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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贝类多倍体的研究开始起步，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先后对牲捕、扇贝、鲍

等贝类的三倍体育种进行试验研究。目前美国壮捕三倍体育苗巳趋向产业化。

我国贝类三倍体育苗技术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近年来许多单位对各种贝类进行了多倍

体诱导试验。尤其对大连湾牡蝠(Crassostrea talienwhanensis) [梁 英等， 1994J、 僧帽牡橱

(Ostrea cucullata) [曾志南等，1994J和太平洋牡蜘(Crassostrea gigas) [于瑞海，1994J的三倍

体诱导及生长进行了试验。但对太平洋壮隔三倍体幼贝的养成试验尚未见报导. 本文报导了

我所于1992年7月一1993年11月在大连湾开发区湾里乡水产技术推广站进行的太平洋壮踊三

倍体养成试验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种来源及海区概况

1992年7月18日大连开发区湾里乡水产技术推广站从金州区海珍品增殖站购进太平洋牡

蜘三倍体苗种〈本所提供)48000余片，平均每片附苗量61枚。平均壳高1一2mm，该批苗三倍体

率为63%(幼虫期诱导试验另报〉。湾里乡养殖区内湾水深6一7m，年平均水温2-26'C，盐度

1996-12-09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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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31. 6%0。苗种经海上暂养后，壳高达0.5-1cm，于8月上旬利用27000片进行夹苗养成。

试验组(三倍体)分养6台缆，对照组(二倍体)分养11台缆。搜身100m，榄距8m，吊距0.5m，每

台接吊养144吊，吊长4m。每吊平均夹苗26片，每片苗量15-30枝。

1.2 生长测量

定期取试验组与对照组牡蝠各一吊，随机取样50枝，测定其壳高、壳长及肉重。

1.3 生殖腺的观'

1993年7-8月，从试验组与对照组分别随机取样100枚，解剖观察其生殖腺发育。同时分

别取雌、雄壮蜘各10枚，制作石措切片，切片厚8μm，伊红一苏木精蝇色.显微镜观察生殖腺发

育。
1.4 糖元含量的测定

1993年7-10月，试验组与对照组分别每月随机取样20枚， 用惠酬比色定糖法测定每个牲

蜘糖元的含量。
1. 5 DNA含量的测定

从试验组与对照组分别取样20个，用紫外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每个幼贝的DNA含量-

1.6 染色体的观察

取幼贝的鲍丝、经秋水仙素处理、低棒、固定、Giemsa染色制片，计数染色体数吕.

2 结果

2. 1 牡霸生长和肉'的比较

1992-1993年壮蜘生长和肉重的比较见表1、表2。

从表中可见，试验组壳高、壳长、肉重均高于对照组.壳高、亮长经t检验，两组有显著差

异(P<O.01).经16个月养殖、试验组肉重增加79.1%，生长指数为38.44% • 

2.2 生殖鹏观攘

1993年7、8月份解剖观察试验组和对照组牡脯生殖腺见表3.从表3可见，试验组牲跚49一

55%无生殖腺或生殖腺极不明显.对照组100%牡蜘均有明显的生殖腺. 试验组生殖腺呈透明

状，少数个体有少量生殖细胞，但卵不成熟，精子不活跃.对照组生殖腺饱满.精子极活跃.

日 期

(年.月.日〉

1992.9.2 

1992.10.10 

1992. 11. 15 

1993.7.2 

1993.8.5 

1993.9.8 

1993. 10. 5 

1993.10.19 

表1 试'企组和对照组的生长

Tab. 1 Growtb of oyster In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s 

壳 高(cm) 壳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3.46士0.60 3.29士0.34 2.23士0.45

5.29士0.70 3. 92土0.72 2.70士0.44

5.34士1.07 4.50土0.67 2.82土0.68

7.81土1.30 6.98土1.29 4.26土0.84

10.03土1.63 9. 24士1.49 5.35士0.95

11. 00土1.60 9.48士1.89 5.96土1.02 

11. 24土1.50 9.67土0.55 5.90士1.50 

11. 40士1.22 10.26士1.84 5.98士1.80 

注.1993年10月19日的数据为验收时的结果.

*(cm) 

对照组

2.23士0.29

2.39土0.50

2.65土0.55

4.13土0.88

5.06士1.33 

5.77士1.02 

5.76土1.20 

5.81士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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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试验组和对照组牡帽的肉量

Tab. 2 Meat welght of oyster In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s 

日 期 总重〈壳+肉)(g/个〉 肉重(g/个〉

〈年.月.日)
肉增重<%) 生长指数<%)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1992.9.2 4.60 4.30 0.46 0.42 9.50 6.90 

1992. 10. 10 7.45 5.36 0.71 0.56 26.79 38.99 

1992.11.15 8.47 7.25 1. 20 0.76 57.89 16.83 

1993.7.2 80.00 75.00 7.28 6. 15 18.37 6.67 

1993.8.5 82.00 80.00 10.48 9. 18 14. 16 2.50 

1993.9.8 88.80 83.90 9.36 6.51 43.78 5.84 

1993.10.15 104. 10 101. 00 9.63 7.20 33.80 3.07 

1993.10.19 128.20 92.60 9.81 5.48 79.01 38.44 

注: (1)用滤纸吸干水份后的肉童J (2)生长指数<%)=[试'量组总重/对照组总重X 100J一1000

日 期

(年.月.日)

1993.7.2 

1993.8.5 

寝3 试验组和对照组牡帽殖臆比较

Tab.3 Comparlson of oyster's gonad between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s 

试验组 对照组

有生殖腺(个〉 无生殖腺(个) 三倍体$<%) 有生殖腺(个〉 无生殖腺(个) 三倍体$<%)

51 49 49 100 。 。

45 55 55 100 。 。

从试验组雌体生殖腺切片可见少量卵母细胞，滤泡的形成不充分，雄体的精巢、中空，个别

可见少量精子。对照组雌体卵巢被卵母细胞充满。雄体精巢被精子充满。滤胞间质很少。组织切

片见图版I。

2.3 繁殖期牡帽糖元含量

试验组和对照组糖元含量的测定结果见表4.从表4可见，繁殖期试验组牡蜘的糖元含量高
于对照组的糖元含量，其糖元含量比对照组增加18%-58.33%。

日 期

(年.月.日〉

1993.7.4 

1993.8.4 

1993.10.5 

寝4 试验组与对照组糖元含量

Tab. 4 Meat glycogen content of oyster in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s 

试验组(鲜重) 对照组〈鲜重)

28.20 22.70 

24.50 20.70 

51. 90 32.80 

试验组与对照组之比

1. 24 

1. 18 

1. 58 

试验组比对照组增长

<%) 

24.23 

18.35 

58.23 

2.4 幼贝期牡霸的DNA含量

试验组牡 蜘 的 DNA含 量为0.48土O.06mg/ml.对照组壮蜘的DNA含量为0.36士

O.035mg/ml。试验组DNA含量高于对照组，试验组与对照组的比为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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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版I 试验组、对照组生殖腺切片(横切〉光镜观察OOX20)

Plate 1 Observations of the cross sections of gonad in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s 

with microscopeOO X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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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试验组雄性生殖腺 b.试验组雌性生殖腺 C.对照组雄性生殖腺I d.对照组雄性生殖腺.

2.5 染色体现禀

壮踞的染色体数目为(2N = 20， 3N = 30)。幼贝的染色体见图1.鲍丝制片检查了37个个

体，其中22个为三倍体，三倍体率为59.4%。

2.6 经济敢益分析

1993年10月下旬至11月末收获牡脯，试验组与对照组的经济效益比较见表5.从表5可见，

幼贝经16个月的养成，试验组牡蜘的壳高、吊重量和出肉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表5 试验组与对照组经济效益比较

Tab. 5 The comparlson of economlcal benerit for the experlmental oyster 

between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s 

壳高<cm)
.量(辛苦壳) 出肉$<带水) 产量

<kg/吊〉 <% ) (kg/台)

12.5 39. 2 13.0 5644.8 

11. 2 30.0 10.0 4320.0 

试验组比对!照组增长<%) 11. 6 30.7 30.0 30.6 

产值

〈元/台)

19814.40 

11664.00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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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牲蜘幼贝经16个月养成， 试验组壮踞的壳

高、壳长、肉重、DNA及糖元含量均高于对照

组的牡捕.试验组牡捕的壳商、肉重分别是对照

组牡腑的1.1-1.2倍和1.8倍。其结果与赤繁

悟等[1992J报导的太平洋牡蜘三倍体与二倍体

比较的结果基本一致。

繁殖季节试验组牡蜘的糖元含量高于对照

组18.35一58.23%。因为三倍体壮蜘在第一次

减数分裂后期没有联会的同源染色体不能性成

熟。精、卵发育的主要营养物质糖元在繁殖季节

含量下降，二倍体牲捕食用时味辣，而三倍体牡

蜘因不育，糖元含量高，仍保持快速生长和味道
图l 牡蝠'思丝巢色体(3N= 30)(15 X 100) 

鲜美的特点。
Fig. 1 Chromosome of oyster gill 

7、8月份二倍体壮踊生殖腺饱满，与二倩体 (15 X 100) (3N=30) 

牡蜘相比肉重差别不明显. 9月份以后由于精、

6卷

卵巳排放，生殖腺萎缩，二倍体牡蜘肉重明显下降，而三倍体牡腑的肉重明显增加，肉增重达

33. 8一79.0%。

据Nell. J. A.等[1994J报导，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各国养殖不同品种壮蜘三倍体的结

果，三倍体与二倍体生长指数比为20一70%.本试验结果为38.44%。由此可见三倍体壮踞的

生长优势在世界各海域都是很明显的。

本试验幼体期三倍体诱导率为63%.解剖性腺检查成体期三倍体率为49-55%。据日本赤

繁悟报导，三倍体牡插在繁殖季节仍有部分个体有少量生殖腺形成。因此解剖检查时可能寄少

量生殖腺的个体没被计数，从而产生误差。另外也可用鲍丝制片检查成体的倍性，但方法烦琐。

采用检查生殖腺的有无鉴别三倍体率，虽然准确性稍差，但比用昂贵的流式细胞仪和染色体制

片检查既经济又简便。该法可供生产上检查成体倍性做参考。

牡脯收获时，试验组台搜产量增加30.6%.台接产值增加69.9%.台穰收入为19814.40元。

今后如果继续在诱导药品和方法上试验改进，提高幼体期三倍体的倍化率，扩大养成规模，三

倍体牡蜘的养殖将会有广阔的前景，可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本文DNA和糖元含量由大连医科大学生化，教研室魏凌择和顾淑珍老师测定，谧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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