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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风螺人工繁殖及苗种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吴进锋，张汉华，陈利雄，梁超愉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水产种质资源与养殖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南海水产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300） 

摘  要：对台湾东风螺(Babylonia lutosa)进行人工繁育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台湾东风螺亲

螺在繁殖初期日摄食量为 1.5%以上，最高可达 3.0%，但繁殖盛期摄食量减少。在人工饲养

条件下，利用水泥方砖采卵效果良好。在水温 22.5~25.6 ℃和充气条件下，台湾东风螺受精

卵在卵囊内完成胚胎发育破囊孵出的时间为 7 d，孵化率为 95%以上。在水温为 24.0~27.5 
℃、培育密度为 0.10 个/mL 左右时，幼虫壳长生长速度可达 18.1 µm/d，其生长曲线显示中

后期生长加速，成活率为 60%以上；幼虫发育至附着变态的平均时间为 22 d，在铺砂与不

铺砂条件下均可附着变态。在水温为 25.1~26.5℃、培育密度为 2 000~2 100 个/m2时采用无

铺砂培育台湾东风螺稚贝，其壳高由 1.3 mm 长至 5.5 mm，生长速度为 0.22 mm/d，成活率

为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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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风螺(Babylonia lutosa)为中国华南沿海的

常用种，隶属于软体动物蛾螺科东风螺属，是很有养

殖开发前景的重要经济贝类。柯才焕等[1~4 ]对东风螺

的繁殖生物学、幼体生理生态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作者对该种类的人工繁育技术及苗种的生长发育特

点进行了初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亲贝培育与采卵 
亲螺为繁殖季节初期（4~5 月）购自广东沿海笼

捕生产的台湾东风螺，平均个体质量为 52.0 g，壳高

6.2~7.5 cm。饲养密度为 51.6 个/m2，采用流水培育，

日流水量 100%以上，流水时间 8~10 h。每 2~3 d 进

行全换水并清除残饵等沉积物。每天投喂鱼、虾、蟹

肉等饵料。使用 25 cm×25 cm 水泥方砖等作为隐蔽物

兼作采卵器。 
1.2  孵化与幼虫培育 

将附有卵囊的采卵器移入孵化池中进行充气孵

化，幼体孵出后用 150~200 目筛绢收集移入幼体培育

池中进行培育。幼体培育期间每天换水 2 次，每次

1/3~1/2；每 5 d 倒池一次。每天投喂亚心形扁藻

（Platymonas subcordiformis，密度为 40×104 个/mL）
和角毛藻（Chaetoceros sp.，密度为 120×104个/mL）。
每天 3~4 次，日投饵量为初期 2 000 个/mL，后期 4 000
个/mL。连续充气。  
1.3 稚贝培育 

采用无砂流水培育，培育水深 30~50 cm，日流

水量 100%~150%，日流水时间约 10 h，每 5 d 排干水

喷洗池底，每 20 d 倒池一次。每天傍晚投喂鱼（或蟹、

虾）肉糜，投喂量为稚贝体质量的 10%~40%，投饵 2 
h 内停止充气和流水。 
1.4 培育环境 

采用 6.0 m×4.0 m×1.2 m 室内水泥池，白天光照

度为 150 lx 左右，孵化、培育用水为盐度 29.00~31.50
的过滤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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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生物学测量 
幼体期每 2 d 测一次，稚贝期每 5 d 测一次，每

次测量个数为 20 只。 
1.6 试验地点与时间 

试验地点：汕头市南澳县科鸿海珍繁养殖基地。 
试验时间：2001 年 5 月至 2002 年 9 月。 

2 结果与分析 

2.1 亲螺培育与采卵 
在室内培育条件下，台湾东风螺的摄食活动以夜

间为主，在静水状态下对冰冻鱼肉的嗅觉反应可达 1 
m 左右，在繁殖初期的 4 月底至 5 月初，日摄食量最

高可达 3%，但随时间往后推移，进入繁殖高峰期后

其摄食量呈逐步下降趋势。台湾东风螺亲螺在繁殖季

节内（4~9 月）属性腺分批成熟分批产卵，但产卵高

峰期主要出现在 6 月至 7 月。以陶瓷涵管、PVC 塑料

管、鲍养殖笼（塑料）和鲍中间培育用的水泥方砖为

采苗器，结果以表面粗糙的水泥方砖的采卵效果最好

（表 1）。 

 

表 1  台湾东风螺亲螺产卵情况 

Tab. 1  The spawning of parent shell of Babylonia lutosa 

培育 

日期 

（月-日） 

平均 

水温 

（℃） 

平均日 

摄食量 

（%） 

平均日 

产卵量 

（×104 粒）

04-24~04-30 22.0 1.81 23.7 

05-01~05-31 24.1 1.51 215.7 

06-01~06-30 26.0 1.24 358.7 

07-01~07-20 28.4 0.84 309.1 

 

利用水泥方砖在池底每两块相靠搭成“人”字形

采卵器（采卵器总投影面积占池底 60%）时，台湾东

风螺将卵囊产于水泥方砖组成的采卵器内侧的数量

占总卵囊数的 95%以上，在不投采卵器或投放材料不

适宜的采卵器时，则主要将卵囊产于池壁为主。台湾

东风螺产出的卵囊为长方形，相互平行成行排列，每

个卵囊大小为 6 mm×8 mm ~7 mm×10 mm，平均 6.6 

mm×9.1 mm。囊内受精卵数量平均约 410 个，受精卵

直径约 230 µm。 
2.2 受精卵孵化、幼虫生长与附着变态 

台湾东风螺亲螺交配后所产出的卵囊，其内部的

卵子绝大部分已受精。卵囊产出后约 2~3 h 大多受精

卵处于 2 细胞期。在水泥池中进行充气孵化，当水温

为 22.5~25.6 ℃时，受精卵在卵囊内约需 7 d 完成胚

胎发育过程，由卵囊顶端破裂孵出。刚孵出的面盘幼

虫大小为 408.5 mm×293.5 mm。在充气条件下，孵化

率可达 95%以上。在不充气的静水中，幼虫孵出时间

约推迟 2 d，孵化率下降。 
刚孵出的浮游幼虫具有直接摄食扁藻等较大型

单胞藻的能力。通过投喂扁藻、角毛藻等单胞藻，在

培养密度为 0.06~0.11 个/mL 时，幼虫生长较为正常

（表 2），其生长曲线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图 1）。 

在水温为 24.0~25.7 ℃、培育密度为 0.10 个/mL
左右时，平均约需 22 d 进入附着变态，个别可在第

16 天进入变态，附着变态的初期稚贝壳高约 950 µm。

在池底铺砂与不铺砂情况下，均可正常附着变态。当

幼虫将进入附着变态规格时，利用烧杯进行实验观察

表明，及时投喂虾肉糜可促进幼虫附着变态，变态时

间约比光投单胞藻的实验组提早 1~2 d。 

 

表 2  不同培育密度条件下台湾东风螺幼虫生长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growth of larvae of Babylonia lutosa in different breeding densities 

编号 
试验时间 

（月-日） 

培育水温 

(℃) 

初期培育密度 

（个/mL） 

开始壳长 

（µm） 

终止壳长 

（µm） 

壳长生长速度 

（µm/d） 

成活率 

（%） 

1 05-21~06-05 24.1~26.5 0.22 533.6 778.0 15.0 20.56 

2 05-21~06-05 24.1~26.5 0.17 521.6 765.7 16.2 48.40 

3 06-09~06-24 27.8~31.0 0.11 508.4 883.3 18.1 60.42 

4 06-09~06-24 27.8~31.0 0.06 502.0 774.0 25.0 66.92 
1 2注：编号 ， 试验时间 2001 2 3为 年，编号 ， 试验时间 2002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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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台湾东风螺幼虫生长曲线（2002 年 6 月） 

Fig.1  The growth curve of larvae of Babylonia lutosa (Jun., 2002) 

 
2.3 稚贝生长 

幼虫进入附着变态及附着变态不久的稚贝往往

死亡率较高。一般从壳顶后期至壳高 1.3 mm 稚贝的

成苗率仅为 2%~3%。稚贝壳高 1.3 mm 以后生长较为

稳定。在放养密度为 2 000~2 100 个/m2，水温为

25.1~26.5 ℃时，壳高由 1.3 mm 长至 5.5 mm，壳高

平均增长速度为 0.22 mm/d，成活率为 29.5%（图 2）。 
 

 
 
 
 
 
 

图 2  台湾东风螺稚贝生长曲线（2001 年 6 月） 

Fig.2  The growth curve of  juveniles of Babylonia lutosa 

 (Jun., 2001) 

3 小结与讨论 

3.1 繁殖行为与采卵方法 
与其他大多数贝类一样，台湾东风螺的繁殖季节

出现在水温较高、饵料生物较丰富的春-秋季（4~9月）[1,6]。

根据报道，台湾东风螺的繁殖盛期为 6~8 月[1]，台湾

东风螺在繁殖季节内属性腺分批成熟分批产卵，这给

规模化生产带来一定不利。作者试验结果显示 6 月份

进入繁殖盛期，但 7 月份以后产卵量有减少的趋势，

是否与人工养殖条件下生态环境的改变有关，有待作

进一步研究。在繁殖初期的 4~5 月亲螺摄食较旺盛，

日平均摄食量达 1.5%以上，最高可达 3.0%; 在繁殖

盛期摄食量呈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铺砂与不铺砂培

育条件下基本一致。作者认为这与在繁殖盛期亲螺交

尾、产卵行为较频繁，而这些繁殖行为与摄食活动主

要在夜间进行，频繁的繁殖行为抑制了摄食活动应有

较大关系。采用水泥方砖作为采卵器具有良好的采卵

效果，95%以上卵囊产于采卵器内侧，显示台湾东风

螺喜欢在阴暗隐蔽的地方产卵。使用采卵器有利于将

附有卵囊的采卵器收集移入干净的孵化池中进行集

中孵化，其操作简便，比不投采卵器更能适应规模化

生产。 
3.2 胚胎发育 

台湾东风螺在卵囊内完成胚胎发育，在水温

22.5~25.6 ℃和充气条件下，胚胎发育至幼虫破囊孵

出时间为 7 d，孵化率可达 95%以上；在不充气静水

条件下约需 8~9 d，孵化率下降。作者认为在充气条

件下，水中溶解氧含量较高，有利于胚胎发育的进行，

同时充气带来的水体流转有利于将幼虫从卵囊顶端

破裂的小口带出。 
3.3 幼虫生长与附着变态 

在水温为 24.0~27.5 ℃ 、培育密度为 0.10 个/mL
左右时幼虫壳长生长速度可达 18.1 µm/d，生长曲线

显示中后期生长逐步加速，成活率为 60%以上。平均

附着变态时间为 22 d，最快为 16 d，在铺砂与不铺砂

条件下，均可正常附着变态，表明台湾东风螺幼虫附

着变态行为对附着基质要求不高。附着变态初期死亡

率往往较高，这与幼虫由浮游生活转为底栖生活时，

采用传统的平面附苗方法其稚贝密度过高以及幼虫

在附着变态阶段对环境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有关[6]。 
3.4 稚贝生长 

试验采用无砂采苗及稚贝培育法，在水温

25.1~26.5 ℃、培育密度为 2 000~2 100 个/m2时，由

壳高 1.3 mm 长至 5.5 mm，其壳高生长速度为 0.22 
mm/d，成活率为 29.5%。作者曾在方斑东风螺人工育

苗时采用铺砂和不铺砂采苗及小规格稚贝（壳高<5 
mm）培育比较，发现采苗效果及生长差别不明显，

无砂采苗及稚贝培育法具有池底清洁和倒池方便，不

像铺砂培育那样易出现底质恶化等优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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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s on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Babylonia lutosa were made in this study.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production, the amount of food consumed by the parent with 24 hours was over 1.5% and the highest value was 3.0%. 

But this number declined in the flourishing stage of reproduc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rtificial feeding, effect of 

using cement quadrel to collect eggs was good. When aerating and the water temperature was between 22.5℃ and 25.6

℃, the embryo developed and hatched out in 7 days and the rate of hatchability was 95% and higher. When the water 

temperature was at 24.0~27.5℃ and the culturing density was about 0.10 ind/mL, the growth speed of the shell of 

larvae can reach 18.1 μm/d and the growth curve showed that larvae grew fast in medium and late terms, 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over 60%. The average time for larvae developing to the phase of attachment and metamorphosis was 

22 d. The larvae can reach this phase whether the bottom of the ponds with sand or no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water temperature at 25.1~26.5℃, the culturing density about 2000~2100 ind/m2 and the juvenile mollusk cultured in 

ponds without sand on the bottom, the growth speed of the height of the shell was 0.22 mm/d 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29.5% when larvae grew from 1.3 mm to 5.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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