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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m eli n) 为亚热带种
,

是我国南北沿海习见的经济贝类
,

属帘蛤科
,

生活在沿海泥沙

滩中
,

肉嫩味美
、

营养丰富
,

为优良的海产贝类
。

我国自 60 年代中期就对青蛤进行了研究
,

蔡英亚[ 19 65〕报导

了青蛤人工养殖经验
,

孙普廷等 [ 19 85〕研究了青蛤人工育苗
,

于业绍等「19 9 4〕研究了青蛤室内育苗及土池育

苗
。

1 9 8 7 一 1 99 3 年
,

我们分别在启东鱼虾场和启东盐场
,

对青蛤的生活环境及习性进行了研究
,

取得了如下结

果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均采自江苏启东近海滩涂的青蛤和土池培育出的青蛤稚 贝和苗种
。

测量工具是游标卡尺和分

析天平
。

每年试验内容都是跨年度的重复试验
,

每项测定项目都设平行组
,

每组试样至少 50 只
,

标志放流试

样几千只
。

2 结果

2
.

1 外部形态

青蛤壳近圆形
,

壳面凸出
,

壳质薄而坚
,

两壳几乎相等
,

壳面有同心生长纹
,

壳表颜色有白色
、

棕色
、

淡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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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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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色
,

一厘米以下的幼贝多呈紫色
。

贝壳内面边缘具有整齐的小齿
,

左右两壳
,

各有主齿 3 枚
。

�比�侧岭�

2
.

2 生长

青蛤从稚贝期到壳长 3 厘米左右的成贝期生长较

快
,

以后生长速度逐渐减慢
。

小于 搜厘米成贝的壳长略

大于或等于壳高 ;壳长超过 4 厘米时
,

壳高略大干壳长
。

青蛤体重与壳长的关系呈幂函数曲线( 图 1 )
。

时卜算
,

壳长 0
.

04 一 6
.

sc m 时与体重关系的回归方程为 钾一 0.

2 8 16L “ “‘2 ,

其中w = 体重 (g )
, L = 壳长 ( e m )

。

19 8 7 年 6一 7 月
,

将平均壳长 2
.

96 厘米 ( 1 7 07 只 )
、

2
.

5 9 厘米 ( 2 5 6 4 只 )
、 2

.

3 2 厘米( 1 1 5 2 只 )三种不同规格

的青蛤放流在大潮干露时间 5
.

75 小时的滩面上
,

经一

周年的放养试验得出
:

同一环境条件下生活的青蛤
,

小

个体生长速度大于大个体
。

青蛤的年龄是由壳表面的生长轮和透光观察到的
“

明暗带
”

推算
、

并得到了标志放流试验的验证 (表 1 )
。

试验收集到的青蛤最大个体壳长为 6 一7 厘米
,

最高寿

命未超过 10 年
。

1 2 3 4 5

壳长 ( e m )

图 1 壳长与体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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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习性和食性

青蛤栖息潮滩偏高
,

适应性强
,

粗砂
、

粉砂
、

泥沙底质均能生长
,

喜欢潮流畅通
、

水质清新
、

底栖硅藻丰富的

水域
。

青蛤壳色与底质密切相关
。

含泥多的底质
,

壳呈黑色
,

粉砂底质壳呈白色
。

青蛤水管较长
,

约为体长的

2一 3 倍
,

前端向下
,

后端朝上
,

以足钻穴
,

埋栖于泥砂中
。

退潮后
,

滩面上留有一个椭圆型的小孔
。

埋栖深度随

季节
、

个体大小以及底质而异
,

一般在 9 一16 厘米
。

夏季埋栖较浅
,

冬季较深
.

同一季节
,

在细粉砂底质比在砂

质
、

泥质埋栖为深
。

潮水退落
,

青蛤在穴内
,

双壳微张
、

足和水管伸出
,

一但受外界刺激
,

水管迅速缩进壳内
,

足

部立即膨大变粗
,

以增加青蛤在穴内的阻力
,

防止外界的侵害
。

此外
,

经标志放流观察
,

青蛤不易
“

跑流
” ,

迁移

性很小
。

青蛤为滤食性动物
,

从胃肠内含物的周年分析看
,

表 l 年龄与壳长的关系

主要以硅藻为食
,

其中以新月菱形藻
、

园筛藻
、

羽纹藻
、

扁藻
、

舟形藻居多
,

还有不少挠足类残肢和有机碎屑等
。

同一水域的成贝和 4 毫米的稚贝
,

对食物种类无严格的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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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重对青蛤活动及存活率的影响

E f fe e t o f s Pe e if i e g r a vi ty o n th e a e tivi ty a n d s u r vi va l r a t e o f e la m

比 重

活动情况

存活率( % )

1
.

0 0 0

不开壳

1
.

0 0 2一 1
.

0 03 1
.

0 1 0一 1
.

0 2 5 1
.

03 0一 1
.

0 40

双壳微张
,

滤食少

7 0

活动正常
,

摄食良好

9 3

水管伸长
,

活动异常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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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淡水对青蛤 D 型幼虫和稚贝存活率的影响

E ffe e t o f fr e s h wa
te r o n th e s

ur vi v a l o f D 一 s tyle P o s tla r v a e a n d sp a t e la m

时 间 2
.

5 分钟 3
.

0 分钟 4
.

0 分钟 2 4 小时 4 8 小时 6 1 小时 6 3 小时
D 型幼虫存活率 (% )

稚贝存活率 (% )

在不同海水比重中暂养的小青蛤的活动和存活情况是不同的(表 2 )
。

青蛤 D 型幼虫和稚 贝(0
.

10 一 。

3 5c m )在淡水中的存活率也是有差异的(表 3 )
。

2
.

4
.

2 水温对青蛤的影响

2
.

4
.

2
.

1 水温对青蛤存活的影响

体长 1
.

2一 1
.

5 厘米的小贝
,

在 29 小时朽 分钟内
,

低于 3 7 C的几个水温组均能存活 ;相 C组 16 小时存活

率为 100 % ; 20 小时 45 分钟时的存活率为 83
.

3 % ; 24 小时的存活率为 73
.

3 %
,

27 小时 45 分钟的存活率为

5 0% ; 29 小时 45 分钟时的存活率只有 26
.

6 %
。

青蛤的抗寒力极强
,

成贝在 4℃冰箱内冷藏 48 天
,

存活率在 90 % 以上 ; 在 。℃环境中
,

冷藏 12 8 小时 30 分

钟
,
1 00 %存活 ;冷藏 1 7 2 小时

,

仍全部存活
。

如果在一 7℃和一 12 ℃中
,

各冷冻 3 小时和 搜小时
,

软体部全部冻

结
,

自然解冻后
,

二组存活率均为 100 % ;冷冻 5 小时
,

一 7℃组的存活率是 80 %
; 一 12 C 组的存活率是 30 % ;冷

一 7
o

C

弘

�次�辫超牡

冻 6 小时
,

一 7℃组存活率 70 %
,

而一 12 ℃组
,

存活率仅

10% (图 2 )
。

2
.

4
.

2
.

2 水温对青蛤生长的影响

青蛤生长速度与温度密切相关
,

启东沿海 4一 n 月

的月平均水温在 12
.

2 ℃一 28 ℃范围内
,

底栖硅藻丰富
,

青蛤摄食活跃
,

生长较快
。

但到翌年 l一 2 月时水温较低

(月平均水温 4一 7 C )
,

退潮时滩面水温甚至在 0℃ 以下
,

此时青蛤一般不摄食
,

个体增长甚微
。

从标志放流周年

观测得出
:

水温超过 15 ℃时
,

青蛤体长及净增长较显著
,

水温低于 10 ℃
,

青蛤几乎不增长
。

2
.

4
.

3 阴干对青蛤存活的影响

青蛤成贝
、

小贝和稚贝都有一定的耐阴干能力
。

日

平均气温 26 ℃时
, 3

.

5一 5
.

0 厘米的成贝阴干 9 夭
,

存活

率为 90 % ; 阴干 n 天
,

存活率急剧下降为 8 % ; 1
.

5一 2
.

0

厘米的小贝
,

阴干 5 天存活率为 100 %
,

阴干 7 夭的存活

日寸l司 ( 小时 〕

图 2

Fig
·

冷冻对青蛤存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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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 97 %
,

阴干 8 天的存活率是 77 %
。

在日平均气温 22 ℃时
,

0
.

13 一 0
.

15 厘米的稚贝
,

阴干 3 天存活率为

90 %
,

阴干 4 天的存活率是 70 %
,

阴干 5 天则全部死亡
。

2
.

4
.

4 底质对青蛤生长的影响

青蛤对底质要求不高
,

砂质
、

粉砂质
、

泥砂质都有青蛤生存
,

其中以砂质最好
,

细砂次之
,

极细砂较差 (表

4 )
。

表 4 青蛤稚贝在不同底质中的生长率和存活率

T a b le 4 G r o
戒h r a t e a n d s

ur vi va l r a t e o f s P a t e la m wi th d i ff e r e n t e ul tur e su bs o U

粒 度 壳长X 壳高

%一洲6085开始 (“) 结束( , )

壳长日增长

林/ 日

壳高日增长

卜/ 日
2 5 0一 4 6 5

10 8一 2 5 0

( 1 08

8 8 5
.

7 8 X 8 5 9
.

8 6

8 8 5
.

7 8 X 8 5 1
.

2 0

8 9 1
.

1 0 X 8 6 0
.

5 1

2 8 4 l X 2 6 3 8

2 1 5 3 X 1 9 4 0

17 9 9 X 1 6 3 0

8 5
.

0 1

5 5
.

1 0

3 9
。

4 7

7 7
.

3 1

4 7
.

3 4

3 3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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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肉率

青蛤为蛤中上品
,

除鲜食外
,

也可以制干品
。

通过对 4 7 3 3 只不等大小青蛤进行测定
,

发现青蛤的出肉率有

明显的周期变化
。

4 月份开始增升
,
7 月上中旬为高峰

,
8 月上旬急剧下降 (图 3 )

。

但 3一 5 厘米大小的青蛤例

外
,

出肉率无显著差异
。

因此
,

采捕适宜时间应兼顾到苗种繁殖及生产需要
,

采捕规格也应考虑不同规格的生

长速度
,

所以我们确定 10 月到翌年 3 月为采捕期
,

3 厘米大小为商品规格
。

3 讨论

青蛤不论幼苗和成贝
,

对底质要求大体一致
,

砂质
、

粉砂
、

泥砂都能生长
,

其中以砂质最佳
。

青蛤对低比重的适应力很强
,

短时间内海水比重低

达 1
.

0 03 一 1
.

005
,

青蛤仍能存活
,

但其存活下限为 1
.

00 3
。

这与青蛤生活在河口区
,

自然附苗场的潮滩位置偏

高
,

繁殖季节多雨有关
。

青蛤具有较强的抗高温耐低温能力
,

不仅能在 35 ℃

水温环境中正常生活
,

而且能在一定时间内忍受 38 ℃的

高温和 0℃以下的滩面温度
。

不论大小青蛤
,

都具有较强的抗冻耐阴干能力
,

这

对冷藏保鲜和储运提供了有利条件
。

图 3 青汽专出肉率与收获日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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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
,

二龄蛤可达 3 厘米以上
,

以后随个体增大
、

生长速度减慢
。

因此
,

我们把 3 厘米左右的蛤确

定为商品蛤
。

青蛤 7 月份出肉率最高
,

也是其肥满度和繁殖的最高峰
。

4一 n 月份
,

水温适宜
,

是青蛤快速生长期
。

为保

护青蛤资源
,

我们将每年的 10 月到翌年的 3 月定为采捕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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