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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确定大獭蛤 (L tm1ia maxima jonaS) 生态冰温的基础上 研究降温方法 ~ 暂养时间 ~ 温湿度控制 ~ 氧气

供 应 等 条 件 对 大 獭 蛤 低 温 保 活 的 影 响, 实 验 结 果 表 明 大 獭 蛤 的 结 冰 点 为- 1. 9C  生 态 冰 温 为 5. 0~-

1~ 9C ;在 3. 0~ 5. 0C温度条件下保活效果最好 保活 3d 后存活率为 90% ;维持一定的湿度和供氧是大獭蛤

低温保活的重要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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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On the cOnclusiOn Of L tm1ia maxima jonaS s ecOlOgical ice temperature We
studied the animal s lOngeVity at dif ferent rate Of temperature decreasing~ time Of tempOrary
cultr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Water temp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the f rOZen temperature Of
L tm1ia maxima jonaS Was -1. 9C  and the ecOlOgical ice temperature Was 5. 0~-1. 9C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fOr liVability Was 3. 0~ 5. 0C ( a surViVal rate Of 90% fOr af ter hOlding 3
days) . RelatiVe humidity and Oxygen supply had much inf luence On the lOngeVity Of L tm1ia
maxima jonaS at lOW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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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獭蛤 ( L tm1ia maxima jonaS)  属瓣鳃纲 异
齿亚纲 蛤蜊科 獭蛤属 俗称 象鼻螺  其发达的后

水管滤水 摄 食 时 可 伸 长 达 10cm 左 右 类 似 象 鼻 而

得名,大獭蛤肉质细嫩 ~ 口味鲜美 ~ 营养丰富 是一种

名贵的海产品,商品贝的收购价为 50~ 80 元/千克,
大獭蛤主要生活于潮下带至水深 10m 的沙泥质 海

底 适宜生长盐度为 28%以上 适宜水温为 15. 0~
30. 0C ;其生活方式为埋栖型 主要食物为底栖硅藻

及有机碎屑 食物链级次低 1], 大獭蛤生长迅速 一
年即可达商品规格( 12~ 20 个/千克) , 北部湾是大

獭蛤的主要产地之一,大獭蛤种苗繁育技术的突破 
克服了大獭蛤苗种来源的局限性 目前产量增加很

快,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鲜活水产品的需

求日益增加 因此 水产品的保活运输越来越引起人

们的重视,有关水产品的保活运输方法主要有:增氧

法 ~ 麻醉法和低温法 2],无水低温保活运输由于成本

低 ~ 无污染 ~ 质量高 目前正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采用低温法分别对魁蚶 3]~ 菲律宾蛤仔 4]~ 彩

虹明樱蛤 5]~ 青蛤 6]等进行了保活研究 目前未见有

大獭蛤的保活研究相关报道, 我们对大獭蛤的低温

无水保活技术相关的工艺条件进行初步研究 以期

为其商业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与设备

试验用大獭蛤取自广西北海市近岸 从自然海

域采捕后 10h 内运到实验室 规格为 12~ 20 个/千

克, 试验设备为低温生化培养箱 (上海一恒公司产

品 LRH-100CL 控温范围为-10~ 65C  温度分辨



率为 0. 1C  温度波动度为 0. 5C  箱 体 左 侧 具 直

径 50mm 的 测 试 孔)  数 显 温 度 计 ( RS-222 天 津 今

明公司产品 测温精度 0. 1C ) ~ 恒温箱 (上海跃进

医疗器械厂产品 控温精度 0. 1C )和干燥器 O
1. 2 方法

1. 2. 1 临界温度测定

将经过 24h 暂养的大獭蛤 10 个放进盛有清洁

海水的泡沫箱中 用自制的海水冰块作为冷源 以每

小时 3~ 5C的速率降温 O 观察并记录大獭蛤在不同

温度下的状态及应激反应 O以双壳张开 ~刺激反应缓

慢甚至观察不到反应时(尚未死亡)的温度作为其临

界温度 O
1. 2. 2 结冰点测定

在 10 个个体完整的大獭蛤的壳边缘剪开一个

小 口 插 入 数 字 温 度 计 测 温 探 头 并 绑 紧 置 于

-10C生化箱内 测定不同时间的蛤肉温度 绘制冻

结曲线图 O
1. 2. 3 不同温度条件下大獭蛤保活状况测定

从经过 24h 暂养的大獭蛤中 挑选个体一致的

活蛤 10 个 平铺在塑料筐中 外套以塑料袋 分别置

于-2. 0~ 0C ~ 3. 0~ 5. 0C ~ 13. 0~ 15. 0C ~ 20. 0~
22. 0C下保活 O 本测定重复进行 3 次 并分别在保活

时间第 1 天 ~ 第 2 天 ~ 第 3 天时 观察并记录其存活

率 O
1. 2. 4 氧气供应对低温保活的影响测定

将处于临界状态的大獭蛤 20 个 分成 2 份 ~ 每

份 10 个 分别迅速置于双层薄膜塑料袋内 在其中

任意 1 个袋内充入氧气 并用橡皮筋将袋口扎紧以

保持相同的湿度 然后置于 3. 0~ 5. 0C的低温下保

存 O 本测定重复进行 4 次 并分别在保 活 时 间 第 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时 观察 ~记录 ~对比充氧

与不充氧条件下蛤体的保活情况 O
1. 2. 5 暂养时间对低温保活的影响测定

将从天然海域采捕的大獭蛤置于塑料盆里 分

别暂养 0d~ 1d~ 2d 和 3d 每天投喂适量的适口饵料 
换水 2 次 每次换水量 100%  然后挑选活力较好的

个 体 以 双 层 薄 膜 塑 料 袋 充 氧 ~ 密 封 包 装 的 方 式 在

3. 0~ 5. 0C进行保活试验 分别记录保活第 1 天 ~第

2 天 ~ 第 3 天 ~ 第 4 天大獭蛤的存活率 确 定 暂 养 时

间对低温保活的影响 O
1. 2. 6 降温速率对低温保活的影响测定

在 对 大 獭 蛤 进 行 降 温 时 采 用 2 个 方 法 测 定

3. 0~ 5. 0C下 24h 内蛤体的存活率 以确定降温速

率对低温保活的影响 O 方法 1 的降温速率是每个小

时 5C ~ 3C ~ 2C以内 方法 2 的降温却是 10C以内 O
1. 2. 7 湿度对低温保活的影响测定

采用干露和密封保湿的方法 在没有充氧的状

态下 对处于 3. 0~ 5. 0C的大獭蛤进行保活对比试

验 测定湿度对低温保活的影响 O
1. 2. 8 检活和复活方法

将大獭蛤置于常温海水中 充氧 ~ 刺激蛤体 有

反应 ~双壳能逐渐闭合 判为活;刺激无反应 ~双壳仍

张得很开 则判为不活 O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大獭蛤的临界温度

当温度缓慢降到 8. 0C时 大獭蛤后水管收缩 
双壳开始张开 蛤肌体微露 刺激反应较强;温度降

至 5. 0C时 大獭 蛤 双 壳 半 开 外 露 的 肌 体 增 多 刺

激反应仍较明显;当温度降至 3. 0C时 大獭蛤双壳

已完全张开 肌肉 ~ 内脏暴露无遗 对外界刺激反应

很微弱 说明此时的温度已达到或接近大獭蛤的临

界温度 O
2. 2 大獭蛤的结冰点

从图 1 可以看出 大獭蛤的结冰点为-1. 9C左

右 O 可以认为大獭蛤在无水保活过程中温度的下限

为-1. 9C  温度继续下降将导致蛤体肌肉冻结 从

而引起蛤体死亡 O

图 1 大獭蛤的冻结温度曲线

2. 3 不同温度条件下大獭蛤的保活状况

不同温度条件下不同保活时间内大獭蛤的存活

率见表 1O
表 1 不同温度下大獭蛤的存活率

保活

时间

( d)

存活率( % )

-2. 0~ 0C 3. 0~ 5. 0C 13. 0~ 15. 0C 20. 0~ 22. 0C

1 30 100 100 10
2 10 60 20 0
3 0 20 0 0

从表 1 可 以 看 出 在 20. 0~ 22. 0C温 度 下 大

獭蛤的存活率 最 小 1d 后 为 10% ;在 3. 0~ 5. 0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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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 15. 0C 温度 条 件 下 存 活 率 较 高 1d 后 存 活

率 为 100%  2d 后 出 现 分 化 3. 0 ~ 5. 0C 下 为

60%  13. 0~ 15. 0C 下则降为 20%  3d 后则分别为

20% 和 0%   2. 0~ 0C 的存活率 1d 后为 30%  2d
后降为 10%  3d 后为 0%  高温条件下存活率低的

原因可能是由于温度高 蛤体新陈代谢强 耗能大 
存活率低 而在 0C 及其以下的低温 肌体部分可能

已出现微冻结 且与蛤体独特的生理生化变化有关 
而与菲律宾蛤仔等呈现明显不同的生理行为[4] 相

对而言 3. 0~ 5. 0C 为其较适合的保活温度 
2.  氧气供应对低温保活的影响

在温度为 3. 0~ 5. 0C ~ 充氧包装与无氧包装条

件下 大獭蛤在不同保活时间内的存活率见表 2 
表 2 氧气供应对大獭蛤存活率的影响

保活时间

( dD

存活率( % D

充氧 无氧

1 100 100
2 100 60
3 90 20
4 80 0

表 2 结果表明 在充氧包装保存的状态下 大獭

蛤的存活率较高 3d 后其存活率仍高达 90%  
2. 5 暂养时间对低温保活的影响

常温下 进行不同时间的暂养后 再对大獭蛤进

行供氧条件下的低温保活试验的结果见表 3 
表 3 暂养时间对大獭蛤低温保活的影响

保活时间

( dD

存活率( % D

0d 1d 2d 3d

1 80 100 100 100
2 60 100 100 100
3 60 90 90 90
4 50 80 80 80

从表 3 可以看出 不经过暂养的大獭蛤的存活

率稍有降低 而暂养 1d~ 2d~ 3d 的大獭蛤存活率则没

有明显变化 
2. 6 降温速率对低温保活的影响

表 4 结 果 表 明 降 温 速 率 小 大 獭 蛤 的 存 活 率

高 降温速率大 大獭蛤的存活率低 
表  降温速率对大獭蛤存活率的影响

方法
水温

( C D

降温速率

( C  h 1D

存活率

( % D
方法 1 t }10 {5 100

5{ t <10 {3
0{ t <5 {2

方法 2 t }10 {10 60
5{ t <10 {10
0{ t <5 {10

2. 7 湿度对低温保活的影响

温度在 3. 0~ 5. 0C 时 在干露的状 态 下 ( 即 湿

度小于 50% D  24h 后大獭蛤 存 活 率 为 0 而 在 密 闭

保湿(湿度接近 100% D 的状态下 24h 后大獭蛤的存

活率则为 100%  由此可见 维持一定的湿度 是大

獭蛤低温保活的前提条件之一 

3 结论

大獭蛤的结冰点为 1. 9C 左右 5. 0~ 1. 9C
为其生态冰温区 在 0~ 2. 0C 温 区 内 大 獭 蛤 的

保活时间不如 3. 0~ 5. 0C 的温区 选择适宜的暂养

时间 ~ 降温梯度 ~ 维持一定 的 湿 度 和 氧 气 量 在 3. 0
~ 5. 0C 下 大獭蛤可达到最好的保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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