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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珠母贝幼苗的正常生长
The Normal Growth of the Pearl Oyster Sp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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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调查珍珠养殖场合浦珠母贝人工培育幼苗的管养和生长情况。认为合浦珠母贝的幼苗生长正常 , 不存在

“贝种退化” 的影响。成活率和生长率的提高 , 明显是由于幼苗管养方法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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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 row th and management o f the pea rl oyster spats in the farm w ere investiga ted.

The g row th of Pinctada f ucata spat is no rmal, and the inf luence o f“ degenera tion” is not pre-
sented. The increase o f survival ra te and g row th rate are obviously f rom the improvement of
spat manag 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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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证合浦珠母贝 [Pinctada f ucata ( Gould) ]“退

化” 的宣传还没有科学的根据 , 已经有了专题的讨

论 [1 ]。现在我们又对近期珍珠养殖场的合浦珠母贝人

工培育的幼苗 , 进行一些对正常管养和生长的了解 ,

可能有助于说明养殖方法和管养工作的重要性。

1　材料和方法

广东省惠东加华养殖有限公司于 1998年秋季 ,用

原来雷州半岛养成的合浦珠母贝作为亲贝 ,在惠东的

该公司珍珠养殖场进行人工育苗 , 生产的幼苗于 9月

21日按常规从室内育苗池收集下海管养。12月 1日做

了随机取样 , 以 1笼幼苗用对半法平分后刚好适量便

加以测量和计算。用游标卡尺测量每一个体的壳高和

壳长。

2　结果

共测量了合浦珠母贝幼苗个体样本 125个 , 约占

全笼的一半数量 ;最小个体为 10. 5 mm (壳高 )× 11. 5

mm (壳长 ) , 最大个体为 23. 2 mm× 29. 7 mm, 平均

大小为 17. 4 mm× 20. 3 mm ,以壳高约为 18 mm或壳

长约为 22 mm的个体为数最多 (图 1)。

3　讨论

根据过去魏贻尧等
[ 2]
在流沙湾的广东省徐

闻县珍珠养殖场 , 对初期的合浦珠母贝人工苗生

长的记录 , 1976年和 1977年先后共 10批 “平均壳长在

1. 5 mm左右的人工苗移到海区中 , 经过 4～ 6个月时

间的管养 , 可以生长到 3 cm以上。” 而要生长到 2 cm

左右 , 夏苗在下海后需 2个月以上 , 秋苗在下海后需

3个月以上至 4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当时当地合浦珠

母贝人工育苗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们的这些记录 , 均

仅以壳长图示发表。现在对比一下 , 惠东加华养殖有

限公司的合浦珠母贝人工苗的秋苗生长 ,即平均壳长

达到或稍超过 2 cm时 ,才下海管养 70 d,不亚于 1976

～ 1977年徐闻县珍珠养殖场夏苗最快的生长速度 ,而

比该场秋苗的生长却快了很多。应该说这种生长状态

是比较正常的。同时 , 我们在取样时还看到了现在惠

东加华养殖有限公司的海上幼苗养殖笼和人工苗都

十分清洁 , 每笼只放养幼苗约 250个体 , 也几乎没有

见到死贝壳等杂物 , 显然是经常清洗、 换笼和分笼 ,

即管养很勤的结果。这也说明了 , 现在惠东该场的合

浦珠母贝人工苗的生长 , 比 20年前徐闻县的更快 ,主

要是由于加强了管养的结果。惠东加华养殖有限公司

是一个生产管理比较严格认真的企业 ,养殖的合浦珠

母贝幼苗 , 确实是生长得比较快。又因为该场用来作

为人工育苗的亲贝 ,都是从雷州半岛经运输而搬迁到

惠东的合浦珠母贝成体 , 原来也是人工苗的后代 ,所

以也证明了 , 根本不存在贝种退化影响生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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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合浦珠母贝幼苗的大小组成

　　 Fig. 1　 The size composition of Pinctada f ucata spats

N = 125 ( 1998年 9月 21日下海幼苗 , 12月 1日取样 , Spats cul tivating

into th e s ea on sep tember 21, 1998, collected sample on December

1 ) 平均大小 Average si ze: 17. 4 mm (壳高 Shell height ) × 20. 3 mm

(壳长 Shell length) ; 最小个体 Smal lest individual: 10. 5 mm× 11. 5

mm;最大个体 Larges t individual: 23. 0 mm× 29. 7 m m。□壳高 Shell

heigh t; ∷ 壳长 Sh ell leng th.

　　在这批抽样测量 、记录的贝苗中 ,平均大小为

20 mm左右 , 但最大个体约为最小个体的 3倍大小 ,

这就是说 , 在同一时间、 地点和相同的养殖条件下 ,

幼苗的体质和生长能力相差约 2倍 , 优质苗和劣质苗

差别十分悬珠。因此 ,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 应该增加

亲贝培育并建立人工选择幼苗的工作制度 ,及时加以

挑捡并分别笼养 , 把一些劣苗和弱苗人工淘汰掉。同

时 ,还可以把体质和生长最好的个体 ,从小到大就有

意识地选择出来 ,分别笼养 ,作为将来备用的亲贝群 ,

建立留种制度。

1998年苏进和、杜观好发表了 1991年合浦珠母贝

(马氏珠母贝 ) 幼苗生长的实验结果
[3 ]

, 他们改良了

幼苗管养的方法 , 在幼苗较小阶段即移出育苗

池下海笼养 , 结果生长正常并且在同期内比继续留

在室内饲养的 ,成活率提高了 23. 2% ( 24 d)或 32. 7%

( 31 d) , 生长率提高了约 1倍 ( 24 d) 或 1. 5倍左右

( 31 d) (表 1)。这也说明了 , 改良管养方法的潜力很

大 , 管养方法的改良可以使幼苗的生长成倍地加快。

生产效率也因而可以成倍提高。在这种情况下 , 那种

所谓贝苗 “长不大了”、 “变小了” 和 “退化” 了的一

些不科学的说法 , 就完全不足信了。相反地 , 应该加

强生产的科学管理和珍珠贝养殖场的管养工作 ,鼓励

通过辛勤的劳动去发展生产 , 提高养殖生产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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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频率微扰商和振幅微扰商值 ,以判断病态嗓音的

起因、 分类、 病变是否侵及声带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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