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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石房蛤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

魏利平 束蕴芳 关福田 韩一萍

(山东省水产学校 ) (烟台地区水产研究所 )

虞 佐 尧

(烟台地区海水养殖试验场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对紫石房蛤生物学调查研究的初步结果
。

紫石房蛤是狭盐
、

冷水性贝类
,

栖息于 连一20 米水深
,

潮流畅通
,

水质清澈的沙砾底质海

区 ;适应的水温是 2一 2 8
O

c
,

盐度是 加一涎偏
,

营埋栖生活
。

其食物以硅藻为主
。

V 龄以前的个

休生长迅速
。

体重和体长的关系为 : 评 二 。
.

0 00 0 1在 ,
·

” 一 18
。

紫石房蛤为雌雄异体
,

繁殖期在 6 月至 9 月上旬
。

据测定
,

其生殖腺指数在 7 月初达到最

高值
,

为 拍
.

8另
。

此外
,

本文还对紫石房蛤的胚胎发育过程作了描述
。

紫石房蛤 战丽故冲幽
: 夕。 卿忆 t。 ( s o w er b y) 是一种大型的经济贝类

。

其形态特征
,

张玺等在《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体动物》 ( 1 9 5 6) 曾有过描述
。

但有关紫石房蛤的生态 习性
、

胚胎发育等
,

尚未见有报导
。

本文对紫石房蛤的栖息环境
、

食性
、

生长
,

以及它对温度
、

盐度的适应能力和繁殖 习性

等方面
,

作了观测和研究
。

材 料 和 方 法

供研究用的 30 。余个紫石房蛤
,

取自烟台沿海养马岛— 腔桐岛海区
。

由潜水员潜

入预定海区采取标本
,

同时采取底质和水样
。

抽样在现场解剖吸取胃含物
,

用 10 男福尔

马林固定待检
。

同时取中部肥厚处性腺一块 (5
~

x s。 。 )
,

用波恩氏液固定
。

同时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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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鲜出肉率 (
~

澎探霭黔 “ 10 。% )和生殖腺指数
。

为测生殖腺指数
,

需先将内脏团取出
,

沿
万盯囚 曰甲 \ 鲜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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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 ’

朋 儿竹
r ” “ 川毕叫 , , “

纵线将内脏团剖开
,

切除棕褐色消化盲囊和胃
,

再沿内脏团和足肌的交界线剪去足肌
,

便

研究过程中
,

得到牟平县象岛海参养殖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谨致谢意
。



2 水 产 学
一 ’

报 6 卷

留下乳白色的生殖腺
。

生殖腺指数为
: 生殖腺重 (内脏团重

一消化盲囊和胃震二星
二

旦压重 )
软 体

波恩氏液固定的生殖腺采用石腊包埋切片和
“

H
.

E
”

法染色
,

精卵的胚胎发育是在山东省牟平县象岛海参养殖场观察的
。

重

然后镜检观察
。

义 1 0 0%
。

经

紫石房蛤受

紫石房蛤的生态习性

紫石房蛤的贝壳极坚厚
,

略呈椭圆形
,

贝壳表面黄褐色
,

内面暗紫色
,

小月面不明显
,

循面被黑褐色柳叶状的外韧带所包被 ( 图版 I一 1 )
。

其肌肉系统发达
,

软体肥满 (图版 卜 2 )
,

内部构造如图 1 所示
。

///才才

图 1 紫石房蛤的内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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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生 活 环 境

紫石房蛤在我国分布于辽宁省的大连沿海
,

金县的登沙河
,

长海县的海洋岛
、

大耗岛 ;

山东省烟台沿海的芝早岛
、

峻炯 岛
、

养马岛
,

长岛县的长山八岛等海区
。

它栖息 4一 20 米

左右水深的海底
。

栖息地的底质多为泥沙
、

砾石和石块所组成 (见表一 )
,

其主 要成分是粗

表 飞 紫石房蛤埋栖底质粒级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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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和砾石
。

紫石房蛤生活的海区要求潮流畅通
,

水质清晰
,

底栖硅藻比较丰富
。

在海底凹

陷地带
,

则往往营群集埋栖生活
。

我们曾发现每平方米海底多者可达数十个
。

埋栖于海

底的紫石房蛤只露出进
、

出水管的黑色端部
,

因此较难发现
。

遇到有触动
,

水管便迅速缩入

壳 内
,

在沙底上留下一个长椭圆形的孔
。

紫石房蛤的埋栖深度通常在 10 一郊 厘米
。

紫石

房蛤的敌害主要是肉食性螺类
,

我们曾发现强棘红螺将吻部伸入到紫石房蛤后部的水管
,

使紫石房蛤贝壳紧闭
,

18 小时 以后贝壳张开
,

24 小时 以后死亡
。

此外
,

从海底采捕的标本

中
,

发现死亡的个体多数有被玉螺腺质盘穿透的孔
。

肉食性鱼类也常常啃食其外露的水

管
,

因此
,

潜水捕上 的紫石房蛤中
,

有 10 一 20 终个体的水管没有色素层
。

(二 ) 食 性

通过对 4一 8 月份烟台海区采捕的紫石房蛤胃肠 内含物的分析
,

发现其食料成分大部

分是硅藻类
。

经鉴定分别属于 14 种硅藻
: 圆筛藻 C 口s成

J

献戒菇叫 “ 印
,

; 盒形藻 B 店翻耐灿赫

印
;
角状藻 跳 q’a 协耐“ 即

甲

, 脆杆藻 夕犷况夕公玩而 a
sP

.

; 针杆藻 泞罗杯 d二 印
,

; 弯杆藻 枷
二。`化

印
4

; 直链 藻 肠205 介比 sP
.

, 舟形 藻 八吸说洲协 印
.

; 双 壁 藻 D印 l。 。拓 印
.

, 曲舟 藻

尸女“
哪印

” 玛 叩
.

;双缝藻 G夕犷。 感夕饥 a 印
.

; 茧形藻 姓 , 协如。 伽 印
.

; 月形藻 A哪夕彻、 叩
甲

,

菱形藻 N血潞叭辘 印
.

。

其中以圆筛藻
、

菱形藻及舟形藻数量最多
,

其次为双壁藻和曲 舟

藻
。

在消化道见到的已被消化成残渣碎块的食物中
,

最多的还是圆筛藻
。

至于动物卵
、

砂

壳纤毛虫
、

枝角类
、

挠足类
、

恺角虫和 甲藻等
,

在胃肠 中还完整存在
,

是否这些东 西不是它

的良好饵料或不属于它的食饵
,

尚待观察
。

(三 ) 生 长

供这次研究用的 3 0D 余个标本中
,

抽出不同体长的贝壳 80 余个
,

用工业盐 酸 浸 泡

3 0一 50 分钟
,

取出贝壳水洗
,

去掉黄褐色的角质层
,

留下乳自色的棱柱层
,

则显出清楚可

见的紫褐色生长线
。

比较各贝壳的生长线
,

我们发现标本中个体最大的年龄为 10 龄
。

5

龄 以前的个体表现出较高的生长速度
,

5 龄以后生长速度显著减慢 (见表 幻

表 2 紫石房蛤的生长与年龄的关系

年年 龄龄 111 222 333 444 石石 666 777 888 9
、

1 000

体体 长 ( , m ))) 1 5
.

444 3 6
.

222 6 1
.

888 7 6
.

777 8 8
,

444 0刁
.

555 卯 000 1 03
甲

666 1 1 4 888

体体 重 (克 ))) 3
.

444 注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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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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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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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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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4王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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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增长率%%% 体 长长 000 1拓
甲

111 70
`

777 粼
.

111 1 5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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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4
.

888 4
.

66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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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体 重重 000

}
3 73

·

555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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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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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

333 2 2
`

666 1 7
.

888

}
20

.

。。 1 0
.

000

紫石房蛤体重与体长的关系为 评 = 0
.

0 0 0 0 1 4 尸
·
右

一 1 8 (如 图 2 所示 )
,

式中W为体重

(克 )
,

L 为体长 (毫米 )
。

紫石房蛤对低温的适应能力较强
,

在 0一 一 2
,

C 的海水中生活 4 天后仍能存活
。

对高

温的适应能力差
,

将其置于 3扩C的海水中
,

不久便麻痹死亡
。

在我们观察中测得
,

紫石房

蛤对水温的适应范围是 2一 2扩 C
,

最适水温是 1 4一 2 4℃
。

紫石房蛤属于狭盐性贝类
,

当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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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到 18 编便
“

浮肿
”

并逐渐死亡
,

盐度在 2 0筋一 34 荡之间都能正常生活
,

最适盐度范围

是 2 6筋一 3 2荡
。

即
n乙

户帜)归雄

O7 的 豁 100
体长 (毫米 )

图 2 紫石房蛤体重与体长的关系丫 二 。
.

。。。。抖 ,
日 , 一 18

紫石房蛤的繁殖习性

(一 ) 性 别 与 怀 卵 量

紫石房蛤是雌雄异体
。

在我们检测 的 3 00 余 个标 本 中
,

雌性 为 4 8
.

7终
,

雄 性 为

5 1
.

3形
,

几乎各占一半
。

从外形上不能区别雌雄个体
,

必须解剖镜检
。

怀卵量与亲体大小有关
,

个体越大则怀卵量越多
。

据测定
,

体重 20 0 克一 2 50 克的雌

贝
,

其怀卵量在 3 00 一 6 00 万颗
,

但每次产卵数量一般只有 6 0一 2 00 万颗
,

这是由于性细胞

分批成熟分批排放的结果
。

(二 ) 生 殖 细 胞

成熟的卵细胞是圆形深褐色
,

卵膜完整
,

卵黄颗粒充实
,

胚胞消失 ( 图版正 1 )
,

紫石

房蛤是属于第一次成熟分裂中期受精的种类
。

卵径为 7 1
。

3一7 8
.

1 微米 (平均 7 3
.

1 微米 )
。

一般情况下
,

卵子排放后 4 小时内都能受精
。

精子呈尖辣椒形
。

头
、

颈部的长度为 5一 6

微米
,

(图版 I工一1) 两者间的界限不明显
。

精子尾部细长
,

成熟的精子以跳跃趋进方式运

动
。

水温在 2 3一 24 吧情况下
,

精子排放后 5一 7 小时内都有受精能力
。



1 期 魏利平
、

束蕴芳
、

关福田
、

韩一萍
、

虞佐尧
:

紫石房蛤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三 ) 繁 殖 季 节

为了了解生殖腺的发育规律
,

以求掌握它的繁殖季节
。

我们几年来测定 3 00 余个标

本的生殖腺指数和鲜出肉率
,

做了 1 32 个标本的生殖腺组织切片
。

了解到紫石房蛤的繁

殖期是 6 月到 9 月上旬
,

其繁殖盛期是 6 月 中旬到 7 月下旬
,

此时水温在 16 一 2 4℃
。

据测定
,

生殖腺指数每年从 5 月中旬 ( 水温 14 ℃ ) 以后急剧上升
,

到 7 月上旬达到最

高点
,

此时的生殖腺指数是 19
.

8 %
。

生殖腺指数的高峰一直延续到 8 月中旬才逐渐 下

降
。

紫石房蛤鲜出肉率的时间变化与生殖腺指数的变化相似 (表 3 和图 3 )
。

表 3 不同 时期紫石房蛤生殖腺指数与鲜出肉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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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紫石房蛤生殖腺组织进行了周年

性采样切片观察
。

根据齐波菲尔德 ( C址 p拌 -n

月 le d) 的分类法
,

紫石房蛤生殖腺发育可分成

四个时期
,

各期特征如下
。

I 期
: 增殖期 ( 图版 卜 3

,

4)

此期 自 3 月到 5 月初
,

水温从 5一 12℃
。

滤泡中生殖细胞不断地横
、

纵向分裂
,

形成生

殖母细胞
。

滤泡容积不断增大
,

结缔组织不

断减少
。

雌性滤泡壁上挂满了带有卵柄的大

小不同的未成熟卵
。

雄性滤泡壁的周围全为

精母细胞
,

滤泡中央有呈菊花状排列的未成

熟精子
,

其面积不超过滤泡面积的三分之一
。

n 期 : 成熟期 (图版 卜 5
,

6)
·

丁6

1 2

4 5 台 7 感 心 1匕 了犷
时间

图 3 紫石房蛤生殖腺指数
,

鲜出肉率的变化曲线

此期自 5 月初到 6 月初
,

水温 1 2一 16 ℃
,

此时的滤泡大小达最大值
,

为 连00 一5 00 微

米
,

结缔组织几乎全部被滤泡所占据
。

雌性滤泡中央充满了圆形的成熟卵
,

但在滤泡壁上

仍有很多带卵柄的未成熟卵
。

雄性滤泡中
,

成菊花状排列的精子面积达整个滤泡面积的

一半以上
。

此时
,

生殖管内出现了成熟的卵和精子
。

111 期
。 排放期 ( 图版 I一 7

,
8 )



6 水 产 学
.

报 6 卷

此期自 6月初到 9月上旬
,

水温从 16 一24
O

C
。

雌性滤泡腔中成熟卵不断排出
,

附在

泡壁上的带柄卵也不断成熟并游离进入泡腔中
。

雄性滤泡中的精子成明显的流水状排列
,

成熟精子不断排出
,

精母细胞也不断分裂补充
。

从 8 月 中旬以后的生殖腺切片中可以看

到
,

已有一部分紫石房蛤滤泡中成熟的精卵排尽
,

滤泡开始萎缩
,

结缔组织迅速扩展
。

I V 期 :
休止期 ( 图版 I一 9

,

1 0 )

此期自 9月中旬到翌年 2 月
,

水温从 2 2一 20 0
。

大多数个体的滤泡中生殖细胞都已

排尽
,

遗留下来的卵细胞逐渐退化吸收
,

最后滤泡均萎缩退化
,

结缔组织填充到各个空隙
。

这时
,

在滤泡和生殖管的生殖上皮上
,

仍然能看到生殖原细胞
,

而且直到本期的末期
,

生殖

原细胞的数量仍有所增加
。

(四 ) 紫石房蛤的胚胎发育

紫石房蛤是雌雄异体的种类
,

在繁殖季节
,

排入水中的精子呈乳白色云雾状
,

排出的

卵子呈乳 白色线条状
。

紫石房蛤的卵细胞要在第一次成熟分裂的中期才能受精
。

精子进入卵子后
,

卵细胞

才先后放出第一 和第二极体而完成成熟分裂
,

然后精核和卵核互相结合成为受精卵
。

在水

温 幻一 2 o4 C
、

比重 1
.

。加一 1
.

0 2 2
、

p H 值 8
.

2一 8
.

3 的条件下
,

受精卵的胚胎发育过程见

表四和图版 11
。

表 4 紫石房蛤的胚胎发育

发 育 时 间 受精后经过时间 个体大小(壳长 x 壳高 ) 图 版 号

1 6 分

加一 3O 分

5 0 分

工小时 1 0 分
1 小时 动 分
2小时 必分

3一4 小时

7一 9 小时

王咬于一 1 2 小时

1 6小时

24 防小时

4 天

7一 8 天
1 0一1 2天

1 4 天后

7 3
.

1 (微米 ) 1 1一 3

1 1一 4

1 1 5

1 1一 6

肠
.

4( 微米 )

9 2 X 8 1

9 2 义 8 1

1 (冷 x 9 0

1 37
x 丈] 8

J防
x 1 3 7

1 7 2 x 1 4 6

2 88 又 2 1 0

工1一 7

1 1
一

8

I T一 9

1 1一 ] 0

1 1一 11

期体体
””””期期虫虫期期期期极极胞

!”””
后幼幼初巾

胚肠甸

一二细
””””

轮型顶顶顶第第82416舱囊原担D壳壳壳伺

受精卵第一次卵裂是纬分为两个大小不等的分裂球
,

再经 7一 9 小时 的右旋卵裂
,

便

发育到囊胚期
。

由于囊胚表面密生有极短小的纤毛
,

所以能在海水中缓慢旋转
,

然后囊胚

以动物极细胞的外包和植物极细胞的内陷
,

形成内外胚层
,

发育到原肠期
,

此时能迅速游

动并上浮于水的表层
。

16 小时后胚胎的顶端逐渐膨大形成梨形
,

中央生有一根粗壮的主

鞭毛
,

此即担轮幼虫
。

担轮幼虫以后 的胚胎发育类型
,

属 于宫崎一老 ( 1 9 6 2 )分类法中海产

型最标准的基本型式 〔叼
。

再经过 10 一 12 天 D 型幼虫
、

壳顶幼虫的浮游生活
,

便进入变态



1 期 魏利平
、

束蕴芳
、

关福田
、

韩一萍
、

虞佐尧: 紫石房蛤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期
。

现将各期幼虫的主要特征综述如下
。

担轮幼虫 ( 图版 n
,

9) :
个体大小为 92 x 81 微米

。

担轮幼虫初期体型不规则
,

顶端膨

大成为囊状
,

中间稍为透明
。

后期的担轮幼虫体型规则
,

顶端生有一根主鞭毛
,

全身密布

纤毛
,

呈倒梨形
。

原 口内陷逐渐形成 口凹
,

壳腺开始分泌幼壳
,

游泳活泼
,

迅速上浮聚在水

的表层
。

从受精卵到担轮幼虫约需要 16 小时
。

D 型幼虫《图版 万一
10 )

:

刚进入 D 型幼虫其大小为 10 7 x 9 0 微米
,

壳长稍大于壳高
,

铰合线起初呈马鞍型
,

不久便成为直线状
。

铰合线的长度为壳长的五分之三以上
。

幼体壳

前后端不对称
,

前端较尖
,

后端较圆
。

面盘肥厚
,

中间有一根主鞭毛
。

刚发育的 D 型幼虫

在壳及面盘处可 以看到很多黄绿色的卵黄颗粒
,

2一3 天后颗粒消失
,

消化道形成
,

幼虫便

自行摄食
,

此时 的 D 型幼虫可明显地看到前
、

后闭壳肌和面盘的收缩肌
。

自受精卵到 D 型

幼虫需时 1一 2 天
。

壳顶期幼虫 ( 图版 11一 1 1 ) :
受精卵发育到第四天

,

D 型幼虫开始形成壳顶
,

但壳顶很

钝
,

不突出于铰合线之上
,

此时即为壳顶初期幼 虫
,

大小为 1 3 7 x 1 18 微米
。

以后
,

钝形的

壳顶逐渐缩短
,

面盘仍较发达
,

主鞭毛依然存在
,

体长增至 1 56 微米
,

体高增至 1 37 微米
,

幼虫即进入壳顶中期
,

发育时间为 7一 8 天
。

受精卵发育到第 10 一 12 天
,

进入壳顶后期
,

此时壳顶完全突出变锐
,

基线缩短
,

外韧带明显
。

后背角比前背角略高
,

壳高与壳长的比

例增加
。

此时没有眼点
,

在足的基部有平衡囊一对
,

面盘开始退化
,

幼虫的足营葡甸生活
。

足基部后端出现两列鳃丝
,

鳃丝上密生有不断摆动的鳃纤毛
,

鳃丝不断增加
。

壳顶后期幼

虫最小个体为 17 2 x 14 6 微米
。

受精卵发育到第 14 天
,

幼虫壳面已密生 8一 10 条生长线
,

幼虫大小为 2 38 x 2 10 微米
,

似仍为葡甸期幼虫
,

尚未完成变态
。

参 考 文 献

【1 〕 张玺等
,

1筋 6年
。

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体动物
。

科学出版社
。

[ 2 ] A b b o 七七
,

R
.

T u e k e r ,

1 97 4
.

A m e 了 i o a n S e a s h o l l 已 ( g o c o n d E d i t o n )
,

邱 3 ~ 5涎

〔 3 」 宫崎一老
,

1 96 2 年
。

二枚贝O 浮游幼贝 ( V 权 ig e幻公歉别忆。 协 t
,

日本水走学食志 V ol
.

取
.

1 .0

A P R E L I M I N A R Y S U R V E Y O N T H E B I O L O G Y O F

5滋万了刀 O几夕口3 P U R P U R A T U S

W说 ]i p ign
a

记 S hu y u
时

n力g

( Y
a 此士a ` F `, 几e 犷`` 5 S e五 0 0 2

,

`加 、 ` o

呵 p , o , 执 e 。 )

G u叭 F u t至肠n a

川 只 a n Y j p ign

(刀韶天
。 ,

俪 万。 s o a : e h 加
s古̀士川。

oj y 。 。 t a i D `: 亡犷成e才)

Y u Z u o y a o

(万
a : 扭 。

伽正t`公时 10 , 丑叩
。 , ` , 。 忿。 忑名犷a井落雌 oj Y a o r。 落 )I `。不; 了。考)

A b
s tr a e t

T恤 iD就 ir b u钻。朋 时 尽 a 澎么d o” 丢2名s 卿犷卿之r a 子铆” ( S o w e r b y ) h a v e b ee n r e
御

r场 d r o o m



8水 产 学 报 6 卷

the
世

o v j n “咫 fO S h乳n d o n g
,

L i日。川馆 i n C h i现
a

记 K列
s五u ,

S h iko ku
,

H o朋 u h
, e七。

.

i n

J即叨
.

I t j s d i s tr , b u et d 力 l ia 川 y a l o n g t五 e 。

哪
七时 N o r

ht p a e i几 c ( 3 0一 4 0
O

N
.

)江 t i s a

l a r g e 勺 eP of e o o n o坦 10 b j v a l v e w i让 d翻 e iau o

ast et
.

P eO P I昭 Of 功尽 n y e o u n t r i e o lj k e i t
.

I伪 l ar g朗 t b o d y w ie g h t

~
h e s

ot 0
.

5 ik lgo 孤 m
.

I t 10 e e o ! gO y a只 d b r e e d l n g h叔 t h昭 be 叨 sut id de i n r e c e班 t y e a r s
.

T h j s a r t i o l e d韶 e对 b e s i俪 li v i gn
e n v i r

~
e川

,
f仪双 玩 b it a

dn g r
ow 七h

.

召a 劣花d o饥哪

卿呷
娜忆拟 s ( 8卿

e r b y ) l iv e o a t a d叩 t h of 4一 2 0 m et e r 。 ,

w i ht w a

etr et m卫旧毗
u加

2一 2 8
O

C a

dn
o a l i范 yt 2 0一 3 0荡

.

1毛山缸川y f e e d o o n d i就 o m
e s

.

T h e S稗 w n 落gn ~ on j o i n J u
en t o g e p et 功 b e r

.

I t o e
m b r

yo 川
e d e

代 ]OP xn
e
公 i s aJ 幻

d e s c r j b
e d j n ht i s a r t j e l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