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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为了探讨贻贝人工育苗的规模
、

数量
、

茬次等问题
,

本文对采卵的规律进行了研究
。

通过

在不同季节和时期用变温刺激法来诱导排卵试验
,

认为在春季应用升温为主的常规综合刺激

执 其排卵率可达到 60 % 以上 ; 在秋季应以降温为主的变温刺 激法
,

排卵串可达到 钓一60 朴
此外

,

文中对不同年龄的亲贝所排放生殖细胞的雌雄比例和采卵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

近年来
,

贻贝生产已逐步试用人工育苗
,

其规模
、

数量和茬次正逐步扩大
、

增多
。

因

此
,

人工育苗的第一关— 采卵的规律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了
。

在生产中
,

春秋两季育苗
,

要求在不同的繁殖季节中
、

不同的水温条件下
,

以不同的刺

激方法得到大量的生殖细胞 lE,
,

,’j ; 一季两茬育苗叫则要求更精确地了解
、

掌握采卵季节

和技术
,

以便在一个生殖季节的不同时期中分批获得生产数量的生殖细胞
。

为此
,

我们在总结 19 7 4一 1 9 7 5 年生产方法的基础上
,

于 1 9 7 6 年以后进行了检验性试

验
。

现将得到的结果概述子下
:

诱导贻贝排放生殖细胞的方法

目前国内生产中常用的采卵方法大体为
:
在临产前或繁殖季节的前期

,

将亲贝从海

上取回
,

阴干若干小时
,

除去足丝及壳面的附着物
,

洗净
,

用升温法 <通常升高 2一 1扩 C
,

视

原水温条件而异 ) 或用同样温度
,

把两性亲贝放在一起
,

诱导排放
。

这种诱导排放的方

法
,

实际上是综合了过去曾经报导过的许多种有效刺激方法的综合
。

它包括了亲贝的阴

千 〔 , ,
、

摇震 .t]
、

拉足丝
、

升温￡. 及和异性生殖细胞刺激「, ,等等
。

我们称这种方法为常规综合

法
。

用常规综合法刺激贻贝使之排放
,

在青岛春季临产期以前 (三月初以前 ) 基本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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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卵盛期 ( 五月底以前 )
,

也即水温在 1 8℃以下时
,

除自然界刚进行过一次大排放外
,

经

常有效的
。

从表 1 所列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在春季应用这种方法
,

排放个体百分率经常

可 以达到 60 环以上
,

并能得到大批可用于生产的精
、

卵
。

1 9 75 年春
,

用常规综合法在四月中旬进行采卵也得到相当好的结果 (表 5 )
。

总排放

率保持在 78 % 以上
。

表 1 19了4 年春用常规综合刺激法诱导贻贝排放得到的结果 (仅计算雌贝排卵 )

试试 验 日 期期 海 上 水 温温 刺 激 时 水 温温 试 验 畏畏 排 放 率率
(((年一月一日 ))) ( ℃ ))) ( ℃ ))) (

///

(络 )))

777 4一 4一 1 999 9
.

000 1 6
.

5一 1 8
.

000 邪 111 3 2
。

5 ...

222 OOO 9
甲

666 1 8
.

0一龙 0
`

000 3 oooo 昭
、

333

即即即 9
甲

666 1 6
.

仆一 2 1
`

000 1 O666 1 6
甲

0 ***

222 444 1 0
甲

444 1 5
.

000 17 8 888 4 1
.

4 ...

幼幼幼 1 2
.

222 1 6
.

0一理 8
.

000 91 666 4 6
.

3 率率

222888 1 3
.

000 1 5
。

000 1 6 3 333 1 0000
222 999 1 3

。

000 15
.

000 1 9 4 444 1 0 000

666一 2 000 1 4
。

888 19
.

555 1肠肠 1 OOOO
222 1 (上午 )))

, 1 4
.

888 1 8
.

000 1 9 2 444 丈0 000

222 1 (中午 )))
一 1 6

甲

555 1 9
.

000 1 (启444 阶
.

888

盼盼盼 1 8
`

000 2 1
.

000 2 3 1 888 6 1
_

333

...

始始 1 8
.

石石 1 8
.

555 1与习石石 8 4
.

555

然而
,

在秋季的临产期或产卵季节的初期
,

当时自然海区的水温常保持在 2 。℃以上
,

除了自然界由于气候的突变
,

或对排放的亲贝已经作出有效的降温刺激外 (例如
,

1 9了5 年

10 月 7 日那一次 )
,

应用常规综合法诱导排放精
、

卵常常达不到预期目的 (表 2 )
。

有时应

表 2 1日7 5 年秋用常规综合刺激法诱导贻贝排放的结果

试试验日期期 沿岸海上水温温 刺激时水温温 试验亲贝数数 排卵个体数数 放
哼李梦

数数 总排放率率
(((年一月一日 ))) ( ℃ ))) ( ℃ ))) (个 ))) (个 ))))) (男 )))

777石一 1 0 一 333 22
.

000 留
.

000 舒 OOO III 000 < 111

44444 2 2
.

444 2 1
.

444 8 oooo 111 222 1
.

000

55555 2 2
甲

000 2 2一幻
.

222 3 oooo 777 777 4
.

777

77777 2 1
.

555 2 1
。

0 ~ 2 1
.

666 6弱弱 1 5 000 1 3 666 4 1
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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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公ee 2 555 1 02 666 1 333 2333 3
甲

石石

99999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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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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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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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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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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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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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 111 3 7 333 1 333 1 888 8
。

333

111666 1 6
。

000 1 666 6 1 888 性333 8 000 1 1
.

888

111 777 未计计 1 3
,

444 8 333 777 666 1 5
。

777

111 888 未计计 1 2
.

仑仑 22 333 5 999 5 888 石2
甲

555

111 1一 222 拐
.

777 1 8
.

777 1 2OOO 1 666 2 000 2 9
.

222

44444 I石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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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1 777 1份lll 2 1 888 盯777 4 6
.

222

55555 1 4
,

000 1 7一1 888 2 7 666 8 777 阴阴 砧
、

444

66666 12
。

999 1 2
.

999 6 1 111 肠肠 3 999 1 2
`

111

77777 12
。

222 」卫
.

222 留222 能能 朋朋 16
.

777

88888 迁1
.

444 1 1
,

444 盯 999 砧砧 4 000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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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规综合法刺激亲贝也能得到较高的排放百分率 (例如 1 9 7纹年 10 月 18 日那一次
,

达

到 5 2
.

5男的排放个体 )
,

但采卵量很少
。

平均排卵个体的产卵量低于 5 0万粒
。

只有等到

n 月初 ( 11 月 4 日或 5 日 )
,

那两次得到 10 亿粒卵
,

排卵个体平均采卵量为 190 万至 52 0

万粒
。

根据这一现象分析
,

认为青岛贻贝春季繁殖期是在 3 月开始
,

它是经历一个由低水温

至高水温的过程
。

而秋季的繁殖期通常在 10 月初开始
,

是经历一个由高水温至低水温的

相反过程
。

因此
,

在春季的临产期或繁殖初期
,

应用以升温为主的常规综合法诱导贻贝产

卵是符合自然界的规律的
,

用这种方法能顺利地得到大量的卵
。

在秋季的临产期或繁殖季节初期
,

例如 10 月初
,

自然界的水温仍然很高
,

一般都超过

2扩C
。

因此
,

在人工诱导排放时
,

我们很难设想在 2护 C这个对受精孵化不利的高温的基

础上
,

无节制地升温
。

在试验时
,

也曾将水温升高到 25 ℃ (如 1 9 7 5 年 10 月 8 日 )
,

仍然得

不到预期的效果
。

即使应用这种方法
,

由于强刺激和高温的影响
,

得到的卵子孵化率通常

很低
。

根据历年排放材料的分析
,

考虑到 10 月 7 日的自然界的突然降温刺激和 11 月初

由于季节性降温作用伴随着排放个体百分率相应提高的现象
,

认为利用降温刺激再恢复

到常温是符合贻贝秋季 自然排放的规律的
。

关于降温刺激诱导贻贝排放的结果
,

L oo 双口 o f f 和 D a v i。 ( 1 9 6 3 )〔川曾将贻贝进行突

然的加温和降温刺激
,

未见有诱导排放的效果
。

蔡难儿 ( 1 96 3 .)[ 1将贻贝放在 4
O

C的低温

箱中刺激 3一 4 小时
,

然而置于 1 2一 1 6
O

C的海水中
,

发现排放较好
,

但未指出效果良好的

程度及应该应用的范围
。

因为如果在春季
,

只要稍稍升高水温
,

或者只要阴干一段时间
,

就能诱导贻贝排放
。

假若降温单纯为了增强刺激
,

那么对于排出的卵子的质量会有影响
,

对以后受精
、

孵化和发育会带来各种不利因素
。

我们于 1 97 2 年秋在烟台开始用以降温为主的变温法刺激贻贝排放
,

行之有效
。

并于

1 9 7 5 年青岛秋季育苗时
,

正式用于生产性采卵
。

用表 3 的一个简单的对照试验就能说明
,

在贻贝秋季繁殖初期
,

应用一般的阴干刺

激
,

亲贝的排放率很低
,

基本上采不到卵
,

但是通过短时间 ( 8一 12 小时 )的流水低温刺激

(8 一 l扩C )一当恢复到原来自然界的水温 ( 1 o8 C )的时候
,

很快就会排放
。

排放得到的性细

胞很正常
,

能应用于育苗
。

这类试验我们在 19 7 6 年以后作了多次重复
,

证明确有实效
。

表 3 19 75 年秋季以降温或升温刺激法诱导排放得到的不同结果

试试验日期期 亲贝处理方法法 海上水温温 束任激时水温温 试验亲贝数数 排卵个体数数欲精个体数数 总排放率率 总采卵 ttt

(((年一月一日 ))))) ( ℃ ))) ( ℃ ))) (个 ))) (个 ))) (个夕夕 (男 ))) (百万精 )))

7775
es一 1 -0 一 1 222 8

`

5 ℃ 流水水 18 ℃℃ 1 8℃℃ 3 4 111 6888 7 111 如
`

888 1的的
777石一 1 0一 1 222 养育又6小时时 1 8 ℃℃ 2 1℃℃ 28 999 666 444 3

.

111 <工极少 iii

阴阴阴千 1剑
、
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

有必要指出
,

用降温为主的变温刺激法所用的亲贝
,

必须以有成熟的性细胞为前题
。

如果自然界中才发生过一次大量的排放
,

这些亲贝若再用于采卵
,

在变温的过程中也能引

起排放的兴奋
,

但采卵量是极少的
,

甚至得到不少生理上不成熟的卵子
。

这种情况在采卵

试验中曾经遇到过
。

另外
,

变温刺激 (包括升温为主的常规综合刺激和 以降温为主的变温刺激法 ) 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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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上限和下限最好限制在贻贝自然界繁殖季节的开始和 结 束 时 的 水温 范 围 内 (6 一

2 护 )C
,

并视当时环境的水温高低
,

在这个范围附近作出适当的调节
。

因为任何强的刺激

对于 以后幼虫的培养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

通过这几年来应用的一些诱导排放方法
,

认为变温刺激是最简单和最适用的
。

在春

季临产期或繁殖季节初期应以升温为主的常规综合刺激法为好
,

排放率往往达到 60 % 以

上
,

甚至达到 1 00 %
,

排卵量也极多
。

在秋季临产期或繁殖季节初期应用 以降温为主的变

温刺激法较好
,

但一般排放率比春季的为低
,

排放个体常为 40 绍到 60 %
。

秋季到了 n 月

初
,

自然界水温降至 1 5吧以下时
,

再用升温法有时也颇见效
。

排放两性生殖细胞个体的比例

许多雌雄异体的卵生性双壳类
,

常包括有部分雌雄同体的个体和发生性转换的现象
。

因此在了解这类双壳类的性比时必须考虑这两个问题
。

例如杉浦靖夫叫报道贻贝壳长在

5
.

9 公分以下的群体中
,

雄性占优势 ,在壳长 6
.

0公分以上的群体中
,

雌性占优势
。

我们在这个试验里
,

并不是为了确定个体性别这一目的的
,

而是希望了解排放两性细

胞个体数在群体中所 占的百分率
,

以求出生产中欲用亲贝的数量
。

因此
,

下列试验的结果

不是根据亲贝的性别
,

而是 以亲贝排放的生殖细胞的性别来统计的
。

通过两年来对 9 4 8 9 个 1
.

5 足龄以上的成贝排放试验结果表明
,

因人工诱导方法
,

排

卵和放精个体比例在 1
.

5
、

2 以及 2 足龄以上的年龄组中基本上是相似的 (表 4 )
。

放精的

个体总数比排卵的个体总数略高
。

应该指出
,

表 4 统计的数据虽然是建立在诱 导排放效

果较好的情况下得到的
。

但是仍然有一定数量的个体没有排放
,

而雄性个体又往往易于

引起兴奋而排放
。

因此排放个体的雌雄性比与整个群体的性比可能有差别
。

衫浦靖夫的

报道也许是反映了当地群体真实的性比数
,

而我们的数据则 在人工育苗采卵生产中具有

现实的参考意义
。

表 4 1 974 至 1日了5年
,

用常规综合刺激法和变温刺激法诱导 1
.

5 足龄的成贝排放梢卵的个体

比例
。

总试验数 9 48 9 个
。

(凡成功的诱导排放 : 春季排放率在 60 男以上
,

秋季排放率

在 40 书以上者均统计在内 )
。

亲亲贝足龄龄 试验时间间 亲 贝贝 亲 贝贝 试 验验 亲 贝贝 排 卵卵 放 精精 排放个体的的 排放个体的的
(((年 ))))) 出生时 crt]]] 原产地地 亲贝数数 排放数数 个体数数 个体数数 雌雄比例例 雌雄总比例例

(((((((((((个 ))) (个 ))) (个 ))) (个 ))) (雌比雄 ))) (雌比雄 )))

111
,

555 1的石年春春 1 9 7 3年秋秋 青 岛岛 1:犯 666 10叨叨 只9 666 6 7 000 a了
.

1 : 6 2
.

000 4 6
.

石: 5 3
.

555

111
`

555 1阶巧年秋秋 1卿 4年春春 烟 台台 1 6 1粥粥 7 4 111 3蜀蜀 肠666 5 2
.

0 士铭
、

00000

111
。

555 里盯巧年秋秋 1盯 4年春春 烟 台台 石3 3 888 3 3 5 999 1 6 2 111 17 3888 48
.

3 : 5 1
。

77777

22222 1 9 7 4年春春 1 9怡年春春 青 岛岛 3 0 000 i如如 7999 1 1 111 4 1
.

6 : 石8
.

444 4 0
.

4 : 5 9
.

666

忿忿忿 1 9 7石年春春 1卿 3年春春 青 岛岛 3 6 000 吕巧石石 1 4 111 2 1盛盛 3 9
。

7 : 6 0
.

33333

))) 222 1价5年秋秋 19 7 3年秋以前前 青 岛岛 钻999 3 1 000 1四四 1 8 111 4 1
`

6 浦名
.

444 4 1
。

6 : 5 8
.

444

总之
,

在应用上述方法刺激排放时
,

在 1
.

5 足龄以上的成贝中有放精个体较多 的现

象
,

当进行采卵应用亲贝数量时
,

应该把这种因素考虑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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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卵 量

如果要具体统计一个雌贝在某一特定时间条件下排放卵子的数量是十分容易的
。

但

在生产中要精确地统计群体的排放量比较困难
。

这是由于诱导排放的刺激强度
,

刺激排

放的季节 (春季或秋季 )和时间 ( 临产前或繁殖季节中的不同时期 ) 以及亲贝年龄
、

个体生

长大小等等均与排卵量密切相关
。

几年来
,

进行了近百次排放试验
,

现取出其中一些典型

的例子来说明一些常见的现象
。

为了生产上应用的方便
,

下列所有数据均 以采卵量 (排出的卵
,

经三次水洗得到的可

用于孵化的卵子数量
。

采卵量与排卵量的关系通常根据卵子的质量而定
,

采卵量一般为

排卵量 的 7 5一 95 环 )表明之
。

我们将材料归纳在表 5 中
,

表中的数据指出
,

在春季一个两足龄的老贝
,

常常能采到

千万粒以上的卵
,

它们的平均采卵量也达到 8 00 万粒以上
。

然而
,

一个 1 足龄的小贝
,

采

卵量常不及它的 1 / 1 5 ; 一足龄半的贻贝
,

从壳长大小来看与两足龄的相差并不多
,

但采卵

量却有很大的差别
。

因此在生产中选用两足龄贝作为亲贝
,

可以减少用贝数量
,

提高采卵

工作效率
。

表 5 青岛
,

19了5 年春
,

用常规综合刺激法诱导贻贝排放在不同年龄组中得到的采卵 t

亲亲贝贝 试验时间间 亲 贝贝 平均均 试 验验排 卵卵 放 精精 总排排 总采卵童童 排卵个体体 排卵个体总总 各龄亲贝贝
足足龄龄 〔年一月一日 ))) 出生时间间 壳长长 亲贝数数个体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放率率 (百万粒 )))平均采卵是是 平均采卵量量 采 卵 量量〔〔年 ))))))) (匣米 〕〕 (个 ))) (个 )))

’

l
』

陌红红 (万 ))))) (百万粒 ))) (百万粒 ))) 相对比值值
〔〔〔〔〔〔〔〔个 夕夕夕夕夕夕夕

11111 1 9 7 5一 4一 1 444 1 9 7 4年春春 4
。

222 娜娜 8 lll 丈999 89
。

333 1 666 O
,

6 222 O
甲

6 222 111

111
,

666 19 7 5一 4一1333 : 1 9 7 3年秋秋 6
.

000 肠OOO 工4333 1 0888 9 7
。

444 13 888 0
甲

9 777 2
,

卫222 4
甲

333

111
.

石石 1 9花一 4一 1444
:

1 9 7 3年秋秋 6
甲

000 34 000 1 1 444 1 6 000 7 8
.

888 3 6 666 3
,

2 1111111

111
.

555 l 助石一 4一拓拓 1 9 73 年秋秋 6
.

000 6 2 666 王3 999 8 1 222 肠
.

777 3 7 666 ?
.

7 1111111

22222 1 9 7石一4 we I ZZZ 1 9 73年春春 6
,

333 3 6OOO 1 4111 2 1 444 朋
,

666 1 2 3 999 8
.

7 999 8
甲

钩钩 1 6
,

999

要指出的是
,

这里提到的采卵量仅仅代表着一个相对的数据
。

只是在应用同样的刺

激方法和处在近似的排放日期时有参考意义
。

在实际使用时
,

必须考虑到其它种种影响

采卵量的因素
。

例如
,

在临产期时
,

采卵量一般较多 (表 6 中的 10 月 7 日那一次 ) ; 相反

地
,

在繁殖季节的中期或后期
,

用同样方法
,

采卵量会明显减少 (表 6 中的 11 月份的那两

次 )
。

表 6 青岛
,

, 9 75 年秋
,

用同龄贝在繁殖初期和后期
,

以变温刺激法诱导排放得到的采卵量

亲亲 贝 { 试验日期期 亲 贝贝 试 验验 排 卵卵 放 精精 总排放率率总采卵量量 排卵个体体
擎髦集靠夏夏年年 龄 lll 出生时间间 亲贝数数 个体数数 个体数数 (男 ))) (百万粒 ))) 平均采卵量量 (百万粒 )))

(((足龄 ) }(年一月一 日 ’’’ (个 ))) 〔个少少 (个夕夕夕夕 (百万粒 )))))

111
。

666 1的尽一 1 1} 一 777 1阶 4年春春 6 9555 1 5 000 1 3 666 红
.

222

{
6 6 。。 4

.

4 000 3
.

2 111

111
。

555 1 9 7 5一 1 1一 444 1邵 4年春春 4 1222 的的 9 666 4 4
`

999 2 2旧旧 2
.

5 11111

111
.

巧巧 1 9 7石一 1丈一 666 工盯 4年春春 公 666 8777 6666 石5
.

444 16 3 {{{

} 王
4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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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批贝
,

刺激排放方法不同
,

刺激的强弱不同
,

采卵量也会发生差别 (表 3 )
。

还必须指出
,

秋季的 1 足龄半的个体比春季的 1 足龄半的个体往往采到更多的卵 (表

5 与表 6 中 1 足龄半亲贝采卵量 的比较 )
。

这是因为
,

前者比后者个体大
,

前者度过了两

次春* 夏。 秋的有利生长期
,

而后者则仅度过一次
。

总之
,

通过对上述 3个间题— 在不同的季节和时期应该用不同的刺激方法诱导排

放 ,在 1
.

5 龄以上的成贝
,

排放两性细胞的个体中
,

雄性的常占多数 ; 以及在不同时期的不

同年龄组中
,

采卵量的差异的初步讨论
,

使我们对贻贝人工育苗在春秋两季进行采卵工

作时更有把握
。

同时对一次采卵计划可以作出较合理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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