇贝死亡达 30 % 一 50 %
,

死亡个体为 3 一屯m ;
该海区的栉孔扇贝也有一定数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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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

但是上述两海区试养的新引进海湾扇贝却未发现死亡
。

90 年代以来青岛沿岸海区保留的原海湾扇贝种贝
,

越冬后至翌年 3 月便会大批死

亡
,

以致不能达到保留亲贝的目的
,

特别保留在 内湾者死亡尤为严重
。

1993 年胶南市

水产增殖站在唐岛湾养成的新引进海湾扇贝
,

秋后继续保留在该湾越冬供翌年春做亲贝

用
。

越冬后虽然也发现有死亡
,

但远不像原海湾扇贝那样严重
。

值得指出的是
,

19 94

年春遗漏海中的一笼新引进海湾扇贝亲贝
,

迟至 6 月发现时
,

仍然生活 良好(据徐龙党

副站长介绍 )
。

对原海湾扇贝来说
,

6 月份仍保持如此 良好的生活状况只是在引进其后

的早些年方能见到
。

19 94 年青岛市峙山区前海西部海域养殖的栉孔扇贝
,

8 月份死亡达

70 % 左右
,

而在同海区养殖的新引进海湾扇贝(F
3

代)于同期内则未见到异常死亡
。

上述大批死亡现象可能与水文气象
、

病害等也有关
,

目前尚不能得出肯定结论
,

但以

上对照事例皆可以说明
,

新引进海湾扇贝的抗逆性强于原海湾扇贝以及栉孔扇贝
。

2. 5 附着力与活力

在几个试点的养殖过程中的观察表明
,

新引进海湾扇贝分苗后 (分苗时壳高约

3cm )
,

苗体能够较均匀地附着在养成笼的底盘上
,

届 12 月份长成商品贝时
,

尽管该时

水温较低
,

仍能以足丝附着
,

而该时期的原海湾扇贝一般便脱离底盘
,

不再分泌足丝
。

1994 年春室内控温促熟期间
,

仍能见到新引进海湾扇贝亲贝分泌足丝附着
,

甚至见到

贝壳周缘生长出一环明显的新壳
。

在养成过程中如将养成笼提离水面
,

新引进海湾扇贝

的双壳便强有力地不断扇动
,

显得十分活跃
,

尤其在 10 月前水温较高时
。

上述事实说

明
,

新引进海湾扇贝的附着力与活力均比较强
。

3 小结与讨论

前面列述的各项实验与观察结果表明
,

与全人工养殖 H 代的原海湾扇贝 比较
,

新

引进海湾扇贝受精卵的孵化率
、

幼虫变态率
、

中间培育过程的保苗率
,

以及商品贝的肉

柱得率等均比较高 ; 养成过程中
,

贝体生长较快
、

抗逆性强
、

活力与附着力较大
。

这些

优化的养殖性状说明
,

通过重新引进海湾扇贝种贝的途径
,

已经达到使养殖群体复壮的

预期目的
。

至 19 93 年
,

本实验培育的新引进海湾扇贝苗种所养成的种贝
,

数量上不仅

能满足 19 94 年青岛市各育苗场的需要
,

并且向山东省其他地区提供部分种贝
。

19 94 年

青岛市各养殖海区全部更换为养殖新引进海湾扇贝
。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
,

19 91 年 12 月从加拿大引进的海湾扇贝与 19 82 年 12 月从美国

引进的海湾扇贝在养殖性状上有一定程度的差别
。

这种差别是否是海湾扇贝模式亚种

A 尹’g( p e( 〕

翩 。翎话沁
刀:

lrra di’2n s 内的不同品系所致
,

暂不考虑
,

但作者认为
,

这主要是由

于后者引进中国连续 11 代近亲交配育苗导致种质下降引起的
。

生化遗传学的研究结果

表明
,

美国海湾扇贝自然群体的杂合度为 0
.

116 (w all ct al
. ,

1976)
,

而我国第 9 代海湾

扇贝养殖群体的杂合度仅为 0. 091 (张国范
,

19 94
,

内部交流的初步研究结果 )
,

有一定

程度降低
。

这一结果与一些学者意识到的
“

在我国全人工养殖多年的海湾扇贝有可能会

出现遗传衰退种质下降
”

的设想是符合的
。

19 93 年美国的研究结果表明
,

我国第 H 代

海湾扇贝养殖群体的 m tD N A 基因型与美国自然群体者确有不同
,

有些基因来中国后遗

失了(Bl a ke
,

199 4
,

个人通信)
。

原海湾扇贝引进中国后的前些年( 1983 一 1988 年)
,

作

者未曾发现青岛沿岸水域养殖的种贝于越冬后的翌年春季出现过大批死亡
,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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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一 19 85 年在胶州湾的养成试验中
,

少数个体的寿命竟达到 32 个月之久
。

原海湾扇贝

80 年代的养殖性状与新引进者的相似
,

但自% 年代起出现大批死亡
,

这应当看做是连

续多代人工育苗导致种质下降的结果
。

诚然近些年在扇贝养殖数量与面积不断增加
,

相

应地出现病害也会增多
,

但也应意识到在养殖群体种质下降与活力降低的情况下也会容

易感染疾病
。

基于上述认识
,

借助于重新引种的做法来解决养殖群体遗传衰退问题是必

要的
,

但这只能是应急对策
,

可 以得到短期奏效
。

10 年左右以后
,

二次引进的海湾扇

贝大约还会出现种质下降现象
。

为此从长远计
,

应注意遗传育种学研究
,

创建良种培育

的科学技术
,

从根本上解决提高种质质量问题
。

为了充分发挥新引进海湾扇贝生长快速优势
,

所赖以养殖的水体中必需保证充分或

较充分饵料的供应才能产出较大个体
。

近些年我国各海区养殖扇贝一般密度过大
,

饵料

不足
,

生产的扇贝偏小
,

商品价格低
。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便养殖新引进的海湾扇贝恐怕

也难取得理想效益
,

因此必须合理降低养殖密度
。

从有关因素综合考虑
,

我们认为能使

海湾扇贝当年长成平均壳高 5. scln
,

平均体重 35 一 40 9 或平均肉柱鲜重 5一 6g 的养殖

密度为宜
。

合理的养殖密度应主要根据海区养殖容量确定
,

为了扇贝养殖业的持续发

展
,

海区扇贝养殖容量研究刻不容缓
。

当前我国有些县市的扇贝养殖已发展到水深 20 一 30 m 的海区
,

包括青岛市在内的

有些县市目前尚主要集中在 IOm 以内的海区养殖
。

为了在不减少养殖数量的前提下降

低养殖密度
,

势必要向 ro 一 20 m 或更深海域发展
。

深水区有可能因流急而增大扇贝养

成笼的摆动角度
,

影响海湾扇贝生长
,

但新引进的海湾扇贝因附着力强
、

营附着生活的

时间较长
,

有助于其适应急流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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