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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年龄的研究
’

张 建 中带
带
李 复 雪

(厦 r飞大学海洋系 )

提 要 本文采用透光法鉴定文蛤的年龄
。
当贝壳在光透射下

,

条纹清晰显出
。

贝壳灼

亮带形成是在 5 月至 10 月
,

暗带则在 1 0月至翌年的 5 月间形成
。

不同年龄组的亮带和暗带形成

的时间没有差别
。

通过贝壳的亮
、

暗分界线
,

可以判断文蛤的年龄
。

主题词 文蛤
,

年龄

双壳类年龄鉴定的方法
,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
,

即
:

<1 )利用贝壳表面的年轮口 .10 几; ( 2)

利用贝壳内面年轮 8[
, , 〕 , ( 3 )利用贝壳长度频率分布直方图 〔 . , 已斗。

关于文蛤 形
。作押杨 。 。倪`而公 ( iL n娜“ u 幻的年龄鉴定

,

迄今未见报道
。

本文采用 光

透法
,

通过周年观察
,

确定出亮
、

暗带的形成时间和年龄鉴定的标志— 年轮
。

用扫描电

镜和电子能谱仪来探讨年轮的形成机制
,

为进一步研究文蛤的生长和资源提供资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扮 8 5 年 4 月至 19 86 年 4 月
,

每月的第一个大潮
,

用蛤酬祀在福建漳江湾的鸽子洲 (图 1) 采集文蛤

10 。一 1 5 0 个
,

取其贝壳
,

编号后放在由普通光源组成的装置上
,

逐个观察纂边缘的亮暗情况和亮带数
,

并

记录和拍照
。

分别取亮带和暗带处的文蛤壳
夕

用 工压 3 离子溅射喷涂仪
,

对其纵断面喷金 1 分钟
,

厚度约为 5。久
.

然后用 8一。2 0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其结构
.

取同样的小块
,

烘干并经氢离子束清洗后
,

用电子能谱仪分

析其元素组成和相对含 t
。

结 果

1
.

贝壳经光透后的情形 将文蛤壳放在由普通光源组成的装置上
,

接通电源
,

使光

从贝壳内侧向外穿过
,

由于贝壳上各部分的透光性能不同
,

出现了亮暗相间的带状条纹

(图 2 )
。

它们均是以壳顶为圆心的近似圆弧状的条纹
,

且在左右两壳上是一致的
。

有的亮

带或暗带内
,

又有细小的暗线或亮线
。

我们将处于壳顶的亮带称为第二亮带
。

接下来的

暗带称第一暗带
,

再接下来的亮带称第二亮带
,

由此类推
。

第一亮带和第一暗带的交界线

称第一亮暗界
,

第一暗带和第二亮带的交界线称第一暗亮界
,

由此类推
,

详见图 4
。

第一亮

本文初稿承蒙丘书院教授
、

邹仁林助研究员审阅
,

黄宗国研究员和王如才翩教授提出宝贵愈见
,

谨此感谢
。

现在山东梅洋学院水产系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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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亮
、

暗带的形成时间 从 1 98 6 年 4

月开始
,

取两条亮带组和 3 条亮带组的贝壳
,

在透光下观察和拍照
,

结果见图版 工和且
。

从

图版中
一

l可以看到
:

两条亮带组
,

在 1 9 8 5 年 5

月 8 日
,

贝壳的边缘还是暗的
,

但到 6 月 6日
,

其边缘就出现了一条细亮带 (图版 卜 )C
,

这

条亮带一直增宽
,

至 10 月 28 日
,

贝壳边缘又

出现一条细小的暗带 (图版 I es且 )
,

这条暗带

一直增宽至下一条亮带的出现
。

三条亮带组

和其它亮带组的情形也是一样
。

因此文蛤贝

壳的亮带形成时间是 5 月至 10 月
,

而暗带则

形成于 10 月至翌年的 5 月
,

这样每周年形成

一条亮带和一条暗带
,

即每年形成一条亮暗

界
,

而这条亮暗界的形成时间为 每 年 的 10

月
。

3
.

边缘增长率 a 的周年变化 以 亮 暗

界为基准
,

用游标卡尺测量和计算 2
、 3

、

4 条

亮带组的边缘增长率 。 ,

计算公式
` 二

.

篆瓮
一 ` ’ 。 0 ,

’

其中 H为体高
,

风为第一亮暗界 (从边缘起 )

所对应的壳高
,

风
_ 、

为第二亮暗界所对应的

壳高
,

结果见图 5
。

从图5 可以看到
,

各组的 “ 值在

9 月 2 0 日均达到最高值
,

10 月 28 日 a 值最低
,

分别为 12
.

96 多
、

10
.

5 9另和 7
.

68 肠
,

这说明此时

暗带已开始形成一段时间
。

4 月 8 日至 9 月 加

日
,

各组的 。 值均处于上升状态
,

年龄越高
, 。 值

的增长就越慢
。

10 月 28 日至 3 月 2 6 日
,

各组的

“ 值也处于上升状态
,

同样高龄组不如低龄组上

升快
,

但各组 “ 值的增加速度普遍不如 4 月 8 日

9 至月 20 日快
。

4
.

年龄鉴定的依据 (年轮 ) 从逐月观察结

果和 “ 值的逐月变化
,

可以看到亮暗界每周年形

成一条
,

其形成时间为每年的 10 月
,

这样亮暗界

即可作为年龄鉴定的依据
。

另外
,

当年生的文蛤

于 10 月也形成一条亮暗界
,

这样亮暗界的数 目减

去 1
,

即为文蛤的实际年龄
。

这一点也可以从壳

图 生 透光后各带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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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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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e血

图版 11这是三条亮带组的逐月倩形
,

其采集时间与图版 I 中的各月时间一乳
r 玩 et n M o 。七班 y 位决 D g 加召雍切

。 玩 七b e g
our

p o f 地甲云〕
g 七h n拍 挑却 s of b ir 弓址

和此 i o n
.

T he it me
o f 出功 p l i n g 始 七加 sa m e “ 取

n it o n ed t h
a t 讨 p b et .l

两层明显
,

两者之间无差别
,

因此亮带和暗带在电镜结构上没有差异
。

根据电子能谱仪绘出的亮带和暗带的全谱图 (图 7
、

8 》
,

并查阅 X光电子能谱手册
,

找
1 1 ,

, ` * 二~ * 胡二 、
_

、 二 。 , 、

本 、 八 、 。
』

从 /风
、

,

。 ,
二。 、 山 , 二 , 、

出各峰值所对应的元素
,

最后用公式
:

百分含量 = 写二连口
一一 x 1 00 环 计算出各元 素 的

习 风 /尽

百分含量
。

结果见表 1
。

式中 马 为第茗个元索所对应的峰高
,

风 为第 公个元素的高度

灵敏度因子
。

从图 7
、

8 和表 1可以看到
:
亮

、

暗带在元素的组成上没有差别
,

但各元素在两者中的

百分含量却不一致
,

其中 N
、

ca 相差较显著
,

特别是 了
,

暗带比亮带高达近一倍
。

讨 论

1
.

据报道 , 川
,

文蛤在青岛的产卵期为 5一 9 月
,

扛苏的启东为 6一名月
,

广西为 5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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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营口则为 8一 9 月上旬
。

本实验表明
:
亮暗带的形成时间为 10 月

。

这样第一轮 (第二

亮
、

暗界 ) 的实际生长时间比一周年长 1一 2 个月左右
。

但这影响不大
,
因为人工培 养 妞

天的文蛤稚贝才达 1毫米左右闺
。

2
.

关于年轮的形成机制
,

以前使用光透法的细见彬文 [’] ,

他在 娜 土 贻 贝 M y ilt lls

ga ll o p T o v 血 c

诫 is (毛
a nT a “ k )的贝壳断面上发现

:
紫色素在梭柱层的外层上分布不均

,

暗

带处紫色素沉淀多
,

而亮带处则少
。

因此
,

他认为棱土贻贝的贝壳透光性能是由紫色素的

多少而决定的
。

据我们实验观察
,

在文蛤的贝壳上
,

没有发现紫色素的差别
,

这样就不存在紫色素影

响光透性的间题
。

亮
、

暗带在电镜结构上没有差异
,

但其断面上的元素组成差别较大
。

暗

带处的氮 ( N )含量是亮带处的近一倍
,

钙 ( C的的含量也比亮带处高些
。

这可能是影响光透

性能的主要原因
。

此外
,

繁殖期基本上和亮带的形成时间一致
。

总之
,

贝壳亮
、

暗带 <亮
、

暗界— 年轮 )主要是由于元素含量特别是氮的含量不同所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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