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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缩短缢蛏中间培育周期，快速培育大规格商品苗种，试验稚贝放养的适宜规格和密度，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２５０ｍ２的露天大型水泥池培育稚贝，并混养少量脊尾白虾。研究了不同泥土厚度（３
ｃｍ、６ｃｍ），养殖密度对大、小２种规格稚贝的壳长、壳高、体质量和存活率的影响。底泥厚度影响稚贝体形的
生长，规格越大所需底泥厚度越厚，大规格稚贝在６．０ｃｍ和３．０ｃｍ的壳长分别为２０．２５±０．０３ｍｍ、１８．５８±
０．０６ｍｍ（Ｐ＜０．０５）。大、小规格稚贝的存活率分别为８１．８３％±０．６９％、６５．７４％ ±０．８３％；养殖密度影响稚
贝的生长速度，稚贝规格和养殖密度的综合效果显示，大规格稚贝（１０万粒／ｋｇ、壳长０．８９０±０．０２４ｃｍ）适宜
的放养密度为１．０～１．５万粒／ｍ２；小规格稚贝（２０万粒／ｋｇ、壳长０．４８８±０．０３５ｃｍ）适宜的放养密度为３．０～
５．０万粒／ｍ２。培育３０ｄ后，１４．４ｋｇ大规格稚贝收获１９６．４ｋｇ，９６．６％达到１．５～２．０ｃｍ商品苗种；８．８ｋｇ小
规格稚贝收获苗种１４４．６ｋｇ，６８．４％达到１．５～２．０ｃｍ商品苗种。探究了稚贝在水泥池进行中间培育的可行
性，缩短了中间培育周期，能为缢蛏的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提供优质、健康的大规格苗种。

关键词：缢蛏；中间培育；养殖密度；底泥厚度；商品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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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缢蛏（Ｓｉｎｏｎｏｖａｃｕｌａ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俗称蛏子、蜻
子，属 软 体 动 物 门 （Ｍｏｌｌｕｓｃａ）、瓣 鳃 纲
（Ｌａｍｅｌｌ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异齿亚纲（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帘蛤
目（Ｖｅｎｅｒｏｉｄａ）、竹蛏科 （Ｓｏｌｅｎｉｄａｅ）、缢蛏属
（Ｓｉｎｏｎｏｖａｃｕｌａ）［１］。分布于西太平洋沿海的中国
和日本，从我国北部辽宁到南部广东沿海一带均

已开展养殖。蛏子作为我国四大海水养殖贝类

之一，养殖历史悠久。２０１５年全国缢蛏养殖面积
５９９６７ｈｍ２，产量达７９３７０８ｔ［２］。

优质、充足的蛏苗供应是缢蛏产业稳定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环境的不断污

染，海水质量恶化，自然苗种逐年短缺；不同地域

养殖缢蛏的性腺成熟时间不同（广东 ＞福建 ＞浙
江），为了抢占商机，往往提前繁育苗种，闽浙地

区的育苗场从广东购进大量个体瘦小（壳长

４．０～５．０ｃｍ）、性腺发育差的蛏种，蛏种经长距

离运输，活力下降，产卵量少且孵化率低。浮游

幼虫到稚贝（２．０～５．０ｍｍ）培育阶段的死亡率
高，苗种价格高达１０００元／斤。滩涂或虾池的中
间培育时间较长，从附着稚贝开始到大规格商品

苗种（１．５～２．０ｃｍ）需要３～４个月，成活率低。
大规格苗种的短缺严重影响了缢蛏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优质、健康、有活力的大规格苗种供不应

求。国内外学者就缢蛏的人工育苗、早期培育、

生理生态和遗传多样性分析等方面做过很多研

究［４１１］。目前为止，缢蛏苗种中间暂养［１２１３］的技

术比较少，且都是在滩涂上粗放式培育，放养时

的稚贝规格大小不一，养殖周期长，生长缓慢，存

活率低。其他海水养殖贝类如青蛤［１４］、菲律宾蛤

仔［１５］等中间暂养模式已相当成熟。随着养殖模

式的不断探索，虾、贝混合生态养殖模式［１６１８］明

显优于单一的养殖模式。为了培养出优质、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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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格蛏苗，本着集约化、生态健康养殖的理

念，本团队创新性地在露天大型水泥池中进行缢

蛏苗中间培育试验，探究养殖密度、底泥厚度、放

养规格对稚贝生长和存活的影响，旨在为缢蛏产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质、健康、有活力的大规格

苗种提供新思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所用稚贝为浙江本地亲种９月份培育。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１８日，在浙江三门东航水产育苗科技有
限公司的２５０ｍ２的水泥池中铺设从滩涂获取的
泥土（进行消毒灭菌处理）。在池内修建了３条
１６ｍ×２ｍ的长方形蛏田（３个重复）；将每条蛏
田分成１６块２．０ｍ×１．０ｍ的小区域。大规格稚
贝总质量为１４．４ｋｇ，小规格稚贝的总质量为８．４
ｋｇ。大规格稚贝（０．８９０±０．０２４ｃｍ、１０万粒／ｋｇ）
的养殖密度分别为１．０、１．５、２．０、２．５万粒／ｍ２，
小规格稚贝（０．４８８±０．０３５ｃｍ、２０万粒／ｋｇ）的
养殖密度分别为３．０、５．０、７．０、９．０万粒／ｍ２；分
别暂养在３ｃｍ、６ｃｍ的底泥厚度中（表１）。

表１　不同规格、底质厚度的放养密度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ｒａｚｏｒｃｌａ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ｏｔｔｏ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万粒／ｍ２）

底质厚度／ｃ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

重复１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１

大规格

Ｂｉｇ
小规格

Ｓｍａｌｌ

重复２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２

大规格

Ｂｉｇ
小规格

Ｓｍａｌｌ

重复３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３

大规格

Ｂｉｇ
小规格

Ｓｍａｌｌ

３

１．０ ３．０ １．０ ３．０ １．０ ３．０
１．５ ５．０ １．５ ５．０ １．５ ５．０
２．０ ７．０ ２．０ ７．０ ２．０ ７．０
２．５ ９．０ ２．５ ９．０ ２．５ ９．０

６

１．０ ３．０ １．０ ３．０ １．０ ３．０
１．５ ５．０ １．５ ５．０ １．５ ５．０
２．０ ７．０ ２．０ ７．０ ２．０ ７．０
２．５ ９．０ ２．５ ９．０ ２．５ ９．０

１．２　培育管理
培育采用 “仿生态”方法，水泥池内放养少

量的脊尾白虾，并定期投喂配合饵料及微生物制

剂，使池内藻类维持在一定浓度，持续不断地为

稚贝提供新鲜饵料。另外，定时测定池水的 ｐＨ
值、海水水温、海水相对密度、溶解氧等，仿生态

养殖期间水泥池内的 ｐＨ保持在７．８～８．６，海水
水温在 １２．８～２２．３℃之间，海水相对密度在
１．００６～１．０１３之间，溶解氧不低于５ｍｇ／Ｌ。当溶

解氧出现过低情况时，应及时开增氧机增氧。根

据天气情况，每隔１０ｄ全排水一次，整理蛏田、晒
池。模拟滩涂潮汐，增强苗种的活力。每次大排

水时，检查蛏田是否有浒苔。浒苔蔓延会造成池

底缺氧，直接导致蛏苗缺氧死亡。此外还会使底

质中产生 Ｈ２Ｓ等，影响蛏苗的正常生理活动；所
以养殖过程中应及时清理浒苔。

１．３　数据测量
稚贝播种后，第１５天、３０天从每个区域中随

机选取 ３０粒稚贝进行测量。测量前将贝壳洗
净，然后用吸水棉吸干表面水分。采用游标卡尺

（精确度０．０１ｍｍ）进行壳长（Ｓｈｅｌｌｌｅｎｇｔｈ）、壳高
（Ｓｈｅｌｌｗｉｄｔｈ）的测量，用电子天平（精确度０．００１
ｇ）称量体质量（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同时统计各组成
活率。

１．４　数据处理
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Ｅｘｃｅｌ

作图，利用ｔ检测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间培育期间水泥池中水温、海水相对密
度变化

中间培育期间，每天测量暂养池内水温、海

水相对密度。用每天的平均水温、海水相对密度

作图１。３０ｄ内，最高海水水温为２２．３℃，最低
海水水温为１２．８℃，平均水温为１４．７℃。海水
相对密度在１．００６～１．０１３之间，平均值为１．０１０。

图１　培育期间水泥池内的水温、海水相对密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ｅｍｅｎｔｐｏｏｌ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２　不同底泥厚度、养殖密度（规格）间的关联
交叉分析

由表 ２可知 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检验 ｓｉｇ值为
０．００７＜０．０５，因此认为不同底泥厚度、密度对壳

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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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生长有显著的差别；对称度量 Ｖ值代表两个
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紧密度，Ｖ值为０．２２９＞０．１，

说明关系紧密，即不同底泥厚度、密度与壳长的

生长有明显的关系，可进行后续的分析。

表２　养殖密度、底泥厚度、壳长（＞１５ｍｍ）交叉分析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ｈｅｌｌｌｅｎｇｔｈ

组别

Ｇｒｏｕｐ
统计参数

Ｉｔｅｍ

底泥厚度／ｃ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
３ 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卡方检验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

养殖密度

（×１万粒／ｍ２）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０
计数 ３０ ３０ ６０

密度中的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
计数 ３０ ３０ ６０

密度中的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
计数 ３０ ３０ ６０

密度中的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５
计数 ３０ ３０ ６０

密度中的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
计数 ３０ ２２ ５２

密度中的 ％ ５７．７％ ４２．３％ １００．０％

５．０
计数 ０ １５ １５

密度中的 ％ 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计数 １５０ １５７ ３０７
密度中的 ％ ４８．９％ ５１．１％ １０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 ０．００７

对称度量（Ｖ值）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

０．２２９

２．３　养殖密度对稚贝壳长、活体质量的影响
实验中养殖密度的大小受稚贝规格的影响

为规格越小，养殖密度越大，规格越大，养殖密度

越小。３０ｄ后，６ｃｍ底泥厚度中的大规格稚贝在
１万粒／ｍ２和１．５万粒／ｍ２密度组中的壳长（图
２）分别为 ２０．２７±０．０４ｍｍ、２０．２４±０．０５ｍｍ
（Ｐ＞０．０５），体质量（图５）分别为０．３３７±０．００１
ｇ、０．３３６±０．００１ｇ（Ｐ＞０．０５）；２．０和２．５万粒／
ｍ２组的壳长分别为 １８．６０±０．０８ｍｍ、１７．４８±
０．０３ｍｍ（Ｐ＜０．０５），体质量分别为 ０．２７５±
０．００２ｇ、０．２１６±０．００１ｇ，体质量显著小于０．３３６
ｇ。小规格稚贝在３万粒／ｍ２和５万粒／ｍ２中的
壳长（图 ３）分别为 １５．０９±０．０３ｍｍ、１５．０３±
０．０３ｍｍ（Ｐ＞０．０５），体质量（图 ４）分别为
０．１４５±０．００１ｇ、０．１４６±０．００１ｇ（Ｐ＞０．０５），在
７．０、９．０万粒／ｍ２的壳长为 １３．６７±０．１９ｍｍ、
１１．１８±０．０８ｍｍ（Ｐ＜０．０５），体质量分别在
０．１３６±０．００１ｇ、０．１２４±０．００２ｇ，体质量显著小
于０．１４６ｇ。一定范围内，壳长和体质量随密度的
增大而减少。所以，小规格稚贝适宜的放养密度

为３．０～５．０万粒／ｍ２，大规格稚贝适宜的放养密
度为１．０～１．５万粒／ｍ２。

图２　中间培育过程中大规格稚贝的壳长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ｈｅｌｌ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
ｏｆｒａｚｏｒｃｌａｍ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图３　中间培育过程中小规格稚贝的壳长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ｈｅｌｌ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
ｏｆｒａｚｏｒｃｌａｍ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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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底泥厚度对稚贝体形的影响
由图２、３、６可得出，底泥厚度影响稚贝体形

的生长，规格越大所需底泥厚度越厚。暂养１５ｄ
后，小规格稚贝的壳长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暂养３０ｄ后，大规格稚贝在６．０ｃｍ和３．０ｃｍ底
泥中的壳长分别为 ２０．２５±０．０３ｍｍ、１８．５８±
０．０６ｍｍ（Ｐ＜０．０５）；壳高分别为 ３．６０±０．０３
ｍｍ、４．２３±０．０５ｍｍ（Ｐ＜０．０５）。图４、５所示，
相同规格稚贝在不同底泥厚度中的体质量无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图４　中间培育过程中小规格稚贝的体质量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
ｏｆｒａｚｏｒｃｌａｍ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图５　中间培育过程中大规格稚贝的体质量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
ｏｆｒａｚｏｒｃｌａｍ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图６　不同规格稚贝在最适密度下的壳高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ｈｅｌｌ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

ｏｆｒａｚｏｒｃｌａ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５　投放规格对稚贝存活率的影响
由表３、４可知，同一规格稚贝在不同密度和

不同底泥厚度的存活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而不同密度的两个底泥厚度中的不同规格稚贝

存活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规格越大成活率越
高；培育３０ｄ后，大、小规格稚贝的总体存活率分
别为８１．８３％ ±０．６９％、６５．７４％ ±０．８３％（Ｐ＜
０．０５）。结果证明壳长（０．８９０±０．０２４）ｃｍ的稚
贝更有利于进行中间培育。

表３　大规格稚贝在不同泥土厚度中的存活率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ａｔ

ｏｆｒａｚｏｒｃｌａ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底泥厚度／ｃ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

养殖密度／（粒／ｍ２）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不同养殖时期的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ｒｉｏｄｓ

１５ｄ ３０ｄ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６．６７±１．９３ａ ９４．４５±２．２２ｂ

１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１．９２ａ ９２．２２±２．２２ｂ

２００００ ８８．８９±２．９４ａ ９１．１１±２．２２ｂ

２５０００ ８６．６７±３．３３ａ ９６．６７±１．９３ｂ

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７８±２．２２ａ ９０．００±１．９２ｂ

１５０００ ８７．７８±２．９４ａ ９１．１１±４．４４ｂ

２００００ ８７．７８±１．１１ａ ９１．１１±１．１１ｂ

２５０００ ８８．８９±３．３３ａ ９６．６７±１．９３ｂ

注：同一行上标字母不同表示数值间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
同

Ｎｏｔ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ｅａｃｈｒｏｗ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表４　小规格稚贝在不同泥土厚度中的存活率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

ｏｆｒａｚｏｒｃｌａ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底泥厚度／ｃ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

养殖密度／（粒／ｍ２）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不同养殖时期的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ｒｉｏｄｓ

１５ｄ ３０ｄ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５６±１．１１ｃ ８７．７８±４．４５ｄ

１５０００ ７１．１１±２．２２ｃ ９１．１１±２．２２ｄ

２００００ ７４．４５±２．２２ｃ ８８．８９±１．１１ｄ

２５０００ ７３．３３±３．３３ｃ ８８．８９±４．０１ｄ

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６７±１．９２ｃ ９０．００±１．９２ｄ

１５０００ ７４．４４±２．９４ｃ ９３．３３±０．００ｄ

２００００ ７２．２２±２．２２ｃ ８８．８９±２．２２ｄ

２５０００ ７１．１１±２．９４ｃ ９０．００±３．８５ｄ

３　讨论

３．１　海水温度和盐度对中间培育效果的影响
温度和海水相对密度都是影响海洋贝类生

长发育的重要环境因素，在适宜的温度与海水相

对密度中稚贝能够快速生长、存活率高。文蛤幼

体在适宜的盐度范围内，其成活率、变态率和生

长速度都最高。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多数贝类的

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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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率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曾有报道称温

度影响缢蛏的吸收效率［１８］。稚贝生长的适宜温

度为２７～３０℃；适盐范围为４．５０～２８．３０；最适
盐度为１２．４０～１６．３０［１９］。水泥池中间培育过程
中的盐度相差不大，但温度相差较大，培育一个

月后达到商品规格（１．５～２．０ｃｍ）。在适宜的水
温条件下，培育时间会更短。

３．２　底泥厚度对稚贝体形影响
缢蛏是埋栖型贝类，底质厚度会影响稚贝壳

长、壳高的生长。培育初期，稚贝壳长在１．０ｃｍ
左右，３．０ｃｍ的底质厚度对其生长影响不大。随
着稚贝的生长，所需要的泥土厚度会不断增加，

３．０ｃｍ的底质厚度不能满足稚贝生长的需要时，
会出现发育畸形现象：壳的顶端会发生弯曲，由

纵向生长变为横向生长。林笔水［２０］、何进金［２１］

等在蛏苗的培育过程中，随着稚贝的生长发育，

会逐渐增加底质中泥土的比例；大竹蛏［２２］在人工

养殖环境下，往往因为底质厚度不够，而使稚贝

的外壳弯曲畸形；表明底泥厚度对底栖型贝类的

体形具有重要影响，最适的底泥厚度未做进一步

研究。

３．３　暂养密度需根据充气条件、生态状况及饵
料丰富度灵活掌握

何进金等［２３］曾提出：幼虫投放密度过大，不

仅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发育，而且会导致幼虫全部

死亡；一定范围内，养殖密度与生长速度成负相

关，密度越大，生长速度越慢；这与 ＣＯＳＴＡ［２４］的
研究结果相同。高密度虽然可以提高经济价值，

但是密度过高会造成池塘饵料的不足或者底质

的恶化，稚贝生长慢、并且大量死亡，造成稚贝的

存活率下降，幼虫放养密度太少，又会造成培养

水体不能充分利用。浮游幼虫培育、稚贝中间培

育和成蛏养成中，养殖密度都会影响壳长、壳高、

体质量。因此，如何合理控制各时期的培养密

度，也是人工育苗的问题之一。

３．４　为本地优质亲贝繁苗培育大规格蛏苗提供
可靠保证

放养规格与成活率密切相关，规格大成活率

高，而放养密度影响生长速度，密度大，生长慢，

延长生长周期；反之亦然［２５］。有报道称壳长在

０．５０ｃｍ左右缢蛏稚贝的规格约为 ５．０万粒／
ｋｇ［２６］。实验中所用０．４０～０．５０ｃｍ的稚贝规格

在１０．０万粒／ｋｇ，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能是由数据
测量的误差或者苗种质量不同造成的。小规格

稚贝（０．４８８±０．０３５ｃｍ）适应性差、存活率低，培
育初期生长缓慢。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后，在各种

环境因素合适、饵料充足的情况下会快速生长。

大规格稚贝（０．８９０±０．０２４ｃｍ）的各项机体功能
都比较完善，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力和抵抗疾病的

能力逐渐增强，比小规格稚贝更容易适应外界环

境，存活率、生长速度会相对较高。

３．５　水泥池和土池中间培育模式的优势
随着蓝色海洋经济战略的发展，滩涂面积的

减少及租金的增加，滩涂土池贝苗中间培育工作

强度大、经济效益低，导致从事缢蛏滩涂中间培

育的年轻人员越来越少。目前的从业者平均年

龄在５０岁以上，年轻的从业者极少，产业出现了
断层的危险。水泥池及池塘中间培育是一种集

约化、生态养殖模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贝类中间培育大都在滩涂、虾塘中进行，首

次在水泥池中进行稚贝培育试验，采用“仿生态”

的方法，放养少量的脊尾白虾，定期投喂配合饵

料和微生物制剂，为稚贝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饵

料生物，虾的游动可以增加水的流动性，增加水

中溶氧量；稚贝可以净化水环境，为脊尾白虾提

供良好的水质。水泥池培育可以有效减少敌害

生物的入侵。

一般的滩涂中间培育为 ２～３个月，个体可
增大１０倍［２７］，水泥池中间培育一个月，体质量增

大２０多倍，是滩涂养殖的 ２倍。与滩涂中间培
育［１２］比较，优势显著：缩短培育周期一个多月；养

殖密度是滩涂养殖的１５～２０倍；产量是滩涂的
２．５倍；存活率也显著提高（表５）。

４　结语

首次在水泥池内培育稚贝，池中放养少量的

脊尾白虾，投喂配合饲料及微生物制剂能够更好

地培育池内藻相，为稚贝培育提高充足的饵料，

加快稚贝的生长速度。模仿自然生态环境的养

殖方式能够及时、有效地为缢蛏养殖提供充足、

优质的大规格苗种，有效促进缢蛏优良品种推广

和养殖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与以往的小水体

实验不同，２５０ｍ２的大型水泥池能够很好地把生
态试验研究成果与育苗生产实践相结合。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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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水泥池与滩涂暂养效果比较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ｎｃｅｍｅｎｔｐｏｏｌａｎｄｂｅａｃｈｅｓ
暂养时间

Ｔｉｍｅ
密度／（万粒／ｍ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初始规格／（万粒／ｋｇ）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结束规格／（万粒／ｋｇ）
Ｆｉ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收获／（ｋｇ／２５０ｍ２）
Ｈａｒｖｅｓｔ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滩涂 Ｂｅａｃｈ １１．２０～３．２２ ０．２０ ２０ ３０４１ ７５．０ ５２．３
水泥池

ＣｅｍｅｎｔＰｏｎｄ
１１．１８～１２．１８ １．０～１．５ １０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１９６．４ ８１．８３
１１．１８～１２．１８ ３．０～４．０ ２０ ３５００～４５００ １４４．６ ６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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