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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背石磺室内温箱养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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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索人工养殖的方法, 在实验室温箱条件下对瘤背石磺 ( Onchidium struma) 的摄食

条件及适口饵料进行了研究。试验结果表明, 瘤背石磺最适摄食条件及饵料为:控制温箱温度

22~ 26 e ; 控制湿度接近 100% ; 采用人工饵料平台, 即海边泥土涂上螺旋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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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背石磺 ( Onchidium struma) [ 1 ], 俗称土海参, 又

名海赖子, 隶属软体动物门, 腹足纲, 肺螺亚纲
[ 2 ]
。瘤

背石磺生长在海边的高潮带, 是界于海洋和陆地过渡

带的动物, 被认为是一种进化的贝类。瘤背石磺具有

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 3 ]

, 沿海渔民在小范围利

用,是待开发的海洋贝类。

瘤背石磺生长在高潮带的上部, 它对生态系统要

求特别严格, 很难进行人工养殖, 关于这方面探讨目

前国内还未见报道。作者将海边生长的成体瘤背石磺

移至室内, 并进行严格的控温控湿 (相对湿度) , 投入

人工制作的饵料平台进行实验研究, 以找到养殖瘤背

石磺的方式方法, 为今后保护瘤背石磺这一珍贵物种

和科学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材料

1. 1. 1 瘤背石磺

2003年 5月初至 6月 10日从盐城市射阳县射阳

港附近的沿海高潮带采集了几批活体瘤背石磺, 个体

大小约为 5. 5 cm @ 4. 0 cm(静止长宽) , 体质量为 15 g

左右, 在盐城工学院养殖实验室进行养殖试验。

1. 1. 2 养殖温箱

养殖温箱用 0. 8 cm厚度的玻璃做成 , 尺寸为 :

50 cm @ 60 cm @ 50 cm, 上面加上可移动的玻璃盖。

1. 2 试验方法

1. 2. 1 人工加温

在温箱中通入电源, 根据气温的变化可更换不同

的白炽灯泡 , 一般为 25, 40, 60, 100 W的 4种规格的

白炽灯泡。

1. 2. 2 人工加湿

在温箱中挂上浸湿淡水的纱布并挂入湿度计, 用

挂入浸湿纱布的多少来调节温箱湿度接近 100%。

1. 2. 3 人工饵料平台

采取海边高潮带的泥土, 经测定土壤盐度为 1左

右, 用盐度为 1的海水稀释, 使泥土的含水量在 25%

左右, 并均匀平滑地铺在玻璃上, 再将螺旋藻用 1的

海水稀释成浆糊状, 用刷子均匀地涂在泥土的表

面, 食台设定的面积约占瘤背石磺所在温箱底面积

的 1/ 3~ 1/ 4。

1. 2. 4 试验的管理

整个试验每天上午 7: 00, 下午 3: 00测量 2次温度

和湿度, 每天更换 1次食台,每天统计 1次死亡率。

2 结果

2. 1 温度对瘤背石磺生活的影响

湿度控制在 100% , 温度在 18, 20 , 22, 24, 26, 28,

30 e 进行对比试验, 每组瘤背石磺个体 10个,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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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瘤背石磺爬上食台摄食

Fig. 1 The Onchidiumstruma climb on to the foodplatform

期为 7 d(见表 1)。

2. 2 湿度对瘤背石磺生活的影响

温度控制在 24~ 26 e , 由于室内温箱湿度很难精

确控制,仅用湿度95% ~ 100 %和不控湿两组进行对比

试验,每组瘤背石磺个体 10个,试验期为 3 d(见表 2)。

2. 3 土质对瘤背石磺摄食的影响

用海边高潮带的泥土、农田土、瘤背石磺摄食后

排出的粪便土、瘤背石磺粪便土清洗消毒烘干后的

土 4种土质作为饵料载体进行对比试验。温度控制在

24~ 26 e , 湿度控制在 100% , 用瘤背石磺喜食的螺旋

藻作为饵料(见表 3)。

2. 4 不同饵料对瘤背石磺摄食的影响

用海边表层土 (有微型藻类等) , 海边土, 海边土

涂螺旋藻, 海边土涂黄豆粉 4种饵料平台做瘤背石磺

摄食对比试验,试验期为 3 d(见表 4)。

2. 5 海边表层土微型藻类和苔藓类培养

从海边高潮带取回表层土, 土表面肉眼可见长有

绿色/微藻0, 显微镜下可见一些微小的苔藓植物和直

链藻,从细胞结构看,应属低等的蓝藻类。

表层土样放入光照培养箱,温度为 15~ 20e , 光照

为 1 500 lx,也适量放入一些藻类营养培养液。经 3 d培

养后土样表面的微型植物死亡,重复 1次后也死亡。

2. 6 瘤背石磺摄食情况的观察

瘤背石磺从海边取回后, 一般 36 h以内不摄食,

之后做好食台, 瘤背石磺会纷纷爬过去摄食 (见图

1) , 经解剖发现瘤背石磺每次摄食前肠道都为空的,

摄食后 4~ 5 min后边摄食边排粪便, 粪便堆积在体

后, 摄食 20 min左右, 就会爬回暗处或集中在温箱角

落休息。

2. 7 瘤背石磺不同温度下的死亡情况

每组 20只瘤背石磺, 个体 15 g 左右, 湿度控制

在 100% , 由温度不同而分为 4组, 温箱中放入适量

的瓦片和海边大穗结缕草块, 投食都为海边泥土涂

螺旋藻 , 每天投 1次, 试验期为 20 d, 观察每天死亡

情况(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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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温度

在温箱中温度对瘤背石磺的活动和摄食制约性

很大,一般 22~ 26 e 较为适合。在自然界早春温度低
于 22 e 很少看到瘤背石磺出洞, 而到夏季温度超过

28 e 又不出来而深居洞穴中, 到了秋初温度适合又

出来,秋末又很少出来而进行越冬 [ 4 ]。

3. 2 湿度

湿度是影响瘤背石磺活动的晴雨表, 一般湿度在

95%以上时才可能进行活动摄食。在海边高潮带在温

度合适的前提下, 下雨后或夜晚下露水时瘤背石磺才

可能出来活动, 说明瘤背石磺的皮肤还不能够有很好

的保水功能,外界湿度小身体容易失水死亡。

3. 3 土

从试验中看出土是瘤背石磺食物的载体, 食物被

消化后, 土又被及时排了出来, 瘤背石磺对土质有一

定的选择性, 海边的粉沙性盐碱土较为适宜, 海边土

质的含盐量在 1左右, 而农田土则不适宜。摄食后排

出的土不能被利用说明瘤背石磺能嗅出自己的排泄

物的气味,而不肯食用, 如果进行清洗消毒后再烘一下,

瘤背石磺就嗅不出有排泄物的气味而能重复使用了。

3. 4 食物

对于瘤背石磺的食物曾做了许多试验, 效果都不

理想, 后来在海边的表层土样中发现有直链藻的存

在, 直链藻是一种低等的蓝藻, 而螺旋藻也是一种低

等的蓝藻, 使用涂螺旋藻的海边土后而获得成功。海

边表层土能够被瘤背石磺利用是因为瘤背石磺在自

然界就是以它为食物, 在室内很难繁殖和储藏这种特

殊食物, 因而瘤背石磺的摄食效果会不断下降。

从瘤背石磺在不同温度下的死亡情况也可看出:

在湿度接近 100% , 温度控制在 22~ 26e , 用海边土

涂上螺旋藻作为饵料平台,是可以进行人工养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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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eding habits of onchidium struma were studied in laboratory. The best conditions of feeding are tem-

perature 22~ 26 e , and humidity nearly 100% . The appropriate feed is shoal mud platform smeared with spiru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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