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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网笼养殖的栉孔扇贝壳上污损生物的数量进行 了研究，发现 9～11月贝壳上污损生物 

的湿重分别为 1．47、0．49和 2．09 g，与上壳重的比值分别为 28．16 、1O．24 和 31．29 。通过在栉 

孔扇贝上壳添加上壳干重 0．5、1、2和 3倍重的水泥，用以模拟附着在扇 贝壳上的污损生物 ，设不添加 

水泥的对照组 ，对贝壳上污损生物的重量对栉孔扇 贝生长和存活的影响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 明，实验 

组扇贝壳长、闭壳肌和剩余软体组织的特定增长率及存活率与对照组均没有显著差异(P>0．05)，说 

明贝壳上的污损生物的重量没有影响扇 贝的生长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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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ntity of fouling organism on scallop shell and the effects of the mass of 

artificial fouling on growth and surviva1 of C．farreri was studied．Sixty scallops were randomly 

sampled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2007，at monthly intervals．Artificia1 fouling (cement) 

weighing 0．5，l，2 and 3 times the mass of the upper valve were fixed to the upper valve of C． 

farreri Scallops with no artificia1 fouling served as the controls．Survival and specific growth 

rate(SGR)of shell length，dry mass of muscle and remaining soft tissue were examined after 60 

d longline cultivation in Sanggou Bay．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the amount of shell fouling 

deereased from 1．47 g to 0．49 g，and again increased to 2．09 g in November．There were no sig— 

nmcant differences in growth parameters and survival between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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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indicating that artificial fouling did not detrimentally affects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C．farreri．In Sanggou Bay，even in summer season when the natural fouling was heaviest，the 

mass that developed on scallop shells was much low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1evels．Thus，it is 

unlikely that the mass of natural occurred fouling organisms on the shell would negatively affect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C．farr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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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损生物又称附着生物，是附生在养殖设施或者生物体表面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总称 (Azis et a1． 

2001)。贝类养殖笼上的污损生物会阻塞网孔，阻碍网笼内外的水交换，导致笼内的食物和氧气含量降低 

(Claereboudt et a1． 1994；Lodeiros et a1． 1996；Taylor et a1． 1997；ROSS et nZ． 2002)。很多滤食性污 

损生物如海鞘和贻贝等与扇贝竞争食物，降低贝的生长速度 (MacDonald et a1． 1985；Wallace et a1． 1985； 

Su et“z． 2007；苏振霞等 2008)。一般认为附着在贝壳上的污损生物增加了贝壳的重量和闭壳肌的负担， 

影响滤水、呼吸等正常生理活动(Lesser et a1． 1992；Vflez et a1． 1995；Lodeiros et a1． 2000)。栉孔扇贝 

Chlamys rreri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贝类养殖品种，养殖的规模和产量都很大 (Guo f a1． 1999)。高温季节 

扇贝壳上附着有很多污损生物。生产 当中担心污损生物会使贝壳加重 ，影响扇贝生长，通常在倒笼的同时对贝 

壳上污损生物进行清除 ，但清理操作会对扇贝造成胁迫，降低生长和存活(蒋增杰等 2006)。污损生物重量是 

否会影响扇贝的生长和存活 ，进而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清除等都未见有相关的研究和报道。本实验对 贝壳上 

污损生物的重量以及其对栉孔扇贝生长和存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以期为栉孔扇贝的生产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 究地点 

实验在我国北方典型的贝藻养殖海 区桑沟湾进行。桑沟湾位于 山东东部 (37。01 ～37。O9 N，122。24 ～ 

122。35 E)，属半开放型海湾 ，面积大约 132 km。。湾 内平均水深约 7．5 m。栉孔扇贝是桑沟湾重要的养殖 品 

种 ，养殖的规模和产量都很大 。 

1．2 样品采集与处理 

2007年 9～11月 ，每月从栉孔扇贝养殖笼 内随机取扇贝样 品 60个 ，取下上壳上所有污损生物，称量污损 

生物的湿重 。解剖扇贝 ，分离出上壳 ，烘干(60。C，48 h)后称量扇 贝上壳的干重，确定污损生物湿重和上壳干 

重的比例。 

2008年 4月挑选壳长(54．4±4．22 ram)接近的扇贝 17O只，去除贝壳上所有污损生物。随机选取 20个扇 

贝，测量壳长后解剖分离出 壳 、闭壳肌和剩余软体组织 ，烘干(60。C，48 h)后分别称量干重。分析壳长和上 

壳、闭壳肌和剩余软体组织的干重之间的回归关系。将剩余的 15O只扇贝随机分成 5组(4个实验组和 1个对 

照组)，每组包含扇 贝 30只。方差分析显示各组问扇 贝壳长没有显著差异(P>O．05)。测量并记录每 只贝的 

初始壳长 ，在贝壳上用防水记号笔做标记 。根据打样取得的回归关系和各个实验扇贝初始壳长，计算每只扇贝 

的初始的上壳干重、闭壳肌干重和剩余软体组织干重 。 

1．3 实验处理 

设置水泥重量分别为扇 贝上壳干重 的 0．5、1、2和 3倍等 4个实验组 和不添加水泥 的对照组 (分别 以 

TO．5、T1、T2和 T3和对照组表示)。根据每只扇贝的上壳干重 ，称取相应倍数的水泥 ，与少量水混合后粘在 

扇贝的上壳上，用 以模拟附着在贝壳上的污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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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处理完成后 ，将扇贝在流水的水槽 内暂养 3 d，以使其从 实验操作 的影响 中恢 复。扇 贝在 网盘直径 

30 cm，层高 20 cm 的网笼 内养殖。养殖密度为每层 25只 ，其中包括每个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扇贝各 5只，以减 

少各组在垂直分布上的差异。 

扇贝笼在浮筏上悬挂养殖 ，吊养深度为 2．5 m，实验养殖周期为 2008年 4月 16日至 6月 16日共 60 d。实 

验结束后，收回所有扇贝 ，检查各组的死亡个数 ，计算死亡率 。测量所有扇 贝的壳长，之后全部解剖 ，分离 出闭 

壳肌和剩余软体组织 ，烘干后分别称量干重 。 

1．4 数据处理 

存活率一N。／N x 100％。其中，N 和 N 分别 为初 始实验扇贝数和实验结束时 的扇贝数。特定增长率 

(Specific Growth Rate，SGR ／day)一100×(1nX2一lnX1)／t，其 中，X 和 X。分别为扇贝的初始壳长和实验结 

束时的壳长 ；初始闭壳肌干重和实验结束时的闭壳肌干重 ；初始剩余软体组织干重和实验结束时的剩余软体组 

织干重。t为养殖时间。 

数据采用 Statistic 6．0进行单 因子方 差(One—way ANOVA)分析 ，差异显著时采用 Duncan法 ，比较各组 

之间的差异 ，显著水平设为 0．05。 

2 实验结果 

2．1 栉孔扇贝壳上附着生物的数量 

壳上的污损生物 的重量显示 出明显的季节特征(表 1)，9月份温度较高 ，污损生物的重量为 1．47 g，随着温 

度降低污损生物的数量在 10月份急剧下降到 0．49 g，但 l1月份尽管温度继续降低 ，但污损生物的重量却上升 

到 2．09 g。污损生物与上壳的重量比例变化与壳上污损生物重量相似 ，也是从 9月到 1O月有所降低，之后到 

11月又有升高 。 

2．2 贝壳上污损物重量对扇 

贝生长的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 ，水泥模拟 

的污损 生物的重量对栉孔扇 

贝壳长、闭壳肌干重和剩余软 

体组织 干重的特定增长率均 

没有显著影响(图 1，A、B、C) 

(P> 0．05) 

表 1 栉 孔扇 贝壳上污损生物的重量及其与上壳重 的比例 

Table 1 The weight of fouling organisms on C．fnrreri shell and the ratio of fouling tO upper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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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泥重量对栉孔扇贝 (A)壳长 、(B)闭壳肌干重 和(c)剩余软体组织 干重特定增长率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mass of artificial fouling added to the upper valve of C．farreri on the increase of(A)shell length 

(B)dry mass of muscle and(C)dry mass of remaining soft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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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贝壳上污损物重量对扇贝存活率的影响 

各实验组扇贝的存活率与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说明贝壳上水泥 的重量对栉孔扇贝的存 

活没有显著影响(图 2)。实验结束时检查死亡扇贝 ，发现大部分死贝的个体大小与实验开始时接近，说明这些 

扇贝是在实验初期死亡的。死亡个体可能是由于实验操作所造成的胁迫引起的，而非 由壳上水泥的重量所造 

成的 

3 讨论 
一 一

loo 

80 

目前对于桑沟湾污损生物的研究很少，仅方 嚣呈 6(I 

建光等(1996)和蒋增杰等(2006)对浮筏和网笼上 三羞40 
的污损生物的数量进行过研究 。栉孔扇贝壳上附 20 

着生物的数量变化特征 尚未见报道。桑沟湾地处 对照组 TO 5 Tl T2 T3 

温带地区，9月份温度较高 ，栉孔扇 贝壳t 的污损 Treatm～ent g～r Ds 

牛物的湿重约上壳重 的 28．16 ，远低于热带地 
区扇贝壳 E的污损生物的数量(L。deiros et＆z． 图 栉孔扇贝壳上水泥的重量对存活率的影响 

1996；苏振霞等 2008)。随着温度下降，1o月份 Fig． Effc o f mas
⋯s of artificia 。 i“g dd。? 。 h 。 

贝壳 的污损生物数量也有所降低 ，但是 11月份 

污损生物的数量又有所升高 ，这主要是南于随温度降低海鞘等生物逐渐脱落减少 ，但是 11月 以后贻贝成为优 

势种 ，随着贻贝的附着和长大 ，污损生物的重量又有所增加。 

桑沟湾 4～6月的水温为 7．7～16．6。C，此时扇贝生长较快且 污损生物的数量较少 (蒋增杰等 2006)，对 

实验设计中水泥重量与扇贝上壳重的比例的影响很小 ，故实验选择在此期间进行。有研究显示，污损生物的重 

量是上壳干重的 47 时对牡蛎 Crassostrea rhizophorae壳长和软体组织的生长没有影响(Salazar 2004)，但 

当污损生物重量增加到上壳干重的 3倍时会降低壳长的生长速度(Lodeiros et a1． 2007)，说明贝壳上的污损 

生物对贝类的影响与其重量有关 。I odeiros等 (1996)对热带扇贝 Euvola ziczac的研究发现污损生物的重量 

达到上壳干重的 86 ～9O 时会对降低其生长和存活 。本实验中，污损生物的重量 即使 3倍 于上壳干重时， 

也没有影响栉孔扇贝的生长和存活。表明贝类对污损生物重量的耐受能力存在很大的种属差异。 

有研究认为贝壳上的污损生物会增加贝壳 的重量和闭壳肌的负担，影响 了肌肉(Widman P，a1． 1991； 

Uribe et a1． 2001)或者软体组织生长(Lodeiros et a1． 1996，2000；Cropp et a1． 1992)。本实验 中各组扇 

贝闭壳肌和软体组织的生长均无显著差异 ，说明污损生物的重量没有影响栉孔扇贝的生长 ，这与 Lodeiros等 

(2007)对牡蛎 ．rhizophorae的研究相一致。 

养殖 中栉孔扇贝壳上的自然污损生物的重量远低于本实验设计的水平，除非有牡蛎附着，污损生物的重量 

很少能达到上壳重的 3倍 ，所以污损生物的重量不会对 贝的生长及存活造成影响。清除贝壳上的污损生物会 

对扇贝造成胁迫并导致扇 贝在空气中干露，尤其在温度较高的 8、9月份 ，清除扇贝壳会严重影响其生长速度 ， 

甚至导致死亡 ，得不偿失。因此作者建议在夏 、秋季最好不对扇贝壳上的附着生物进行清除，扇贝壳上 的污损 

生物可以在 11月份以后温度降低后进行清除，以减少滤食性污损生物对扇贝的食物竞争。在收获前也应对扇 

贝壳进行清除以改善外观，提高市场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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