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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蛤仔的生活史
’

齐 秋 负
辛带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提要 本文主要采用室内人工催产和培育方法
,

连续观察菲律宾蛤仔自受精卵 至蛤 苗

壳长 毫米 各发育阶段的形态变化
,

并结合观察自然海区蛤苗生长发育的周年变化
,

详细而

系统地描述菲律宾蛤仔的生活史
。

根据精子与蛤苗的形态观察
,

进一步证实了过去福建海 水养

殖的杂色蛤仔〔丑。成 夕 盯‘‘夕哪 。二。 约
,

订正为菲律宾蛤仔 月。战‘“少。 械瓦 份盯“‘

勿 , 丑 洲 是正确的

主题词 生活史
,

菲律宾蛤仔

菲律宾蛤仔 简称蛤仔
,

下同 广泛分布于 日本
、

朝鲜
、

中国
、

菲律宾
、

苏联南方海域以

及美国
。

我国南北沿海天然产量大
,

韭方多自然采捕
,

南方进行人工养殖
,

它是福建四大

海水养殖贝类之一
,

俗称
“

花蛤
” 。

近几年来为弥补 自然苗种供不应求
,

因而进行人工育苗

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百年来
,

国内外学者对蛤仔进行多方面研究
,

发表大量文章
。

大部份描述成贝的形态

结构
、

生殖周期
、

生态习性等。一 ,
,

””一 ‘, 。 对幼虫研究
,

由于蛤仔不易进行人工受精
,

实验材料来源困难
,

文章内容受到局限
。

宫崎一老  ! 〔 将性腺成熟的蛤仔蓄养期
,

待 自然地产卵
,

观察受精卵到 形面盘幼虫 , 吉田  !
,

 〔”
,

侧简述壳顶幼虫后期和

稚贝的形态
,

田中
·

弥太郎  ! 〔, , 、

姗  
、

  「, , ,

动等对幼虫的形态和生

长作过简述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年蛤仔室内催产获得成功川
。

近几年开

展幼体实验生态研究〔“几
娜〕。 福建进行人工育苗中

,

对蛤仔胚胎发育
、

幼虫和稚贝的生长等

也进行 了观察『川
。

可是迄今国内外尚未系统报导室内培育受精卵到苗种的生 活 史
。

笔

者于  。年 月至  年 月
,

进行室内培育和海区采集
,

从形态学和幼体实验生态

学描述了蛤仔的生活史
。

为今后蛤仔幼体生态学的研究和人工育苗提供科学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以室内人工催产
、

受精和培育的方法
‘ , , 几,

获得受精卵
,

各期幼虫
、

稚贝和蛤苗
,

并结合

杨明月同志参加部份工作 韦信敏
、

许章程
、

黄翔玲提供幼体饵料, 本文经许振祖
、

张金标同志审阅
。
谨此一并

感谢
。

“ 现在福建师范大学工作
。

 厦门大学等
,

拍
,

土池人工培育始苗的情况汇报
,

油印本

〔幻 周荣胜等
,

朋 , 花蛤土池人工育苗的研究
,

福建水产研究所
,

调查研究报告
,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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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自然海区蛤苗
,

进行了系统的观察
。

一
、

室内培育

胚胎 发育的观察 将经过几次用干净海水滤洗的受精卵移入盛海水的烧杯内
,

置于

恒温 宁 水槽中培育
。

卵量以均匀分撒杯底为宜
。

连续取样观察卵裂过程
,

记录发育期

和时间
,

并进行显微摄影和描绘其形态图
。

浮游幼 虫和稚贝 使用 毫升烧杯培养
。

海水经砂滤
,

瓦紫外线灯 消毒

分钟
,

并加入硫酸链霉素 毫克 升
,

隔天换水一次
。

海水比重
,

水温 一   
,

白天日光灯照度 。。。勒克斯
,

幼虫密度 一 只 毫升
。

投喂三角褐指藻 时娜二二

匆‘卯助耐针 , 和钙质角毛藻 口几“。‘口即仰 忆乙面抨 贴 换水日
,

各投 万个 毫升
,

次 日

投 万个 毫升
。

幼虫期不铺细砂
,

稚贝分养于有薄层细砂或无底质
。

蛤苗 用 。毫升玻璃培养缸
,

铺上薄层细砂
。

每星期换水一次
,

以室内自然光

和室温 海水比重
,

仍以三角褐指藻和钙质角毛藻为饵
,

适当增加其数量
。

二
、

野外采集

在福清县三山乡牛头村滩涂采集天然苗
,

在晋江县东石贝类养殖场采集土池人工苗
,

按月采集一次
,

约 个
。

结 果

蛤仔由受精卵到成贝
,

按其形态特征和生态习性
,

历经三个阶段
,

即胚胎阶段
、

浮游幼

虫阶段和埋栖阶段
。

现分述如下

一
、

胚胎阶段

精子和印子 图版 蛤仔的精子全长为 一 微米
。

头部呈略弯的尖锥形
,

长

度约 微米 有纤毛状顶体
,

长约 微米 尾段细长
,

达 一幼 微米
。

产出的卵
,

绝大多数

呈圆球状
,

直径 一 微米
。

胚泡已消失
,

为沉性卵
。

受精和胚胎 发育 图版 一 蛤仔受精卵进行不等全裂
,

从第三次卵割开始
,

细

胞成螺旋状交替排列
。

其发育速度见附表
。

二
、

幼虫阶段

担轮幼 虫 图版
一

担轮幼虫前期 受精 小时后
,

孵出的幼虫体形似圆球
,

腹面稍凹陷
,

体表被有纤

毛
,

约 微米长
。

依靠纤毛不断地打动
,

幼虫作旋转式或翻滚式往前游动
。

担轮幼虫中期 受精 小时后
,

胚体上端 顶板 中央出现 根较粗长的鞭毛束
,

其边

缘有一圈纤毛轮
,

比体表纤毛长
。

继之胚体细胞迅速增加
,

形态变化多端
,

若不是连续观

察
,

偶然取样镜检
,

往往会误认为畸形
。

受精 小时后
,

胚体变成近似陀螺形
,

顶板膨大
,

胚体背部细胞加厚成壳腺
,

腹面胚孔继续 内陷形成口沟
。

受精 小时
,

幼虫体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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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蛤仔胚胎发育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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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
,

顶板变平
,

下段呈倒锥形
,

底端中央有端纤毛束
。

担轮幼虫后期 体内出现消化道雏形和体腔
,

壳腺分泌出二片薄膜状初生壳 (即胚

壳)
。

在幼虫生长过程中
,

胚壳逐渐增大
,

从背部往腹部包裹
,

体形变为左右略扁平
。

由于

消化系统尚未形成
,

仍靠卵黄物质为营养
。

运动主要靠纤毛轮划动和体表短纤毛辅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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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朝鞭毛方向直线前进
。

一般浮游于表层
,

少数分布水中
。

2

.

D 形面盘幼 虫(亦称直线校合幼 虫
,

壳长 11 1 微米
,

图版 14一 1 5 )

受精 19 小时后
,

胚体两侧透明的壳瓣完全复盖软体部
,

背部成直线铰合
。

闭壳时
,

形

状似
“
D

”

字
。

消化器官分化尚未完善
,

口和食道最初呈细线状裂缝
,

尚无吞食能力
。

再过 5小时
,

口

与食道略开启
,

开始吞食微型单胞藻
。

胃肠界线不明显
,

消化道呈漏斗式
。

消化盲囊由淡

黄色变为黄褐色
,

复盖于胃两侧
。

幼虫靠面盘纤毛划动
,

形成
“

摄食流
” ,

将食物送入 口
。

肛

门口也具有纤毛不断颤动
,

以排除粪便
。

胚体已形成外套膜
、

外套腔和前
、

后闭壳肌
。

三对面盘缩肌由背部沿着胚体两侧伸至

面盘
,

使面盘能自由仲缩活动
。

两对伸向外套膜腹缘或后缘的
,

为腹缘缩肌或后缘缩肌
。

椭圆形面盘中央有一鞭毛束
,

其边缘为纤毛轮
。

面盘是唯一的运动器官
。

幼虫浮游于水

面
,

具有趋光性
。

3

.

壳顶幼 虫(图版 16一1 8} 受精两天后
,

进入壳顶幼虫

壳顶幼虫初期 两壳瓣背部中央稍微隆起
,

即出现幼虫壳顶
。

肠开始形成一个弯曲
。

壳顶幼虫中期 壳顶突出部略超过铰合线 , 胃容量增大
,

肠细长而弯曲
, 出现足组织

块
,

但无伸缩能力
。

面盘仍是唯一运动器官
,

幼虫一般分布于水体中下层
。

壳顶幼虫后期 壳顶部更突出
,

壳形略呈三角的卵圆形
,

前端稍尖
,

后端圆钝
,

壳缘有

几条不大清晰的生长轮
。

足基部位于胃上方
,

靠两对足缩肌作伸缩活动
。

一对黑褐色眼

点和平衡囊在足的基部
。

肠细长弯曲盘旋
。

肠中段外包围心腔
口

4

,

甸句幼虫 (图版 19) 面盘逐渐萎缩
,

活动能力减弱
。

闭壳时
,

不象上述幼虫面盘缩

入壳内呈扇形填满外套腔
,

而呈弧形
,

周围有空腔
。

足较粗长
,

由棍棒状变为中段略粗
,

能

弯曲转动
。

其运动
,

时而靠面盘游动
,

时而伸足葡阔爬行
,

在内脏囊和外套膜后缘间
,

由最

初一对管状的鳃雏形
,

进而弯曲
,

管缘出现纤毛
,

作定向划动
,

即形成鳃丝
。

三
,

埋栖阶段

1
。

稚 贝( 图版 2卜22) 重要标志是面盘退化
,

纤毛
、

鞭毛脱落
。

足成为唯一的运动器

官
,

作葡甸爬行或钻砂
,

开始营底埋生活
。

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稚贝钻砂过程
,

即壳 口朝

下
,

伸足作左右摇摆移动
。

钻入后
,

整个个体埋入砂中
,

在薄薄的砂层中爬行
。

钻砂速度

较慢
。

整个过程要 2至 3 分钟
。

夜间往往会在砂面爬行
。

足部有自色透明的胶质丝线即

足丝 (2 至 3 条)
。

足基部仍有眼点
。

稚贝刚形成
,

无水管
。

约 5 天后
,

才露出圆锥形的瓣膜管
,

即出水管的前段管
,

开始执

行排泄机能
。

入水管最初未出现
,

仅依靠鳃丝上纤毛定向划动
,

形成水流
。

鳃丝数由 3对

增加到十几对
,

逐渐复盖内脏囊两侧
,

鳃外端系于出入水管在外套膜缘的愈合点
。

随着个

体长大
,

水管就日趋完善
。

出水管的前段管基线上出现 4 条触手
,

其后为出水管的后段

管
。

与此同时
,

腹侧出现入水管触手
,

以至触手基部相连于管 口缘
。

稚贝进入底埋生活后
,

形成后生壳
,

贝壳就明显地增厚
,

壳表面生长轮密集
,

条纹不大

清晰
。

铰合部中央钗合齿由略为凸出
,

到形成凹凸曲度不深的铰合齿雏形
。

韧带薄而细
。

壳形变化较大
,

其壳高与壳长的比值从 0
.
97 降至 。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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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蛤苗 (即幼 贝
,

图 23) 壳表面具有较清晰且密集的生长轮和放射肋
,

交错成布纹

状
。

壳长约 2
.
5 毫米的个体

,

壳表面出现褐色斑纹
。

壳内面有前
、

后闭壳肌痕
、

外套痕以

及凹陷较深的外套窦
。

铰合部具有 3 个主齿(中齿和前
、

后侧齿)
。

韧带皇深褐色
。

壳形

与成贝相似
,

壳高与壳长的比值由 。
。

86 降至 0
.
68

。

壳长约 1
.
5 毫米的蛤苗

,

出入水管并排
,

且自由端有一小段分叉
,

其交点之后
,

水管壁

愈合
。

出水管的触手基部有色素圈
,

但色泽比入水管淡
。

出水管的前段管管 口比管径小
,

能独 自伸张或缩回到触手基部
,

因此前段管缩回时
,

似乎出入水管等长
,

且触手均在管口

缘
。

水管增长过程中
,

前段管长度几乎不变
,

仅管壁变厚
,

管径增大
。

而出入水管都伴随

蛤苗生长
,

渐渐增长和变粗
,

触手数由少到多
。

入水管的管 口与管径几乎一样
,

管 口缘的

触手无分支
,

其基部有暗褐色的色素圈
。

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
,

当入水管 口正朝上时
,

触

手成两行排列 ;当侧面观时
,

触手基部象在同一圈上
。

蛤苗移放于细砂上
,

就伸出足部
,

壳顶竖起
,

随之躯体倒立
,

出入水管伸张
,
靠发达的

足部钻砂
。

躯体倒埋入砂
,

两条水管伸出砂层外
,

靠入水管上触手和纤毛打动
,

形成水流

漩涡
,

带入新鲜海水和食物
。

蛤苗以壳长 1
,

5 一3 毫米的个体
,

钻砂速度较快 , 整个钻砂过

程仅 20一30 秒钟
。

蛤苗生长发育过程中
,

性腺组织也逐渐形成
,

并达到成熟
。

从解剖观察
,

七月龄蛤苗

(即至翌年 5 月 )可以看到薄薄的乳白色生殖腺复盖在内脏囊两侧
。

n 月半 (至翌年 9 月

底)
,

生殖腺饱满
,

少数个体生殖腺象豆状鼓起
。

12 月龄(图版 24 )性成熟
,

开始一生中第

一次繁殖后代
。

讨 论

笔者在 2。。。倍显微镜下观察精子头部呈略弯的尖锥形
,

这与宫崎一老(1934)
、

相 良

顺一郎(1952)L
l了] 、田村正(1960)[

生o 」
、

李嘉泳等(1962)
、

庄启谦等 (198 x)所述是一致的
。

而

与贝类养殖学(198的「幻 描述精子为
“

较钝的头部
”

不同的
。

根据相良顺一郎(1952) 进行

叭“卿州
”

‘犷命ga 协 (杂色蛤仔)和 V. 。 , 么击、ssa ta (即菲律宾蛤仔)〔
.“两种的精子和水

管形态的比较
, “

较钝的头部
”

应是杂色蛤仔的精子形状
。

笔者又从室 内培育蛤苗
,

其入水

管触手呈棍状
,

无分支 ;出入水管仅自由端一小段分叉 ; 壳内面外套窦深凹等特征
。

进一

步证实了庄启谦等(1981) 将过去福建海水养殖的杂色蛤仔
,

订正为菲律宾蛤仔是正确的
。

宫崎一老(1934) 曾简述蛤仔卵裂阶段从受精卵到十六细胞期
,

继之
“

形成二个内胚

层细胞
、

八个 由胚层细胞后就形成中胚层
” 。

按其图示
,

后者是原肠胚期
。

贝类养 殖 学

(198 0 )〔
生
J对胚胎发育仅描述到囊胚期

。

笔者在 800 倍显微镜下连续观察和显微摄影
,

认

为囊胚期后
,

胚体继续发育
,

植物极细胞内陷形成胚孔
,

为原肠胚期
。

笔者墓次连续观察受精卵到担轮幼虫
,

发现从原肠胚孵出幼虫
,

体形接近 圆球状
,

腹面略凹陷
,

周身被有等长的纤毛
,

但此时尚未见到鞭毛束
。

而宫崎一老
、

贝类养殖学

(1980) 〔芝,描述胚体从卵孵出
,

就是顶板有一鞭毛束的担轮幼虫
。

从笔者所观察的形 态 特

征和运动方式
,

被诗密特(1955)〔
’
3称为囊胚幼虫

。

为了避免与
“

囊胚期
”

名称上混乱
,

笔者

将它称为担轮幼虫前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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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末弥(1057)〔川
、

吉田裕(2935
、

1 9 5 5 )

、

W
j l l蜘m 。

( 1 9 8 0
, 窃

、

b )
〔, , , 忍a

J 对给仔开始营底

埋生活到第一次性腺成熟
,

这一阶段统称为稚贝 (撇ly b
ent!止c yo un

g或 yo
u
ng

。协罗)〔
, ‘

川
、

幼贝或种苗 (y。肋g
,
电冷t)。卜

, 幻 ,

尚未从形态学上较明确区分稚贝和蛤苗(幼贝 )
。

笔

者从室内饲养中
,

系统地观察稚贝营底栖生活后
,

水管
、

饺合齿及贝壳等器官形成过程
。

认

为出入水管
、

铰合齿
、

生长线
、

放射肋及壳形等结构尚未完善之前为稚贝
,

尔后为蛤苗(幼

贝)
。

在人工育苗中
,

从 D 形面盘幼虫至壳顶幼虫后期成活率高
,

甸甸幼虫转为稚贝
,

常出

现大量死亡
。

这是由于此阶段形态结构和生态习性变化大
,

对外界环境反应较敏感
,

存活

率明显地受环境条件制约
。

刚变态的稚贝
,

个体小
,

活动能力弱
,

水管尚未形成
,

又营埋栖

生活
,

其生态条件除考虑满足适宜的温度
、

盐度和充足饵料外
,

还要选择风浪小
,

水流畅

通
,

底质以细砂为主的附苗场
。

这样可以提高附着率和存活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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