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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管角螺 Η εµ ιφυσυσ τυβα 是新腹足目

盔螺科 种类 是浅海较

大型的经济腹足类 壳高 ∗ 约 ∗

最大壳高 体重 以上 属名贵海鲜 商品

价格昂贵 很有开发养殖前景∀ 近年来受商业利益刺

激 过度采捕导致了我国沿海管角螺资源日益枯竭

作者于 ∗ 年承担了农业部下达的 / 管角螺

人工繁育技术研究0项目 对浙江沿海的管角螺进行

了生态学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 年 ∗ 月份 到苍南!温岭!玉环等

地拖网采集收购管角螺 暂养于 ∗ 的室内水

泥池中∀

以缢蛏 Σινονοϖαχυλα χονστριχτα !蓝蛤 Μινιχορ2

βυλα µ ινυτισσιµ α ! 杂 色 蛤 Ρ υδ ιταπ εσ

πηιλλιππιναρυµ !四角蛤蜊 Μαχτρα ϖενεριφορµ ισ !贻

贝 Μψτιλυσ εδ υλισ 等为饵料 隔天换水 清洗池底和

池壁 及时取出死亡个体∀ 产卵后移出亲贝到另外水

池继续培养待产 并在原池注入新鲜海水 进行孵化

每天记录水温 并隔 ∗ 取卵囊观察记录胚胎发育

情况∀ 雌螺出膜以后 进行稚幼螺培育 并进行温度!

盐度!底质等生态因子的对比试验∀

 结果与讨论

 生态习性

 分布!栖息 管角螺分布在我国东海!南

海 日本也有分布 属暖水性种类≈ ∀ 通过 调查发

现 在浙江以北海区极少分布∀ 管角螺栖息于浅海水

深 至数 砂泥质海底∀

 食性  管角螺为肉食性贝类 肝胰脏腺

发达 喜食双壳类 尤其是薄壳无足丝种类 如缢蛏!

蓝蛤!杂色蛤等 食性凶猛 以发达的足缠裹住贝壳

口吻伸入体内摄食 刚出膜的稚螺有摄食底栖硅藻的

习性 对贝肉!虾鱼肉糜具明显的趋食性 并当饵料不

足时会自相残食∀ 繁殖季节!交配产卵期间 摄食率明

显下降 不喜摄食 持续时间可达 ∗ ∀

 生长 管角螺生长与季节 水温 ! 个体

大小有密切关系∀ 在浙江沿海幼螺饲养试验中 快速

生长期在水温为 ∗ ε 的 ∗ 月 在 月下旬

开始水温下降到 ε 以下时 生长速度明显放慢

月中旬当水温下降至 ε 时 幼螺基本不摄食∀因此

在每年的 月中旬至翌年 月上旬 管角螺处于生

长停滞状态 半休眠 且体重略有下降∀ 幼螺饲养试

验结果 个体可达 可达 不同大小的

幼螺饲养对比结果 平均为 的幼螺 平均壳

高增长率为 体重增长率 个体平均为

的幼螺 壳高增长率 体重增长率

表明了随着个体增长 生长速度减慢∀

   稚幼螺对低盐的耐受能力  将 ∗

的幼螺置于海水比重为 ∗ 每隔

为梯度 结果在 成活率均可达 无

异常反应 尔后选择 及淡水试

验 结果明显出现麻醉 在 比重下 后成活

率仅 恢复正常盐度仍陆续死亡 而在淡水中

即出现死亡 即使过渡恢复到正常盐度死亡率仍达

以上∀ 因此管角螺耐受低盐的下限为比重

盐度为 而最适海水比重应在 ∗

盐度 ∗ ∀

 底质适应和耐干露能力 在无底质培育

的幼螺常聚集于池壁上 由于干露过久而死亡 有底

质的则爬壁少 潜底较多 表明有底质比无底质好 且

以泥砂质 粘土质 为最好 成活率 泥质次之

成活率 砂质较差 成活率 ∀在 ε 气温

遮阴条件下 成螺的耐干能力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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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殖习性

 性及性比 管角螺是雌雄异体∀ 雌雄个

体在贝壳及厣上无区别 但在软体部可根据交接器形

态及腹足口等特征加以区分 雄性个体具发达的交接

器 阴茎 而雌性个体具有卵囊腺和腹足口∀ 自然采

捕的群体 雌性个体远远多于雄性∀ 年 采捕解剖

个成贝 雌雄性比为 Β 接近 Β ∀

 繁殖季节及相关水温  在浙江海域 每

年 月中旬 水温达到 ε 开始进入繁殖期 到

月中下旬 水温上升达到 ∗ ε 产卵结束 仅

此一次繁殖期 繁殖盛期是 月份 水温 ∗ ε ∀

在繁殖季节采捕的个体进行解剖观察 生物学最小个

体壳高为 ∀在腹足类 尚未见过能够根据贝壳

外形特征来确定年龄的报道∀ 人工孵化的稚螺室内自

然水温饲养试验结果 个月平均壳长为

由此可以推论壳长 的初次性成熟亲贝应为

龄∀

 交配与产卵  性成熟管角螺雌雄异体

通过交配 精子贮存于雌性生殖管道内 待卵子排出

后完成受精 受精的卵子进入卵囊腺内 形成卵囊雏

形产出 再经腹足口的成形作用形成特定形状的卵囊

附着于基质上≈ ∀ 管角螺交配时 雄性个体主动!活

泼 趋近雌体时阴茎屡次伸缩 触到雌贝后便将足的

部分搭在雌体贝壳上 头部伸长 将阴茎插入阴道口

交配时间持续较长 达数分钟至几十分钟 一般在交

配后 ∗ 雌贝产卵 部分个体交配后马上产卵∀ 产

卵时 首先贝壳收缩肌紧拉向上 然后足部的四周都

紧缩 此时雌体便把卵囊从阴道口产出 到达足面的

腹足口∀ 卵囊从腹足口排出之前 足部猛然伸张 贝壳

下垂 同时足部前缘及侧缘作波浪形运动 紧接着足

迅速收缩足缘的运动节奏加速 此时便将卵囊从腹足

口挤出成形 并附着于基质上∀ 同时 足略向前推进

继续下一个卵囊的生产∀ 虽然产出卵囊的瞬间时间较

短 但由于卵囊产出前在腹足口中停留时间较长 每

产出一个卵囊的间隔过程时间可持续数分钟以上 每

个亲贝一次完成产卵行为过程则需几十分钟至数小

时∀ 整个繁殖季节 性成熟雌贝交配!产卵 ∗ 批 每

个雌贝一次可产 余个至 余个卵囊∀ 产卵过程不

能干扰雌贝 否则便停止产卵 恢复产卵需 ∗ 时

间 甚至更长∀ 卵囊呈直线或弧形单列整齐排列 没有

重叠现象 卵囊间距 左右∀

观察在水泥池中的管角螺产卵习性 喜产于光线

阴暗处的池壁上 明亮处和池底较少 多数个体在夜

间!凌晨产卵 白天较少∀ 自然海区调查发现 管角螺

卵囊一般附着于岩礁!石块等硬基质表面上∀

 卵囊和卵子  管角螺的卵囊呈半透明!

白色或微黄色 梯形 角棱稍圆 薄片状 基部是很短

的胶质柄相连而成 垂直附着于基质上∀ 卵囊的大小

随雌体的大小而有差异∀ 卵囊的基部宽度一般为

∗ 高度为 ∗ 厚度约 ∗

所有卵囊底宽均大于高度∀ 同一个体产出的一

列卵囊 在形态!大小!卵子数量!卵囊间距等方面基

本一致∀

卵囊内的卵子均匀分布于蛋白基质中 外观明显

可辨∀ 每个卵囊含卵数为 ∗ 颗 卵囊大小

与卵子数无一定关系∀ 卵子为圆球形 直径 ∗

Λ 卵径大小不因个体和卵囊大小而有显著的差异∀

 胚胎发育 管角螺整个胚胎发育阶段都

在卵囊内进行 出膜即为幼螺 属直接发生型≈ ∀ 虽然

每个卵囊含卵子数为 ∗ 颗 但每个卵囊一

般仅能孵出稚螺 ∗ 颗∀成熟雌贝每年只能产卵

∗ 次 每次最多可产 余个卵囊 因此每个成熟繁

殖仔代仅数百至千余颗幼螺 繁殖能力十分脆弱∀ 在

水温 ε 条件下 胚胎发育初始 卵子均匀分布在卵

囊蛋白基质中 胚胎发育 左右 膜内卵子出现聚

集成团 外形清晰可辨为稚螺雏形 经解剖观察 卵子

间并无有机紧密结构 只是单个卵子的集合体∀ ∗

完成胚胎发育 稚螺在卵囊顶端破膜而出 刚出

膜稚螺壳高 ∗ 大小 体重 ∗ ∀

娄子康 年曾发现管螺科和蛾螺科的某些种类的

胚胎发育过程中 卵囊内卵子可分为正常卵!败育卵

正常可育卵在卵囊内不仅利用里面蛋白基质作为能

源 而且还能消化败育卵作为另一发育营养能源≈ ∀

管角螺胚胎发育情况正与此观点相吻合∀ 但作者对这

一特殊现象未能作组织切片!组织化学等深入研究

螺胚中败育卵如何为可育卵提供营养能源的作用机

制尚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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