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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背角无齿蚌(Anodontα woodiana pαcificα) 录属软体动物门，瓣鲍纲，蚌科，无齿蚌属，俗称河蚌或菜

蚌。贝壳大型，外形呈有角突的卵圆形，壳质薄，易碎。它是底栖肉食性鱼类、禽类的天然饵料，亦可为

家畜、家禽的饲料[1] 。近年来，特别在我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圆背角无齿蚌被开发为食用贝类，具有较

高的经济价值。目前，国内有关圆背角元齿蚌的研究较少，仅见郑光明等[2]有关武昌南湖的野生圆背

角元齿蚌的食性与生长的报道。随着圆背角元齿蚌的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养殖规模逐渐扩大，进行该

品种幼蚌的食性与生长的研究对养殖生产具有较重要的意义O

本实验在特定条件下(氨氮含量为 1 .5 - 1 .7 mglL) ，用椭圆小球藻、四尾栅裂藻及混合技喂(50%椭

圆小球藻 +50%四尾栅裂藻)三种方式对圆背角无齿蚌幼蚌进行了为期 30 d 的投喂实验，研究其滤食

与生长情况，以期为圆背角元齿蚌幼蚌选择适口的饵料生物，提高幼蚌的早期成活率。

1 材料和方法

1. 1 饵料培养

椭圆小球藻( Chlorella ellψsoidea Gem. )和四尾栅裂藻( Scenedesmωqωdricauda)藻种均取自于南京师

范大学分子生物医学实验室。在实验前两星期开始培养，培养基为 BG- 110 

1. 2 实验蚌的准备

圆背角无齿蚌取自江阴江鲜水产公司养殖场，均为 2∞3 年 5 月人工繁殖的同一批幼蚌。实验前将

其运回实验室暂养，每天换水，并技喂椭圆小球藻和四尾栅裂藻的等量混合藻液。实验前两天，清洗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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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用完全爆气后的自来水暂养，并停止投喂藻类。

1. 3 实验用水与水质的测定

465 

实验用水为爆气 3 d 后的自来水。每周一次测定水体常规水质指标[3J 水温 16.5-17.5 "C ;pH 值

为 8.0-8.5;溶氧为 9 - 10 mg/L; 氨氮含量为1. 5 - 1. 7 mg/L; 活性磷酸盐含量为 0 .45 - 0.55 mg/Lo 

1. 4 实验方法

幼蚌 360 只(体长 5.13 土 0.30 cm)被随机放养于 9 个水族缸(规格 59 cm X 30 cm X 29.5 cm) ，养殖水

体( V)为 40 升/缸，每缸放养 40 只幼蚌。实验分成 3 组， 1 组投喂椭圆小球藻，2 组投喂四尾栅裂藻，3 组

投喂等量混合的椭圆小球藻和四尾栅裂藻，每组设三个重复。每只幼蚌进行标记，并在实验开始和结束

时测量其体重、壳高、壳宽和壳长。实验期间，每天换水1/3 ，实验时间为 30 d。

1. 5 藻类投喂后变化量的测定

实验开始时，投喂后立即取 30 mL水样固定，并于 5 h 后再次取水样。水样固定使用鲁哥氏试剂。

固定 24 h 后，浮游植物计数框显微镜下计数，计数方法按文献[4J 其中四尾栅裂藻的个数以单个细胞计

数。分别计算幼蚌在 5 h 内对藻类的滤食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5 = (C1 - C2) 兴 VIN

式中， 5 表示 5 h 内的滤食量; C1 为 5h 前养殖水体藻浓度(个IL); C2 为 5 h 后养殖水体藻浓度(个IL);

V 为养殖水体体积(L) ;N 为每缸幼蚌的数量。

1. 6 统计分析

运用 JMP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作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藻类投喂 5h 内的数量变化

对 9 组幼蚌实验前的体重多重比较表明:幼蚌的体重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藻类在投喂后 5 h 内

的变化量以藻类相对于每个幼蚌的变化量计算。在投喂椭圆小球藻组藻类变化量为 2251 :t 179. 02 ; l昆

合投喂藻类组为 1441 :t 208.98: 四尾栅裂藻组为 993 士 159.53。椭圆小球藻>氓合藻组>四尾栅裂辈革

组，圆背角无齿蚌幼蚌对小球藻的滤食量最大。统计分析显示:投喂后 5 h 内三实验组的藻类的数量变

化存在极显著差异(P=o.o∞ 79) ，方差多重比较( HSD: Tukey' s Hon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表明，三者

之间均有显著差异(图1)。因此，幼蚌对椭圆小球藻有较高的选择性。

2.2 幼蚌的成活率与生长

经过 30 d 的投喂实验，圆背角无齿蚌幼蚌的平均成活率:椭圆小球藻组为 35.0%;混合投喂藻类组

为 29.2%; 四尾栅裂藻组为 25.8%(表1)。

表 1 圆背角无齿蚌幼蚌成活率与壳高增长的平均值

Tab.1 Means of survival rate and growth in shell height of A. WOOl缸lUl juveni1es 

实验组

椭圆小球藻组

四尾栅裂藻组

混合藻组

成活数量

39 

30 

33 

平均成活率(%)

35.0 

25.8 

29.2 

壳高增长(mm)

0.290 

0.038 

0.033 

由于本次实验周期相对较短，幼蚌的壳长、壳宽变化均不明显。分析表明，幼蚌的壳高出现一定程

度的增长，因此选用壳高作为圆背角元齿蚌幼蚌生长的指标。投喂椭圆小球藻的幼蚌比其它两组幼蚌

壳高有较快增长。对三实验组壳高增长的方差分析结果 : P = 0.081 8 ，在 α= 0.1 时，椭圆小球藻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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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其它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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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三组藻类在 5 h 内的数量变化

Fig. 1 Number variation of three group a1gae in 5 h 
l 椭圆小球藻组 ;2 四尾栅裂藻组; 3. 混合投11畏藻类组

幼蚌的成活率与生长

谭烨辉等[5]报道，当水体中非离子氨(NH3 - N)为 0.035 mglL 以下或 N02 - N 为 0.8 mglL 以下时，

对皱纹盘鲍幼鲍的生长不产生明显影响 ;NH3 - N 对幼鲍的生长产生影响的 EC5(引起幼的生长速度减

慢 5%的浓度)为 0.103 mglL，不产生影响的最大浓度为 0 .45 mglL。本实验过程中，水体的氨氮含量在

1. 5- 1. 7mglL 之间，超过我国渔业水质推荐标准 1.0 mglL[6] ，这可能是引起圆背角元齿蚌幼蚌高死亡

率的主要原因。

在氨氮含量为1. 5- 1. 7mglL 条件下，仍有 25% 以上的幼蚌能成活，而且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

长，表明圆背角无齿蚌幼蚌较耐氨氮，对环境要求较低，是一种适合进行养殖的水产品种O 郑光明等对

武昌南湖的野生圆背角元齿蚌的研究表明，圆背角无齿蚌生长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贝壳每月都有增

长，从 3 月(平均水温 12.7 "C)开始随水温的增加，壳长月增长率加快， 5 - 8 月份为壳长生长盛期，月平

均增长 2 .4 - 6.0 mm，以 8 月份生长最快，平均增长 6 mm;9 月份生长变慢，至冬季几乎停止生长[2] 。本

实验期间为 4 月 9 日至 5 月 9 日，测定结果显示，幼蚌的壳长、壳宽变化都不明显，仅壳高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增长。由此，笔者认为圆背角无齿蚌幼蚌的生长可能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即在一定季节或一定的水

体条件下，幼蚌的生长可能仅表现在壳长、壳高和壳宽一个或两个数量性状上。这也许正是同一种淡水

贝类外部形态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但仍需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幼蚌的选择性滤食

幼蚌对三种技喂方式的藻类有明显的选择性，主要摄取椭圆小球藻。椭圆小球藻个体大小在

5.14-7.69μm 之间，四尾栅裂藻个体在 22.3-44.8μm 之间，经过 5 h 后，椭圆小球藻的下降量是四尾

栅裂藻的 2.3 倍，是混合投喂藻的1. 6 倍。该结果与 Beck 和 Neves 对彩虹贝的三种混合藻投喂实验基

本一致，三个不同年龄组彩虹贝对个体较大的四尾栅裂藻的滤食量均显著小于其它两种个体在

2.8-8.5μm的拟球藻和月牙藻[7] 0 Baker 等[8]认为斑马贝对饵料的预筛选主要在发生在跑上，大颗粒

的饵料如四尾栅裂藻将被勃液包裹送到食物槽之上，而小颗粒被进一步通过食物槽运送至唇瓣。圆背

讨论3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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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无齿蚌幼蚌的生长结果也表明，投喂椭圆小球藻的幼蚌增长较快，可见，椭圆小球藻为圆背角元齿蚌

幼蚌的适口饵料。因此笔者认为，圆背角元齿蚌幼蚌与其它淡水双壳类二样[9] 对饵料颗粒的大小存在

一定的选择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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