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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不同水层中养殖海湾扇贝

生长与死亡的比较
’

张福绥 何义朝 刘祥生 马江虎 无铃欣 李淑英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

提 决 本试验于 1邻 5 年在胶州湾进行
。

结果表明 :表面下 2 米水层养殖海湾扇 贝最

好
,

个体生长较天
,

死亡较少
,

1 米水层养者次之
,

3 米者再次之
,

海底者最差
。

养殖笼上的附着

物随水深加大而数徽减小
,

1 米水层者为 2 米者的 2 倍
, 3 米者的 8 倍

,

底层者的 2 0 倍
。

1 米水

层大量滋生的附着物对该水层养殖的海湾扇贝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
。

关键词 海湾扇贝
,

水层
,

附着物
,

褶牡蜗

海湾扇贝 A 俨夕。夕。以 。。 介二 a d叙解 L o m o er k 1 9 8 2 年引来我国后困
,

经过两年试 验研

究
, 19 8 5 年开始向社会推广生产

。

它是一个从野生种中新选择的养殖对象
,

在养成管理

中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

海湾扇贝是一种底栖性贝类
,

稚贝期 以足丝营附着生活
。

我

们将它进行筏式笼养时
,

必然要考虑到它的适宜养殖水层 以及伴随着养殖笼而产生的其

他影响
。

对这一问题 D u g g o
(n 1 9 7 3) 曾在弗吉尼亚州沿岸进行过小型试验

,

由于试验期

较短
,

贝体尚未能生长至商品规格
。

根据工作需要
,

我 们于 1 9 8 5 年在胶州湾黄岛东南海

域进行
`

了有关试验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用海湾扇贝苗种是 19 85 年春我们在乳山县石埠海珍品养殖试验场协作 培育 的
。

同 年 7 月 8

日从乳山运来胶州湾
。

有关苗种中间培育的情况已在另文论述 “ ’ 。

试验用养成笼
,

一种为挤塑笼
,

是以

大连塑料三厂生产的挤塑网筒制成
,

高 1
.

7一1
甲

8 米
,

径 25 厘米
,

笼分 1 0 层
,

层间距 16 厘米
,

各层以同

样的挤塑网隔开
夕

网孔略呈菱形
,

宽 1
.

3 匣米
,

纵向对角长 2
.

5 匣米 ; 另一种为聚乙烯笼
,

以聚乙烯线

( 3
义 4 丝 )结成

,

高 9 4 厘米
,

笼分 9 层
,

层间趴约 9 厦米
。

各层间以径 30 匣米的塑料盘间隔
。

试验于 10 85 年 9 月 拐 日分甲
、

乙两组进行
。

实验点处低平潮时水深约 4
.

5 米
。

甲组用聚乙烯笼
,

自水面至养殖笼顶面为准
,

分水面下 。
.

7 米
,

2
.

0 米及 3
.

。米三个水层
: ,

每水层试养 2 笼
。

每笼养 2印

个个体
,

每层约 2 8 个
。

苗种平均壳高 27
.

6 毫米 ( 2 2一盯 毫米 )
,

平均体重 6
,

7 克
。

乙组用挤塑笼
,

分1
.

1

米
、
1

.

8 米
、

2
.

5 米
、

3
.

2 米及海底 5 个水层
,

』

自水面下至养殖笼中点为准
。

除海底层为 2 笼外
,

其它各水

层均为 1 笼
。

苗种平均壳高 35
.

3 毫米 ( 2。一始 毫米 )
,

平均体重 9
.

9 克
。

所有试验笼均按要求的水层以

吊绳系于水面单绳筏上
。

海底试验笼横置于海底表面
。

本试验是在胶南县红石崖镇海水养殖场扇贝养值区进行的
,

该场对海上管理给予大力协助
,

特此致魏 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1 7沱 号
。

( l) 张福绥等
。

不同密度与不同容器养殖海湾扇贝的比较
。

收稿年月
: 1口9 0 年 3月 ;网年 10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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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不换笼
,

不刷笼
,

以便检查各水层养殖笼上附着物数里
。

结 果

(一 ) 不同水层海湾扇贝的养殖效果

试验于 1 9 8 5 年 9 月 18 日开始
,

翌年 l 月 9 日结束
,

历时 n 4 天
。

现将甲组试验的检

查结果
,

按各水层两试验笼的平均值列于表 1 , 乙组试验的检查结果列于表 2
,

其中海底层

为二笼的平均值
。

表 1显示
,

以 2 米层养殖效果最好
,

总重量
、

壳高与体重都较大
。

0
.

7 米者次之
。

3 米

者最差
。

应当指出
, 3 米养殖者死亡较多

,

余下的个体并未因密度减小而长得更大些
,

由

此也说明 3 米层的养殖效果不如其上方水层好
。

表 1

T 色 b】. 1

胶州湾不同水层海湾扇贝养殖效果 (用聚乙烯笼 )

T如
。吸 h l , 扭饭峨 ef f ce t吕 o f b ay

s 。目 l o p 峨 v a r l o o .

w a et r一叮
e邝 王n J i咖 h ou 日盯 ( by p ol y此 h l e n e n机一 。 a罗 )

911
甲

:
466

养殖水层
(水面下米数 )

0
`

7

2
.

0

3
`

0

壳高标准差
(毫米 )

总 重 t
(克 )

亡 率
(男 ) 备 注

5 3乡〕

6 55()

3沼 0

7
。

3

6
,

0

另1
,

2 该层死亡较多

表 2 显示的养殖效果的垂直变化趋势与表 l 者大致相似
。

从总重量
、

壳高及体重等

扎标衡量
,

以 1
.

8 米层养殖效果最好
,
2

.

5 米层者与其接近
,

只是由于死亡较多 〔原因尚难

判明 )导致总重量略低些
,

但个体重量则较之为大
。

1
.

1 米层者从上述三个指标衡量
,

不

如 1
.

8 米层者
。

3
.

2 米层的养殖效果则再次之
,

尽管笼内扇贝个数较多
,

但总重量仅 为

2
.

5米层者的 77
。

1终
、
1

.

8 米层者的 71
.

5终
,

个体明显小
。

海底的养殖效果最差
,

尽管因

缺额及死亡等原 因笼内现存密度较小
,

对生长造成一定有利条件
,

但个体重量 仅为 2 0
.

4

克
,

尚不及 1
.

8 米层及 2
.

5 米层者的 1 / 2
。

综上所述
,

胶州湾浅水区筏式养殖海湾扇贝
,

以 2 米水层养殖效果最好
,
1 米层上下

次之
,

3米层上下再次之
,

养殖笼横置海底养者最差
。

表 2 胶州油不间水层海湾扇贝养殖效果 (用挤塑笼 )

T a b ` 2 T h e 。公t扮吕加峨 . f f时t 一 o f b盯 时 a l l o p at
v ar i o u s

w a et r 一 l ay
e r . 玩 J认OZ b o u B a 万 (衍 b a r d p la 抓 e n 眺 一

级 ge )

少0818污̀吩
一 .3歇.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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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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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二可两两 兄两怀淮轰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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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重 t 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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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体重
(克 /个 )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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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忍5

死亡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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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第 1 及第6层缺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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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同水层养殖笼上附着物的相对数量

养殖海湾扇贝用的养成笼停留在海中的时间较养殖栉孔扇贝使用时间短
,

一般 从 7

月下半月或 8 月至 n 一 12 月
,

最多仅约 5 个月
。

但入海后总会逐渐滋生一些附着生物
。

胶州湾内养成笼上习见的附着生物有筒媳 (甄阮不
a 二袖 , a衬、 )

、

玻璃海鞘 (战
。 、 感耐“ 簇̀

、 不众 )
、

柄瘤海鞘 (从脚协 c协、 )
、

草苔虫 (枷尹协
c a乙落了。犷丽的

、

麦杆虫 (口“ 夕二。 l玩 即
.

)
、

多

管藻 (对娜夕入刁丽 a 即
.

)
、

仙菜 ( C时哪枷。
s p

.

)
、

娱蛤藻 (由耐叮哪夕俪 印
,

)
、

松藻 ( oo d伽饥

:P ) 等
。

在浅水区还有褶牡砺 (价
“

~
t州a 哪感ca 椒l叻

,

不过牡砺附在笼上者较少
,

多

数是固着于笼内海湾扇贝壳面上
。

养殖笼上附着生物滋生后
,

常伴随着浮泥等杂质沉积

其中
。

附着生物连同其中的沉积物合称为附着物
。

胶州湾海湾扇贝养成笼上附着物的数量水层间表现明显差异
。

我们在收贝现场就不

同水层的试验笼以直观法评估了笼上附着物总体的相对数量
。

表层笼上附着物最多
,

评

估数量值定为 l 。
、

以此为比较标准
,

对各水层试验笼上附着物给以数量评估值
。

参予评

估者 7 人
,

以 7个评估值的均值代表附着物的相对数量
。

现在将各水层养成笼上附着物数量的直观评估结果列于表 3与表 4
.

表 3 胶州湾不同水层聚乙烯笼上附着物数 t

T ` 卜l e 3 T h e q u a n t i七加 5 o f f o u l i n g o啥` n l s m o n 脚 l y e t b y l呱
n e 七一。吕 g e

at
丫 ar 沁朋 w 肠 t e r 一 l盯

e “ 纽 J I的 z h ou B盯

}}} lll...

甲甲 笼笼 乙 笼笼

表 4 胶州湾不 同水层挤塑笼上附 , 物数 -

T a b l . 4 T如 妙 an 七l t l e s o f f o幻切 9 o r g an 肠 m on h a扭 lP as t l。

n . t
一 。
昭

.
at
亨 a r i o” w ` 切 r一 lay

.邝 垃 J l哪 ho
u Bay

水水层 (水面下米数 ))) 直观评佑值 (相对值 ))) 总 平 均 值值

111
。

111 10
义

777 1 000

222
。

555 4
又 4

,
5 义 2 ,

777 4
.

777

333
`

222 0 x 3
,
1

,
2 x Z

,

333 1
。

111

444
.

5 (横置海底笼))) 平均值为2
.

5米层者的1/ 1000 0
.

石石

从表 3 与表 4 表示的两种试验笼的检查结果看来
,

附着物的数量以位于最上水层之

试验笼
_

L者最多
,

随着水层的加深
,

数量迅速减少
。

如以 1米层者为准
,

则 2 米层者大致

为其一半
,
3 米层者约为其 1邝

,

近海底则仅为其 1 / 2。 左右
。

现在将两种笼的试验结果综

合于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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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胶州湾浅水区不同水层海湾扇贝养成笼上附着物的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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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同水层养成笼内海湾扇贝壳面褶牡砺相对数量及个体大小

在胶州湾浅水区与养殖海湾扇贝有关的附着生物中
,

摺牡砺占有一定分量
。

它主要

固着于海湾扇贝壳面
,

数量自数个至十数个不等
,

壳长从数毫米到数厘米
,

为海湾扇贝养

殖的一大不利因素
。

现在以聚乙烯笼养的甲组试验材料来直观评估海湾扇贝壳面褶牡砺的相对数量
,

以

乙组试验材料来评估褶牡蝎的相对体型大小
,

评估结果列于表 5
。

对挤塑笼养的试验 材

料中褶牡场的相对数量及相对体型大小的评估结果列于表 6
。

表 5 所示聚 乙烯笼养海湾扇贝壳面上褶牡妨的相对附着数量在三种水层中以 。
,

7 米

层者数量最多
,

几乎为 2 米层及 3米层的 2 倍 , 并且也是以该水层者个体最大
,

为 2 米层

者的近 2 倍
,
3米层者的 3倍多

。

即随着深度增加
,

个体近乎成直线变小
。

表 5 胶州湾不同水层聚乙烯笼养海湾扁贝壳面褶牡砺附粉相对数 t 与体型大小比较

T吕 b l e 5 R e l a t玉v. q u a n七姚 y ` n d 5 1” of C
.

p 王￡c “ 才u l“ at t ac h叨 皿 t,盯
。。瓦u o P c曰 it v

at de ln 脚 l y e t h yl .
.n

n e t一。略
. at v a ir o u 。

, 吕切 r一 l ay esr nI J盛aD Zb o u B al

水 层
(水面下米数

相 对 数 量

直观评估值 平 均 值

10
x 7

5 x 3 , 6 x 4

4
x 3

,
5 , 7 , 8 x 2

1 0

5
.

6

石
.

7

片̀00

…
023

表 6 所示挤塑笼养海湾扇贝壳面上褶牡蝎的附着数量
,

三种水层相差不太多
,

以 2
.

5

米层者微显优势
。

就大小论
,

三种水层也相差不太多
,

也是 2
.

5 米层者略显优势
,

3
.

2 米

层者个体偏小
。

总的看来
, 三种水层间牡蜘个体大小的差异程度

,

略大于各水层间海湾扇

贝的差异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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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胶州湾不同水层挤塑笼养海湾扇贝充面被牡临附粉数 t 与体型大小比较

T a b l e 6 C妙口 Pa ri
nso fo r. l a U甲 e q u

叨七生t y na d .肠 . o f C
.

夕王￡e “ t “ I“ a t t郎 h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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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公 IPO g r o . n In h乌rd P I“ t l c n e t

一“ 宕 e . l o e咐 e d ta v a r i
皿

, 吕切 r 一 l盯
e招 i n J玉幼 z h o u B盯

水 层
(水面下米数 )

相 对 数 量 相 对 休 型 大 小

直观评估值 平 均 值 直观评估值

1
。

1

2
.

6

3
.

2

]0 x 7

1 0 x 4
,

I Z x Z , 1 3

8
,
6

,
9

,

10 x 4 , 1 2

1O

互1

20 火 7

8
,
1 1 x Z

,
1 2 义 3

,
1 5

7 K 8
,
8 x 2

,
9

,

10

讨 论

本项研究采用 了两种试验笼平行进行
。

就养殖效果论
,

挤塑笼显然优于聚乙烯笼
,

不

过这非本文的目的
,

效果不同原因已在另文论述山
。

本文着眼于比较不同水层的养殖效

果
。

试验结果表明两种试验笼所体现的养殖效果的水层差异是一致的
,

即在胶州湾浅水

区
,

以 2 米层养殖效果最好
, 1 米层次之

,

3 米层又次之
。

不同试验笼所得的相似试验结果

相互验证
,

从而蝇化了所得结论的可靠性
。

D o g g。 ( 1 97 3) 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沿岸进行过小型养殖试验
,

高潮时试验点水深

5一 6 米
,

潮差 1
.

2一 1
.

5米
。

试验结果表明
:

各水层海湾扇贝生长情况近似
,

以底上 2 米

层生长最好
,

死亡率较低 (4
.

0环 )
。

底上 2米水层相当于低平潮时水面下 2 米水层
。

该结

果
一

与在胶州湾的试验结果近似
。

本文试验结果表明 (表 2)
,

海底笼养的海湾扇贝明显不

如筏式养殖者好
,

即便控温提前培育苗种
,

当年年底平均壳高仅 4 1
.

理毫米
,

其中个体达到

商品规格的约 3形
。

其所以如此
,

除海底条件不利外
,

可能也与养殖笼横置导致扇贝堆集

有关
。

由此看来
,

海底笼养方法 尚难 以应用于生产
,

尽管它比海底放流养殖能大幅度提高

成活率及回捕率
。

将海底笼养的海湾扇贝保留到翌年达到商品规格时收获
,

其产量增长

能否抵销死亡损失 (幻 ,

或者选择水流较通畅的海底进行笼养能否明显提高商品率
,

都需要

进一步研究
。

此外
,

引进海湾扇贝的另一设 想是希望形成自然种群
,

从本试验结果判断
,

在黄海沿岸即便形成自然种群
,

也很难设想多数个体当年长到商品规格
。

胶州湾浅水区海湾扇贝养成笼上附着生物较多
。

不言而喻它要与扇贝争饵料
、

争空

间
,

并且常会钻塞养成笼的孔 目
,

妨碍水流交换
,

影响扇贝生长与生存
。

但附着物的数量

随水深增加迅速减小 ( 附图 )
。

对照养成笼上附着物数量的水层分布与不同水层海湾扇贝

的养殖效果
,

便会意识到 l 米水层养殖海湾扇贝的效果不及 2 米水层者的主要原因
,

可能

是前者附着物数量远大于后者所致 (几乎为 2 倍 )
。

然而 3 米深水层的附着物远比 2 米层

者少 (约为其 l / 3 )
,

前者的养殖效果却仍然不如后者
。

这可能是浅水区 3 米深的海水 已

经接近于海底
,

海水混浊度较大所致
。

此外混浊度对海湾扇贝的不 良影响可能超过附着

( 2 ) 张福绥等
。

不同密度与不同容器养殖梅湾扇贝的比较
.

侣 )

—
。

胶州 湾筏式养殖海湾扇贝的生长与死亡
。



1 期 张福绥等 ; 胶州湾不同水层中养殖海湾扇贝生长与死亡的比较

物
。

在某些海区的摺牡砺是对养殖海湾扇贝的一种危害
。

有时密集地固着于扇 贝 壳 面
,

影响扇贝的生长与肥度
。

海湾扇贝稚贝移到海上中间培育期间 (5 一7 月 )
,

正值褶牡蜘繁

殖期 t ,习 ,

牡砺幼虫附着于扇贝苗种壳面
,

随运扇贝苗而带到各海区
,

年末收获扇贝时
,

褶牡

砺也长至数厘米
。

当然也有些牡蝎个体是在扇贝养成过程中附着的
。

为毛减 少 牡砺 附

着
,

移到海上的海湾扇贝苗尽量避开浅水层
,

或者养到远岸海区
。

贻贝是养殖栉孔扇贝的

一大危害〔` 〕 ,

它常成团地附着在养成笼上及扇贝壳上
,

影响扇贝生长
。

由于清除困难
,

在

栉孔扇贝养殖上有时不得不增加换笼工序
。

海湾扇贝的养成期较短 (自 7 月至 12 月 )
,

能

够避开贻贝春苗的附着期仁, , ,

因此贻贝对海湾扇贝养成笼及贝体本身不会形成危害
,

而对

栉孔扇 贝养殖的危害却是很难避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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