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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1 978 年绥中县止锚湾发现少量栉孔扇贝 ( C hl , 夕
, 和” 群落 J

.

& P
.

) 苗
。

为了评估这个海

湾的苗场开发利用价值
,

19 79 年设计了新的采苗器具 ,查明了亲贝栖息场
、

繁殖期
、

附苗期及幼

体分布数量和潮流变动等情况
。

结果表明 : 止锚湾套浅 口敞
,

潮流多变
夕

幼体集中区极不稳定
,

作为生产性海区采苗场
,

是有很大缺陷的
。

引 言

栉孔扇贝 (以下简称
“

扇贝
”

)是我国北方的海产珍贵贝类
。

1 9 74 年随着扇贝人工育苗

技术的试验成功
,

我国辽宁
、

山东沿海各地积极开展了扇贝养殖生产
。

由于苗源不足
,

养

殖发展速度缓慢
。

为了加速扇贝养殖的发展
,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自 1 9 73 年起
,

在继

续研究提高人工育苗技术水平的同时
,

积极开展了扇贝海区采苗试验
。

1 9 7 8年
,

我们同锦

州市水产研究所同志协作试验
,

在绥中县止锚湾海区发现扇贝苗场
,

取得了少量贝苗
,

最

高附苗量曾达 3 5 6 个 /袋
。

为了进一步开发止锚湾的扇贝苗场
,

查清贝苗分布范围及其变

动规律
,

评估其利用价值
,

在 1 97感年 3一 9 月期间
,

我们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工作
。

现将调

查结果
,

报告如下
。

调查范围与调查方法

调查范围为北纬 3 9
0

6 6 ,
一 4 0

0

1 0`
,

东经 1 1 9
0

5 0
`

一 1 2 0
’
2 2 , ,

总面积 3 2 0 平方公里
。

采

苗试验海区
,

位于止锚湾中部 (北纬 4 0
0

0 1
`

一 4 0 0 0 3`
.

5
,

东经 1 19
0

5 6
`

一 1 1 9
0

5 9
,
) (图 1 )

。

扇贝浮游幼体数量调查
,

采用 日径 3 2 厘米
,

长 1 2。 厘米
,

筛绢为
尝

25 的浮游生物网
,

定点布站
,
垂直采样

。

海区幼体数量
,

按下列公式计算
:

万 = 万从
·

A `
·

及

在这项调查工作中
,

得到锦州市水产研究所
、

绥中县水产局和绥中县水产养殖场的支持协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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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N 为调查海区范围内的幼体总数 ;

城 为 感观测站单位水体的幼体数量 ( 个 /米
a
) ,

A。 为 落观测站所代表的海区面积 (米
, ) ,

D ` 为 落观测站的水深 (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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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苗场范围

亲贝场范围
·

图 1 止锚湾扇贝幼体调查范围
,

海区采苗场和亲贝场位置

1

图 2 采苗袋改进图示

1一洋葱袋 (囊式 ) 奋2一长方袋〔帘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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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扇贝采苗近底筏架设方式
1

.

海面 牙
.

塑料浮子 3
.

长方袋 4
.

大粳 石
.

定位锚 6
.

海底

篇
:
、二

黔

4
卜
,
lJS叮

扇贝采苗试验
,

采取三种不同方式
:

除了采用延绳浮筏 (长 60

米 ) 吊挂
“

洋葱袋
”

(用 乙烯冷布制作
,

长 50 厘米
,

宽 40 厘米
,

网目

1
.

5 X I
.

5毫米 ) 以外
,

我们又采用了一种新型的采苗方式
。

在 1 9 7 8

年大连湾海区采苗试验中
,

我们发现扇贝的主要附苗水层在近底层
,

根据这点我们便采用了近底浮筏
.

, 同时
,

为了扩大网布同水流的接触

面积 (即挡流面积 )
,

提高
“

洋葱袋
”

的附苗效率
,

我们将囊式采苗袋改

为帘式长方形采苗袋 (以下简称长方袋 ) (图 2)
。

这种长方袋
,

用 乙

烯冷布制作
,

长 14 0 厘米
,

宽 60 厘米 ; 网目上半部为 3 只 4 毫米
,

下半

部为 1
.

5 x 1
.

5 毫米
。

生产性试验
,

每台挂长方袋 50 片
。

整台采苗

底筏的架设方式见图 o3

另外
,

为了扩大探测水域
,

摸清苗场范围
,

我们采用的第三种方

式
,

为单吊采苗器
。

将五个
“

洋葱袋
”

按一定间隔拴在一根长绳上
, _

仁

绑双层浮子 (上层为示踪浮子
,

红色 ,下层为泡沫塑料圆浮子
,

白色 )
,

下绑锤石 (重 5 公斤左右 )( 图 4 )
。

上述三种采苗袋
,

均填装棕丝作扇贝苗附着基
。

海流观测
,

采用艾克曼海流计及双浮筒
。

水温观测采用 SW M

1一 1 型表面温度计
。

性腺指数为性腺重 /软体重
。

扇贝幼体鉴定
,

主要依据李斯 ( C
.

B
.

R翎 )的方法
,

即用 5终次

氛酸钠腐蚀幼体内脏块
,

册壳镜检幼体铰合齿的数目和排列方式
。

调 查 结 果

(一 ) 苗 场 基 本 情 况

地理位置
:

止锚湾地处山海关东侧
,

位于辽东湾西南部
,

绥中县

西南端
。

止锚湾北靠大陆
,

有九江
、

石河及狗河等小河流注入海
,

沿

图 在 单吊采苗器

架设方式

1
,

示踪浮子 2
.

塑料浮

子 8
.

洋葱袋 4
.

串绳
6

.

锤石 6
.

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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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多沙滩
。

扇贝苗场调查范围
,

东起狗河 口
,

西至山海关姜女坟附近
,

面积超过 300 平方

公里
,

水深最大 12 米
,

最小为 3 米
。

海况
:

止锚湾是浅水小湾
,

口大套狭
,

港湾内部面积只有 10 多平方公里
,

枯潮时
,

湾

内水面更小
。

一般水深在 5一 8米之间
。

止锚湾冬季沿岸结冰
,

封海期约 2 个多月
。

止锚

湾水温年变动于 一 0
.

8一29 ℃之间 ;调查期间 ( 79 年 3 月下旬到 9 月初 》
,

月平均 水温在

4一 28
O

C之间
。

盐分最低出现在 7
、
8 月份 ,湾 口部分

,
主要受九江河注入淡水的影响

。

潮流
:

止锚湾的潮汐较为特殊
,

为全日潮 ,每昼夜一涨一落
,

涨落潮时很不稳定
,

极难

掌握
。

据我们 79 年 5 月 19 日至 20 日连续观测 24 小时的结果
:
止锚湾的表层流 (水面

下 2 米 )为外海海流与 内湾潮流的混合产物
,

每昼夜换流四次
,

两次在半
“

架
”

潮 ( 1 5 “ 0 0 ,

5 : 0 0 )两次在近平潮 ( 2 0 : 0 0
,
s : 0 0 )

。

南流较长 (约 13 个小时 )
,

北流较短 (约 7个小时 )
。

按

连续矢量法计算
,

海流势力较强 (为 3
.

15 厘米 /秒
,
2 1 8

。

即 SW / S 向 )
,

潮流势力较弱 <为

O
、

80 厘米 /秒 20
。

即 N N E 向 )
。

图 5 止锚湾漂流瓶去向

根据 9 次投放漂流瓶及两次双浮筒观测
,

止锚湾及其附近的表面流基本流向为东北

与西南方向
。

一般流速为每小时 0
.

2一 0
.

6 公里
。

19 7 9 年 4一 6 月投放漂 流瓶计 9 次共

3 41 个
,

其回收率为 52 拓 (湾内 10 形 )
。

其余漂流瓶大部分出止锚湾
,

流向山海关沿岸一

带 ( 图 5 )
。

采苗海区
:
位于止锚湾贻贝养殖海区 内外 (图 1 )

,
1 979 年共有 8 台扇贝采苗筏

,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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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止锚湾筏养扇贝性腺指数 19了9 年

月 日
平 均 值

壳高 (厘米 ) 鲜重 (克 ) 软体重 (克 ) 性腺重 (克 ) 早: 忿 性腺指数

6 : 4

5 : 5

6 : 4

3 : 6

7 : 3

7 : 3

7 : 3

8 : 2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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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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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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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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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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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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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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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盯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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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供卉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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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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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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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3 (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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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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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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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知喊

5
’

l q l溉

图 7

Zq 25 荟 5 山 姑 匆 ,。 ”
曦 -5 1 0 15 , 0 25 7界 6 10 1吞 沁 ,`

止锚湾表层水温
,

扇贝性腺指数及湾内浮游幼体数量的变动
.

。
凡未注明年份的均为 1 0 7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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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止锚湾扇贝幼体数t 月变化 (
x 10

,

)

1盯 9 年 定点拖捕

月 日 八排
…竺{ 月 日

多 点 拖 捕

1 3 k m
, 2 9 k m

0

0

0

O

1倪

0

6 6 0

6 4 0

3 5 6

0

0

0

0

钊米
急

。
1

。

00

玲19264

4
`

1

9
。

8

O

0

9
`

6

1 9
.

3

3 6
,

0

3 2
,

9

6巧跪914灯273

份邓劝

7 1
.

乍

1 4
.

9

4
,

4

00习09..

…
0生22403112

11

11玲29

713盯幼

49

表 3 止锚湾扇贝附苗检查 19 7 9 年

检检 查 期 问问 检 查 地 点点

二二二 排排 八 排排
一

卜二排排

555 月 4 日~ 6 月 1 1 日日 000 000 000

石石月 1王日 ~ 6 月 2 6 日日 000 000 OOO

555 月 2 6 日~ 6 月 2 日日 000 000 000

各各 月 2 日 ~ 6 月 9 日日 000 000 000

666 月 9 日 ~ 6 月 1 6 日日 000 昭昭 222

666 月 1 6 日~ 6 月 2 3 日日 6
.

666 1 333 444

666 月 2 3 日~ 6 月 3 0 日日 0
.

555 000 000

666 月 3 0 日~ 7 月 7 日日 000 000 000

777 月 7 日 ~ 7 月 1 7 日日 000 000 0
甲

444

表 4 了3 年止锚湾海区的附苗水层

平均附苗数量 (个 /袋 )

水面以下〔米 )

j \排试验筏 十二排生产筏

1
。

5

.4氏

2

2
.

5

3

8
。

6

9
。

0

3
·

6 」 7
·

4 1 石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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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材质采苗器的附苗效果

检查日期及平均附苗数盘 〔个 /袋 )

附着基材质

7 9 年 7 月 3一 4 日 7 0年 8 月牙2 日

1
。

棕毛

2
.

乙烯乱丝

3
.

棕搁皮

4
.

流网 衣

石
.

袖网 衣

6
.

乙烯拖网衣

7
.

杉树枝〔干 )

8
.

璃璃纸

9
.

乙烯薄膜

1 0
.

松树枝

.4 o

1名
。

5

2
。

0

8
.

0

2
.

0

6
.

0

8
.

0

2 4
甲

O

1 0
,

0

1
。

0

1
。

3

2
甲

0

0550555吞404120姿。四

都一

…
注

:

上述材料均装在 5O 父
40 厘米的洋葱袋里

,

悬挂在同一台浮筏上
。

表 6 不同体型采苗器的附苗效果

检查日期与平均附苗数量〔个Z袋 )

采苗器体型

7 9年 6 月 20 日 7 9年 8 月 2 4 日

1
.

灰色洋葱袋 ( 0
.

5 洲 0
.

4 米 )

2
.

黄宙纱洋葱袋 ( o
一

s
x o

.

4 米 )

3
,

底垫薄膜洋葱袋 〔o
.

5
x 0

.

4 米 )

4
.

灰色锥型袋 (功幼
x
部厘米 )

6
、

黄窗纱锥型袋( 币幼
x 2 5厘米 )

6
.

国筒袋 (争2 0 父 3 0厘米 )

7
.

长方袋〔1
.

4 x o
.

6 米 )

8
.

胶皮棕毛袋〔价10 义

加匣米 )

1 5
甲

0

4
甲

0

0
.

0

3
.

5

8
.

0

3
.

6

防
.

0

2
。

0

2
。

O

1 0
,

0

0 5

O
,

6

0
。

8

0
,

0

压
甲

0

2
.

4

}仁:

内装附着基全为棕毛
。

均悬挂在同一台浮筏土
。

(三 ) 幼体集中区及其数量变动

集中区变动
:

从 4 月 6 日到 6 月 2 9 日
,

共作了 13 次幼体普查
:
除 4 月 6 日

、

15 日
、

26 日三次海区没有出现扇贝幼体和 6 月 29 日幼体集中区消失以外
,

其他各次
,

在狗河以

西到山海关附近的水域中
,

均可检查到扇贝幼体
。

但幼体数量集中分布区的位置却经常

变动 ( 图 8)
,

而且多次出现在止锚湾港口 以外
,

如 5 月 9 日
、

14 日
、

27 日
, 6 月 n 一 12 日

及 16 日等
,

只有 5 月 22 日及 6 月 3 日这两次
,

幼体集中区曾出现在止锚湾采苗场的北

部
。

在 1 9 7 9 年
,

扇贝附苗盛期 ( 6 月中旬 ) 的幼体集中区则长期出现在距止锚湾采苗场以

东 10 多公里以外的深水处
,

这是 79 年止锚湾内部扇贝采苗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

垂直分布
:
止锚湾采苗场中心

,

扇贝幼体在水中的季直分布
,

表现出以下特点
。
( 1) 从

下午七时起到翌日上午九时以前
,

扇贝幼体的主要分布水层在中上层
,

在 2 米水层以上 ,

从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三时
,

幼体主要分布水层在中下层
,

在水层 4 米以下 (表 7
、

图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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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瓜 气

动 向

图 8 止锚湾扇贝幼体集中区的变动

b
,
5 月 1 6 日 ; e ,

石月 2 2 日 ; d
,
6 月 3 日 ; . , 6 月

曦惹勤

. 州卜

1工一 1 2 日

集中区

; 玉
,
6月 1 6 日

。

表 7 止锚湾扁贝幼体垂直分布的昼夜变化 1 9 7 9
,

5
,

19一20

上 层 } 中 层 1
.

下 层

个 /米
“

陇03412防n37摊2济 9

0

1 3 6 8

16助舫00870
心d8344

筋32初如62砖风00000000009
川1357

叫二1
1
111

1 9 :
oo

2 1 : 0 0

23
:
oo

0 1 : 0 0

O3
:
O0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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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止锚湾采苗场中心的一个固定站上

,

扇贝幼体的昼夜数量变动频繁
,

差异很大
。

如

79 年 5 月 1 9一 20 日
,

在 2 4 小时内
,

水中幼体密度最大值可达 2 4能 个 /米
. ,

最小值只有

3能 个 /米
. ,

群体密度之差
,

可达 6一 7倍
。

( 3) 上述幼体数量变动同流向有关
。

在当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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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贝幼体的昼夜垂直分布

以西北流的幼体密度最大 (超过 5 , 0 00 个 /米
协

)
,

而以东北流的幼体密度最小 (低于 1 , 。00

个 /米
3

)
。

涨落潮的数量变动
: 1 9 7 9 年 6 月 n 一 1 2 日

,

在三个连续潮次内
,

观测采苗场范围 ( 13

平方公里 )内的扇贝幼体数量变化 (表 8)
:

从 n 日早开始
,

经过一次落潮
,

幼体数量比前

期增加了 1 2肠
,

又经过一次涨潮
,

扇贝幼体数量比前期却显著减少了 41 形
。

如果按一个

潮汐周期计算
,

幼体数量则减少了 32 终
,

可见经过一落一涨
,

扇贝幼体数量
,

越来越少
。

这种增减趋势同内湾性幼体数量增减趋势恰好相反
。

表 8 扇贝幼体数 t 的涨落潮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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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从涨落潮的幼体组成 (表 8) 上可以看出
,

在 24 小时内
,

不同发育阶段的幼体成

份
,

有了很大改变
,

第一次满潮以直线铰合幼体为主 (占 72 形 )
,

经过 12 小时
,

幼体组成却

以壳顶幼体为主 (占 58 拓 )
,

又经过 12 个小时第二次满潮时
,

又变为铰合幼体与壳顶幼体

数量略相等的状态
。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

幼体组成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

这说明
,

苗场

的幼体是来自不同水域
,

不同的苗群的
。

葡伏幼体在 24 小时内的出没现象
,

更足以说明

这一点
。

(四 ) 采 苗 试 验 效 果

1 9 79 年 5 月下句
,

在止锚湾采苗场上投放扇贝采苗浮筏 3 台
,

单吊 9
·

个 (另外
,

还有

定期采苗试验对比筏 5 台
。

半个多月后
,

生产性采苗底筏全部被盗
,

单吊损失 6 个 )
。

6 月

16 日发现附苗
。

7 月 5 日
,

采用洗苗镜检法检查结果 (表 9) 表明
,

平均采苗量为每袋 24
.

4

个
,

最多达 72 个 /袋
,

平均壳高 20 。微米
。

粗略估计
,

台产贝苗可达 巧
, 。00 个

。

8 月 22 日

清袋检查时
,

平均壳高已达 1厘米
,

实际平均采苗量为 4 个 /袋
,

最高一袋附了 69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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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贝养殖浮筏上
, 1 9 7 9 年每 7 串检查到 3 个扇贝苗

,

而 1 9 7 8年每串贻贝绳上
,

可检

查到 10 一幼 个扇贝苗
,

可见 1 9 7 9 年止锚湾的采苗水平确实显著下降
。

19 7 9年止锚湾扇贝采苗效果

检查日期

6 月 2 0 日

7 月 5 日

试试验方式式

对对比试验筏筏

生生产性采苗筏筏

平均采苗量〔个 /袋 l)最多采苗氢个 /袋〕} 平均壳高 (厘米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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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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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

讨 论 与 评 价

1
.

准确掌握扇贝的繁殖期和附苗期
,

适时投放采苗器具
,

对提高采苗量有重要意义
。

1 9 7 9 年 3一 6 月期间
,

止锚湾表层水温比 1 9 7 8 年同期低 0
.

5一 2
.

0
”

C
,

栉孔扇贝的繁殖期

比 7 8 年晚了半个多月
。

7 8 年繁殖盛期在 5 月中旬 , 79 年推迟到 6月上旬
。

由于繁殖盛期

推迟
,

附苗盛期也比 7 8 年推迟十多天
,
7 8 年在 5 月底 6 月初

,

79 年推迟到 6 月中旬
,

但

繁殖
、

附苗盛期的表层水温
,

都相差不大
,

前者两年均为 15一 16
O

C
,

后者两年均为 18 一
1甲 C

,

这个附苗温度指标同山东烟台金钩湾相同
。

2
.

海洋中的扇贝幼体数量
,

是海区采苗的物质基础
。

根据海区幼体数量
,

可以预测

当年的采苗水平
。

特别是从 1 9 7 9 年附苗盛期出现以前的幼体总量指标
,

可以看出
,

当年

采苗水平的下降
。

如
:
按止锚湾同一调查范围 (2 9 平方公里 ) 计算

, 19 7 8 年 5 月 9 日扇

贝附苗盛期前夕
,

幼体总量指数为 58 8 x l 。, ,
1 9 7 9 年 6 月 11 日扇贝附苗盛期出现前夕

,

幼体总量指数只有 3 61 x 10
. , 1 9 7 9 年比 工9 7 8 年降低 3 8环

。

最 高幼体 密度
,

1 9 7 8 年为

2 3 6 0 个 /米
, ,

1 9 7 9 年只达 l o a 6 个 /米
a , 1 9 7 9 年比 1 9 7 8 年降低 5 6%

。

今年的实际采苗 效

果
,

确实反映了这种欠收趋势
。

目前
,

国内在扇贝海区采苗研究方面
,

尚未见到 有关利用

海区幼体数量推测采苗水平方面的报导
。

3
.

通常在一个半封闭性的海湾 (如大连湾 ) 中
,

通过定期定点调查
,

可以看出不同幼

体发育阶段的数量由少到多的整个变化过程
,

从而推测采苗时期的来临日期
。

在止锚湾

却看不到这种现象
。

从 5 月 9 日到 6 月 3 日的 24 天当中
,

始终没有出现大量壳顶幼体
,

到了 6 月 n 口才出现为数较多的壳顶幼体 (约占 28 一 58 形 ) ; 4 天后
,

到 6 月 16 日
,

才见

葡伏幼体
,

而且数量也不多
。

接着
,

在 6 月 29 日
,

海区中扇贝幼体绝大部分消失
。

从 6 月

n 一 12 日的连续观测中看出
,

止锚湾扇贝幼体不同发育阶段的组成变动
,

在一个昼夜之

间
,

确实是很大的
。

这一点同日本陆澳湾的状况大不相同
。

4
.

幼体集中区的高密度和稳定性
,

是建立苗场的先决条件
。

止锚湾扇贝幼体集中区

出现的位置
,

不论在 1 9 7 8 年或 1 9 7 9 年的 5一6 月份
,

都是在不断变动的
,

特别是 1 9 7 9 年

集中区变动十分频繁
,

很不稳定
。

造成这种现象
,

同下列条件有联系
:

① 止锚湾口大套

浅
,

湾澳不深 ; ② 亲贝栖息场不在止锚湾内部
,

而远处在止锚湾外侧 , ③ 止锚湾潮汐特

殊
,

一 日一涨落
,

湾内水流变动频繁 ;南流长
,

出口 流强
。

所以止锚湾作为生产性扇贝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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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苗场
,

是不适宜的
。

结 语

1
.

止锚湾栉孔扇贝的附苗期
,

不同的年份有变化 , 1 9 7 8年在 6 月初
,

1 9 7 9 年在 6 月

中旬
。

水温均在 18 一 1 o9 C 之间
。

2
.

止锚湾扇贝幼体数量较多
,

但集中区很不稳定
,

主要采苗场在湾 口以外
。

3
.

扇贝的主要附苗水层
,

在近底层
。

4
.

经对比试验初步看出
,

扇贝的附苗基质以乙烯拖网网衣为好 ,采苗网袋
,

以长方形

较好 ,采苗筏子以近底筏为好
。

参 考 文 献

上I 〕 林祥辉
、

刘桂家
,
1价8

。

止锚湾栉孔扇贝附苗试验
。

海水养殖讨论会论文汇编
,

辽宁省海水水产学会
。

【2 〕 境一郎
,
1盯 6

。

日本 l乙寸汁 石 水 夕夕 万才增养殖
。

水座北海道鸽食凳行
。

A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N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O F

S C A L L O P S P A T F A L L 、 V A T E R S I N Z H IM A O W A N

毛uo y 。二五e n g an d L in X i二g h u l

(丑“
亡a 犷口儿 I妈 st 落拟君

oj 肚
a 犷落姗 夕感名几e r 弃绍 可 L 艺a雌 i泥夕 P

扩匆公`” ` e )

Z h a o H即 i n a n d C h e n X i a o h o n g

( J伽召再。仙 名入云F 镶̀肠犷蓄“ 丑` s ea
r e几 L a 乙。时 。摺 )

R e n J iu
z五u

(万砧肠犷油 知川伽枯 oj 名“介而训夕川
a 。 )

A b鱿 r 叨七

A r e lat i v e l y 。。 a l l q u阶 t jyt o f o e a l l o P s P a招 (hO l a 二笋 fa
二。 , 落) w二 e ob 七

a仇 e d f功 m

ht e e o
甜

a l w at 毗 时 Z h im ao W an o f S u i Z h o刀 9 X i扎n 讥 1 9 7 8
、

S in o e 1 9 7 9 a
, ir 。 可

犯 r y留 w e r e e a r r拍 d o ut t o 扭 v
喇 ig 舀 t e ht e d i o t ir b u t i o n o f l a r v ae 幼 d t il e 和 et n t i a l it y o f

t h拍 。 p e o i图 j n g r d
e r ot a扎 j m就 e th e v a

lu
e o f o x扭 io t a桩叻 o f 伍

e
b时

.

T h e r e阳 l切

i n d ic 岛切 让就 t h拍 r e g j o n j o s

iut
a et d at t h e o u卜 s h e ir o f 让

e e o a s七,

恤
e v a r i a t i o n o f o u r r e n 七

。 o n山 t矛o n 扭 a k邵 场
e o et lt em e n t o f ht e SP

a t ot b o u 刀习 t ab le a

dn
a l o o ht e o h a工吧 of ht

e b a y

15 欢
a l lo w a n d o P姐

.

I t j s 刀 o t v a l u岛b l e ot e x P liot f o r e o坦 m e r c协 1锄
r ie u l加湘 g r o u n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