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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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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型的稀有淡水经济贝类
。

与其它丽蚌相比
,

佛耳丽蚌贝壳大

而厚实
,

是生产大型珍珠核和制作贝雕工艺品的优良材料。 ’ ,

而且利用该蚌能培育大型的天然珍 珠
。

因

此
,

该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

关于佛耳丽蚌年龄与生长的研究
,

至今未见报道
。

为此
,

作者从广两 左江

搜集了大量的样本
,

对佛耳丽蚌的年龄与生长进行了研究
,

旨在探讨其生
一

长规律
,

为养殖生产提供 参考
。

材 料 与 方 法

1 9 8 6年 3 一 连月间
,

在广西左江流域的崇左县江段收集了 3队枚佛耳丽蚌
。

佛耳丽蚌贝壳表面的牛长纹愈靠近腹部愈为致密
,

难以进行年龄鉴定
。

为此
,

从壳顶垂直锯向腹 缘
,

将贝壳锯开并磨光后
,

计数层数
。

然后
,

用贝壳横切面的层数与贝壳珍珠层上的年轮相对照以鉴定年龄
。

按珍珠层上的生长年轮
,

逐年测量了 2 0只2 6龄佛耳丽蚌的壳长和3 54 枚蚌的年龄
、

壳长
、

壳重
、

壳高

等生长指标
,

用直线方程 L 二 a 十忱 和幂函数 w 二 a L ” 回归分析了壳长与壳高
、

壳长与壳重等生长关系
,

并进行了佛耳丽蚌的生长分析
。

结 果

1
.

年龄鉴定 佛耳丽蚌的贝壳由明暗相间的壳层叠加而成
。

亮层与暗层分别与壳表的一 组 突 起

和下凹的环线相对应
。

这一明暗相间的环线即构成了佛耳丽蚌的年轮
。

因而
,

通过贝壳横切面明暗 相

间的带数
,

就可以鉴定该蚌的年龄
。

为了验证将佛耳丽蚌贝壳从壳顶垂直锯到腹缘计数层数的年龄 鉴

定法
,

作者用砂轮磨除贝壳的角质层与菱柱层
,

根据珍珠层的层数进行了年龄对照鉴定
。

比较结果 表

明
,

珍珠层上的年轮数和层数正好与锯割贝壳测定的年龄数相吻合
。

因此
,

通过锯割贝壳和利用珍珠层

均能有效地鉴定佛耳丽蚌的年龄
。

2
.

年龄组成和壳长
、

壳重的分布 用上述方法对舫 4只佛耳丽蚌进行了年龄鉴定
,

同时测量了壳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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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佛耳丽蚌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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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佛耳丽蚌壳长与壳重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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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壳重
,

结果分别见表 1 与表 2
。

由表 1可知
,

2 1佗6龄的佛耳丽蚌为1 6连枚
,

占整个群体的肠
,

器万 ; 2 6
一

3 。龄的蚌约 占1 9
.

77 写 ; 10 龄

以下的仅占1
.

1 3形
。

在所测定的蚌中
,

年龄最大的高达的龄 (仅一枚 )
,

年龄最低者也有 7龄
。

由表 2可知
,

壳长为 12。一1肠毫米的个体有 2 58 枚
,

占群体的 81
.

3 6终
,

壳重为2 4于印 , 克的个体
,

占群

体的 7 6
.

2 7万
。

最大个体与最小个体的壳长分别为 17 3毫米和90 毫米
,

而最大与最小壳重分别为 10 45 克

和 8 3克
。

石
.

壳长与壳宽
、

壳高
、

壳厚的关系 用各壳长组的平均壳长对相应的平均壳宽
、

平均壳高和平均壳

厚进行回归分析
,

可以发现
,

佛耳丽蚌的壳长与壳宽 (图 1 )
、

壳高 (图 1 ) 和壳厚 (图 2 )都呈直线相关
,

回

归方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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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式中
,

L 为壳长
,

B 为壳宽
,

R 为壳高
,

T 为壳厚
,

长度单位均为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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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佛耳丽蚌壳长与壳高
、

壳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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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佛耳丽蚌壳长与壳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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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长与壳重的关系 用各壳长组的平均壳长对相应平均壳重的回归分析表明
,

佛耳丽蚌壳长与

壳重的回归曲线符合于幂函数 W 二 二
护 型 :

W 二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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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佛耳丽蚌壳长与壳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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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4 )式中
,

L为壳长 ( ~ )
,

W为壳重 (g )
。 a 值为 8

.

3 6盯 x
10 一

,

该值由佛耳丽蚌壳长与壳重的生

长特性所决定
.

b值等于 5
.

6 17 7
,

偏大
,

这与佛耳丽蚌的贝壳厚实有关
。

5
.

生长分析 根据珍珠层上的生长年轮
,

逐年测最了 2。只 2 6龄佛耳丽蚌的壳长
,

取5
、

10
、

16
、

2。
、

和

25 龄组的平均壳长
,

并代入壳长与壳重方程 ( W 二 a
护 )

,

递算出各龄组的平均壳重
,

其结果列于表 3
〔 “ ’ 。

表 3 佛耳丽蚌的生长分折
T a b l e 3 e r o , 雌h an 习 y `坛 of L

.

~ 湘峪￡

年龄
魏黔

年
怂考

长傲
·

平
普

重 年平均增重量
吸g )

9
.

幼
18

.

阳

筋
.

8 7

朋
。

吕1

18
,

8 1

拐祀胳玲17仍珊挪切姗砚场加44肚玲632142292朋盼118姗珊
石1016即幼

由表 3 可见
,

在 5 龄之前
,

佛耳丽蚌壳长增长得最快
,

平均年增长量为招
.

68 毫米
,

而壳重平均年增

重只有 9
.

2 8克
。

6 龄以后
,

壳长增长趋势减缓
。

15 龄的年平均最夫增长量只有 3
.

90 毫米
,

并呈持续递 减

趋势
。

壳重的增长持续到 15 龄
,

1 5龄以后
,

即呈现下降趋势
。

这些现象说明
,

在 5 龄以前
,

佛耳丽蚌的 生

物合成能量主要用于壳长的增长
,

用于壳重增重的量较少
.

而 5 龄后
,

用于壳重增长的能量增大
,

用于壳

长增长的能最减少
,

因而壳长的增长呈持续下降的趋势
,

而壳重的增长仍呈现上升趋势
。

讨 论

从佛耳丽蚌年龄鉴定和生长分析的结果来看
,

佛耳丽蚌是一种生长缓慢
,

寿命长的淡水河蚌
。

在 所

采集的蚌中
,

蚌龄最小的只有 7 龄
,

最大的已长到瀚龄
。

佛耳丽蚌寿命长
,

生长慢的特点
,

使之具备
一

r 其

它蚌所投有的两大特点 : 一是该蚌能形成厚实的贝壳 (如 3 9龄蚌的壳厚达 20 毫米
,

重 9拐克 ) ; 二是可以

利用它培育大型的天然珍珠
,

我所保存的一颗天然珍珠重达 1 3
.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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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耳丽蚌的年龄组成来看
,

该蚌是一个资源量大为衰竭的种群
。

通过年龄鉴定知道
,

在该蚌的 群

体中
,

低龄蚌 ( 了
一

巧龄 )仅占9
.

器形
,

中龄蚌〔16 招6龄 )为 64
.

97 石
,

老龄蚌 (大于 2 6龄 )的个体 为肠
甲

7 0形
。

在该蚌的现有种群中
,

以 2 1忍 5龄的蚌最多
,

约占46
.

哭粥
,

而高龄以上和 10 龄以下的低龄蚌的 比例最 小
。

如按年龄金字塔的形式进行比较
,

低龄蚌的个体大于高龄蚌
〔习 , 。

然而
,

本研究表明
,

在该蚌群体中
,

10 龄

以下的个体还不到总群体量的 1 男
。

在一个种群中
,

幼体比例如此之小
,

说明该种群的资源量已遭到严

重破坏
。

佛耳丽蚌资源量遭受严重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早在 1 9 7 3年
,

广西就开始收购该蚌
,

1 9 8。年 以

后
,

收购量大幅度上升
。

销售该蚌的经济效益
,

诱使人们大量地捕杀处于繁殖力旺盛阶段的中龄 蚌 (2 1 -

肠龄 )
,

使亲蚌数量逐年减少
。

其二是 该蚌性成熟晚
,

繁殖群体一旦被破坏
,

就难以得到补充
。

第三是亲 蚌

怀卵量极少 (一般仅几百粒到一千粒 )
,

这也不利于种群的增殖
。

第四是人类在建设水利 1 科的过程 中
,

人为地玻坏了该蚌的栖息环境
。

作者认为
,

滥捕是造成佛耳丽蚌资源量衰竭的 主要原因
。

因此
,

要恢复

该蚌的种群
,

必须控制捕捞量
。

此外
,

还要探索解决佛耳丽蚌的人工繁殖
。

近年来
,

我们通过实践与摸

索
,

已初步掌握了该蚌的繁殖习性
,

为人工育苗积累了一定的资料
。

结 论

1
.

佛耳丽蚌的贝壳厚实
,

年轮由明暗相间的二层结构构成
,

借助这一特殊结构
,

可以准确地鉴定 该

蚌的年龄
。

2
.

年龄分析与生长研究表明
,

佛耳丽蚌是一种生长缓慢
、

寿命长的经济贝类
。

蚌龄可达3 9龄 以 上
。

该蚌在1 5龄以后
,

壳重仍能持续增长
,

年增长量可达2 5
.

87 克
。

3
.

种群结构分析表明
,

佛耳丽蚌的种群已严重衰竭
。

防止该蚌种群进一步衰竭和提高种群数量 的

主要措施是控制捕捞和解决佛耳丽蚌的人工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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