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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 。。蛄年采集的 。。田个样品研究，结果表明：栉江珧一 、秋 

两个生长期和冬、夏两个生长缓慢期，并在贝壳上形成明显的冬轮和夏轮：捕捞群体以3～6龄为主 

要组成；壳长与体重之间的相关关系为 w=1．5550xl0一 p筛 ；用 _煳 BE咄dkm自 生长方程来描述 

其生长过程为： =284．31(1一c．。。 c 薯 )， wt=653．16(1一c c‘ 0 )。帏 ．体重生长拐 

点在 1．86龄处 。根据栉江珧 的生长特性，其可捕规格应定在壳长 l90 m 或体重 1 g以上 ，以利于 

其资源的繁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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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江珧 ( ) c如咖 um s隶属于软体动物门Molh~a壁竖塑Lan m 
h h．扭假瓣鳃 目 1ame11ilmnd1ia江珧科 Pimd~ 江珧属 PirIⅡa无裂江珧亚属 Amna．北方 

沿海俗称“大海红”、“海锹”、“大臊蛤”等，以其后闭壳肌加工成“江珧柱”而名贵于世，是一种经 

济价值很高的多年生广温定居性大型深水食用贝类，广泛分布于温、热带泥沙质近海海域．我 

国渤、黄、东、南海均有分布。张 玺等[1955、1950、1962]、王祯瑞[1964]曾对其分类进行过研 

究，谢开恩等(19∞)和江 宇等(1981)对其在泉州湾的资源及生态习性进行过调查，郭世茂等 

[1987】、林笔水等[1987]对其人工育苗进行了研究，大连水产学院[1950]也曾对其人工养殖进 

行过探讨。栉江珧资源在山东近海十分丰厚，而且北部近海的资源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为促进这一海域栉江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根据 1994—1995年调查结果 ，对其 年龄与生长 

进行 了研究。 

l 材料 与方法 

所用材料为 1994—1995年 6月至 10月间，在山东北部近海东经 119—123o，北纬 37~30 

38~30 内栉江珧的资源调查所得。样品取白链条式贝类拖网拖曳到的新鲜渔获物 。通常每批取 

样 50个(不足者全取)，共计1 269个。现场测定所有样品壳长(壳顶至贝壳后缘最远点的距 

离)、体重和软体重量，部分样品还进行了壳高(贝壳腹缘与背缘之间的最大长度)和壳宽(左右 

两个贝壳间的最大长度)的测量，并留取全部贝壳，清除表面污物和附着物，在实验室内强光透 

照下辨别年轮 ，对各个夏轮和冬轮的贝壳长度进行测量，同时鉴定年龄。 

收稿 日期：1995—11—05。 

(1)谢开 恩等，191~3。泉州璋栉江班调查研究报告。福建水产科技．(2)：lO一23。 

(2)江 宇等，l98l。福建沿海栉江班的生态习性观察。福建水产科技．(2)：27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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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COn Bea~ Xy[1938]的生长方程来描述栉江珧生长的一般过程。 

2 结果 

2．1 贝壳和年轮的形态 

栉江珧贝壳呈三角形 ，壳顶尖 ，背缘较直 ，略往中间弯人。自壳顶伸向后缘具 ll～l6条较 

细放射肋 ，肋上具斜向后方的三角形小棘。低龄个体呈淡绿褐色，高龄个体呈绿褐色或黑褐 

色。贝壳 由外面的棱柱层和内面的珍珠层构成 ，且珍珠层仅存于前后闭壳肌之间，个别个体可 

延伸至闭壳肌后缘附近。低龄个体贝壳较薄 ，随年龄增长逐渐加厚。左右两壳相等，铰合部线 

形，占背缘全长 ，无铰合齿。图 l为雄性样品 ，7龄，壳长 271InlT1，壳高 132Ⅱlm，壳宽 56Ⅱlm，体 

重 503 g，软体重量 255 g，后闭壳肌长 55m ，直径 52Ⅱlm，重量 7l 

栉江珧壳顶是贝壳的生长点，也是贝壳的 

最老部分。贝壳上分布有细密且明显 的生长 

纹，生长纹的走向与贝壳外形相似。一年中由 

于季节变化，而形成生长速度的差异．在贝壳 

上形成明显的年轮。栉江珧年轮十分明显，在 

年轮形成处，由于生长速度减慢或停止，贝壳 

变厚 ，强光透照下可清晰地看见一条黑线。从 

贝壳外表观察，生长纹在年轮处形成一 个断 

层 ，贝壳重新生长时是从年轮的里层向后缘延 

伸生长的。高龄个体生长速度极慢，年轮几乎 

相互重叠，呈加厚生长。 

2．2 贝壳的生长 

图 1 栉江珧贝壳和年轮形态样品 

Pig．1 Themorphologica sample of 

sl-ell and annual n旦for pen shell 

1．壳顶 ；2．背缘 ；3腹缘 ；4后缘 ； 

5．壳长 ；6．壳高；7冬轮；8．夏轮 ； 

9．放射肋 ：10．肋上小棘 ；11生长绞 

栉江珧与大多数贝类一样，一年中有两个 

生长缓慢期。冬季水温下降以后，减少摄食量而使生长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在贝壳上形成冬 

轮；夏季高温期间，由于水温过高减少摄食量以及生殖活动的能量消耗 ，生长速度下降，甚至停 

止生长，在贝壳上形成夏轮。采集的 l 269个样品，春季样 品580个 ，年轮个数均为奇数 ，秋季 

样品 689个 ，年轮个数均为偶数。 

春、秋两季 ，水温及其他环境因子 比较适宜 ，贝壳明显地向后缘生长 ，是其主要生长期。一 

个生长期的个体绝对生长量 ，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少 (表 1)，低龄个体 的生长相当迅速，自 

夏季繁殖之后，至第 1个冬轮形成时，壳长可达 38—129Ⅱlm，平均98．80Ⅱlm，l龄时壳长达 104 

～ 180 m ，平均 150．86Ⅱlm，春季生长期的个体平均绝对生长量为 52．16Ⅱlm。2龄之前各个生 

长期的个体绝对生长量均在 20inin以上 ，2、3龄个体绝对生长量在 lO 20 m 之间，4龄以上 

个体的生长量较小，均在 10 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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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捕捞群体年龄组成 

山东北部近海栉江珧捕捞群体年龄分布在l～7龄问，以3—6龄为主，占群体 87．72％(表 

2)。其中 1994年 5龄个体最多，占群体的 44．00％，1995年 4龄个体的比例最大，占群体的 

32．14％ 。 

表2 1994—199S年山东北部近海栉江琥捕捞群体的年龄组成(％) 

Table2 Theage comtm~t[m 0fthe任岫Dglmpulafl(m 0f 

Pen sheUinthellor~ 0阳 0f Ⅻ d0lIgdlⅡ 1994—1995 

2．4 长度与重量之间的关系 

栉江珧长、宽、高之问的比例平均为l：O．21：0．54。壳长(L)与壳宽(L1)、壳高( )之间呈 

直线相关关系，分别为： 

L1=一14．34+0．270 7 L (r=0．858 6，rl=435) ． 

=11．81+O．494 6 L (r=O．895 5，n=435) 

体重(w)、软体重量(w )-q壳长之问呈幂函数相关关系，即： 

W=1．555 O×10一 L3 (r=0．94O 9，n=1 269) 

W】=1．434 2×10— L2 (r=0．941 9．rl=l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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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般生长型 

栉江珧体重与壳长关系的b值接近 3，属均匀生长型，符合 v0n 吐dl缸厨 生长方程的假 

设条件。夏、秋季节是其繁殖期，也是个体的生长点。据个体生长各龄夏轮的壳长资料评估， 

结果为：L =284．31衄 ．W =653．16g，k=0．529]，to=一0．28龄，即栉江珧的生长方程为： 

=284．31(1一c~O- (“0 )),Wt=653．16(i—c-O． ( 0- ))0 

生长速度方程为： 
dL／血 =]50．43e-0． (“0。翊) 

dW／dt=l O69．83e-0． (H0 2s)(1一c-O． (”0 ’) - 

体重生长加速度方程为： 

d2． =566．05e-0． l(x+o-鳓(3e一0· l(“0．28)一1)(1一c-O- ( 0 )) - 

由图2可见，栉江珧壳长生长曲线是一条不具拐点的上部逐渐趋近于渐近壳长的渐近值 

曲线，随年龄增长，壳长逐渐增加而趋近于渐近值 284．3I m ，同时生长速度则逐渐减小而趋 

近于0 体重生长曲线则是一条具有拐点的S型曲线(图3)，生长拐点在 1．86龄处，即体重的 

生长到 L86龄时，体重生长速度最快，达]52．57g／年，此时生长加速度为0，拐点之前体重生长 

逐渐加快，拐点之后生长速度逐渐下降而趋近于 0。 

图 2 栉 江珧的壳长生长 曲线(a) 

和生长速度曲线(b) 

．2 删 m (a)and删 I啦 

㈣ (b)of则 l砌 ofp∞ 

3 讨论与结论 

图3 栉江珧体重生长曲线(a)、 

生长速度曲线(b)和生长加速度曲线(c) 

f ．3"rhe孽。 cI ve(a)，粤a砌 Ia cIⅡve(b)， 

o acce．Herafive cI ve(c)ofbody 班 o~pen shell 

栉江珧生长一年内出现春、秋快速生长期和夏、冬缓慢生长期，并在贝壳上形成明显的夏 

轮和冬轮。产卵期在夏季的牡蛎、贻贝、魁蚶等[大连水产学院，l98D]贝类。年内的生长都存在 

着这种变化过程。 

栉江珧繁殖出生后的当年秋季是其一生中壳长生长量最大的一个生长期，当年冬轮的平 

均壳长达98．80m 。但个体问的差异极大，大小相差 91m ，即最大个体是最小个体的3．39 

倍，且主要组成的分布范围也很大。在80～]20mm之间，壳长的分布软广且散。这种现象除 

与个体问生长的差异有关外．主要是繁殖时间不同，个体的生长期相差较大而形成的。从样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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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来看，当年冬轮壳长较小的个体，翌年春季的生长量相对较大，使 l龄时壳长的差异 

缩小到 76 nlm。 

山东北部近海栉江珧捕捞群体由 l一7龄组成，以3—6龄为主。其寿命较长，且 k值较 

大，属生命周期较长、生长速度较快的大型贝类。2龄之前是壳长的主要生长期，2龄时壳长可 

达 166—250脚 1，平均206．59m ，达到渐近壳长的72．31％。体重的生长则以l一3龄为最大， 

期问平均生长量达 392．50 g，达到渐近体重的 60．o9％。 

栉江珧壳长与体重间呈W=1．655 0×10 Ls‘ 的相关关系，b值接近3，roll Bc 1laII毋 

生长方程可以充分地描述其生长过程 。生长参数分别为 L =284．31脚 1，W =653．16 g， 

k=O．5291，to=O．28龄。 

生长方程描述的是栉江珧的一般生长过程，也是群体的平均生长过程，因此 L蕾和 w。并 

不意味着栉江珧个体生长的极限。在样品中，有些个体生长到 5龄时，壳长即已达到 L。的长 

度 ，在采取到的样品中，最大壳长为 302脚 1。 

栉江珧的体重生长拐点在 1．86龄处，此时壳长 192．68Ⅱ1m．体重 195．68 g。许多学者[林 

景祺，1901；Holt．1962]都认为拐点年龄与性成熟年龄相一致，且机体由强壮期转入衰老期。栉 

江珧的拐点年龄与性成熟年龄也是一致的，在采集的样品中，l龄个体即已达到性成熟，参加 

繁殖活动。 

据本次调查，山东北部近海栉江珧的资源量十分丰富，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在 

当今黄渤海传统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应将此项资源充分合理利用。栉江珧属定居性 

大型贝类，移动范围小，适合于小马力群众机帆船捕捞，且生命周期长，世代更新较慢，资源极 

易遭受破坏而枯竭，因此，对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适量。栉江珧资源的合理利用除制定可捕 

量外 ，也应制定相应的可捕规格 ，由生长特性来看 ，可捕规格应定在拐点之后，即年龄 1．86龄 ， 

壳长 t90脚 1，体重 195 g以上，这样 比较有利于资源的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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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讯 

经 N95年 l0月在青岛海洋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华人鱼虾营养学术研讨会决定， 

第三居世界华人鱼虾营养学研讨会将于 1998年 10月或 l1月在上海水产大学召开，这次 

会议是为了交流世界各地华人在鱼虾及水产动物营养和饲科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 ，广交 

朋友，促进友谊，加强同行之问的相互科技合作。欢迎世界各地从事鱼虾营养研究和饲科 

开发的广大同仁尽早作好准备，出席这次盛会。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市军工路 334号 

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 

邮 编：20(~90； 联系人： 王道尊 周洪琪 

电 话： 86-21一㈣ o9O转 215分机(白天)； 86—21—653473l7(夜间) 

传 真： 86～21—65434287 

第三届世界华人鱼虾营养学术研讨会筹备组 
一 九九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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