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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帽牡螟的繁殖和生长的研究
‘

张 重 楼子 康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1
.

引 言

牡瞩是一种很有粗济价值的养殖具类
,

它的肉含有橇为丰富的营养物鬓
,

除可以供

解食外
,

又可以加工做成干制品 (嘎豉)
,

蝗油和罐头
。

它的具壳含有大量的碳酸钙和井

多磷酸钙的成分以及碘的痕迹
,

粉碎后加入家禽铜料内
,

大大有利于家禽的产卵 ,在沿海

地区可以用做爆石灰的原料
。

现在世界上牡螟的年产量已理达到 1, 6 00
, 0 00 公担

。

我

国的牡瞩养殖巢有着悠久的厉史
,

趣过长时期的生产实践
,

果积了静多丰富的握教
,

这

些握脸过去没有及时分析和总桔
,

使我国牡蛾的产量和养殖方法厉久停顿不前
。

若耍

进一步扩大生产或者改进生产方法
,

首先必填科学地
、

系就地了解牡瞩的生活规律
,

进

一步控制它刊和利用它们
。

解放后
,

我俩曹艇对于僧帽牡瞩 (〔七才八双 浇‘u lla衣z B 。几)的

繁殖和生长做了一些研宪工作
,

这些研究的桔果
,

对于今后扩大养殖和改进生产方法提

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

n
.

材料和方法

一
、

材料

我朽取材于青 岛的僧帽牡螟
,

它的只壳小而薄脆
,

普通长仅 4一6 厘米
,

体型大部

呈三角形
。

它们的分布面很广
,

在我国沿海各省都有
,

在日本和印度也有它俩的分布
。

大量固着在中低潮袋附近
,

生活在正常的海水盐度中
。

因为本种分布面广
,

生活力强
,

生长率速
,

肉味美
,

已成为广东
、

福建和浙江等省的优良养殖种类之一
。

二
、

方法

1
.

繁殖季节和翌生的砚察方法

僧帽牡瞩用人工受精方法非常容易成功
,

如果拾以适当的环境
,

人工受精率儿达

10 0 开
。

因此一般采用人工受精方法了解生殖韧胞成熟的季节和观察卵子的费生过程
。

在繁殖季节中
,

将新群的僧帽牡瞩去壳
,

用干净的吸管从生殖腺中吸出生殖知胞
,

加入

少量的海水在显微镜下观察
。

成熟的精子运动非常活潜
,

不成熟的精子不活动
,

不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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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成熟的卵子近似圆 形
,

韧胞臀与核之简界限分明
。

取卵子一份和卵子容量的 l / 5

份的精子
,

投放在用肠 号筋捐过滤的新解海水中充分掩拌
,

作速擅观察
,

并艇常更换新

鲜海水
。

在幼虫后期
,

培养此较困难
,

我佣在僧帽牡瞩繁殖的海区
,

用 25 号筋捐拖网的

办法
,

补充后期幼虫不足的材料
。

2
.

采苗和幼虫固着替性的观察方法

在青岛僧帽牡瞩繁殖橇多的楼桥和小港的桥墩上
,

固定儿个竹筐
,

竹筐的垂直位置

在低潮接附近
。

在竹筐内以水平方向布置了一定面积 的拱 形黑 瓦 (19 5 5)
、

玻璃板

(1 肠 5)
、

石板 (1 95 4
、

19 防)等固着器
,

每隔七天取出材料
,

用解剖镜榆查单位时简内幼虫

的附着数量
。

为了了解光滑和粗糙采苗器对于幼虫 固着的多少
,

又采用同样方法
,

投放

了毛玻璃和光玻璃
,

拜杭舒采苗器除
、

隆面对幼虫固着的关系
。

3
.

生长的砚察方法

在上述的竹筐中
,

将数粗石板 (长 4 时
,

寡 2 时)用粗粉林固定好
,

待幼虫附着后
,

每

隔一定时简用精密度 1 / 10 毫来的卡尺侧量具壳的长度和高度
。

为了使实教正确起觅
,

我俩将孩备作为拭输的牡螟的周圃
,

尽量去除其他的个体和附着物
,

留 出一定的空隙面

积
,

这样不致阻碍献敏品的正常费展
。

应用这种方法
,

可以侧量固定的个体
,

便于保存

藏撇材料
,

侧量时手糟也非常筒便
。

实教从 1 9”年开始至 1 9“ 年止共补三次
。

侧量方法
:

壳顶称前方
,

因为口靠近这个部位
,

向对的方向称后方
。

前方至后方最

大的距离为壳长 ; 背腹二侧最大的距离为壳高
。

m
.

繁 殖

一
、

繁殖方式和季节

牡螟因种类的不同
,

它俩繁殖的方式可以分成二种类型
:

(一)卵生型
,

(二 )幼生

型
。

根据我俩的拭撇
,

敲明青岛的僧帽牡蟾是卵生型牡瞩
。

而密鳞牡瞩 (Os tre
; J访之sel

a -

刀u绍le sa Li 印hke )为幼生型
。

繁殖季节一般自 6 月初至 。月底
,

在这个季节 中
,

生殖腺相当肥浦
,

行人工受精很

容易成功 (关于繁殖季节的徉蒯情况将在采苗和固着瞥性一节中祥翘甜渝)
。

二
、

生殖抑胞

用吸管从生殖腺中吸出的卵子
,

由于在生殖腺中挤压的桔果
,

大部分呈多面形
,

具

长柄
,

也有近似圆形的 (圆 九 1
、

2 )
。

圆形的卵直视自 的一的 微米
,

这与过去并多学者

侧定的卵生型种类的卵子的大小相似, 多面形的卵子
,

长褪可达 7 6 微米或更多
。

过去

有一部分学者豁为这是未成熟的卵
,

但是在我俩的实墩中敲明
,

它俩中简有很大的一部

分具有充分的受精的能力
。

卵中央有圆而透明的核一个
,

直视钓 30 微来
。

精子非常透

明
,

分头尾二部
,

头部呈卵圆形
,

长握在 1
.

8 微米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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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受精卵的分裂

把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投入新群的海水中
,

不久卵子逐渐变圆与精子受精
。

受精卵

的外圃出现受精膜 (圆 1 ; 3)
,

受精后在温度 80 一 8公 F 的海水中构邪一30 分髓后
,

在动

物拯上出现第一拯体 , 接着第二拯体也相撇出现 (圆 1 ; 4)
。

而阿瓦第 (A w at i) 和雷颐

(R ai ) 19 31 1) 在海水温度加
。

C 所做的僧帽牡瞩受精卵出现第一概体时 为 受精 后 3 5一

40 分撞
,

出现第二拯体时为 40 一如 分撞 , 拯体 出砚时简稍迟
。

不久植物板逐渐延伸出

色泽较淡的拯叶 (l o
be p ol ai re )

,

当拯叶停止延伸时
,

动物拯中央渐四
,

有分裂的趋势
,

以后凹陷渐深靛裂成二个相胞
。

二个相胞和一个板叶的形状好似三个耙胞
,

么后拯叶逐

渐精回
,

第一次分裂完攀 (同 儿 6一7 )
,

自卵受精至第一次分裂完攀需要 时 固 构 47 至

63 分盆
。

在 7 0 至 8 2 分镜之简
,

又以同样方式完成了第二次分裂 (圆 儿 8一9)
。

再粗过

第三次和第四次分裂以后
,

生活胚体观察比较困难
,
分裂球的数 目不易看出

。

3 小时后

受精卵登育成类似桑实的形状 (圈 1 , 1 0)
。

4 小时左右
,

胚胎费育成囊胚 (圆 1 ; 1 1 )
,

周

身生有橇短小的撇毛
,

略能 自棘
。

以后胚体的植物梅内陷形成原踢胚 (圆 1 ; l助
,

在胚

口 的对方壳腺出现
。

四
、

游泳期

胚体进入担翰幼虫期时 (圈 l ; 玛 )
,

壳基的反对端桔集 了许多蛟长而密的擞毛
,

形

成徽毛环
。

此时 口和食道也开始形成
,

幼虫 由迥旋运动逐步过渡到游泳 运动
。

1吞小

时后 口及食道更较前完稽
,

具壳由揭鞍状在胚体两侧逐渐增大
,

在壳顶的相对方向出砚

面盘
,

幼虫巳长达 60 微米左右
,

进入了面盘幼虫期 (圆 l ; 14)
。

面盘幼虫的面盘上只有

擞毛
,

没有鞭毛
,

这是与椭孔扇只不同的
。

两天以后
,
口

、

食道
、

胃
、

肠
、

面盘曳引肌
、

阴壳

肌都逐渐形成
,

井在壳顶的跤合部出现六枚小齿 ; 此时因壳值平直哄做直接鼓合幼虫

圆 l ; 1 句
。

幼虫随着时简而增长
,

壳顶逐渐向上隆起
,

以后左壳顶向前方登展的蛟快
,

左右两壳顶生长的情况有了分岐
,

呈不对称状态
。

在这个时期之后
,

牡瞩幼虫的形态很
‘

容易与其他的双壳类幼虫区分
。

在幼虫的游泳末期
,

它俩的游泳器官
—

面盘有退精

的趋势
,

并且出现了用以爬行的足 (圈 1 ; 16 )
。

在这个时期
,

它俩可以利用两种运动
一

器

官进行活动
,

并将固着变成幼蛾
。

五
、

幼虫的固着

当幼虫即将固着时
,

依靠足的伸精运动在附着物上甸旬而行
,

一且遇到适合的环

境
,

便放出分泌物
,

扩散在具壳的周圃
,

使 自己固着在附着物土
。

此时幼虫壳长 3的一

4 00 微米
,

壳高 30 0一 3的微来
。

幼虫一 丝固着后便迅速形成近似成体 的 只 壳 (圈 l ;

1 7一 1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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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采苗和固着替性

一
、

采苗季节

在牡瞩的养殖上对于产卵季节的了解是一项重耍的周题
,

如果采苗季节不掌握好
,

便会鳌生对于采苗时简有过早或过迟的偏差
。

若采苗器投放过早
,

那么它俩表面的固

着面积将被其他附着物所占满 (如藤壶
、

苔藤虫等)
,

若采苗器投放过迟
,

就会大大影响采

苗的数量
。

因此我佣利用牡瞩幼虫的固着拭肺以了解牡瞩的采苗季节及其盛襄情况
。

牡瞩的受精卵挺孵化变态成为幼瞩
,

中简需耍握过一段浮游期
。

这个时期根据过

去豁多学者的研咒的需 13 一2 0 天
。

时简的长短主耍取决于当时水温的高低和营 养的

条件
。

如果我介, 能了解牡崛的产卵季节
,

那就可以推算其幼虫固着的时期
,

拜可利用人

工受精拭墩作对此
。

根据 19 55
、

1 9弱 年在青岛所做的藏敏
,

分析的桔果 (表 1 , 2 , 3 ,

4)
,

豁为青岛僧帽牡

瞩的采苗季节基本上可以分为二个时期—
一般采苗季节和采苗盛期

。

(一)一般采苗季节
:

在青岛的僧帽牡瞩一般采苗季节非常长
,

自 6
、

7 月开始直至n

月简均可以采到苗 (表 l一4)
,

螟苗出现后
,

产苗数字很快地逐渐增加
,

握过采苗盛期

后
,

固着幼虫的数量又逐渐减少
。

在采苗季节的后期
,

它仍井不是突然停止
,

而是援慢

地逐渐减少
。

根据四次献肺的桔果
,

在青岛僧帽牡崛的采苗季节是吴漫长的速粽状态
。

表 1 195 5 年用玻璃在俊桥采苗的桔果 表 2 19 55 年用黑瓦在楼桥采苗的桔果
(每 7 夭检查一次)

日期 (月一 日) 哥 5 00 平方厘米玻璃板采
苗数 (个 )

日期 (月一日)
每 6 00 平方厘米瓦片采苗

数(个)

2 4 4
一

7 5

.

:5
忍

J任1142 2

行‘9曰

:

n�9J2

7 / 1 2一1 9

1 9一2 6

2 6一8/ 2

8/ 2一9

9一 1 6

1 6一2 3

23 一3 0

3 0一9/ 6

9/ 6 一1 3

13一2 0

2 0一28

28一1 0 / 4

1 0/ 4 一 1 1

11一1 7

17一2 4

2 4一3 1

3 1 一1 ] / 7

1 9 1
.

2 5

2时
.

5

6 8
.

7 5

8 9
.

2 5

45 4 1与

5 1 2石

6 1 2
一

0

2 8
.

0

5 8
.

7 5 今串

8 3
.

7 5

7
.

7 5

0

0

0

0

7 / 1 2一1 9

1 9一2 6

2 6一8/ 2

8/ 2一9

9一16

1 6一2 3

2 3一3 0

3 0一9/ 6

9/ 6一1 3

1 3一 2 0

2 0一2 7

2 7一1 0/ 4

1 0/ 4一1 1

1 1一18

1 8一25

25一1 1/ 1

1 1八一8

8 一15

2 4 5 1
.

2

6 5 4
.

3

1 4 5 0
.

1

2 2 3名

6 6
.

7

2 6 9
.

0

2 4 4 6 .8

3 7 7
.

9

1 8 5
.

3

1 4 3
.

0

*
采苗器捐坏

。

** 8天附着的幼苗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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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的 年
,

一

自 6 月下旬开始直到 n 月初
,

均有幼虫固着
,

而在 19 56
一

年幼虫固着期更

长
。

在整个一年中采苗的季节总静豹有四个月至五个月
。

表 3 1 95 6 年用黑石板在小港采苗的桔果 表 4 1 95 6 年用黑石拔在楼桥采苗的桔果

日期 (月一旧 )
每 1 0 00 平方厘米石板 采
苗数(个)

日期 (月一 日)

6/ 7一1 4 0

14一2 1

2 1一2 8

28一 7 / 5

7/ 5一1 2

1 2一 19

1 9一2 6

26一8 / 3

8/ 3一 1 0

1 0一 17

1 7一2 4

2 4一 3 1

3 1一9 / 7

9 / 7一14

1 4一 2 1

2 1一 28

2 8一1 0/ 5

1田 5一1 2

1 2一1 9

1 9一2 6

2 6一 1 1 / 2

1 1 / 2 一9

9一1 6

16一2 2

2 2一2 9

0

2
一

6

2 5 3
.

5

4 1
.

1

3 9
.

3

7
.

0

4 0
.

2

3 5 0
.

5

1 0 5
.

8

2 5
.

3

5
.

2

7
.

0

6
.

1

1 1
.

7

5
.

2

1 0 5

5
.

2

8
.

7

6
.

1

4
一

4

3
.

5

1 2
一

9

4

9

6/ 5一12

12一1 9

1 9一ZG

2 6一7 / 3

7/ 3一 10

1 0一17

1 7一2 4

24 一8/ 1

8 / 1一8

8一15

1 5一2 2

2 2一 2 9

2 9一9 / 6

9 / 6 一1 3

1 3一2 0

2 0一 27

2 7一1 0/ 4

1 0 / 4一1 1

1 1一1 8

18一2 5

2 6一1 1 / 1

1 ] / 1一 9

9一1 6

16一2 3

2 3一3 0

每 1 0 0 0平方厘米石 板 采
苗数(个)

0

0

污
.

2

5 5 0
.

6

7 1 3
.

2

1 3 0
.

2

牛6 2
.

3

12 2 4
.

5

4 7 5 5
.

4

5 6 6 5
.

3

3 11 2
.

3

4 9 3
.

7

] 6 3
.

8

3 6
.

7

1 1
.

4

5 0
.

7

2 7
.

1

2
.

6

8
.

7

6
.

1

13
.

1

8
.

7

1 0
.

5

2

0

(二)采苗盛期
:

在一般采苗季节中可以出现采苗盛期
。

在这个时期固着的幼苗比

平时多升多倍
。

在 1 9 5 5 和56 二年四次的拭蜿中
,

采苗盛期在出现的时简和采得苗的总

量上虽然有些差异
,

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

在 1 9 6 5年采苗盛期有二次
,

第一次在 7 月中

旬
,

这在瓦固着器上 (表 2 )非常明显
。

第二次的盛期在 8 月
一

『旬
,

这在玻璃和瓦固着器

上都出现了大量的幼苗 (表 1
、

表 助
。

1 9那 年的采苗盛期也有二次
,

虽然在二个不同的

地点一一小港和楼桥进行藏输
,

但桔果完全吻合 (表 3
、

表 4 )
。

第一次采苗盛期出现在

7 月初
,

采得苗比较少
,

出现的时简也相当短 ; 第二次采苗的盛期在 8 月初
,

时简相当

长
,

采得苗也相当多
。

特别是在前海楼桥
,

自 8 月 1 日起一l直到 8 月 邓 H
,

艇过三周之

久
,

产量也比小港多十几倍
。

根据采苗季节以推算出牡瞩的产卵季节
,

应歌在 6 月上旬开始
, 6 月上旬

一

l
一

天的平

均水温为 1 7 .9 5
O

C
。

产卵盛期 自 6 月
一

「旬开始至 8 月中旬止
,

其简的海 水温度 变化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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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自加J一另7 .0
O

C
,

平均数为触
.

04
“

C
。

产卵期的尾声在 10 月下旬
,

其简十天的不均

水温为 1 7 .4 8
O

C
。

因此僧帽牡瞩的产卵季节的开始和桔束可能在水温 1 7一18
。

之周
,

而

产卵盛期RlJ 在水温较高的季节
。

二
、

固着替性

然渝在国内和国外的牡瞩养殖锡中
,

握常可以费现采苗器的隆面固着的幼虫总比

隘面的较多
。

过去曹有一些学者做了种种就教
,

研毙了固着器投放的角度和固着器表

面的粗糙度对于牡瞩幼虫固着奢性的关系
,

但是根据他仍拭输的桔果
,

意晃很不一致
。

例如柳尔逊 (N els o n 19 2幻
*

豁为牡瞩幼虫选样表面比较光滑的固着物固着, 皮瑞特奇

(P 万tll e r ch )
*

豁为牡瞩幼虫井没有什么选择固着物的奢性
,

幼虫固着的数量完全根据机

会来决定的 , 赫普钦斯 (H o

Pk in s
19 36 )在他的藏嫩中敲明

,

采苗器的隆面固着的峭苗较

多
,

他解歌造成廷个桔果很可能由于牡瞩幼虫游泳的时候以面盘和足向上
,

这些运动器

官的位置使它们易于固着在固着器的隐面
。

斯卡福尔 (s ch ae fer 19 3 7) 虽然没有甜渝到

幼虫浮游的奢性和运动器官的位置对于幼虫固着在除面数量较多的朋履
,
但是他实嗽

的桔果煞形中支持了赫普钦斯的理流
,

当固着器在 0o (隆面)时
, 固着的幼虫数量最多

, 角

度逐渐增大
,

特别在 18 0
。

(踢面)时
,

固着幼虫的数量也就减少了
。

苟乐和艾提姜 司(Co le

和 K苗gh t-J ~
19 3 9) 二氏曹有一个时期同意赫普钦斯的看法

,

但费现他的理渝然法解

魏斜面固着器的献欲桔果
,

因此假定牡瞩幼虫喜欢选择面较低处固着
。

郑重(19 昭)指出对

牡崛幼虫的固着
,

粗糙的表面耍此光滑的表面有利
。

美迪柯夫 (M e d e o f 19 5 5) 在他的藏

墩中支持了赫普款斯的理希
。

粽合上述各家的意是对牡嘱幼虫 固着的曹性有下列四点
:

(一)牡瞩的幼虫喜欢固着在表面较光滑的 固着物上—
柳尔逊(N el so n)

。

(二)牡蛾的幼虫喜欢固着在表面较粗糙的 固着物上—
郑重

。

(三 )固着物隐面固着的幼虫比踢面的多
,

这主耍由于牡瞩幼虫运动器官位置的关

系

—
赫普钦斯和美迪柯夫

。

(四)牡蟆幼虫在固着时没有选择性
—

皮瑞特奇
。

我朽自 19 55 一19 56 年对青 岛横桥和小港的僧帽牡瞩用不同的固着物
:

瓦 (19 55 )
,

石板 (1 9弱)
,

光玻璃和毛玻璃 (19 肠)
,

在全部的采苗季节 中
,

分别做了牡瞩幼虫固着的

替性对于固着物的粗糙度和角度关系的藏漱
。

我们要于过去对于固着物的粗糙度和角

度这二名祠没有抬以正确的定义
,

所以常常会登生一些不应有的改会
。

例如目前所稠

角度是指附着器投放的位置
,

或是水平的或是垂直的 , 而粗糙度HlJ 指附着器表面的凸起

和凹陷的多寡和大小
。

由于牡崛的幼虫非常微小
,

如果固着器表面的凸起和四陷过于

粗大
,

那 么对牡瞩幼虫固着的耍求采税已不再是粗糙度
,

而是单位面积此较小的一个倾

斜角度
。

因此我们建蔽凡在固着物表面的凸起或凹陷其单位面积大于 4 00 x 400 微米

高被俊一
: 1 9 49

,

牡瞩
,
P. 2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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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姗固着时所需的面积 )时
,

应算作牡瞩幼虫固着角度
。

在我仍的实教中
,

我他利用 了

光玻璃和翩金翎砂磨成的毛玻璃 (单位最大面积不超过 60 x 60 微米) 作 为 牡瞩幼虫

固着对于粗糙度耍求的拭教
。

另外利用石板和瓦片以水平状放置
,

作了 固着器 0o (隆

面 )和 1 80
。

(踢面) 对牡瞩幼虫固着关系的研究
。

在采苗季节中每 7 天换取 固 着器一

次
,

用解剖镜榆查幼虫的固着数量
,

所得桔果如下
:

表 5 19 5 5 年青岛拢桥的僧帽牡嘱
,

利用光玻璃与毛玻璃果苗的数且比较

采苗日期 (月一日) 征 ID O平方厘米光玻
璃附着的牡绷(个)

每 10 0不方厘米毛玻
璃附着的牡摇(个)

‘ ”

{
“ 例

7一」2至 7一1 9

7一1 9至 7一2 7

7一2 7至 8一3

sse 3 至 8一1 0

8一1 0至 8一1 7

8一1 7至 8一2 4

8一2 4至 8一3 1

8一3 1至 9一7

9一7 至 9一1 4

9一1 4至 9一2 1

9一2 1至 9一 2 7

9一2 7至10一4

1 0一4 至1 0一1 1

, ”

理
3 ,

’

:
, ”

.

:
l : 1

.

7 2

.

11
.

3

2 1
.

0

4
一

0

8
一

0

4 13
.

0

3 9
.

0

4 4
.

0

0
一

5

2
.

5

5
t

o

0

2 9
.

0

3 2
.

0

10
.

0

10
.

8

5 4 9
.

0

7 0
.

0

8 6
.

0

5
.

0

8
.

5

11
。

0

1
.

0

17
.

7

1 1
。

0

6
.

0

2
.

8

13 6
.

0

3 1
.

0

4 2
一

0

4
.

苏

6
.

0

6
.

0

1
.

0

1 二2. 5 7

1 : 1 5 2

1 : 2
.

5

1 : 1
.

3 5

1 : 1
一

3 3

1 : 1刀9

1 : 1
.

9 5

1 : 1 0
.

0

1 : 3
.

4 0

1 :么2 0

0 : 1
.

0 0

5 6 6
.

3 8 43
.

3 2 7 7
一

0 1 : 1 4 9

采苗器被夙浪打坏
。

表 6 195 5年膏岛擞桥僧帽牡崛用瓦作隐面及隔面采苗的桔果

采苗日期(月一 日)
牡猫在隔面的附着数
(个 )

牡瞩在隆面的附着数
(个)

7一12 至 7一 1 9

7一1 9至 7一2 6

7一26 至 8一2

8一2 至 8一9

8一9 至 8一 16

8一1 6至 8一2 3

8一23 至 8一3 0

8一3 0至 9一 6

9一6 至 9一 13

日一1 3至 9一2 0

9一2 0至 9一2 7

9一沦7至 10一4

1 0一4 至1 0一1 1

1 0一 1 1至1 0一1 8

1 0一 18至1 0一2 5

1 0一2 5至1 1一1

2 1 16

28 8

72 1

14 0

2 7

2 12

2 10叮

2 5 1

12 5

8 1

2 6

斤目

1

0

0

2

7 6 1

53 6

1 0 9 0

] 3 4

10 7

7 6 6

2 0 8

8 6

95

2 9

2 1

2

0

5

1

13 5 5

一 2 48

一3 6 9

6

一 3 1

1 05

1 3 4 1

4 3

3 9

一 14

一 3

一 14

一 1

0

一 5

1

6 1 0 4 3 8 9 9 2 2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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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固着奢性与固着物表面粗糙度的关系
:

表 5 中指出
,

僧帽牡瞩的幼虫在采苗的

任何月份中
,

表面比较粗糙的毛玻璃比较光滑玻璃固着数量都较多
。

在各次的献磁中
,

毛玻璃上面固着幼虫的数量均比光玻璃多 (参看表 6 ,

自 1 .3 3 倍至 3. 40 倍, 全年平均数

为 1 .4 9 倍)
,

这个藏肺的桔果与郑重 (1 9 6 3) 的桔果相符合
。

我们韶为产生这种桔果主

耍由于荆到猎的表面对于牡螟幼虫固着的替性更有利
。

当观察一个充分成长的幼虫在即

将固着时候的动作
,

看到它首先放出的接状的足株把 自己抛锚在固着器的表面上
,

然后

停止面盘的运动
,

用足在固着物上爬行
,

并将足株弃之于后
,

当爬行一段路程后
,

便站

住
,

射出一种粘胶状的物置使自己的左壳固着在固着物上
。

比较粗糙的固着物对于牡

螟幼虫的足棘的沽粘
,

足的爬行运动和用粘胶物鬓把自己粘住的各种动作都是有利的
,

而且可以利用凹凸不平的隙键把 自己固着更牢 固一些
。

因此我俩推希这可能是粗糙面

幼虫固着较多的原 因
。

(助 固着替性与固着物放置角度的关系
:

根据 1 9肠和 1 9 56 年我仍在楼桥所作的

拭墩桔果 (表 6 ,

7)
,

固着物的隐(0o )爵 (18 00 )面
,

对幼虫固着的曹性似乎没有明显的关

系
。

蚕部二年中
,

总共做了 39 次献教
,

其中隆面采苗占多数的有 筋次
,

隘面占多数的

为 1 5 次
,

有二次相等
。

若从每年采苗的总数静算
,

19 55 年阻面固着的苗 数 为隐面的

1 .6 倍
, 1 9 56 年为 1

.

1 倍
。

这次献墩的桔果很难用赫普款斯的理希来解释它
。

分析 1 9 56 年小港的材料 (表 8 )
,

总共做了 邹 次献输
,

其中隘面采苗的数量超过隆

面的仅有四次
,

在拯大多数的情况下
,

特别 自 6 月 邓 日至 8 月触 日在僧帽牡瞩繁殖盛

期中
,

隆面采得的苗比隆面采得耍多得多
。

统静全年采苗的总舒隐面采得的苗为隆面

的 1
.

肚 倍
,

这种情况与赫普救斯等人敲麟的桔果是一致的
。

为什么枝桥和小港的侧麟桔果有所不同呢 ? 仔扣研究了这样相近的二个献骇地点

的情况
,

它仍之简的海况条件的翘微差异很难以解我这种亘大的变化
。

惟一值得注意

的为二个献输地区基置的不同
。

在横桥海底底臀为 岩石或泥沙 , 而小港的底置救泥较

多
,

因此小港的海水比蛟混浊
,

每当取材掀查的时候
,

在固着器的踢面可以看到一屠薄

薄的救泥复盖在表面
,

这种情况使牡瞩幼虫固着加重了困难
,

在有一些养殖踢中由于过

多软泥的复盖甚至使牡崛幼虫很难有机会与固着器表面直接接触
。

这正像过去有不少

养殖学家曹趣推希为踢面采苗较少的原因
。

我们考虑到在我刊的实输桔果用这种原因

来解魏比较更合理一些 1)
。

粽合上述的这些实肪
,

我俩豁为有以下三项桔渝
:

一
、

根据牡崛幼虫固着的智性
,

用比较粗糙的固着器朵苗比较有利
。

D 最近我们看到在广东
、

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养殖锡
,

他们都在夏季中潮区采苗
,

刚固着的幼桶暴露在空气中的

时简相当长
,

在这炎热的气候和 日光直接晒射下
,

必然会增加他们的死亡率
,

因此在实跳上固着器曝面牡辅

生长较少
,

此也为主耍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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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瞩幼虫在固着时对固着器投放的角度没有明显的选择性
。

、

救泥复盖采苗器的上面
,

可能造成使柔苗器踢面采苗较少的原因
。

V
.

生 长

根据实欲的韶录
—

牡峭具壳的生长曲袋(圆 2 )和生长表 (表 9 )
,

我仍豁为僧帽

牡瞩具壳的生长可以分为二个时期
:

(一)生长期 (二)成年期
。

(一)生长期
:

从僧帽牡瞩幼虫固着 日开始需耍翘过将近一年的生长时简完成它俩

的具壳生长期
。

在具壳生长期中又可以分为二个阶段
:

员壳生长初期和后期
。

完成具

壳生长初期构需三个半月
,

在这个时期的特点
:

具壳生长速度快
,

尤其是在附着后 自一

个月至一个半月之简
,

在这短短的半个月中
,

生长速度达到最高峰
,
半个月中长度增长

了 1 4. 盛毫米
,

高度增长了 13 .2 毫米
。

在整个三个半月的具壳生长初期中总静增长 50 .8 6

毫米 (减去附着时的原长 0. 35 毫米)
,

增高 40
.

9 毫米 (表 9)
,

不均每月增长 14 .6 毫米
,

增

高 10
.

9 毫米
。

随着具壳生长初期的桔束
,

牡瞩棘入了具壳生长后期
,

完成这个生长后

期阶段豹需 8一9 个月
。

这个时期的特点
:

(1) 牡崛体内开始赊藏能量
,

体重逐渐增加
,

准备渡过即将到来的冬季
,

并准备 明春性成熟的条件
。

(为员壳生长速度减低
,

从三个

半月的生长初期以后
,

一直至次年 8 月初
,

只壳共增长了 7
.

1 毫米 ; 平均每月仅增长0. 7 9

毫来
,

增高 0. 邓 毫米左右
。

在具壳生长初期平均每月的生长速度为后期增长速度的 18

倍以上
,

增高速度的 4 7 倍以上
。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
。

(二)成年期
:

僧帽牡瞩 自附着开始韵趣一年的时 简进入了成年期
,

在这个时期
,

由

于具壳的生长已达橇限
,

虽然外界的环境条件还是非常优越
,

但具壳的生长几乎陷于全

部停顿的状态
。

丛整个具类的生长情况来看
, 具壳的生长基本上可以分成二种类型

,

第

一种类型它朽在年幼的时候生长速度相当快
,

而在年老的时候还可以保持着一定速度

的生长率
,

因此在它俩整个生活史中都是在生长着
,

像椭孔扇具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

另一种类型
,

员壳的生长仅仅局限于生活史的初期一个阶段
,

达到成年期以后
,

几乎很

难撇擅生长
,

这个时候的长度
,

就是它的临界长度
,

僧帽牡崛便屡于这一类型的
。

根据

我仍 1 9触年 7 月 10 日至 1 9 茹年 8 月 5 日侧嫩的桔果
,

可以挽僧帽牡瞩的最大长度平
_

均 为 58 .3 毫来
,

最大高度为 拐
.

9 毫米 (表 9 )
。

但是它们个体之简生长大小的差异也是

很大
。

其中最大的个体有达壳长 68 毫米
,

壳高 的 毫米 ; 较小的个体长度仅 韶
.

8 毫米
,

高度只有 拐
.

2 毫米
。

(三)生长和季节的关系
:

从 ”招一1 9 56 年三次实教的桔果我俩露为僧帽牡峭具壳

的生长有一个临界长度
,

达到具壳临界长度所需的生长时周
,

生长速度和水温等环境条

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

19 筋 年的实墩从 9 月 1 日开始
,

自 9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是僧帽牡瞩第一个月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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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简
。

在这个时周中的生长速度与 19 触 年 7 月 10 日附着的同年龄同徉生长时简的

牡瞩比较 J前者的速度比较快 (表 1 0)
。

9 月至 10 月周的平均水温此 7 月 10 日至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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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僧帽牡报在各时期的生长长度和高度

年一
目

月一日
生长年龄
(从幼虫
固着后算

长 度
(毫米)

比前一次
增长的执
度(毫米)

高 度
(毫 米)

比前一次
增长的高 时期

起) 1 度 (毫米) 犁量数
测量个
数减少
原因

养殖
地点

343434333333教3027盯四2727的四盯别沁n10
生初长期
�

生长后期
1 9 5 4一

亡

一一
��

死

亡亡亡死死死

] 95 5一

亡亡亡亡亡死死死死死

OnQCR�8888443

1 9 5 6一

7一 10

7一2 5

8一 10

8一
~
2 5

9一 10

,一2易

10一1 0

10一2 5

1 1一1 0

12一1 5

l一5

2一5

3一5

4一5

5一5

6一5

7一5

8一5

9一5

1 0一5

1 1一5

1 2一 5

1一5

2一5

3一5

4一5

5一5

6一5

7一5

8一5

剐 附 着

于月

1月

1于月

2月

2舍月

3月

3奋月

4月

4月 2 5 日

5月 2 5 日

6月 2 5 日

7月 2 5 日

8月 2 5 日

9月 2 5 日

1 0月 2 5 日

1 1月 2 5 日

1 2月 2 5 日

1 3月 2 5 日

1 4 月2 5 日

1 5 月2 5 日

16 月2 5 日

1 7月2 5 日

1 8月 25 日

1 9月 25 日

2 0月 2 5 日

2 1月2 5 日

2 2月 2 5 日

2 3月 2 5 日

2 4月2 5 日

0
.

3 5

3
.

8

1 3
.

0

2 7
.

4 )

3 ?
.

5 !

4 4
一

4

4 6
.

6

5 1
。

2
一

5 1
.

3 {

5 2
.

8

5 4
.

0

5 4
.

4

5 4
.

4

5 4
.

4

5 7
.

0

5 7 .6
1

导8
.

2

5 8
,

3
1

没有生长
i

没有生长 {

没有生长 {

没有生长 {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1

没有生务

没有生长
l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3
.

4 污

9
.

2

14
.

4

丈0
.

4

6
.

6

2
.

2

4
一

6

0
一

1

1
.

5

1
.

2

0
.

4

0

0

2
.

6

0
.

6

0
.

6

0
.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3 0

3
.

甘

1 2
.

6

肠 .8

3 2
,

4

3 6
.

0

3 8 2

4 1
.

2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4 2
一

O

没有生长

4 3
.

3

没有生长

没
一

有生长

4 3
.

8

4 3
.

9

没有生长

没有生妹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没有生扮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

没有长生

3
一

6

8
一

7

1 3
.

2

6
一

6

3
.

6

2
.

2

3
.

0

0

0

0

0

0

0

0

0
.

8

0

1
.

3

0

0

0
一

5

0
一

1

0

0

0

0

0

0

0

0

期 遣 失

死 亡

表 10 19 53 和 1 9刹 年同年龄的僧帽牡崛在不同的季节中生长速度的此放

一个 月以后的长
度和高度 (毫米 )

二个月以后的长
度和高度(毫米 )

三个月以后的长
度和高度 (毫米 )

四个月以后的长度
和高度(毫米)

16
.

4 x 16石

13
.

0 K 1 2
.

6

2 7
.

0 荞 2 5
.

9

3 7
.

8 % 32
.

4

3 2
一

0 K 3 2
.

2

4 6
.

6 x 3 8
.

2

3 9
一

5 K 3 8
一

5

5 1
.

2 火 4 1忍

额 3
.

4 袄 3
一

9 { 一 1 0
.

8 只 一 6石 一 14
.

6 拭 一 6 一 1 1
.

7 减 一 2
.

3

10 日简的平均水温高
,

而且穆耳料的数量也有变化
。

在同种同一生长年龄下
,

由于环境的

优良可以促使生长速度加快
。

自第二个月开始
, 1 9昭 年的材料的生长速度远远落后于

1 , 54 年的材料
,

这也同样盆明了 10 月份以后的温度条件已不能完全满足具壳迅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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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耍求
。

所以 1 9那 年 9 月份附着的牡崛虽然与 工9 54 年的牡瞩是同一种
,

超过了四

个月的生长时尚井没有达到应有的长度和高度 (表 10)
。

表 11 1 9 53 和 1 954 年不同年龄的牡恨在同样季节中增长速度的比较

增壳高)员
丫

份米长髦月数(犯长7月份(2 0天)

具壳增扮数扮
X
高 (毫米)

8 月份具壳增{
。月份只壳增

耸数妹
K
高 }长数荞

%
高

(笔米) } (毫米)

7
.

05 x 7
一

0 5 2 4
.

8 只 2 2
.

6

16
.

0 5 又 1 6
.

2

12
.

6 只 6
.

0

1 0
.

6 丫 9
.

4

6
.

4 x 5
.

2

弓.0 % 6
.

3

]
.

2 只 0

7
.

5 袄 6
.

3

I
。

6 只 0

3
.

3 5 x 1 0
.

2 } 4
.

l x 4
.

2 一东石毛石一⋯几瓜而

简一一额

一畔畔

时一

注
:

增长数 = 当月测量数减去非当月生长数字外
,

还需扣除幼虫固着时的长度
。

根据表 n
, 1 9链年的材料到达 11 月份以后具壳差不多到停止生长

,

停止生长的原

因井非全受到当时温度等条件的抑制
,

而主耍的它已翘完成了具壳生长初期的生长而

进入了生长后期
。

虽然环境条件还允井它有一定程度的生长
,

但因达到了生长初期的

长度以后即使有优良的生长环境(例如
:

次年的夏季和秋季到来)再也不能迅速生长了
。

19 邱年的材料靛明 10 月至 1 2 月正处在这批僧帽牡瞩生长初期阶段
,

当时的海水温度

虽然不能浦足它俩的生长耍求
,

降低了它俩的生长速度
,

但也不能完全抑制它佣的生

长
。

所以 19 链 年和 19 53 年的材料它俩虽然在同样的季节 (9 一珍 月 )
,

但因生长年龄

的不同
,

两粗简的生长的速度就有了显著的区别 (表 1 1)
。

当然 1 9貂年的这粗的僧帽牡

螟它俩可以等待第二年优良环境条件的重临再撇覆生长
,

但是它们的生长期 因环境的

不适宜而延长了
。

为了重新靓实这一实输
,

我们在 1 9肠 年又做了 84 个材料的补充献教
。 ’

白们是在

8 月 1 日采苗的
,

艇过三个月的生长年龄后
,

它佣的长度和高度为 4 0
.

9 x 3 3
.

4 毫米
。

这

个侧量的数字恰好介在 19 53 和 1 9 6 4 年侧量长度和高度的中简
,

因此这一推希又重新

被敲实了
。

(四)僧帽牡瞩与其他牡蛾生长速度的比较
:

我国最有翘济价值的牡瞩除僧帽牡鳍

外还有数种
:

各地水产实嫩堤曾艇做了它俩的生长试雕
,

例如近江牡瞩 (O s t
rea ri v u la 犷众

G o u ld )
,

长牡崛 1 ) (0
.

9 名, 站 T h u n b e
塔)和密麟牡螟 (0

.

汤
刀
sel

a”翻Z出“ L isch ke )
,

根据

以
_
E各种牡瞩的生长曲袋加以比较后

,

我佣显 明地看出僧帽牡瞩在开始的华年的生长

年龄中
,

它仍的生长速度
,

煞希那一种牡瞩都没有这样迅速
。

但由于僧帽牡瞩的临界长

度比较小
,

所以在以后几个月中其他种类 个体的长度很快的都超过了它
。

因此我俩甜

为虽然僧帽牡瞩的临界长度小 (长不大)
,

但生长迅速
,

收获期早
,

适宜于短时期的养殖
,

对于养殖查金的周棘率也快
,

而且肉味鲜美
,

特别为一般群食者所欣赏
,

它在牡鳍的养

殖事巢上具有独特的优点
。

D 根据我们的了解可能是大速聋牡极 (伪 ,二 Ia l俪叼加二ns is C r
os 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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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
.

桔 渝

总桔以上各方面的献墩和观察
,

初步地我俩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豁澈
:

1
.

僧帽牡螟在青岛的产卵季节相当长
,

自 6 月初开始至 10 月底止
,

中简粗过四
、

五

个月
。

产卵季节开始的海水温度在 1 7
“

一18
O

C之简
。

2
.

僧帽牡螟用人工受精方法很容易成功
,

受精率几达 10 0 灿 ; 我俩用这种方法研咒

了它的癸生
,

它厦卵生型
,

在卵裂初期出砚板叶
,

在面盘幼虫期没有鞭毛
,

这与其他卵生

型牡瞩的鳌生相类似
。

3
.

幼虫固着季节 自 6 月下旬开始直至 10 月底
,

甚至延长到 n 月 『旬
,

一般自 7 月

初至 8 月底为最盛季节
,

井在其简出砚两次幼虫固着高峰(表 1一4)
。

4
.

根据 1 9 5 5 年和 1 9 6 6 年在青岛棱桥采苗的藏输
,

在固着器隆面采得瞩苗比隐面

的较多 (表 6 ,
7)

。

这和赫普钦斯用 肠打翻 lur 安孟
z
拭肺幼虫固着的桔果相反

。

根据 1 9 6 6

年在青岛小港采苗藏教 (表 8 )
,

僧帽牡崛固着在采苗器隆面的数量比隆面多
。

因此我

啊豁为幼虫的附着对于采苗器的隐面或隆面井没有显著的选择性
。

只是它仍需耍一个

坚椒带有石灰鬓的附着器
,

若表面被复扣泥那就会大大的妨碍幼虫的附着
。

在小港采

苗器隘面采苗较少之原因
,

系因隆面被复一屠翘泥之故
。

6
.

粗糙面的采苗器在任何采苗季节中
,

比光滑面的采苗器采得瞩苗都多 (表 6 )
。

这

主耍由于粗糙的表面对于牡螟幼虫固着的奢性
:

如用足爬行
,

用足粽附着
,

放出粘液使

自己固着等动作
,

都是比较有利的
。

6
.

在僧帽牡瞩具壳的生长整个过程中
,

我佣餐砚它的生长有显明的二个时期
:

(一 )

生长期 (仅一年)
,
(二)成年期

。

生长期又可分为二个阶段3 具壳生长初期和后期
,

完成

只壳生长初期构需三个半月
,

在这个时期具壳生长迅速; 完成具壳生长后期需耍 8一 9

个月
,

在这个时期具壳生长援慢
。

在成年期
,

具壳的生长儿乎陷于停顿状态 (表 。)
,

这

与描孔扇只籽生撇擅生长的情况完全不同
。

7
.

环境的不适宜
,

可以延长僧帽牡嘱的生长期
。

8
.

僧帽牡瞩具壳的临界长度拯小
,

一般平均为 摊.3 x
拐 .9 毫米 (表 9 )

,

但其中最大

的也能达到 6 8 火 肠毫米
。

达到临界长度以后具壳很难撇覆生长
。

但是它的初期 生长

速度确超过了我国共他粗济牡崛的种类
。

9
.

通过僧帽牡瞩繁殖及生长的数年观察和藏输
,

靓明了僧帽牡蟾为一个早熟种
,

一

年即达成熟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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