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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目前国内企鹅珍珠贝 Πτερια π ενγ υιν 养殖尚不

具规模 且都是沿用马氏珠母贝的养殖法≈ ∀ 作者在

生产研究中发现企鹅珍珠贝中大贝足丝特别发达!粗

壮 附着力特别强 用一般清贝刀很难将足丝切断 要

将企鹅珍珠贝中大贝从养成笼 锥型笼 中取出 进行

清洗换笼十分困难∀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于 年

月∗ 年 月 作者在海南省陵水县湛江水产学

院珍珠试验站进行了企鹅珍珠贝养成方式的初步研

究∀

 材料和方法

 试验贝

取自湛江水产学院珍珠试验站人工养殖的企鹅

珍珠贝∀ 试验开始时贝龄 平均壳高 ∀ 一

般认为企鹅珍珠贝幼苗下海养殖至壳高 左右的

养殖阶段为贝苗的中间暂养阶段∀ 其后则为养成阶

段∀

 主要试验设施

网笼和吊绳 生产性用锥型笼 底径为 高

网目 ≅ 吊绳为直径 ∗ 聚

乙烯绳 试验站生产用浮筏皆参照大连水产学院

制作∀

 试验方法

 开放式养殖和网笼养殖的效果比较

据大连水产学院报道 企鹅珍珠贝在壳高

以下的养成方法和马氏珠母贝一样∀本试验是

将经过半年养殖 平均壳高 的企鹅珍珠贝进

行开放式吊养 同时用锥型笼养殖作为对照组∀ 网笼

吊养按生产上的常规做法进行∀ 以放入笼内的贝数不

显拥挤为原则 其收容量为壳高 左右中贝

个 笼 壳高 左右大贝 ∗ 个 笼∀ 当生长中出

现过挤时 及时稀疏∀ 笼间距为 吊养水层为水

面下 ∗ ∀每两个月清贝换笼一次 平时每隔

∗ 洗刷除去笼外的浮泥等附着物 以保证水流畅

通∀ 开放式吊养的密度为中贝每串 个 大贝每串

∗ 个 水深与笼养相同 但开放式吊养的企鹅珍珠

贝 每半年清洗一次 每半年随机取样 个测量壳高

大小 统计 笼 串 的成活率∀ 同时 清除死贝∀

 开放式吊养密度的选择

试验按贝龄 种规格 每种规格分

别按 个 串 种密度梯度进行∀ 吊养水层

为水面下 ∀每一组合吊养 串 隔半年清洗一次

同时随机取样 个测量壳高大小 统计 串的成活

率∀

 养殖水层的选择

本研究用浮筏养殖进行试验∀ 试验海区水深为

∗ ∀ 试验水层分别为 即吊绳长度

几个深度上 吊养密度为 个 串∀ 试验贝龄分别为

∀每一组合吊 串∀半年后每一组合随机

取样 个测量壳高大小 统计成活率∀

 结果与讨论

 开放式吊养和挂笼养殖的效果比较

从表 可见 企鹅珍珠贝用开放式吊养 生长快

成活率高 养殖 ∗ 比笼养的同龄个体大

∗ 每半年的壳高增长值比笼养的多 ∗

∀ 开放式吊养每半年成活率最低为 最

高可达 而笼养半年成活率最低为

最高为 ∀所以 开放式吊养成活率最低都比笼

养的高 ∗ ∀ 因为开放式吊养比笼养多

了以下几个优点 开放式吊养 企鹅珍珠贝在海水

中呈开放式生活∀ 水流的交换畅通无阻 容易获得

充足的饵料∀ 病敌害生物不易侵袭∀平均壳高

的企鹅珍珠贝的壳已相当硬 完全可以对付其

海洋科学

α 收稿日期 2 2



主要的敌害生物) ) 蟹类和鱼类 而且在水流的冲击

下 浮泥等附着物不易沉积 病菌繁殖的基质大大减

少 病原微生物不易大量繁殖∀ 因各种原因死亡的

企鹅珍珠贝 其内脏团一脱离贝壳就会被水流冲走

或者贝壳张开后被蓝子鱼等鱼类吃掉 同时蓝子鱼还

吃附在贝壳上的藻类 是珍珠贝的义务清洁工∀ 因此

可以保证企鹅珍珠贝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在笼养中

只要有一个贝死亡就会引起其他个体的感染死亡∀ 因

此及时清除死贝十分关键 开放式吊养则不存在这个

问题∀ 笼养每两个月清洗换笼一次 否则会影响珍

珠贝的生长成活 而每次清贝用清贝刀切割足丝 刮

去贝壳上的附着物 或多或少会对贝体造成伤害 每

清贝一次要几天才能使其完全恢复 这对珍珠贝的生

长不利∀ 开放式吊养 贝体干净 无需经常清洗 每半

年清洗一次则可 因此清贝对贝体造成的伤害就比笼

养的少得多∀ 企鹅珍珠贝的开放式吊养国内尚未见有

报道 有比较大的推广价值∀

表 1 企鹅珍珠贝开放式吊养和笼养的效果比较 年 月∗ 年 月

养殖时间

挂笼吊养

平均壳高

半年壳高增加值

成活率

开放吊养

平均壳高

半年壳高增加值

成活率

表 2 不同吊养密度企鹅珍珠贝生长成活结果

 年 月∗ 年 月

贝龄 平均壳高 吊养密度 后

个 串 平均壳高 成活率

 不同吊养密度对企鹅珍珠贝中大贝生长

成活的影响

从表 可以看到 相同年龄不同密度的企鹅珍珠

贝经过半年养殖后 其壳高和成活率没有大的差别∀

因为开放式吊养没有笼 在同一水层生活环境相同∀

但网笼吊养密度太大时 影响贝体的开壳!活动 影响

水流 造成局部环境饵料供应不足 影响贝体的生长∀

根据作者的经验 壳高 ∗ 的中大贝 ∗ 个

串 壳高 以上大贝 ∗ 个 串 养殖操作起来

比较方便∀ 因为成体贝很重 养殖 的个体

表 3  企鹅珍珠贝不同吊养水层的养殖结果

 年 月∗ 年 月

贝龄 平均壳高 水深 后

吊绳长度 平均壳高 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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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者 ∗ 个∀如果密度过大 吊绳承受不了 清

贝检查也很不方便∀

 企鹅珍珠贝合适养殖水层的试验

从表 可见 水深 ∗ 除水深 成活率稍

低外 其余各水层成活率相差不大 都在 以上

但生长速度以 ∗ 较快∀ 作者认为离水面 的

水层 环境日夜变化大 尤其在夏天!冬天 白天和夜

晚水温度变化大 对贝体的生长不利∀ 水深 生长

稍慢 是饵料种类数量较 ∗ 水层少 还是那里水

温稍低 还有待进一步试验∀ 因为大连水产学院

认为水越深生长越好 是由于较深水层饵料供

应较好又没有充分利用∀ 而谢玉坎认为合浦珠母贝在

热带海区的生长 表层比底层好 是表层水温高 在适

温范围内水温越高 生长越快≈ ∀

 小结

  平均壳高 以上的企鹅珍珠贝中大贝的适

宜养殖方式为开放式∀适宜的养殖水层为水面下 ∗

为了充分利用水体 可参考吊养∀ 为了操作方便

吊养密度为壳高 ∗ 中大贝 ∗ 个 串 壳高

以上大贝 ∗ 个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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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实验中 °≤ 实验结果的好坏主要是靠

引物来保证的∀ 因此 在合成引物之前除了作人工检

查外 往往需要对所设计的引物进行计算机检查∀ 一

是检查在引物内部是否有发夹结构 二是检查引物对

之间是否有较多的互补碱基 三是计算引物的 Τ 值∀

这已经成了引物设计中必不可少的步骤∀ 现在的计算

机软件只能对序列确定的引物 即不含有简并碱基

进行分析 如果所要分析的是简并的引物 那么需要

将每一种可能的序列写出来 逐一分析∀ 这样一来 对

于简并程度较高的引物 分析起来就相当困难∀ 本文

在文昌鱼同源框基因的 °≤ 扩增实验所需引物的设

计中 采用了正交设计法 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方法

这对引物中 一条引物的核苷酸序列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Ξ  这就有 种分子∀如果逐一写出序列 输入计算

机 那么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实在太大了∀ 而用正交

设计法 只需写出 种序列即可达到目的∀ 在这里 把

简并碱基位点当作正交设计中的因子 把每一个简并

位点上的简并碱基当作同一个因子的不同水平∀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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