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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拉脱
(苏联科学院动物研宪所)

中苏海洋生物考查队
, 1 9 5 8 年曹在中国南海的海南岛沿岸获得了双壳类软体动物斧

蛤属 (晓
n u s 刀。, 。 L in n 6 )的四种代表

: 豆斧蛤(D
o , 。 fa石a G m e lln

)
、

乏肋斧蛤 (。
o , a工

动
~

以“ , C址m ni tz )
、

热带紫藤斧蛤新亚种幻(D
o , 二

s 。阴 ig r 4 0 0 , “5
D u n k e r tr o户￡: “ , se a rl a to

ss p
.

no
v
)和楔形斧蛤(D

口
超

二 留。at o Li 皿的
。

这四种均在潮简带砂底生活
,

但是宅俩的

生物学特性和在潮简带的分布则显然不同
。

在海南岛分布最广的为豆斧蛤
。

它通常在波浪弱的泥砂底盾的潮简带遇椽
、

狭窄的

沙滩上生活 ;内港(新村)或在外海方向护有石岗
、

沙滩或珊瑚礁(三亚新盈)的沿岸对它特

HlJ 有利
。

对它在潮简带分布的观察是在新村港内进行的
,

这里的潮简带按底盾的特点显

明的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下部相当于第 亚及第 111 区

,

延伸数十米竟
,

为泥沙底盾 ;上部相

当于潮阴带第 I 区
,

倾斜角度很大
,

因此总共仅有数米竟
,

为沙底盾
。

豆斧蛤只生活在潮

周带的上部
。

为了更精确的查明它的分怖
,

曾选定了一系列的 知 x 50 厘米大小的标准

取样面积
,

在退潮时期潮 简带露出时
,

通过筋子筋洗这些取样面积中的底盾至 巧 厘米深
。

第一块取样面积在潮周带的上部边界
,

第二块稍下
,

紧接第一块
,

余类推接建至第十块户

(参看图 1 )
。

与取样面积相当的潮简带的区
3)和潮简带稠查地区的底盾分布在图 1 和表

上列出
。

材料的分析表明
,

在退潮时尚内
,

豆斧蛤仅在潮周带第 工区境内遇到
,

更准确的羡是

仅在这一区的下部遇到
,

其竟度占敲区下面的 2 / 3
。

这时
,

这种软体动物的最大楼息密度

达每平方米 4 义 个
,

在最下部的 1 / 3 密度郎降低
。

豆斧蛤楼息密度最大的地带不为分点

潮高潮平均水而所掩没
,

但是随着涨潮的到来
,

它是处于众所周知的
,

斧蛤出砚最为活跃

的浪击带 (3 O H a 3
all Jle

c Ka )
。

在我佣观察的情形下
,

豆斧蛤分布的下界不仅相当于潮 同带

第 I 区和第 亚区之周的界限
,

而且也和这个界限稍下的由钝砂更替为泥砂的界限相合
。

在查明豆斧蛤的分布时
,

顺便也获得了某些其他软体动物分布的青料
。

发现了与豆

斧蛤生活在一起
。

但数量大为诚少的 价二to de
a st rl’* ‘

(G m 战n) 和在豆 斧 蛤 分布 的 下

界
,

泥沙底质的上界同时分布着小蜒螺 (N 。沉。)和尖雄螺 (B、t’ll
“rt’的 两种数量很多的腹

足类救休动物
。

同样还遇到了其他少量的软体动物种类 (参看图 1 和表 )
。

第二种
,

乏肋斧蛤生活在竞广的
、

有浪冲击的沙滩(三亚 )
。

退潮 时在潮周带搜集这种

秋体习物时看出
,

它在沿水拔 浪击带形成平均 }此现率达每平方米 卯 个个休
,

最高达 120

*

中苏海洋生物洲
_

州叭研究报告第 4 号
。

1) 新亚和{
,的描述将在 1 9 59 年完 z戊的

“ :

飞
,

国海双壳类软体动物
,

樱蛤超科(S u p e r fa , n ilv T ellin o c ea
)的报告中发表

。

2 ) 为了 更加确灾 可 介
,

竹胶查 了两歹lJ平行的JJk 样面积
。

所有下 面引征的数字
,

包括表和图 1 的资料均为平均值
。

3 ) 潮洲带第 工区的 卜界 I日回归潮满潮沮留的粟物确定
。

潮阴带第 工区和第 亚区的界阻系按稠查之日分点潮满潮

平均水面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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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豆斧蛤和其他软体动物在石新村潮lB] 带的分布

卜
、

豆斧蛤
,

小蜒螺
,

尖维螺在潮阁带各不同部位的数量分布
。

‘

卜
、

潮 l剐带各取样面积的部位和底厦分布
。

昌口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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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体的最大翠聚
1) 。

在浪击带以下
,

在水
.

中寻找这种斧蛤未获成功
。

为了查明 它的
_

上部

分布界限和它在退潮时在潮简带各不同水平面的接息密度
,

我俩曾从浪击带和稍高一些

的地方开始
,

调查了相嶙取样面积之朋相距 2 0 厘米的 13 个 知 x 印 厘米的标准取样面

积 (参看图 2 )
。

在稠查之 日为分点潮低潮
,

因此当达到最低水面时
,

一般竟度达 20 米的

潮朋带第 工和第 亚区充分裸露
,

我佣郎选择这个时简开始取样
。

考查的桔果得知
,

在退潮

时
,

浪击带稍向上
,

乏肋斧蛤的数量显然下降
,

而且在距水授钓 9一 10 米处完全消失
。

可

惜由于时简不足没有弄清乏肋 斧蛤分布的
_

E 界位置
,

亦郎潮简带第 亚 区的上部界限
。

仅

可断定在分点潮低潮时它位于潮简带第 亚区境内
。

热带紫藤斧蛤与乏肋斧蛤同时遇到
,

但其数量大韵比后一种低 8 倍
。

对它没进行特

殊的观察
。

最后
,

第四种郎楔形斧蛤也生活在沙滩沿岸
。

在低潮时可以进入潮简带的中区
,

其出

砚率很低
。

例如在海 口附近的沙滩上
,

这种戟休动物在数平方米中常遇不到 1 个
。

l) 在浪击带共考查 了深达 15 厘长的 5 个 50 x 50 厘来大小的标准取徉面积
。

无渝是成年的或是幼年的个体
,

在

杭箭时都拾以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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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村 港 潮 周 带 第 工
、

第 兀 区 软 体 动 物 垂 道 分 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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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阉文献得知
,

关于斧蛤属种类的生物学的研究
,

曾在某些稠查报告中提到过
。

日本学者 M ori ( 1 9 38 )t0] 曾观察贰脆了紫藤斧蛤 ( D 卯二
, e

耐妙二
o
川 , D u

nk
e r
)井且指

出这种软体动物按下述方式实行
一

正常的涨落潮迁徒
: 当涨潮时紫藤斧蛤在最大的击岸浪

之前 自沙中直接爬出
,

并且由浪携带向上部岸边移动 ; 为了不被抛向岸边过高
,

当软体动

物为浪携带时
。

它伸出足部阻止移动
。

向岸边的波浪运动速度刚一开始减低时
,

软体动物

就很快的埋藏于底盾中
,

因此由海滩向下滑行的波浪不能使它向后退至向海的方向
。

秋

休动物就是利用这种始胳不渝的
、

多次的波浪力量
,

所有时简都在浪击带沿潮简带
~

.

1少升
,

迁徙的路程达 30 米长
。

Mori 推测软体动物从砂中爬出是大浪打击海岸底厦振动的反应
,

他的假殷已握为人工造成的大浪或筒单的用足打击底盾的贰脆所征实
。

在这两种情形下

这种软体动物都从砂中爬了出来
。

籁而 Mori 查明在退潮时紫藤斧蛤改变其行为
,

它在波

浪前不再于玛现
,

相反的是在波浪 自岸边向下滑动时自底盾中爬出
。

这样它就随着潮周带

的露出
,

向下被送至向海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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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乏肋斧蛤在三亚沙滩潮IR1 带的分布

上
、

乏肋斧蛤在潮简带各不同部位的数量分布
。

下
、

潮简带各取样面积的部位
。

P a e n Pe八e几 e H n e D o n ax in ea r n a t u s

伪
em n it z H a u e o q a r一。八 刀口 , o p a JI“

o K o 几 0 ro P o 八a C au b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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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八e 几b n H X n J’I 0 I红 a八K a X 刀n T 0 p a jl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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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r i(195 0 )[7] 在其第二次的同一简题的工作中
,

企图解释在涨落潮或落溉潮更换时
。

紫藤斧蛤行为改变的原因
。

他推测紫藤斧蛤具有与涨落潮翅期同时发生的
“内在节凑

, ’

(B
, ; yT PeH H o M Pn T M oM )

。

1 9 4 2 年几位美国学者 (P
e a r s。 ,

H u m m
,

w h
a r *o n

)18 ] 共同报导了他佣在大西洋沿岸北

卡罗来钠州进行的 D 。
。

:
。厅砧浴

, say 在涨落潮迁徙的观察
。

另一美国学者(H
e
d g Pe th

,

1 9 53 )[4] 同样的描写了关于墨西哥湾的 D 雌“ sP
.

的迁徙
。

稍迟
,

Ja e o b so n t, 1研究的粗豹州沿岸的 D o , ‘万 fo ss o r S ay 的报告出现(1 9 5 5 )
。

这一作

者的拮渝是 D 口
洲

: fo ss 口:
并不主动地 自底厦中爬出

,

只是被波浪 自其中冲 出并迁移至任

何方向
。

同时在这种软体动物被冲刷露出地面以后
,

由于足和水管的作用
,

不致被抛至

岸边
。

最后
,

在最近刊印了 T ur ne :
和 Be ldi ng (1 9分 )[v1 两位作者的报告

。

报告中群枷的描 写

了 D o n 。 。。衍厉li , say 的涨落潮的迁徙
。

观察是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北卡罗来钠州进行

的
。

.

作者指出
,

在退潮时大部分 D on 二 。厅ab t’Ii ,
是在潮朋带的下部

,

浪击带
,

只有个别的

个休留在上部 ; 随着涨潮
,

动物借沿潮简带向
一

E 的波浪的帮助移动
。

当顺序的大浪在水

擒分散掩盖其楼息地点时
,

大多数动物自砂内爬出
。

但是某些软体功物好象是对波浪的

临近有预戚
,

郎当波浪冲击时它佣立刻爬出
,

直到它佣被水淹没时为
_

止
。

D 口
“

:
“厅砧汤

,

由波浪帮助沿潮简带向上推进的情形
,

在 Mori 所描写的紫藤斧蛤也同样存在
。 T ur ne r

和

B d d in g 款为使软体动物自砂中爬出来的刺激是波浪打击海岸所引起的声学的刺激
,

作者

引用当用足打击沙时
,

在打击地点周围数英尺的范围内
,

软体动物从底盾中爬出的贰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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涎明他的假定
。

这种贰肺只在水较附近
、

砂内充满水分的地点成功
,

在砂蚁不湿润的校高

的区域则未获成功
。

在退潮一开始 D 口

。
x o r艺劝沼

,

郎以与紫藤斧蛤一样的方式沿潮简

带开始下降
。

在潮朋带上部仅留有个别个体
。

有趣的是在退潮期简
,

用足打击砂软体动

物不爬至表面来
。 D olz 二 。rl’砧t’l介 可在潮筒带50 米的区域内迁移

。

作者款为宅佣对一种

周围环境代之似另一种周 围环境时的特殊戚觉为涨落潮循环过程中 D
.

o rl’砧l’ll’
,

不断的

改变行为 的原因
。

砂中任何方面湿度的改变对它佣这种行为都有重要作用
。

苏联也有关于斧蛤属的生物学的科学文献
。

E
·

电 古丽亚带娃和 fl
.

B
.

岛沙科夫

(1 9 , 8 )[3] 写的逞罗湾海洋潮简带动物区系里就曾提到豆斧蛤在沙滩上很多
,

并且永远在

水袋位置
。

随涨潮的波浪不断的上
、

下移动
。

根据我俩在海南岛的观察和文献的报导可以做出某些桔谕和拟定进一步研究这类有

趣的双壳类软休动物的生物学的任务
。

首先发现
,

由于时阴不足
,

所有我俩的观察仅涉及在退潮期简斧蛤属的种类在潮朋带

的分布
。

在敲敲这些献休动物的生物学方面
,

下一步很自然的就应孩是研究它俩在涨落

潮过程中的行为
。

和已研究清楚的种类相比
,

可以预测海南岛的斧蛤是铿常不断的实行

涨落潮迁徙的
。

豆斧蛤的观察表明在退潮时期这种软体动物的翠集在潮简带的部位是界于第 工和第

亚区之朋 的境内
。

井且在这个境界稍下就是钝砂改为泥沙的界校
。

因为斧始属的种类仅

能在钝砂中生活
。

我朽款为 这种情形就妨碍它佣在退潮时进入泥沙底盾的潮简带第 亚 区
。

进而根据 E. 电
一

占丽亚诺娃和 fl. B
· J

鸟沙科夫 (1 9 5 8 )[3 怕勺报导
,

豆斧蛤在退罗湾钝砂滩

可以 自由地进行宽 !
’ ‘

的涨落潮迁徙
。

在 Iij1 归潮满潮时
,

潮简带第 工区完全被水所淹没
,

豆斧蛤大拘移动至潮简带第 I 区的

上界
,

而随着退潮又下降至这一区的下界
。

在分点潮涨潮时豆斧蛤
一

每天两次短时简地在浪击带出现
,

大部分时简它是远离水袋

的
。

确定这种软休动物在底质内有无垂直移动是很有趣味的简题
,

亦郎它是否与已发现的

很多潮阴带动物一样
,

在退潮和水而下降很低时埋于蛟深的底盾中
,

在水面上升时义从深

处土升至底质表面(E. 电 古丽亚带娃和 fl. B. 岛沙科夫 1 9 2沙 ] ; E
·

小
.

古丽亚带娃
、

H
.

r
.

士t
J

克斯才12 fl
.

B
. J

岛沙科夫 1 9 2 9 [ 11)
。

查明与豆斧蛤同时遇到的双壳类软体动物At
a ct 口d二 st 厅哪试G m

e lin) 和D二ila ‘r
。, itl ‘

(R o v。

)在涨落潮过程中的行为也很有兴趣
,

前一种在新村(参看图 1 )和三亚发现
,

后一种

仅在三亚发现
。

关于在分点潮退潮时主要粱落在浪击带水袋位骨的 D on 二 i、。
·

、ttt ,
(参看图 2 )

,

有

趣的是建立它的迁徙界限
,

特别是弄清楚在回归潮退潮时它是否下降到潮简带的第 111 区

和是否又随回归潮涨潮移至第 工区
。

如果不是这类动物大稀少进行这一工作有困难时
,

在海南岛其他地区对斧蛤也可以

做类似的观察
。

(齐 撷 查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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