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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底质是魁蚶稚贝潜沙"水平移动"存活与生长的重要环境因素!选择底质适宜的海区开

展底播增殖!可以有效提高魁蚶稚贝的增殖效果!但目前仍缺乏相关研究# 因此!在实验室条

件下!研究了 43 ;;C壳长 C45 ;;"45 ;;C壳长 C23 ;;"23 ;;C壳长 C25 ;;"25 ;;C

壳长 C/3 ;;9 种规格魁蚶稚贝对 9 种底质粒径&细砾"粗砂"中砂"细砂'的选择模式!并量化

分析了 23 ;;C壳长 C/3 ;;稚贝在 5 种底质粒径&增设泥底质'条件下的潜沙能力# 结果

表明%&4'43 ;;C壳长 C45 ;;稚贝的足丝较发达!以附着生活为主!明显偏好粗砂底质!其

在两种底质交界位置的分布率"水槽的贴壁率均最高$45 ;;C壳长 C/3 ;;稚贝转入营埋栖

生活!随着规格的增大!稚贝选择的底质粒径亦增大!而在 2 种底质交界位置的分布率"水槽贴

壁率也随之减小# 其中 45 ;;C壳长 C23 ;;稚贝偏好选择中砂!分布率为 53153Q!其次为

细砂$23 ;;C壳长 C25 ;;稚贝对不同粒径底质的适应性均较强$25 ;;C壳长 C/3 ;;稚

贝偏好选择粗砂底质!分布率达到 15Q!其次为中砂# &2'23 ;;C壳长 C/3 ;;稚贝在淤泥

底质中的初潜时间最短!为 2189 ;=3!其次为中沙"细沙$在细砂底质中的潜沙率最高!达到

;5Q!其次为中沙# 综合分析认为!23 ;;C壳长 C/3 ;;稚贝是较适宜的底播苗种规格!而

以中砂&3125 ;;C粒径 C315 ;;'和细砂&粒径 C3125 ;;'为主要粒径组成的海区宜进行

魁蚶稚贝的底播增殖#

关键词! 魁蚶$ 选择行为$ 底质选择性$ 潜沙能力$ 底播增殖

中图分类号! *01;1/66666666666 文献标志码%&

66魁蚶 # :)*#7*$)* 5$+'-71+&%%$属软体动物门

#P/00/A9<$&瓣鳃纲 #'<;400=JF<39@=<$&翼形亚纲

#GL4F=;/FI@=<$&蚶目 #&F9/=B<$&蚶科 #&F9=B<4$"

是一种大型海洋底栖经济贝类' 主要分布于日

本&韩国&菲律宾和我国沿海"栖息环境多在 / =

53 ;深的软泥或泥砂质海底
(4 72)

' 魁蚶肉质鲜

嫩"营养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出口水产品之一' 近

几年的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量减少"为了满足

市场和出口需求"辽宁&山东等地相继开展了魁蚶

的养殖和底播增殖技术研究
(/ 79)

' 魁蚶无水管"

幼体需要经过附着生活阶段"待达到一定规格后

足丝退化"由附着生活转为埋栖生活"此时稚贝具

有潜沙和水平移动的特性' 底质是魁蚶稚贝潜

沙&水平移动&存活与生长的重要环境因素"选择

底质适宜的海区开展底播增殖"可以有效提高魁

蚶稚贝的增殖效果
(/"5)

'

有研究表明"魁蚶可在海底表面做水平移动"

其移动速度约为 / =43 ;6B"具较强的水平移动能

力
(5)

' 水平移动能力使鱼类&贝类&甲壳类等海洋

生物具有底质选择性"从而在不同粒径的底质中形

成不同的群落结构特征
(1 743)

' 据此"也可以探寻

贝类等海洋生物底播增殖所需的底质环境' 河蚬

#!+$5%)'2* 82'9%&.*$&珠蚌#G&+D+&1* -$*&D%(AI1$

具有明显的底质选择性"而另一种珠蚌 #622%#1%+

D%2*1*1*$则对底质无明显的选择性
(43 744)

' 亦有

研究 表 明" 砂 海 螂 # ;"* *$.&*$%* $& 硬 壳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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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斧蛤 #C+&*>(.$$*"C,

(+$D%D'("C,1$'&)'2'($在不同粒径底质上的潜沙

时间&潜沙率等存在明显差异
(42 749)

' 由此说明"

底栖贝类的种类&规格以及生长发育时期等使其

底质选择能力和潜沙能力存在差异"而在不同底

质中的分布率&潜沙时间&潜沙率等指标可以定量

反映贝类对底质的适应能力
(43 749)

' 魁蚶稚贝底

播后的水平移动能力&潜沙能力等将显著影响其

成活率以及后期的回捕率等
(5"45)

"但目前仍缺乏

稚贝的底质选择性及不同底质粒径下潜沙能力的

相关研究'

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了 9 种规格魁蚶稚贝

对 9 种不同粒径底质的选择性"评价了 23 ;;C

壳长 C/3 ;;魁蚶稚贝在不同底质粒径下的潜

沙能力"筛选出了适宜底播的稚贝壳长规格和底

质粒径范围"为提高其底播增殖效果提供参考'

46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及驯化

实验所用魁蚶稚贝取自青岛鳌山卫筏养中培

育的稚贝"稚贝取回后置于实验室圆形循环水槽

#水体 483 '$中暂养 / B' 暂养及实验水槽内连

续充气"5"B515 ;?6'" I+ 810 =;13"水温

#22 >315$Z"盐度 /3 =/4' 暂养期间每天两次

#;!33和 4;!33$投喂过量球等鞭金藻 #F(+)7$"(%(

-*25*&*$藻液' 暂养 / B 后"选择状态良好&贝壳

及绒毛完整的魁蚶稚贝进行实验'

!"$#实验方法

魁蚶稚贝的底质选择性实验66以稚贝壳长

为指标"设定 43 ;;C壳长 C45 ;;&45 ;;C壳

长 C23 ;;&23 ;;C壳长 C25 ;;&25 ;;C壳

长 C/3 ;; 9 个规格组"各组稚贝平均壳长分别

为# 4/122 >3142 $ ;;& # 481;4 >314; $ ;;&

#221/3 >3145$;;和#21110 >3148$;;' 实验

用沙取自青岛金沙滩"实验前使用次氯酸钠消毒

杀菌"烘干后使用型号 OK6C133/14 74008 筛板

分筛"根据粒径大小"将底质粒径划分为 9 类!细

砂#粒径 C3125 ;;"5$"中砂 #3125 ;;C粒径

C3153 ;;"-$"粗砂 #3153 ;;C粒径 C2133

;;"K$"细砾#2133 ;;C粒径 C9133 ;;"&$'

实验前 4 @ 投喂球等鞭金藻"实验过程不投饵"光

照周期为 42 'E42 5' 不同规格魁蚶稚贝对不同

底质粒径的选择性实验采用二选一的方式进行

#表 4$' 实验共计 &K&&-&&5&K-&K5和 -51

种组合方式' 在长方形水槽 #95 9;<25 9;<

/5 9;"水体 45 '$底部铺设厚约 / 9;面积相等

的两种不同规格沙砾"作为一种底质组合#图 4$"

每日早 ;!/3 于实验水槽两种规格沙砾底质交界

处放置同一规格魁蚶稚贝 43 只"其中 5 只稚贝前

缘
(41)

向左"另 5 只向右"以避免因斧足位置不同

造成的粒径选择性偏好' 放置稚贝后每隔 9 @ 观

察 4 次"共观察 / 次"晚 23!/3 熄灯"并于次日早

;!/3 再次观察两种底质中稚贝的分布个数"并统

计贴附于水槽壁上及分布于底质交界位置的稚贝

个数' 对 9 种规格魁蚶稚贝分别进行 &K&&-&

&5&K-&K5&-51 种底质组合的上述实验"每种

底质组合 5 个重复' 以水槽底部铺设同种底质作

为对照组进行上述实验"稚贝随机分布于底质表

面"表明长方形水槽两侧的环境条件一致'

以魁蚶稚贝的分布率#K"Q$"即其在不同底

质中的数量百分比平均数作为其对不同底质的选

择性指标' 分布率#Q$ ?不同位置分布个数6投

放魁蚶总个数 <433"贴壁率#Q$ ?29 @ 后魁蚶

贴壁个数6投放魁蚶总个数 <433Q

(48)

' 底质交

界处分布率与贴壁率之和高于 53Q则认为无明

显底质选择行为'

表 !#魁蚶稚贝底质选择性实验指标

&'("!#FQ4*/,8*25,2+*Q 07:%5+,/@&4,(''];6*2,-*1

稚贝规格6;;

A@400A=R4

底质处理组

9/;J=3<L=/3 /8B=884F43L

?F<=3 A=R4

各处理重复次数

F4I0=9<L4A8/F

4<9@ ?F/2I

各处理稚贝数量6个

32;J4F/8

72E43=04A

平均壳长6;;

<E4F<?4A@400

043?L@

43 =45 &K&&-&&5&K-&K5&-5 5 43 4/124 >3138

45 =23 &K&&-&&5&K-&K5&-5 5 43 481;4 >313;

23 =25 &K&&-&&5&K-&K5&-5 5 43 221/3 >313;

25 =/3 &K&&-&&5&K-&K5&-5 5 43 21110 >313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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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实验水槽"水槽底部铺设厚约 % .8面积

相等的两种不同粒径的底质#

?,3"! FQ4*/,8*253-'115'2_"5=0 +,77*/*251;(15/'5*1=*/*

'6*/'3*-< 14/*'+025)*(0550850 ' 5),._2*1107% .8#

66不同底质条件下魁蚶稚贝的潜沙实验66在

正方形水槽#/3 9;</3 9;</3 9;"水体 43 '$底

部铺设厚约 9 =5 9;上述的 &&K&-&5粒径沙砾"

并增设 ,处理组#取自青岛鳌山卫魁蚶稚贝养殖

区的底泥$' 根据底质选择性实验结果"选择适宜

底播的 23 ;;C壳长 C/3 ;;稚贝"研究其潜沙能

力' 挑选状态良好&绒毛完整的魁蚶稚贝"用游标

卡尺测量壳长' 各底质处理组稚贝的平均壳长为

#291/0 >31//$;;"组间平均壳长无显著性差异

#4B3135$' 将 23 只魁蚶稚贝自然散落在不同粒

径的水槽底质表面"从魁蚶稚贝落在沙层表面开始

计时"观察记录稚贝的潜沙行为&初潜时间#;=3$

及 4 @ 潜沙率"每个处理 43 个重复' 初潜时间为第

4 个魁蚶稚贝潜沙的时间"潜沙标准为稚贝贝壳一

半以上埋入沙中
(/)

' 潜沙率#Q$ ?已潜沙个数6

投放魁蚶总个数 <433Q

(45)

'

!"%#数据分析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采用 *G**4813 进行"并

以平均值 >标准误#;4<3 >*,$表示' 采用独立

样本 1检验分析两种底质中魁蚶稚贝的分布率"

差异显著则视为稚贝对其中一种底质具有选择

性' 对不同规格稚贝在两种底质交界处的分布

率&贴壁率&初潜时间及 4 @ 潜沙率进行单因子方

差分析#"34:S<N &%".&$"并进行 5239<3 多重

比较"以 4C3135 作为差异显著标准'

26结果

$"!#不同规格魁蚶稚贝的底质选择行为及选择

能力

魁蚶稚贝的底质选择行为可分为两种类型!

41无明显的选择行为"大部分稚贝或位于两种底

质交界位置"或贴于水槽壁%21有明显的选择行

为"两种底质粒径选择其一"潜入底质中或分布于

底质表面'

魁蚶稚贝在两种底质交界处的分布率&贴壁

率均随壳长增大而减小#4C3135$ #图 2"/$' 43

;;C壳长 C45 ;;稚贝底质交界处的分布率为

98138Q"显著高于其他规格#4C3135$' 45 ;;

C壳长 C23 ;;和 23 ;;C壳长 C25 ;;稚贝

在底质交界处的分布率差异不显著#4B3135$'

25 ;;C壳长 C/3 ;;稚贝在底质交界位置分布

率最小"为 4410/Q"显著低于其他规格 #4C

3135$' 43 ;;C壳长 C45 ;;稚贝的贴壁率最

高"达到 /138Q"显著高于 23 ;;C壳长 C25 ;;

和 25 ;;C壳长 C/3 ;;稚贝#4C3135$"但与

45 ;;C壳长 C23 ;;稚贝无显著差异 #4B

3135$' 23 ;;C壳长 C/3 ;;稚贝"底质交界处

的分布率&贴壁率均较小"底质选择能力强"为适

宜底播的稚贝规格'

图 $#不同规格魁蚶稚贝在底质交界位置的分布率

不同规格组误差线上的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4C3135$ "

下同

?,3"$#A*/.*25'3*07:%5+,/@&4,('',2

];2.5,02075=0 +,77*/*251;(15/'5*1

5=884F43L04LL4FA<J/E44FF/FJ<FA=3B=9<L4A=?3=8=9<3LB=884F4394A

#4C3135$ "L@4A<;4<AJ40/>

图 %#不同规格魁蚶稚贝的贴壁率

?,3"%#A*/.*25'3*07:%5+,/@&4,('')'23,23 025)*

='--1075'2_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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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格魁蚶稚贝的底质分布率差异

当稚贝有明显选择行为时"其在某一底质中的

分布率受规格&供选底质粒径的影响显著' 43 ;;

C壳长 C45 ;;稚贝在 &K&&-&&5&K-选择组无

明显的选择行为"各处理组中稚贝在底质交界位置

的分布率和贴壁率之和均高于 53Q' 在 K5&-5

选择组则具有明显的选择行为"粗砂#K$底质的分

布率显著高于细砂 #5$底质 #4C3135$"而中砂

#-$与细砂#5$底质之间分布率无显著差异#4B

3135$' 可见"43 ;;C壳长 C45 ;;稚贝偏好选

择粗砂#K$底质"分布率为94125Q"其次为中砂

#-$底质"分布率为 20148Q#图 9:<$'

45 ;;C壳长 C23 ;;稚贝对 &K选择组无

明显的选择行为"稚贝在底质交界位置分布率和

贴壁率之和达 58Q' &-&&5&K-选择组"两种

底质间的分布率均无显著差异 #4B3135$' K5

选择组"细砂 #5$底质的分布率显著高于粗砂

#K$底质#4C3135$' -5选择组"中砂#-$底质

的分布率显著高于细砂#5$底质#4C3135$' 可

见"45 ;;C壳长 C23 ;;稚贝明显选择中砂

#-$"分布率达到 53153Q"其次为细砂#5$"分布

率为 53Q#图 9:J$'

23 ;;C壳长 C25 ;;稚贝对不同底质选择

组均表现出明显的选择行为"稚贝在底质交界位

置的分布率&贴壁率之和均低于 53Q"表现出较

好的水平运动能力' 各底质选择组"稚贝在两种

底质条件下的分布率均无显著差异#4B3135$"

在中砂 #-$底质的分布率最高"为 90148Q' 可

见"23 ;;C壳长 C25 ;;稚贝对不同粒径底质

的适应性均较强#图 9:9$'

图 >#不同规格魁蚶稚贝在不同底质中的分布率

"

表示同一选择组中两种底质间分布率差异显著#4C3135$

?,3">#G44*'/'2.*/'5*107:%5+,/@&4,(''];6*2,-*1,2+,77*/*251;(15/'5*1

"

=3 L@4A<;49@/=94?F/2I <J/E44FF/FJ<FA=3B=9<L4A=?3=8=9<3LB=884F4394A#4C3135$

6625 ;;C壳长 C/3 ;;稚贝对不同底质选择

组均表现出明显的选择行为' &K&K-&-5选择

组"两种底质间的分布率均无显著差异 #4B

3135$' &-&&5选择组表现出明显的底质偏好"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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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砂#-$&细砂#5$底质的分布率高于细砾 #&$

底质#4C3135$' K5选择组"粗砂#K$底质的分

布率高于细砂#5$底质 #4C3135$' 可见"壳长

25 ;;C壳长 C/3 ;;稚贝显著选择粗砂 #K$

#4C3135$"分布率达到 15Q"其次为中砂 #-$"

分布率为 51125Q#图 9:B$'

$"%#不同底质条件下魁蚶稚贝的潜沙行为及潜

沙能力

不同底质条件下"魁蚶稚贝的初潜时间随粒

径的增大而增加 #图 5$' 在细砾 #&$底质条件

下"稚贝的初潜时间最长"达到 112; ;=3"显著长

于中砂#-$&细砂#5$&淤泥#,$底质#4C3135$"

但与粗砂#K$底质无显著性差异#4B3135$' 中

砂#-$&细砂#5$&淤泥#,$/ 个处理组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4B3135$"其中淤泥 #,$底质条件下

初潜时间最短"为 2189 ;=3"其次为中沙&细沙'

魁蚶稚贝在不同底质条件下"4 @ 内的潜沙率差异

不显著#4B3135$"其中细砂#5$底质潜沙率最

高"为 ;5Q"其次为中沙%淤泥#,$底质潜沙率最

低"为 83Q#图 1$'

图 L#不同底质条件下魁蚶稚贝的初潜时间

?,3"L#?,/15,2S8;+5,8*07:%5+,/@&4,(''

];6*2,-*1,2+,77*/*251;(15/'5*1

图 M#不同底质条件下魁蚶稚贝 ! )潜沙率

?,3"M#V;//0=,23 /'5*07:%5+,/@&4,(''

];6*2,-*1,2+,77*/*251;(15/'5*1

/6讨论

%"!#不同规格魁蚶稚贝在不同粒径底质中的分

布特征

底质是影响底栖贝类最重要的非生物因素"

影响其生长存活&行为反应及地理分布
(4; 740)

' 贝

类对 底 质 粒 径 的 选 择 具 有 一 定 的 特 异 性'

*9@;=B0=3 等
(43)

对河蚬#壳长 B42 ;;$的研究表

明"河蚬偏好于分布在水流速度小&底质为细沙的

浅海海域' +24@34F

(44)

对自然海区采集的 9 种珠

蚌 #G,-$*&D%(AI1&P*9#(%2%($*D%*1* $*D%*1*&P,

$*D%*1* 2'1.+2*&622%#1%+ D%2*1*1*$底质选择性的研

究发现"G,-$*&D%(AI1对细沙底质有明显的选择

性"P,$*D%*1* $*D%*1* 和 P,$*D%*1* 2'1.+2* 除软泥

底质外"对其他底质适应性较强"而 6,D%2*1*1* 则

无明显的底质选择性' 魁蚶稚贝的底质选择性与

其规格显著相关' 43 ;;C壳长 C45 ;;魁蚶稚

贝选择粗砂#3153 ;;C粒径 C2133 ;;$底质"

且此规格稚贝贴壁率均较高"可能与稚贝尚未完

全脱离附着生活"需要选择大粒径底质进行附着

有关' 张玉玺等
(5)

对黄&渤海海区魁蚶的调查发

现"其自然分布区底质主要为泥质粉砂和砂质粉

砂质底' 王如才等
(2)

也指出"魁蚶的栖息环境多

为软泥或泥砂质海底' 本实验发现 45 ;;C壳长

C/3 ;;魁蚶稚贝普遍对较大粒径中砂 #3125

;;C粒径 C3153 ;;$的选择性较强"与自然海

区魁蚶分布的底质状况相符' 另有研究表明"魁

蚶主要摄食硅藻门的圆筛藻&舟形藻&菱形藻等"

而沙质海底比泥质海底能为底栖微藻提供更多的

生活空间"沙质海底的底栖微藻分布较深"生物量

也较高
(23 724)

' 魁蚶无水管"埋栖后以壳后缘在滩

涂表面形成水孔与外界相通"因此大规格稚贝选

择较大粒径的砂质底"利于稚贝埋栖后呼吸和摄

食的正常进行' 随稚贝规格增大"其在 2 种底质

交界处的分布率逐渐减小"说明随生长发育其水

平移动能力增强"山东近海自然海区魁蚶移动能

力的研究结果也证实这一点
(5)

' 23 ;;C壳长 C

/3 ;;魁蚶稚贝具有更明显的底质选择性"且其

在底质交界处的分布率和水槽壁的贴壁率均较

低"可视为适宜底播的苗种规格'

%"$#魁蚶稚贝的潜沙行为及其形态学适应

埋栖型贝类的斧足通常较发达"用斧足挖掘

泥沙"使贝壳部分或者全部埋入泥沙中营底栖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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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5)

' 魁蚶稚贝的潜沙行为从最初的闭壳状态

到潜入沙中"可分为闭壳/开壳/斧足伸出&斧足

掘沙/斧足潜入/壳竖起&斧足收缩向下/完成

潜沙 1 个阶段
(45)

' 观察发现"魁蚶在下潜过程

中"主要依靠斧足不断与泥沙面进行摩擦"左右摆

动逐渐进入泥沙层中"魁蚶无水管"潜沙深度通常

较浅"潜埋深度近似于自身壳长"这与日本浪蛤

# 4(.'D+)*$D%'9 (*)7*2%&.&(%($ 的 潜 沙 行 为

相似
(22)

'

贝类通过形态&行为等多种适应方式来克服

潜沙过程中的阻力"包括潜沙过程中的晃动&流线

型壳形&较大的壳密度等"多种适应机制的共同作

用"使其获得较快的潜沙速度
(2/)

' 魁蚶稚贝的斧

足位于靠近壳顶的一端"其前缘较窄"斧足掘沙时

前缘先潜入沙中"整个潜沙过程呈流线型壳形"有

效减小了阻力' 魁蚶稚贝潜沙过程中"壳左右晃

动"将壳周围的沙推向两侧"有效减小了沙的紧密

度"利于其快速潜入' &04W<3B4F等
(42)

研究发现"

贝类壳的形态及壳面装饰物影响贝类潜沙速度"

有放射肋并且表面装饰物较多的贝类能潜入的底

质粒径范围更广"壳面装饰越复杂"其潜沙速度越

快' 魁蚶壳表约有 92 条放射肋"被棕色壳皮"肋

间隙中有短而稀疏的毛状物"且在贝壳边缘密

集
(4)

' 可见"其贝壳外部复杂的形态特征及行为

学适应使其具备较快的潜沙能力'

%"%#不同底质条件下魁蚶稚贝的潜沙能力

&04W<3B4F等
(42)

根据不同底质条件下贝类的

潜沙能力差异"对贝类进行了分类!专性潜沙贝

类&底质敏感性贝类&通潜性贝类' 专性潜沙贝类

仅在一个很小的粒径范围内潜沙速度快"除此粒

径范围外潜沙速度缓慢"例如砂海螂 # :#%('2*

(+2%D*$&刀蛏#!'21.22'(#.22')%D'($等' 通潜性贝

类通常潜沙速度较慢或缓慢"但其潜入的粒径范

围广"例如软壳蛤&硬壳蛤&美国血蚶 #G&*D*$*

+@*2%($等' 底质敏感性贝类通常潜沙非常快或较

慢"主要特征为有一个稳定的最适潜沙粒径范围"

且当底质粒径过大或过小时潜沙能力均减弱"如

斧蛤&樱蛤#G&-'2'(1.&'%($等
(42)

' 魁蚶稚贝在粒

径较大的底质上潜沙速度变慢"且有适宜的潜沙

粒径范围"因此认为其属于底质敏感性贝类"底质

粒径会影响魁蚶稚贝的潜沙能力'

贝类在不同底质粒径下潜沙能力存在差异"

潜沙时间&潜沙率可以定量反映生物对特定环境

因子的适应能力
(42 749)

' %40等
(4/)

对两种斧蛤

#C,(.$$*&C,(+$D%D'($的研究发现"其潜沙行为

均受到底质粒径的影响"在粗砂和中砂 # 31425

;;C粒径 C31533 ;;$底质下潜沙时间最短'

B40<+2R等
(49)

对不同规格斧蛤#C,1$'&)'2'($的

潜沙时间进行了研究"发现 25 ;;C壳长 C95

;;的斧蛤在细砂和中砂底质的潜沙时间最短"

砾石底质的潜沙时间最长' 本研究表明"魁蚶稚

贝在中砂&细砂及泥底质条件下初潜时间均较短"

在细砾底质的初潜时间较长"由此说明双壳贝类

对中砂&细砂的适应性普遍较好' 底质的切变强

度和斧足的运动能力也是影响魁蚶潜沙速度的重

要因素"底质的切变强度随粒径的减小而增

大
(49)

' 而本实验中随着底质粒径减小"魁蚶稚贝

的初潜时间递减"表明其斧足运动能力较强"足够

克服实验所选的小粒径底质的切变强度'

*@=3 等
(29)

研究发现菲律宾蛤仔 #M'D%1*#.(

#7%2%#.#%&*$'9$在粗砂&中砂&细砂和粉砂 9 种底

质下潜沙率无显著差异' &04W<3B4F等
(42)

研究也

发现"砂海螂&硬壳蛤对泥&粉砂到粗砂底质均有

较好的适应性' 魁蚶稚贝在各底质处理组间 4 @

潜沙率无显著差异"分析认为魁蚶稚贝初潜时间

虽然存在差异"但其对不同粒径的底质均有较好

的适应性"4 @ 内基本完成了潜沙过程' 魁蚶稚贝

在泥底质的潜沙率小于砂底质"分析认为"自然海

区采集的底泥为棕黑色"伴有臭味"推测底质中的

硫化物降低了稚贝的潜沙率' 硫化物对不等壳毛

蚶#:)*#7*$)* %&*.?'%@*2@%($&斧蛤#C,(.$$*$等双

壳贝类存在生理胁迫
(25 721)

"因此"魁蚶稚贝底播

时应尽量避开淤泥较多的海域' 分析认为"魁蚶

稚贝在中砂#3125 ;;C粒径 C315 ;;$和细砂

# C3125 ;;$底质上潜沙速度较快"潜沙后适应

性良好"该种底质粒径适宜稚贝底播后的潜沙'

%">#影响魁蚶稚贝底质选择性$潜沙能力的相关

因素

稚贝规格&底质粒径&水流&藻类分布等均会

影响魁蚶稚贝的底质选择性"从而导致不同海区

魁蚶稚贝的分布&丰度存在差异"进而影响魁蚶的

种群分布
(5"0 744"40"24)

' 稚贝规格&贝壳形态&底质

粒径等均能影响魁蚶稚贝的潜沙能力"这种潜沙

能力的差异为底播苗种规格&底播地点的选择提

供了参考依据
(/"45"22 729"28 72;)

' 捕食者的存在"迫

使贝类选择不同的回避行为策略和形态学改变'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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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贝类通过加快潜沙速度&增加潜沙深度&寻找

庇护所"或者以生活在潮间带地区等生存策略来

降低被捕食风险
(2;)

' 可见"贝类的底质选择性&

潜沙行为与底质&水流&捕食者等环境因子间相互

作用"构成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图 8$'

图 R#影响魁蚶稚贝底质选择性$潜沙行为的因素

?,3"R#B,'3/'8 075)*7'.50/1'77*.5,23 5)*1;(15/'5*4/*7*/*2.*'2+

(;//0=,23 (*)'6,0/07:%5+,/@&4,(''];6*2,-*1

66综合分析认为"23 ;;C壳长 C/3 ;;的稚

贝是较适宜底播的苗种规格"而以中砂&细砂为主

要粒径组成的海区适宜进行魁蚶稚贝的底播增

殖' 魁蚶潜沙深度较浅"属半埋栖贝类"其在自然

海区中生存环境复杂"底质&水流和水温等环境因

子的变化均会影响其底质选择及潜沙能力"因此

需开展野外调查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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