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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盐场原有设施，进行青蛤增养殖技术研究，并对青蛤生氏、幼苗放养季节、规

格、密度等做了系统研究。增殖试验在 -号水库内进行，分两个试验区.382.6公顷为资源繁殖保护

rK ;81.1公lJÍj为移苗增殖区，经过二年多实施，资濒繁殖保护区资源量净增9.1倍，净增959.3吨p移

苗增殖区资源量净增8.7倍，净增资源量270.7吨，总效益7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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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蛤为暖水性种，是我国沿海常见的滩涂贝类，生长在沿海泥沙滩的潮间带[玉如才

1988J。近几年，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加上人为滥采醋捕，青蛤资摞急剧下降。"青蛤增养殖

技术研究与开发"是我们在青蛤土地育苗〔于业绍等 1994J和室内工厂化育苗[于业绍等

1997aJ成功和推广的基础上，发展青蛤增养殖业的继续。为了提供青蛤增养殖的科学依据，曾

在启东盐场进行了青蛤生活习性和l生态环境与青蛤稚贝生长关系的研究〔于业绍等 1995、
1997b、1998J.取得一定的成果。为了扩大增养殖面积，1996年起，我们选择射阳盐场水库为试

验推广点，在不影响盐业生产用水的前提下，一水多用，提高水库、盐田和运盐河的综合利用

率。可以确认，利用盐场发展青蛤增养殖，投资少、见效快，是增加盐场经济效益的一条途径，发

展前景广阔。

1 材料与方法

1.1 苗种生产

育苗盐田选用"一级蒸发格"，底质为泥砂质和粉砂质，堤埂加高到40cm 以上.育苗时适当

提高水位，保持理化因子稳定。繁殖期水温25-28.8'C、海水比重1. 010-1. 016，pH7. 5-8.5. 

水质清新，不含泥砂。为了扩大青蛤繁殖规模，利用射阳盐场1号水库的位置和生态环境以及水

本研究为农业部"九五"重点项目"青蛤增养殖技术研究"(渔95-B-96-04-05)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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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系统都造宜青蛤繁殖习性的有利条件，使海水经l号水库和"小3号"水库沉淀，再流放到3号
水库，水质变清，使D型幼虫容易变态附着。为了创造青蛤繁殖条件，对3号水库的环掏进行疏

通，加固了库堤，改善了水系，清除了杂蝶，保证水流的畅通。7-8月份，定时定点定量用300目

浮游生物网取样，镜检幼虫密度，结合亲贝性腺发育和衰退，掌握繁殖高峰和排放规律。通过控

制水体，掌握胚胎发育和变态附着的时间，在不影响产盐用水的情况下，延长蓄水时间，使变态

幼虫不被流失。据1997年和1998年繁殖期的幼虫检测，幼虫的密度一般在56-1250个1m3之

间，当年稚贝的附着密度14-108个1m2，翌年可长至1. 5-2. Ocm. 

1.2 盐场水库和盐田中青蛤增养殖

利用盐场原有的设施条件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于1996年8月开始，在射阳盐场进行青蛤

增养殖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根据1号水库地理位置，环境条件、水流畅通等有利条件，结合青

蛤繁殖规律，进行全方位青蛤资源繁殖保护。6-9月份为青蛤繁殖保护期，实行全面禁捕，平时

采取定时、定区、限量采捕、捕大留小、轮捕、轮放、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青蛤繁殖。

1.3 试验区生态环境调查

1号水库和3号水库是本课题主要规划区，原有设施条件适合青蛤繁殖习性的要求，1号水

库有效面积共466.7公顷，作为青蛤资源繁殖保护区，由东向西1400m，从北向南600m，划出

84. 1公顷作为移苗放养增殖区，底质为泥砂质，海水通过机泵直接纳入水库内，水深一般在0.6

-0.8m，水焊浊，泥沙含量高，平时稍有搜搜，3号水库四周有环沟，中间是平滩，为泥砂底质，

水深一般在0.4-0.6m，海水较清，平时无浪。海水通过闸门，经送水道、"小3号水库"，从1号水

库流到了3号内，最后经4号水库送到各产盐工区。为了给试验区青蛤增养殖提供依据，我们对

试验区的水质、底质、浮游生物和理化因子及青蛤资源量群体 组成等，进行了延续性和间段性

调查。1996年8月份开始，对1号和3号水库进行全面普查。

2 结果

2. 1 移苗放养

对1号水库整体来说，青蛤资源繁殖保护的措施是计划采捕、捕大留小，促使青蛤有计划地

增殖。对其中84.1公顷，主要是采取移苗繁殖护养，能在较短时间内，大面积快速增加青蛤资摞

产量。1997年5月11日-14日，从3号水库内移出1.8-2. Ocm 苗种共10吨，均匀播 放在试验区

内，通过禁捕、管养和繁殖，达到了增养殖效果。移苗时间应定在3-4月份进行，此时水温适中，

容易下潜。移苗规格1.8-2. Ocm，当年可长至3cm 以上商品蛤.如秋季播 苗，翌年也可受益。播

苗密度要适中，高密度养殖为50-70粒/时，大水面放养为30-50粒1m2•我们做了不同放养密

度试验，结果表明，70-210粒1m2之间，三种密度在不同底质上，经14个月的管养，正常底质硫

化物(S2-)含量分析，冬夏二季分别为684.85mg /kg 和816. 79mg /kg ，将染区底质硫化物(S2-) 

含量分别为2934.83mg l怡和936.56mg l问，两种环境下的青蛤，都有一定程度的生长，但密度

低、生长快、存活率高。没有、污染的底质，密度可适当增加。一般不要超过70粒1m2(表1)。市染

区主要指底质硫化物含量比较高，底质发黑。另外还有浒苔丛生形成水流相对静止，造成青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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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这些都不利于青蛤生妖，而造成死亡。

表1 3-iJ水库污染区与非污巢区青蛤不同'度唱长与存活事

Tab. 1 The survlval and growth of dUferent denslty of c1am In areas of pollutlon 

and unpollutlon of No. 3 Reservolr 

区域 试验点
原放数量 现采数量 存活 存活率 死亡 死亡率
(个1m2) (个1m2) (个〉 (% ) (个) (%) 

污
70 70 60 87. 5 10 14. 3 

染 2 140 140 97 69.3 53 30. 7 
区 3 210 210 135 64. 3 75 35.7 

正
l 70 70 63 90 7 10 

常区
2 140 140 120 85. 7 20 14. 3 

3 210 210 168 80 42 20 

注s取样日为1997年5月15日�1998年7月12日.

2. 2 青蛤增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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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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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青蛤形态、构造、分布、食性、生长、亲贝促熟、催产、诱导、繁殖、幼苗培养、放养规

格、密度、采捕季节和大小、病害调查以及营养分析等，做了系统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在

此基础上，利用盐场原有的设施条件，进行大规模的青蛤资源繁殖保护和移 苗增养殖试验，最

后通过绝对密度测定，得出青蛤种群增殖数量。通过两年多管养，试验增殖效果明显。与海涂养

殖相比，便于防管，堤岸不仅挡风避洪，而且闸门可拦除生物敌害，便于水质更新。比自然海区

更可靠。蓄水养殖可防寒避暑，元大风浪，苗种集中，成活率高，也便于采捕。水库、盐田养殖，青

蛤体质常年肥满，理养对虾，个体肥大，不易发 病，产量稳定效益明显，根据青始和对虾的生长

习性，掌握水库播苗和采捕季节，防治生物敌害，加强水质管理，创造有利于蛤、虾的生枝条件。

只要水质和底质适宜，苗种优质，播种适时，管理措施得法，完全可达到生快快、产量高、效益好

的目 的。研究结果提出盐场水库放苗规格为1.5-2. Ocm，放苗季节为3-4月份，采捕季节为

秋、冬二季等技术规范。利用盐场原有的设施条件进行青蛤增养殖试验，共分两大区域，即
382. 6公顷为青蛤资源繁殖保护区，84. 1公顷为移苗增殖区。1996年8月和1997年5月两次青蛤

资源量本底普查，两个试验区域平均密度分别为4.38个1m2 和9.74个1m2，资摞量分别为
311. 25公斤/公顷和418. 4公斤/公顷，经过两年的繁殖护养和移 苗增养殖，青蛤的总资源量有

较大幅度增加。根据1998年9月11日检测计算，青蛤资源繁殖保护区，资摞量2 818. 5公斤/公

顷，净增9. 1倍，净增资摞量959. 3吨$移苗增殖区，资源量3 639.0公斤/公顷，净增8. 7倍，净增

资源量270. 7吨。两个区两年总净增青蛤资摞量1 230吨，增殖效益732万元。1998年9月11-13

日检测结果表明本项目 效益明显，成果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

2.2.1 产值分析

按目 前市场批发 价每公斤7元计算，青蛤资摞繁殖保护区每公顷增殖资 源 价值为:
(2 818.5-311. 25)X7=17 550.8元F移苗增殖区每公顷增殖资源价值为(3 639.0-418. 4) X 

7 = 22 544. 2元。466.7公顷水库资源净增总价值: <17 550. 8 X 382. 6十22 544. 2 X 84. 1) + 

10 000=861万元。

2.2.2 成本分析
采捕费每吨1 000元，假设全部捕获，采捕总成本(959.3+270. 7)X 1000= 123万元F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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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是综合利用，以盐为主，鱼、虾、贝立体综合养殖，水费列入原盐生产成本，人工管理费折算

6万元。合计总成本129万元。

2.2.3 蚊益分析
全部采捕后，有可能实现的利税为861万元一129万元=732万元。

2.3 青蛤增养殖与环境因子关系

近年来，我们对青蛤的生长、大小与年龄、壳长与体重以及底质、水温、饵料、海水比重、放

养密度对青蛤稚贝生长、存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为青蛤增养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于业绍等

1994、1995、1997a、 1997b、1998J。研究结果，青蛤在前二年生长较快，以后逐年减慢p壳长与体

重呈正相关关系4青蛤适宜海水比重偏低，在1. 005-1. 030范围内，有不同程度的生长，最适比

重在1. 015-1. 025之间F不同底质对青蛤稚民生长和成活均有一定的影响，粗砂最好，粉砂其

次，泥质最差，但成活率在40%-60%，青蛤适温范围较广，既有耐低温能力，也有忍高温的能

力，水温在25'C-33'C之间生民最快。

2.3.1 环境因子调查
试验区年海水比重泡围1.010-1. 021，pH 值范围7.5�8. 5，水温范围0'(' -28. 8'C.繁殖

期水温范围25C -28.8 'C .水深46�80cm.1号水库l月份水深65cm.月平均水温最低为1.l'C. 

7月份水深65cm，平均水植最高为27.4'C.8月份比重较低，为1. 010 .全年比重变化在1. 010-

1. 021之间。1号和3号水库水质和底质，冬夏两季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冬、E雨季水库水质、底腼分析

Tab. 2 The analysis of water and bottom of reservoir in summer and winter 

硫化物(52-- ) 
溶解氧 化学将氧量 NH，-N N03-N N02-N 

季节 采样点 水 底泥 (毫升/L> (mg/U (mg/L) (mg/L> <mg/L> 
(mg/U (mg/kg) 

l号水库 0.066 828.87 0121 12. 12 0.91 0.0136 0.0005 
冬 3号水库{清洁区) 0.271 684.85 0.107 3. 70 1. 37 0.0031 0.0018 季

3号水库(污娘区〉 0.271 2934.83 0.122 9.44 1. 02 0.0035 0.0019 

1号水库 O. 3326 86.89 0.04633 1. 99 0.77 0.0113 0.0007 

夏季 3号水库(清洁区) 0.1848 816.79 0.04841 2.84 0.98 0.047 0.0011 

3号水库(污染区) 0.2402 936.56 0.04260 2.55 0.89 0.0052 0.0041 

注g取样日为1997年11月20日和1998年6月26日。

2.3.2 饵料生物组成

总P
mg/L 

0.0154 

0.00047 

0.00147 

0.00161 

0.00075 

0.00093 

圆筛藻、舟形部、角毛臻、星杆臻、刚毛根管部、海星臻、菱形部、骨条费、直链臻、扁部、小球

臻、水母、糠虾、毛蟹，棍足类，无节幼体，剑水蚤，轮虫等。

2.3.3 生物量调查
除底栖贝类(青蛤、四角蛤、蓝蛤、继蜒〉外，还有一定量的鱼、虾、蟹等，在贝类中青蛤为优

势种。1996年8月和1997年5月，两次在466. 7公顷l号水库内平均设点144个，每个检测点为1平

方米。繁殖保护区382. 6公顷，青蛤平均富度4.38个 /时，折合311. 25公斤 /公顷，青蛤资源总量

119.08吨。群体组成比例3cm以上50.50%.2-3cm为44%.2cm以下5.5%，移苗增殖区84.1 

公顷，平均密度9. 74个 1m2，青蛤资摞量为26.16吨。3cm以上52.77% .2�3cm为20. 75%.2cm 

以下26.47%.还有部分小苗不易捕取，所以没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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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广效果与前景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沿海城镇对青蛤需求量日益

剧增，外贸更是供不应求。青蛤苗种问题经我们近几年的研究、探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为青

蛤移苗增养殖奠定了基础。开展青蛤增养殖技术研究，是开发滩涂、盐场的盐田、水库和养虾废

池的需要，也为开发其他滩涂贝类提供借鉴依据。

射阳盐场实施情况和启东盐场推广应用经验证明，在盐场盐田和水库开展和推广青蛤增

养殖，是在不影响盐田生产用水的前提下，一水多用，提高了土地综合利用率，投资少，见效快，

是盐场"富民工程"和增加盐场经济效益的一条重要途径。江苏省盐业公司下属八大盐场，盐田

总面积7万多公顷，其中适宜青蛤生民的水面有2. 7万公顷，1996年青蛤增养殖推广面积达

3333. 3万多公顷，青蛤产量达50多万公斤。在盐田上实施该技术，是盐业土地资源的深入开发，

是盐业生产水面的综合利用。

青蛤增养殖技术的广泛推广，为盐场调整产品结构、培育新的产业揭开新的一页。经过三

年的努力，青蛤增殖效果明显，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青蛤增养殖对综合利用滩涂和盐田资摞，

丰富人民菜蓝子和出口创汇都有积极的意义。不仅符合"促进农业新科技、新产品、产业化、商

业化和国际化"的宗旨，而且为社会提供新产品，丰富人民生活，具有 重要的社会效益。

4 结语

青蛤育苗和增养殖成功， 改变了依靠自然海区苗种不稳定的被动局面。利用盐田设施进

行青蛤育苗增养殖，投资省、见效快、效果好， 是解决青蛤增养殖苗种的新途径。亲贝在水库和

盐田内排卵受精、发育，不会被潮流冲走， 而且可根据幼虫和稚贝习性调节水系，改善底质，提

供附苗和生民条件。近几年我们依靠科学攻克盐田和水库青蛤育苗繁殖和增养殖技术难关，利

用盐场现有设施，开展青蛤增养殖试验，在亲贝精养、催产、胚胎发膏、幼虫和稚贝的培育以及

饵料品种、敌害生物防除、移苗、青蛤管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摸索出不少经验，积累了许多

试验数据，并制定了增养殖工艺流程，为盐场大面积青蛤增养殖奠定了基础。

谏A!执行过程中，始终得到江苏省盐业集团公司、启.f，.盐务局的大刀支持，在此农示最真诚的谢意.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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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卷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multiplication techniqu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am. Lycli-
na sinensis applied in saltern were studied， as well as related to the clam's morphology and 

construction， growth. season. size and constitution. The multiplicational experiments.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were conducted in the No. 1 Reservoir with an area of 

382. 6 hm2 for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the rest of 84. 1 hm2 for seeding transplantation. As 

a result. the total yield of the clam increased 959. 3 tons and up to 9. 1 times in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rea I and in the seeding transplantation area the clam increased 270. 7 tons and 

up to 8.7 times. A total multiplieational profit of 7.32 million yuan(RMB) was obtained. 

KEYWORDS Cyclina sinensis. multiplication. salt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