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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圆背角无齿~l丰的钩介幼虫寄生变态及稚贝发育过程进行了形态学观察和比较。实验表明:在水温

Cl9.0 :t 1. 0) 'c时，钩介幼虫需要约 13 天的寄生变态才能从鱼体脱落。圆背角无齿蚌在变态发育过程中其外

部形态、内部器官、营养源发生了较大变化:成熟的钩介幼虫仅仅可以作简单的双壳开合运动;同IJ脱落的稚贝

外部形态与幼虫相似，但已经可以依靠斧足进行爬行，并逐渐开始滤食;稚贝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从幼虫壳

内侧长出一对新壳，形态逐渐趋向于成贝，而幼虫壳则逐渐退化为壳顶。因此，圆背角元齿蚌的变态发育包括

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寄生变态期;第二阶段为贝壳分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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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n parasitic metamorphosis 
development of Anodonta woodiana pac{ρ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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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lphologies of glochidium and juvenile mussel were studied during parasitic metamorphosis development 

of Anodontα woodiαnapαc泸cα.ηle observ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parasitic period was approximately 13 days at 

mean water temperature between 18 "c and 20 "C. During metamorphosis development , A. wp would change greatly 

in the extemal form , intemal tissues and nutrient source. Mature glochidium was only capable of switching by 

shells , while the newly metamolJlhosed juveniles were near identical to glochidium in size and shape except for the 

ability of movement by foot. Mter a period of growth , newly shells which were similar to adults came out near side 

of glochidium shells , which were degenerating as shell bottom gradually. Accordingly , metamorphosis development 

of A. wp includes two identical phases: the firsl is parasitic metamOlphosis phase; the second is shell exudation 

phase. 

Key words: Anodon的 woodiαnapαcifu:α; parasitic metamorphosis; glochidium; juvenile mussel 

II了科种类是我国淡水水生生物的重要群落，其独特的生活史明显区别其他海水双壳类。它们的受

精卵都需要经过短暂的鱼体寄生才能进一步发育。我国的蚌类资源丰富，至 1979 年，蚌科己发现 15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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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余种[IJ。然而，国内有关它们的寄生变态发育研究相对较少，仅见杨学芬等[2J 对娟丝丽蚌

Iβ叩rotutα fibrosα(Heude) 、王玉凤等[3J对刻裂丽蚌 La~叩rotulα scrψtα 的寄生变态发育有过相关报道。开

展淡水双壳类的变态发育研究对我国蚌科物种的系统发育和分类意义重大。

圆背角元齿蚌 Arw出Mα woodiana pαcifìcα(Heude ， 1878)隶属于软体动物门，双壳纲，蚌科，无齿蚌属，

在我国的各省几乎均有分布，是我国淡水双壳类的习见种之一[IJ 因此，圆背角无齿蚌是研究'我国淡水

双壳类寄生变态发育的良好材料。近年来，特别在我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圆背角元齿蚌被开发为食用

贝类，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一定的抗肿瘤功效[4J 孔向军等[5J报道了圆背角无齿蚌的人工繁育技术，

但其繁殖生物学基础研究却仍是相当薄弱。本试验选取常见的三种寄生鱼，对圆背角元齿蚌的寄生变

态发育过程进行显微观察和形态学比较，旨在阐述蚌类的寄生变态发育的相关基础理论，为我国蚌科物

种系统发育学和分类学提供参考，并进一步完善蚌类繁殖生物学基础理论。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用于人工育苗的雌蚌为 2ω4 年 4 月采集于五里湖石塘段的 4+ 龄野生圆背角元齿蚌，壳长

1l. 7 - 12. 4 cm，湿重 178.7 - 234. 1 g; 寄生鱼选取健康元伤的黄颖鱼 (14.33 :t 2.79) cm、鳞鱼

(12.06 :t l.∞) cm、罗非鱼(1 5 . 66 :t l. 31) cm，实验室暂养一个月后，用于寄生实验;实验用水经测定，均

符合渔业水质标准。

1. 2 方法

1. 2.1 寄生实验

用解剖针刺人雌蚌外魄，当拉出的钩介幼虫互相连成一线时，此时表明圆背角无齿蚌的幼虫已经成

熟。取出外跑，剪碎，用筛绢滤去鲍丝及粘液，均匀分散于盛有清水的塑料盆中;放入寄生鱼，寄生约 20

mm。寄生鱼暂养于 80 目的网箱中 O

1.2.2 钩介幼虫的变态发育观察

每天取寄生鱼螺丝、鳝条上的幼虫在显微镜下检查，拍照，记录形态特征。同时，运用目测微尺测量

幼虫、稚贝的壳长、壳宽及绞合部长。其中壳长为与幼虫绞合部平行的壳的最大长度;壳宽为绞合部至

幼虫腹缘的最大距离。

1. 2.3 稚贝的暂养

将脱落的稚贝转移至 2ω 目的筛绢容器中暂养，投喂藻类，隔期镜检并测量壳长等。

2 结果与讨论

2.1 钩介幼虫的形态特征

如图版-1 ， 2 所示，成熟的困背角元齿蚌钩介幼虫外形似三角形，腹部尖出，尖端有钩一对，与幼虫壳

成近 900的夹角，钩上有两排硬棘，背缘绞合部平直;光镜下壳表面呈现许多小凹陷，具足丝;到J虫双壳在

闭壳肌丝和韧带的作用下以每分钟 12 - 20 次作开合运动。此时，一旦受到外源性(化学和物理的)剌

激，幼虫将会立即紧闭双壳。显微测量结果表明成熟幼虫的平均壳长( 248. 26 :t 10. 20)μm，壳宽

(298.68 士 14.23) [~m ，绞合线长为( 193 . 95 :t 6 . 10) [J.m 。

圆背角元齿蚌的受精卵在雌蚌的外跟上发育，钩介幼虫成熟后排出体外，它们需要经过短暂的鱼体

寄生才能变态发育成幼贝 O 因此，按照 Simpson[6J对育儿蛮的分类，困背角无齿蚌为外íO}~、类( Exobra配hia)

的同生W ( Homogenae) ，具有蚌科物种的典型生活史。魏青山 [71等曾首次报道我国珠蚌科的双 UJ辈无齿蚌

为非寄生变态发育，具珠~(*科物和l'非典型生活31:. 0 他认为这种非寄生变态类型，可以贼少;后寄生类型所

ifi受的风险，对于繁衍后代具有ill化意义 ;1(rÎ对于~ll利的物种，成熟幼虫排 U:\ 后， 7ftj要恰好遇到合适的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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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经过短暂奇生变态才能进一步发育，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后代的成活率。然而，我们发现成熟的圆背角

元齿蚌钩介幼虫在被雌蚌排出后 8d仍有一部分能够存活，并具有不同程度的寄生能力，而这也许正是

寄生类型的圆背角无齿蚌具有广泛分布的重要原因之一。

2.2 寄生过程中幼虫形态变化

解剖发现，钩介幼虫主要寄生在三种鱼的鲤丝、自思把和鳝条上。如图版-3 ， 4 所示。逐日从寄生鱼腮

丝、蜡条上剖取寄生的幼虫，镜检发现:钩介幼虫外表包被一层却液状的薄膜。笔者认为，对于这层薄膜

的产生至少存在两种假设:一是寄生鱼对幼虫寄生后的一种积极的防御反应;另一种可能是幼虫自身的

分泌产物，它与寄生阶段的营养获得相关。显微测量表明:幼虫从寄生到脱落的整个过程中，个体大小

变化不明显，仅幼虫双壳出现-定程度的膨胀，前后端难以区分。这与王玉凤等[3]对刻裂丽蚌的幼虫寄

生实验结论是一致的。

实验结果表明，在水温(l9.0 :t 1. 0) "c条件下，圆背角元齿蚌幼虫经过约 13 d 的寄生变态发育成稚

贝 O 杨学芬等[2]对娟丝丽蚌的寄生变态研究发现:娟丝丽蚌的寄生期历经 4 个月之久。这可能是由于

该蚌的幼虫排除出期在冬季，此时温度较低，要达到一定的变态发育积温，寄生期相应较长。而圆背角

无齿蚌的幼虫在 4 月底成熟，寄生期大致与榴纹冠蚌相似。然而我们也发现，圆背角元齿蚌的稚贝脱落

时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幼虫寄生于鱼体的不同部位，幼虫获得的营养质量和数量不同所

致，但仍需进一步研究来证明 O

2.3 稚贝的形态特征

如图版-5 所示，刚脱落的稚贝外部形态类似于成熟幼虫，但幼虫双壳明显加厚，这可能是由于内部

器官的组织分化和生长引起的。而此时的稚贝最明显区别于幼虫的特征是:稚贝可以伸出斧足爬行;逐

渐开口滤食，这表明幼虫在寄生阶段至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器官的组织分化。此阶段的稚贝营养源将

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是贝类育苗过程中的"危险期"。这也是对蚌科物种为什么在早期有很高自然死

亡率的一个合理的解释O

如图版-6 所示，经过约 6 d 的生辰，晶杆体在壳顶处以一定的速度转动，光镜下成黑色，清晰可见;

在幼虫壳的内侧已长出一对新壳，光镜下新壳游离的腹缘表面粗糙，稚贝的平均壳长(386.35 :t 16 .45)μmo 

此时幼虫的双壳上壳钩并未退化。在已经报道[卜 10] 的 12 种蚌科幼虫中有半数以上的物种具有壳钩。

由于钩介幼虫有无壳钩是蚌科中属或属以上阶元的重要分类依据，与圆背角无齿蚌同一亚科的榴纹冠

蚌[9 ， 10] 、背角元齿蚌[9]均为有钩型。因此，幼虫有壳钩可能是元齿蚌亚科的一个共同特征。而至于壳钩

的出现在进化上的意义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此时由于幼虫壳己经停止生长，新壳的腹缘逐渐游离于幼虫双壳。另外，随着新壳左右缘的分化生

长，外部形态也逐渐趋向于成贝 O 根据此时稚贝的外部形态特征，已经可以分清稚贝的前后端:壳生长

较快的为后端，另一端为前端。

2 .4 幼贝的形态特征

经过 1 个月左右的生长，圆背角元齿蚌稚贝的形态与成贝基本相似，平均壳长为(1. 13 :t 0.22) mm , 

此时已进入幼贝生长阶段。形态如图版-7 所示，幼贝外形为具角突的卵圆形，两壳透明，壳表面的生长

线和内胀团清晰可见，腮丝尤为明显。光镜下，外套膜边缘密布纤毛，水流随之流动。原来的幼虫双壳

逐渐退化为壳顶。

3 结论

通过对圆背角元齿蚌幼虫、稚贝、幼贝的形态学比较，其变态发育应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

为寄生变态期，为从寄生到脱落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进行内部组织器官的分化生长，而其外部形态变化

较小;第二阶段为贝壳分泌期，从稚贝刚脱落到幼贝前期，这一时期主要是贝壳的发生。幼体和|成体差

别很大，而且形态的改变又是集中在短期内完成的，这种胚后发育叫做变态发育。因此，我们将圆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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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元齿蚌从寄生到幼贝前期划分为变态发育期 O

在具典型生活史的蚌科种类的发育分期中，建议加人稚贝发育期。即钩介幼虫刚从鱼体脱落至形

态与成贝相似之间的短暂阶段为稚贝发育期，它应与幼贝生长期相区别。由于此阶段的营养源发生较

大转变，在圆背角元齿蚌的育苗过程中应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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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会议预告 8

第五届世界华人虾蟹类养殖研讨会

由中国甲壳动物学会主办、上海水产大学承办的"第五届世界华人虾蟹类养殖研讨会"定于

2∞6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举行，会议主题是"健康养殖、绿色食

同

品"。在此，盛情邀请世界各地的华人虾蟹类科技专家、虾蟹类养殖业者以及与虾蟹类养殖相关‘

;的管理与企业界人土相聚上海，共话虾蟹类养殖的心得，提升虾蟹类养殖之精华，为中国乃至世

界虾蟹养殖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会议期间将特邀国内外在虾、蟹或甲壳动物相关研究方

面做出突出成绩的知名科学家做大会报告。

会议的议题:主要围绕虾蟹健康养殖和为市场提供安全绿色水产品。内容包括:种质资源保

护与良种培育;繁殖发育和苗种培育;养殖环境与生态调控;养殖虾蟹的品质改良;疾病发生与防 1

川台;病原、宿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营养与饲料、养殖模式和技术;遗传与基因组学等方面以及相正

7 关科技成果的推广与介绍等。

论文提交:提供会议论文摘要(中英文皆可 )4∞字左右，同时标明题目、作者和单位地址，并

;请注明口头报告或墙报。用叫打印，于 2∞6 年 9 月 3到O 日前寄给会议联系人，且翩或明用 E 一 mail让l
交 O

联系人:蔡生力，刘红

通讯地址:上海水产大学

邮政编码 :2∞090

联系电话 :(021)65711733; 65710362; 13386292∞8 转 5572 或 5283; 传真: (021)65711733 

E-mail: slcai@shfu.edu.cn;hliu@shfu.edu.cn;xxhuang@shfu.edu.cn 
k、王〉三心ιtι~'V;)oι~ι~巴气~~也气'" ~.也?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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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Plate 
l 钩介生JJ虫的光钩 (20.x 4); 2. 'iiJ介幼虫农mJ(l~小凹陷 (20 各 10); 3. 得生布放剩f{(lg~~\位 UI'~iJJ虫 (20 兴 4); 4 得升 {I:例l蜡条仁的

幻J虫 (20 x 4); 5 网 1)脱落有l 贝的斧足 (20'.4); 6 有i 贝 (1~lfll 十1 体 (20 兴 4); 7 .完全变态1日的iJJ 贝 (2。但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