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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竹蛏 Σολεν χαναλιχυλατυσ 属软体动物门

∏ ! 瓣鳃纲 ! 真瓣鳃目

∞∏ !竹蛏科 ≥ 生活在潮间带

的中 !低潮区至潮下带 埋栖于泥沙中 其两壳完全相

等 壳质薄脆 体型呈柱状长卵型 水管长 足强大呈

圆柱状 ∀它是经济价值很高的海产食用贝类 ∀

福建省地处亚热带 气候温润 ∀沿海港湾曲折 浅

海滩涂面积广阔 水质肥沃 优越的自然环境很适宜

竹蛏的繁殖和生长 ∀钟幼平 ≈ 曾报道福建沿海竹蛏科

种 广泛分布于全省沿海 都是重要的经济资源种

类 ∀近几年由于过度采捕 目前天然资源已明显衰

退 ∀为此 开展沟竹蛏繁殖生物学 !人工增养殖的研

究 对于促进有限的传统采捕作业向可持续的农牧化

产业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国外有关竹蛏科贝类的繁殖生物学 !人工增养殖

等方面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 ∀ 等 年曾报道

≤ 潮间带竹蛏 Σολεν στριχτυσ 生长研究

∏ 等 年报道过竹蛏 Σ . σενγαλενσισ ∏

的卵和幼虫发育的脂类和脂肪酸含量的变化 ⁄ √ 2
等 年报道过竹蛏 Σ .χψλινδραχευσ 的

滤食生理 年报道过荚蛏 Σιλιθυα πατυλα

性腺发育 !诱导产卵和幼体饲养的研究 ∀国内对竹蛏

科缢蛏 Σινονοϖαρχυλα χοστριχτα 的繁殖生物学 育苗养

殖等的研究工作较多 而关于竹蛏属的研究仅见有关

长竹蛏的繁殖 !生长的报道 ∀

材料与方法

沟竹蛏采集于厦门大嶝岛潮间带低潮线附近泥

沙滩涂 ∀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 ∗ 月每

月采集 ∗ 次 月 ∗ 翌年 月每月采集 次 ∀每次

从采集的标本中解剖检查和组织学观察性腺发育情

况 ∀同时在每次采集的标本中 随机取 个标本 清

除泥沙后分剥壳肉 ε 下烘干 后 分别称出每

个标本的干肉重和干壳重 由此计算肥满度指数 ∀

肥满度指数采用 Ι 干肉重 干壳重 ≅ ≈ ∀

滩涂采集沟竹蛏标本的同时 现场测定底质温度

即滩涂底表以下 和上覆海水盐度 ∀

结果与讨论

2 1 性腺形态及组织学观察

沟竹蛏为雌雄异体 性腺位于内脏囊背部 披覆

于消化腺附近两侧 通常与之连粘 不易剥离 ∀腺体呈

簇状滤泡结构 生殖期发育成熟的性腺向内脏囊两侧

扩展 繁殖期雌性性腺外观乳白色 雄性为淡黄色 非

繁殖期色泽不明显 ∀ ∗ 月可从成熟个体观察到雌

雄腺色泽的差异 ∀性腺成熟个体绝大多数见于壳长

以上的个体 ∀

性腺组织学逐月跟踪观察结果 另文发表 增殖

期在 月初旬至 月底 生长期在 月初旬至 月

初旬 成熟期在 月中旬至 月初 其中 月初旬和

月初旬成熟期个体出现频数较大 放散期在 月中旬

至 月下旬 以 月中旬和 月上旬放散期个体出现

频数较大 耗尽期主要见于 月初至 月底 ∀雌雄性

腺发育周期基本一致 ∀

2 .2 肥满度的变化与繁殖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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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竹蛏的繁殖季节与生长 ∗

周时强 郭 丰 柯才焕 吴 明

厦门大学海洋学系 !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提要 根据性腺形态特征 ! 组织切片观察和肥满度指数变化 报道沟竹蛏繁殖期为每年的

∗ 月份 分批放散精 !卵 其两次生殖高峰分别出现于 月上 !中旬和 月上 !中旬 ∀繁殖季

节 !肥满度指数与温度密切相关 其繁殖期适宜温度为 ∗ ε ∀沟竹蛏的壳长与壳高的关系

呈直线正相关 Λ Η ρ 壳长与干肉重呈幂函数关系 Ω 非繁殖季

节 ≅ ≅ Λ ρ Ω 繁殖季节 ≅ ≅ Λ ρ ∀

关键词 沟竹蛏 繁殖季节 生长



海洋科学 年 第 卷 第 期

从沟竹蛏肥满度指数的周年变化 图 可以清

楚看出 在低温的月份 即整个冬季和初春 肥满度指

数明显较低 均在 以下 仲春随水温明显回升 肥

满度指数迅速上升 秋末水温开始下降 肥满度指数

随即回落 表明肥满度指数变化趋势与水温变化密切

相关 ∀ 月上旬和 月上旬出现肥满度的两个高峰期

∗ ε 正是性腺组织切片观察到的处性腺成

熟期的个体频数较大的月份 ∀两个高峰值之后肥满度

指数的迅速回落正是精 !卵的排放期 表明肥满度指

数的变化亦与性腺发育密切相关 ∀孙虎山等曾论述水

温 !繁殖期 !饵料是影响长竹蛏肥满度的重要因素 ∀沟

竹蛏在暖温季节繁殖及生长较快 这是沟竹蛏关于温

度的生物学特性所然 而且此时正是其所需饵料底栖

硅藻丰盛的季节 ∀适宜的温度及充足的饵料基础 是

沟竹蛏肥满度指数增长的关键因子 ∀在生殖活动中性

腺发育的成熟期阶段 物质迅速积累 其后的放散期

随着精 !卵等生殖产物的骤然排放 肉重迅速回落 其

间肥满度指数升降转折是凸显的 图 ∀肥满度指数

的这一变化常被作为判断双壳类软体动物繁殖期的

一种方法 ∀

图 沟竹蛏肥满度指数季节变化

ƒ ≥ ¬

Σολεν χαναλιχυατυσ

从图 中还可看出 月和 月两次较集中的精 !

卵排放 肥满度指数随之迅速回落 但并不探底 仍有

以上的较高水平 其原因在于在夏 !秋季节适宜温

度与饵料丰富的条件下 排放精 !卵而消耗的个体能

够较快地恢复 ∀

关于双壳类肥满度指数的研究 除了采用 Ι

干肉重 干壳重 ≅ 之外 也有采用 Ι 干肉

重 鲜贝重 ≅ 的测定式 ∀对于外套腔开放的单孔

型双壳类如扇贝等 易于排除外套腔中的水分 减少

水分引起的鲜贝重测定的误差 ∀而对于竹蛏来说 其

四孔型结构的外套膜包围外套腔 !腮内腔 !鳃上腔和

水管 内含水分不易排除 由此导致鲜贝重测定的较

大误差 ∀因此肥满度指数 Ι 的测定式通常不采用或

仅作参考 ∀

2 .3 生长

壳长与壳高生长的关系 随机对

个沟竹蛏的壳长 Λ与壳高 Η作图 二者呈直线正相

关 图 ∀经回归得壳长关于壳高的直线方程式为

Λ= Η− ρ

这表明 沟竹蛏贝壳生长时 壳长与壳高呈直线

正相关关系 ∀ 以上成体 壳长与壳高的倍比基

本恒定 体现该物种贝壳生物学测量的形态学特征 ∀

图 沟竹蛏壳高与壳长的关系

ƒ ×

Σ . χαναλιχυατυσ

壳长与干肉重的关系 年 月上

旬和 年 月上旬分别对 个采集的沟竹蛏随

机标本的壳长与干肉重测值作图 图 二者呈幂函

数关系 ∀将干肉重 Ω( 和壳长 Λ 数值回归 得

干肉重关于壳长的回归方程分别为

Ω ≅ ≅ Λ ρ=

Ω ≅ ≅ Λ ρ=

从回归曲线可以看出 年幼个体 约

其干肉重关于壳长的增长速率小于年长个体 ∀从图

中还可看出 干肉重关于壳长的增长速率 月份大

于 月份 这与 月上旬沟竹蛏进入性腺发育的成熟

阶段 软体部物质迅速积累这一结果相符 ∀

2 .4 豆蟹与沟竹蛏的共栖现象

在采集的沟竹蛏标本中 壳长大于 的个

体 绝大多数均发现有小型豆蟹 Πιννοτηερασ 与

之共栖 ∀豆蟹共栖于沟竹蛏的外套腔和水管中 一般

一只沟竹蛏有一只豆蟹共栖 个别发现多只豆蟹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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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ΗΕ ΡΕΠΡ Ο∆ΥΧΤΙς Ε ΣΕΑΣΟΝ ΑΝ∆ Γ Ρ Ο ΩΤΗ ΟΦ Σολεν

χαναλιχυλατυσ

≥ 2 ƒ ∞ ≤ 2 ∏ •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Οχεανογραπηψ, Ξιαµεν Υνιϖερσιτψ,

Ρεχειϖεδ :

Κεψ Ωορδσ: Σολεν χαναλιχυλατυσ, ∏ √

Αβστραχτ

× ∏ √ Σολεν χαναλιχυλατυσ.

∏ ∏∏ ∏ √ ∏ ∏ ∏∏

∏ ∏ 2 ε × Λ Η− ρ=

× Ω ≅ ≅ Λ ρ 2

∏ √ Ω ≅ ≅ Λ ρ= ∏ √

本文编辑 李本川

图 沟竹蛏壳长与干肉重的关系

ƒ ×

Σ . χαναλιχυατυσ

栖主的现象 ∀小型蟹类很多种类与某些软体动物 !腔

肠动物和海胆等的共栖现象已有不少的研究报道 ∀与

某些双壳类软体动物共栖的小型蟹类多为豆蟹科

° 的种类 例如牡蛎 Οσετεα ! 贻贝

Μιτψλυσ εδυλισ 的外套腔中有中华豆蟹 Πιννοτηερασ

σιννενσισ 尖紫蛤 Ηιατυλα αχυτα 外套腔中有隐匿豆蟹

Π.πηολαδισ
≈ 等共栖现象 ∀共栖关系中 两个物种之

间的关系问题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和兴趣 ∀有学者报

道与贞洁巨牡蛎 Οσετεα ϖιργινιχα 共栖的牡蛎豆蟹

Π.οστρευµ 生活在牡蛎的外套腔中 可以得到营养和

保护 同时它又能促进宿主的性转变 中华豆蟹可促

进僧帽牡蛎 Σαχχοστεα χυχυλλατα 性转变 而它却是贻

贝的敌害生物等也有过报道 ∀共栖双方引起的生理生

态变化的机制目前尚未见详细报道 关于沟竹蛏与豆

蟹的共栖关系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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