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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北部凸镜蛤生物学

及其生态的调查
’

王年斌 马志强 桂思真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大连 11 6 0 2幻

提 要 比较全面地调查研究了黄海北部凸镜蛤的生物学特性
、

地理分布
、

种群结构和

生态特点
。

结果表明 :该海区的凸镜蛤集中分布于北纬 39
0

2 5, ~ 3 9
.

39,
,

东经 12 2
0

35
声

~ 1 2 3
“

O犷

沿岸的潮下带 ( o ~ 一 2 米 )
,

栖息于砂泥质海底
,

属近岸生态型生物 ;体重与壳长呈幂函数相关
,

回归式为 评二 。
.

。。393 6户二 , , 。

本文中还分析了凸镜蛤栖息区生态类群的群落构成及生态分

布
,

阐述了环境生态和基础生态的特点
,

并探讨了凸镜蛤的生态位及现状
。

关被词 凸镜蛤
,

黄海北部
,

生物学
,

生态

凸镜蛤 ( D 口而。标 娜乙ba A
.

A d a m , )为小型经济贝类
,

我国四个海区均有分布
。

张玺
、

齐钟彦等 ( 1 9 5 5
、

1 9 6。 )
,

齐钟彦
、

马绣同等 ( 1 98 9) 先后对其形态分类作过详细的研究
,

对

其地理分布也作过简要的叙述
。

然而有关凸镜蛤的生物学特性及生态的详细研究尚未见

报导
。

作为一种食用贝类
,

凸镜蛤在黄海北部海域尚未形成具有生产价值的优势种群
,

属

待开发的经济品种
。

一九八一年
,

在辽宁省海洋渔业区划调查及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

调查期间
,

我们对黄海北部凸镜蛤的生态分布作了软详细的调查研究
。

本文反映对黄海北部凸镜蛤的生物学特性所作跳初少调查研究
,

分析了凸镜蛤的种

群特征和群落构成
,

揭示了其分布特点及生态条件
,

旨在为凸镜蛤的并发利用和增养殖提

供参考依据
。

调查范围与方法

1
』

剐下带上 区 ( 0~ 一 5 米 )调查 调查范围为北纬 3 8
“

40’ ~ 3 9
’

5 0
, ,

东经 犯 1
.

12
,

~ 124
.

0 5 , 。

调查

方法
,

采用 加 ~ 80 马力机动船
,

带动硬
、

软两种底拖网耙 (硬耙
,

宽 1
,

巧 米
,

高 0
.

2 0 米
,

用于岩礁海底 ;

软耙
,

宽 。
.

63 米
,

高 0
.

1。米
,

用于泥沙海底 )
。

方格布站
,

站距为 2 涅
。

每站测表
、

底层水温
,

取浮游生

物样
、

水样 (水化学分析 )
,

底质样各一次
,

拖耙 10 分钟
,

根据船速和拖行时间及耙宽计算扫海面积
。

凸

镜蛤调查站位见图 1a

2
.

潮 T 带 T 区 ( 一 5~ 一 50 米 )调查 调查范围为北纬 3 8
0

3。 ,

一 3 9
’
在6,

,

东经 犯 1
0

12 ,

~ 12 4
.

0 5 , 。

调

查方法
,

用本所 “ 辽研 1
、

2 号
”

185 马力机动船
,

带硬
、

软两种拖耙 (硬耙
,

宽 t
.

I o 米
,

高 。
甲

拍 来 ; 软耙
,

宽 1
.

3 0 米
,

齿长 0
.

2。 米 )
。

方格布站
,

站距为 4 湮
。

每站取表
、

底层水样各一次
,

其它同上
。

2
、

5
、

8
、

n

孙薇
、

李桂珍和庄河县水产局的寇连贵
,

刘明安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本义蒙罗有声先生和陈休副研究员

审阅并修改
,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年月
: 1 9驭 年 11 月 ; 1 9她年 4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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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各调查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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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凸镜蛤调查站位及分布区

T h e s
以 10 0 o f i n v e s七又g a 七i n g a

nd d i o t r i b ut 恤9 o f D
.

夕乞品“

结 果

(一 ) 生 物 学 特 性

凸镜蛤属于真瓣鳃目
、

异齿亚目
、

帘蛤族
、

帘蛤科
、

镜蛤属 ( oD 对。仇 ) , 贝壳黄白色
,

表

面凸出
,

无放射肋
,

同心生长轮脉显明且凸出壳面
,

小月面呈心脏形
,

壳质坚厚
。

壳高略小

于壳长
,

其壳的长
、

高
、

宽之比约为 1
.

5 : l
,

46 : 1 。

很据所采集标本的壳长与体重的测量数值作散点图
,

凸镜蛤体重 与壳长的关系曲线

近 于幂函数曲线 ( 图 2 )
。

由于标本的体长组成相近
,

反映在图上的点较为集中
,

因而曲线

的特性不十分明显
。

故又用双对数座标研究其关系
,

结果体重与壳长的对数关系呈线性
。

经 回归后得方程 19评 = 2
.

3 1 2 l g L 一 2
.

4 0 5 ,

即 W = 0
.

0 0 3 9 3 6刀二 , , 。

该曲线回归方程经检验
,

求得 F ( 7 0 1
.

3) > 凡
. 。 ,

( 6
.

8 5 )
,

证明凸镜蛤体重对壳长 曲线

的相关关系非常显著
,

检验结果见表 1
。

(二 ) 种 群 特 征

种群的群体特征是表明种群动态的重要标志
。

从调查的结果我们发现
,

凸镜蛤是沿

着低潮线而间断性地出现
,

种群的分布是随机的
。

通过对调查海域各调查站位凸镜蛤种

群形态特征的比较和总体显著性差异的检验
,

结果 尸 : ( o
,

3 4 7 2 ) < F
。 , 。。

( 3
.

2。 )
,

即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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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凸镜蛤体重与壳长的相关曲线

T h e c o rr e h 七i v o c u r v e o f w e i g h t 昌 nd l e n g t h o f D
.

表 1 凸镜蛤体重对壳长的曲线回归方差分析

T h e v 盯 ia n e o a n a l y s i s o f e u r v i l i n e盯 r e g r e . s l o n

, e l沙 t a n d l e n 砂 h of L,
.

g葱石 b。

变变差来源源 自由度度 平方和和 均 方方 万万 F 。 , 。」」

回回归归 111 8
,

韶111 8
甲

28 111 7 0 1
.

333 6
,

8 555

离离回归归 1 0444 1
.

2 2 888 0
。

0 1 1 8888888

总总变差差 I肠肠 9
.

的999999999

性差异
,

表明该海区凸镜蛤属同一种群
。

凸镜蛤在该海区种群的体长组成较为集中
,

体长为 2 5一 29 毫米的个体占 60 绍
,

20 毫

米以下的个体仅占 3
.

3男 (表 2 )
,

呈单峰型
,

平均体长 2 5
,

4 毫米
。

体重集中分布在 5 ~ 11

表2 凸锐蛤种群的体长组成

T 扭b l o 2 T h e l e n 妙 h 加m p 0 S l t i o n
of D

.

g ` b如 r o p u l at 加 n

平均体长

(位 m ) 体长 (。 m )

频率 (男 )

长

1 5- we ~
2 0

组

2仓一一2石

2 5
.

4

克之间
,

其中以 7一 8 克所占比重最大
,

为 26
.

1拓 , 其次是 6一 7 克
,

占 21
.

7 % ; l一 3 克的

比重最小
,

只 占 4
.

4绍
。

由此可见
,

分布于黄海北部的凸镜蛤种群的年龄构成以二龄个体为主
。

(三 ) 生 态 分 布

1
.

分布及特点 调查结果表明
:
黄海北部凸镜蛤集中分布在庄河 口 至碧流河 口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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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沿岸浅海区 域
,

即北纬 3 9
0

2 5 ,

~ 3 9 0 3 9 , ,

东经 12 2
0

5 5
,

一 1 2 3
0

0 4
`
的范围之内

,

水深为 瀚

下带 o一 一 2 米之间
,

营埋栖生活 (图 1 )
。

其分布特点
,

在低潮线附近
,

同岸线走向平行呈

带状分布
。

具体位置
:

东起蛤捌岛南端
,

西至碧流河口
。

主要栖息地位于王金滩南部低潮线

附近海域
,

自此向东
、

西两面递减
。

最大生物量为 。
.

44 克 /米
, ,

密度为 。
.

06 个 /米
’

(表 3 )
。

2
.

水平分布及群落构成 凸镜蛤分布于黄海北部的淤泥岸段
。

在凸镜蛤栖 息 区 分

布的底栖生物有 15 种
,

分属 3 个门
、

5 个纲
、

12 个科
、

14 个属
。

其种类组成以软体动物

为主
,

见表 4
。

水平分布的底栖生物群落
,

其数量构成也是以软休动物为主
。

除王金滩西

南以外
,

其余各区域软体动物均在 80 % 以上
,

最大生物量为 5
,

68 克 /米
, , 节肢动物 (甲壳

纲 〕次之
,

在 2~ 20 男之间不等
,

最大生物量 0
.

14 克 /米
要 , 棘皮动物只在王金滩附近区域

有分布
,

其余为零
。

软体动物中以毛蛆
、

中国蛤咧和凸镜蛤为主
,

凸镜蛤仅在王金滩和花

园口附近海域所占比重较大
,

为 64 % 和 80 环
,

其它海域均在 10 % 以下 (表 3 》 ,甲壳动物以

表 3 凸镜蛤栖息区底栖生物的群落结构

T的 l e 3 T h e co 也 m u n lt i ae co n 忍 t t ut t加 n o f D
.

g ￡b b o a n d t h e b e n t加
s

of

h o r 12 o n at l d妇 t r i b u t i o n

}总 , , }总 密 度 { 凸 镜 蛤 ! 软体动物 { 节肢动物 } 棘皮动物

} ( g /m
,
) } i( dn /。勺 {炸物髦 I声

, 」

度」构 _ 成 }生物早}执典 }年钧厚}热
￡

或 }典物掣}寸气或
l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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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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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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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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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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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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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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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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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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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8 0 1 0
.

04 【 4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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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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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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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0
。

1 9 7 1 0
。

2 4 } 0
甲

02 e 」 1 3
.

2 【0
.

4 1 1 1 5
。

4 1 0
.

的 」 2
,

2 } 3
.

74 」8 2
。

4

莺 窝角 1 1
.

8 1 1 0
.

1 12 1 0
`

1 4 ) D
.

Dl l } 9
.

7 】1
甲

6 7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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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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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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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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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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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凸镜蛤栖息区底栖生物的种类组成

T曲 l e 4 T h e 舀P . c i e s co m OP
s it i o n of b e n t il o 已 a r

ou n d D
.

, ￡b吞“

共蒸犷…乓翰之…彝瓣之
一

一丫鹦缪鹦— {
一

一摆雀攀黔生一 }扭缨墨粼戳缨红
一
一一竺嘿湍暨生一一卜下耀翠墨黔— }

一
一一刃置稽卜— }

一
}

—
一一答愕器攀哭{粤

些

一一
一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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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底栖生物的垂直分布及群落结构

T几 l be 5 T h e e vt rl e吐 d l s
t rl bu t l o na D d t h e加 m川。 u nit l e s。 。 ns t l t u t i o n o f

t h e be nt h s o

带
潮 下 带

别 \
、

平均生物蚤

O

—
一 石米 一 5

—
一 5 0米

_
.

(官 /m名 ) 4 21

般

招
.

7 4 4
甲

7 0 2
`

4耀软
菲律宾蛤仔 毛蜡

四角蛤俐

文蛤

维怪

青蛤

中国蛤俐

魁蜡

凸镜蛤

扁玉螺

脉红螺

脉红螺

扁玉螺

紫口玉螺

香螺

双沟里螺

厚壳贻贝

物 }种
日本镜蛤

薄片镜蛤

大竹怪

短娟

经氏壳坛瑜

种种数数 I 333 666 1 333

麒麒麒
2 2

。

888 1 8
.

000 8
.

000

、、 夕汐 夕夕
~ ~ ~ ~ ~ ~ ~ ~ ~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未 全己
产

乙气 角那那

一
一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一
JJJ

主主主
.
主日 自 4 ` 油份 白留留留 二二

亦协
几二 角琴琴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一一一
一
一二鉴忿共矍牛

—— —
攫井鉴一一一

一
乙口 U 卜万屯 J 担日

...

......... . . . . . . . . . . . . . . ...

豆豆豆婚拳蟹蟹 三优极于鳌鳌 日本瑙瑙

日日日本关公蟹蟹 日本层层

构构成成 3
。

666

(((络 )))))

主主主 海棒植植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种种种 马粪海胆胆

4
.

…

}
1。

{
2 ”

1日
甲

5 6 2
,

0

大连紫海胆

马粪海胆

心形海胆

砂海星

轮海星

砂海星

罗氏海盘车

海燕

司氏盖蛇 尾

哈氏 刻肋海胆

方腕寄居蟹和 日本关公蟹为主 ,棘皮动物则以马粪海胆居首
。

3
.

垂直分布及群落构成 黄海北部底栖生物的种类组成及群落结构在垂直 断面的

分布上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
。

凸镜蛤只分布子潮下带的上区
,

而潮间带和潮下带的下区

(深水区 )均未发现凸镜蛤的分布
。

潮间带以软体动物为主
,

占 58
.

7另 , 其次是甲壳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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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2
.

8 % ; 棘皮动物所占比重最小
,

只有 3
.

6终
。

软体动物中尤以瓣鳃类 占绝对优势
,

为

95 环以上
。

潮下带上区软体动物占 44
.

7 % , 甲壳类占 18 拓 ;棘皮动物的比重增至 1 9
。

5弱
。

潮下带下区则 以棘皮动物占绝对优势
,

为 62 形 , 软体动物占 2 0
,

4% , 甲壳类只占 8
`

0另

(表 5 )
。

(四 ) 环 境 条 件

1
.

底 质 黄海北部的海岸类型以平原淤泥岸和辉湾淤泥岸为主 (鸭绿扛 口至老鹰

嘴 )
,

约 占总岸线长的 2邝
,

底质以泥和砂泥底为主
。

从潮间带中潮区至潮下带 4 米等深

线范围内多为粉砂质底 ( T ) , 高潮区和潮下带 2一 10 米等深线范围内多 为 粘土 质 粉 砂

( Y T )底
。

凸镜蛤栖息地位于二者交叉之处
,

底质以粉砂质为主
,

属砂泥底 (表 6 )
。

表 6 凸镜蛤种群的底质粒级

T ab l e 6 T h e g r a i n g r时 e o f s u 加 t了a t e . o f D
.

召i b b “ 和P u l a t l o n

粒粒 级级 粗 砂砂 中 砂砂 细 砂砂 粗 粉 砂砂 中细粉砂及粘土土
((( m m ))) 0

.

9一 0
.

4 555 0
`

4 6一 0
.

222 0
。

2一 0
.

111 0
.

1一0
.

0 3 999 < O
。

的 999

组组成 (男 ))) 0
.

5一 111 3一石石 丁Ose 1333 7 0一 8 000 4 we 666

2
.

水 温 黄海北部是我国纬度较高的海域
,

年平均水温表层 12
.

。℃
,

底层 8
.

4 oC
。

8 月份出现最高值
,

表层 27
.

6o C
,

底层 24
.

1℃ , 最低值多在 2 月
,

表层 一 。
,

扩C
,

底 层

一 1
.

3
O

C
。

其温度分布
,

表层水温由北向南递增 ,底层水温由南向北递增
。

此况夏季尤为明

显
。

凸镜蛤栖息于低潮线附近
,

由于潮汐的作用
,

受陆地气候因素的影响较多
,

水温的年

变化幅度较大
。

冬季有两个多月的结冰期
,

潮间带至潮下带 5 米等深线以内多为 固定冰
,

潮下带 20 米等深线范围内为流冰
,

冰下水温在 一 1
,

S
O

C 以下
。

夏季退潮时水浅
,

水温可达

3护 C
。

故此
,

凸镜蛤栖息区水温的年变化幅度达 28 一 3护 C
。

3
.

盐 度 该区沿岸河流较多 (有鸭绿江
、

大洋河
、

英那河
、

庄河和碧流河等 )
,

受淡

水注入的影响
,

其盐度分布规律是
,

沿垂直岸线走向
,

由浅海向深海递增 ; 由河口向两冀递

增
。

表层受河流影响较大
,

盐度变化幅度小
,

递增速度较底层为慢 (图3 )
。

盐度年平均值
,

表层 3 1
.

。汤
,

底层 31
.

5偏
。

最高值
,

表层 ( 2 月 ) 3 2
.

3荡
,

底层 ( 11 月 ) 32
.

9筋 , 最低值 (8

月 )
,

表层 25
.

2荡
,

底层 2 7
.

3荡
。

河 口和低潮线盐度在 20
.

。~ 26
.

。筋范围内不等
。

也即

凸镜蛤栖息水域盐度在 20 ~ 32 编之间变化
。

(五 ) 基 础 生 态

从基础生态的条件来比较
,

黄海北部海域的东部明显优于西部
,

在数值上
,

东
、

西两端

相差几倍至十几倍
。

1
.

叶绿紊 从大洋河 口至碧流河口沿岸浅海的叶绿素 礴 的 含量 在 1
,

01 2 毫 克 /米
”

至 6
.

2 13 毫克 /米
3

之间
,

总平均为 2
.

6 59 毫克 /米
合。

其分布特点
,

以庄河口为界
,

东部偏

高
,

平均值为 3
.

5 73 毫克 /米
, , 西部较低

,

平均值为 l
,

4 42 毫克 /米
3 。

大洋河 口 以东平均

值为 3
.

2 6 毫克 /米
路 ,

碧流河 口 以西平均值在 1
.

73 毫克 以下
,

总趋势为由东向西递减
。

2
.

营养盐 黄海北部营养盐的分布规律也是基于河流作用的结果
,

其特点是
:
各种

营养盐的高值多出现在近岸与河 口
,

由此向深水区递减 ( 图 4 )
。

尤其突出的是
,

高值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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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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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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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海北部盐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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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海北部营养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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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部
,

受沿岸流的作用
,

自东北向西南形成逐渐递减的营养盐度递度
。

大洋河口 以东
,

氨

氮平均值为 4 2
.

1 毫克 /米
3 ,

硝酸盐 16
.

2 毫克 /米
3 ,

亚硝酸盐 15
.

了毫克 /米
3 ,

磷酸盐 16
.

1

毫克 /米
, ,大洋河 口至碧流河 口间的平均值为

:

氨氮 25
.

8毫克 /米
’ 、

硝酸盐 1 2
.

7毫克 /米
3 、

亚硝酸盐 2
.

DS 毫克 /米
3、

磷酸盐 26
.

6 毫克 /米
3 ,碧流河口 以西各项均逐渐递减

。

3
.

浮游植物 近海水域的肥沃程度
,

直接影响该海域初级生产力的水平
。

浮游植物

的分布与叶绿素和营养盐的分布趋势正相吻合 (图 5 )
。

浮游植物的平均生物量
,

大洋河 口

1 22
0

30
产

E 1 2 3
口

0 0
,

12凡
“

3 0
`

4 0
“
0 0

,

伙膝匆10 2 5 5 0 100 2团 5 0 0

}到11!.llI昌娜绷

丫 1 0 5 o c l l /m 3

愈
注

河
`翔

,, ,,,,,

阮阮 , .....

二二

图 6 黄海北部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分布
F i g

.

6 T h e d i毗 r孟玩 t i o n o f t h e p冲七
o p 工a n k t o n b i o m a s s i且 no rt h Y e l l

o w S o a

以东为 173 x l 。`

细胞 /米
. ;大洋河 口至碧流河 口 间为 1 3 5 x 工护细胞 /米

. ; 碧流河 口 以西为

3 4
.

2 又 1了细胞 /米
, 。

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以硅藻占绝对优势
,

其它只有少量甲藻
。

主要

有直链 ( 28
.

9环 )
、

弯角 ( 27
.

8拓 )
、

角刺 ( 1 9
.

8% )
、

圆筛 ( 9
.

0 % )
、

菱形 ( 8
.

6环 )等藻属
。

讨 论

1
.

经统计回归表明
,

凸镜蛤的体重与壳长为幂函数曲线相关
,

属均匀生长类型
,

其相

关关系式为 W 二 0
.

0 0 3 9 3 6刀
· ’ 终 。

种群以二龄个体为主
。

2
,

黄海北部凸镜蛤
,

主要分布于属 淤泥质海岸段的庄河 口至碧流河口之间 的 浅海

区
,

沿岸线走向呈水平分布
。

显然
,

该海域凸镜蛤是因为在繁殖期间受春夏季沿岸海流的

作用
,

而形成了一个自东北向西南的带状分布
。

凸镜蛤壳质坚厚
,

栖息于潮下带的砂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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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
,

营埋栖生活
。

该海区水温年变化幅度为 28 ~ 30
O

C
,

盐度在 20 一 32 编之间变动
。

表

明凸镜蛤属近岸生态型生物
,

对陆地物候因素给海洋带来的冲击有一定的耐受力和适应

性 〔 , ,

,
, 1 7 〕。

3
.

特定的地理位置具有适合某些生物生存的特殊的地理条件
。

在南海及渤
、

黄海的

其它海域
,

凸镜蛤可 以分布至潮间带俩
` , ,

而在黄海北部只分布于潮下带 ( 在渤海北部也

仅限于潮下带分布
,

水深在 10 米以上 )
。

显而易见
,

尽管凸镜蛤属广温性动物
,

然而对北

部海域冬季潮闻带寒冷的条件尚不能适应
。

可见
,

凸镜蛤对温度适应的下限应在海水的

冰点以上
。

4
.

生物的分布除了对地理
、

物理和化学等条件的适应性选择外
,

饵料生物的分布
、

种

间的空间竟争和敌害生物的存在都有不同程度的制约 〔 , , `

~ 叼 。

因此
,

生物种群的区域性

存在往往是生物与生物
、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

黄海北部由于鸭绿江
、

大洋

河等水系的注入
,

携带了大量的营养盐
,

自东向西的辽南沿岸流向使营养物质在这一区域

汇集
。

由此转化而来的丰富的饵料生物
,

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

使这一 区域的潮间带
、

潮下带上区形成了一个以双壳类软体动物为主的动物区系
。

凸镜蛤是这一区系的代表种
r

类之一
。

它处于该区系的中下部
,

上接双壳类占绝对优势的潮间带
,

下壤棘皮动物有所增

加的浅海区
,

深水区便是双壳类的敌害生物 (海星类
、

大型蟹类
、

底栖鱼类和骨螺
、

玉螺类

及峭
、

蜻输等 ) 占优势的区域
。

可见
,

低潮线附近是一个既不受陆地恶劣条件的直接冲击
,

又不受敌害生物侵扰的特定区域
,

即潮下带双壳类得以生存的所在
。

5
.

尽管凸镜蛤分布于特定的双壳类动物区系
,

但仍未形成优势种类
,

这一区域的优

势种为毛蜡和中国蛤俐
。

由此可见
,

相同需求的物种不可能长期于同一区域在个体数量

上达到平衡 〔10
· , ` , , 6 1 ,

种间的空间竞争与繁殖期间幼贝对海况环境和基质的适应性是制约

凸镜蛤在这一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

为此
,

只有尽快开展凸镜蛤繁殖生物学和人工繁殖

的研究
,

扭转凸镜蛤被环境所选择的局 面
,

才能使这一品种在该海域迅速发展而成为优势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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