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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片贝内壳色显著影响所育珍珠颜色，成为珍珠贝重要遗传改良性状，但内壳色度量难度较大，严重
限制了选育效率。选用４～８月龄紫色品系和白色品系三角帆蚌幼蚌为实验材料，评价三角帆蚌幼蚌内壳色
与外壳色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紫色品系三角帆蚌同时期内外壳颜色参数 ａ最大相关系数为０．５３７（Ｐ＜
０．０１），出现在６月龄，颜色参数ｂ最大相关系数为０．７２４（Ｐ＜０．０１），出现在５月龄；紫色品系三角帆蚌５月
龄外壳颜色参数ａ和４月龄外壳颜色参数 ｂ分别与８月龄内壳颜色参数呈现最大相关性，分别为０．４１４
（Ｐ＜０．０１）和０．３２７（Ｐ＜０．０１）；白色品系三角帆蚌５月龄外壳颜色参数ａ和 ｂ与８月龄内壳颜色参数 ａ

和ｂ均呈现最大相关性，分别为０．４２４（Ｐ＜０．０１）和０．３２６（Ｐ＜０．０５）。综合上述结果，５月龄是通过三角帆
蚌外壳色间接评价内壳色的最佳时期。揭示了三角帆蚌幼蚌外壳色与内壳色具有相关性，对指导三角帆蚌内

壳色早期选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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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界中同一种珍珠贝的贝壳可以表现出
多种颜色，所产珍珠颜色也丰富多彩［１］。黑蝶贝

（Ｐｉｎｃｔａｄａ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ｉｆｅｒａ）所产珍珠的颜色包括孔
雀绿、酪乳黄、银冰灰、乳亮白等［２］；马氏珠母贝

（Ｐｉｎｃｔａｄａ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所产珍珠颜色主要为白色、
黄色等［３］；企鹅珍珠贝（Ｐｔｅｒｉａｐｅｎｇｕｉｎ）则可以产
出深褐色珍珠或其他浅色珍珠［４］。三角帆蚌

（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作为我国特有的淡水育珠蚌，
所产珍珠珠质细腻光滑，所产珍珠颜色主要为白

色，红色、黄色、紫色和褐色珍珠稀少［５］。珍珠颜

色是让消费者产生第一感官印象的指标，更是评

价珍珠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定向培育天然彩色

珍珠可显著提高珍珠的价值。研究［６８］已发现珍

珠颜色与供片蚌内壳色显著相关，且珍珠贝的壳

色可以稳定遗传给后代。因此，内壳色性状已逐

渐成为珍珠贝遗传改良的重要目标性状［９１１］。

三角帆蚌、马氏珠母贝、黑蝶贝均以内壳色

为目标性状开展选育工作［１２１３］，但由于内壳色属

于珍珠贝内部性状，难以直接测量，目前主要采

用目测法对内壳色进行主观评价。目测法不仅

选种速度慢，而且易受主观因素和环境条件的影

响［１４］，大大限制了选育规模和选育效率［１５］，致使

贝类多产性的育种优势难以发挥，依赖于表型性

状准确测量的现代育种技术也难以应用［１６］。

本团队在三角帆蚌“申紫１号”育种过程中，
通过三角帆蚌幼蚌阶段外部观察间接评价内壳

色，产生良好选育效果［１７］，推测该阶段外壳色与

内壳色可能存在一定关联性。为了验证上述设

想，以紫色品系和白色品系三角帆蚌幼蚌为研究

对象，分析不同月龄三角帆蚌内外壳颜色参数相

关性，并确定最大相关性出现时期。研究结果为

采用三角帆蚌外壳色间接评价内壳色奠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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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并将大大提高三角帆蚌内壳色性状遗传改

良效率。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２０１６年５月中旬，在上海海洋大学三角帆蚌
良种繁育基地，挑选性状优良的三角帆蚌“申紫１
号”和白色品系三角帆蚌亲蚌，鉴别雌雄后，将所

选亲本挂养于２个温室大棚中分别培育，隔日检
查母蚌怀卵情况，选取同一天怀卵的紫色和白色

雌性三角帆蚌各３只，按常规方法育苗［１８］。当年

７月中旬蚌苗出池，选取生长良好的紫色品系三
角帆蚌幼蚌６００只和白色品系三角帆蚌幼蚌１２０
只，养殖于上海海洋大学崇明竖新养殖基地。养

殖密度为每个网箱（４５ｃｍ ×４５ｃｍ ×１０ｃｍ）放
入４０只幼蚌，吊养水层深度为４０ｃｍ［１９］。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同时期三角帆蚌内外壳色相关性实验

在分析同时期三角帆蚌内外壳色相关性的

实验中，于４月龄、４．５月龄、５月龄、５．５月龄、６
月龄和８月龄，分别随机取３０只紫色品系三角帆
蚌，解剖后，测量外壳色和内壳色［２０］。

１．２．２　不同时期三角帆蚌外壳色与８月龄三角
帆蚌内壳色相关性实验

４月龄时，随机取紫色和白色品系三角帆蚌
各６０只，用防水粘贴标签标记，并测量外壳色，
测量后将三角帆蚌放回网箱吊养，在４．５月龄、５
月龄、５．５月龄、６月龄持续跟踪测量外壳色，至８
月龄时，同时测量外壳色和内壳色。

１．３　颜色参数测量与数据分析
采用ＬｏｖｉｂｏｎｄＲＴ２００表面色度计，测量贝壳

Ｌ、ａ、ｂ和ｄＥ颜色参数［２１］。Ｌ为明度，Ｌ ＞
０颜色偏白，Ｌ ＜０颜色偏黑；ａ ＞０颜色偏红，
ａ ＜０颜色偏绿；ｂ ＞０颜色偏黄，ｂ ＜０颜色
偏蓝。色差值 ｄＥ表示所测样品和标准白之间
的色差，ｄＥ越大表示色彩越丰富，ｄＥ越小则所
测颜色就越单一。根据内外壳颜色前后渐变的

特点和壳型特征，经预实验，分别在内外壳前端

和后端各选取 １个部位作为测量位置，即 ＯＦ、
ＯＢ、ＩＦ和 ＩＢ（图１）。内外壳色各颜色参数均取
两个部位测量值的平均值［２２］。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软件对测量数据进行初步整
理，再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中的Ｐｅａｒｓｏｎ法进行

相关性分析［２３］。

２　结果

２．１　紫色品系三角帆蚌不同月龄幼蚌内外壳色
比较分析

　　紫色品系三角帆蚌４～８月龄幼蚌内壳和外
壳颜色参数见表１。各月龄紫色蚌的外壳颜色参
数Ｌ值均小于内壳，外壳颜色参数 ｄＥ值均大
于内壳对应参数值，表明三角帆蚌外壳颜色偏

暗，内壳颜色较浅，外壳颜色较内壳颜色丰富。

内壳颜色参数ａ值于５月龄由负值转向正值，且
红色度逐渐加深，外壳颜色参数ａ值则于８月龄
由负值转向正值；随着月龄增加，内壳和外壳颜

色参数ｂ值则向两个方向发展，内壳蓝色度逐渐
加深，外壳黄色度逐渐加深；各时期颜色参数 Ｌ

和ｄＥ变化趋势不明显。

ＩＦ为左内壳前闭壳肌痕；ＩＢ为左内壳外套痕与纵肋交叉部

位；ＯＦ和ＯＢ分别为与ＩＦ和ＩＢ相对应的外壳部位。

ＩＦ，ｔｈｅ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ａｄｄｕｃｔ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ｃａｒ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ＩＢ，

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ｉｔｅｏｆｍａｎｔｌｅｓｃａｒａｎｄ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ｒｉｄｇ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ｉｎｎｅｒ

ｓｈｅｌｌ；ＯＦａｎｄＯＢａｒｅ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ＦａｎｄＩＢｏｎ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１　壳色测量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

２．２　紫色品系三角帆蚌相同月龄幼蚌内外壳色
相关性分析

　　紫色品系三角帆蚌相同月龄幼蚌外壳色与
内壳色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２。５．５月龄和６
月龄时的外壳颜色参数 ａ与同时期内壳颜色的
ａ呈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５２７和０．５３７，相关系数在６月龄时最大。４月
龄、５月龄和５．５月龄时期，外壳颜色参数 ｂ与
同时期的内壳颜色参数ｂ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３６５、０．７２４和０．４２４，其中５月龄时期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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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壳色相关系数最大（Ｐ＜０．０１）。各时期外壳
颜色参数Ｌ和ｄＥ与同时期内壳颜色参数Ｌ和

ｄＥ均未见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

表１　紫色品系三角帆蚌不同月龄幼蚌内外壳颜色参数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ｉｎｐｕｒｐｌｅ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

月龄

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贝壳位置

Ｓｈｅｌ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ａ Ｒｅｄｎｅｓｓ ｂ Ｙｅｌｏｗｎｅｓｓ ｄＥ Ｔｏｔａｌｃｏｌｏｒｃｈａｎｇｅ

４月龄
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内壳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 ４０．９５±８．００ －０．９９±２．１９ －１．２７±４．４０ ５９．５５±７．８４
外壳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 ２２．３０±４．７４ －１．７６±１．９０ ７．９８±３．６９ ７７．３６±４．６３

４．５月龄
４．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内壳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 ３５．３９±７．８０ －２．８７±２．２５ －２．９９±４．０２ ６５．０９±７．８０
外壳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 ２７．２５±４．５１ －４．４１±４．５６ １２．６２±４．５０ ７４．４２±３．９３

５月龄
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内壳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 ４１．３９±５．７８ １．３８±１．５１ －０．９７±４．０２ ５９．３１±５．６８
外壳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 ２６．７６±３．９９ －１．９４±１．９４ ８．３７±４．５１ ７４．３４±３．７７

５．５月龄
５．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内壳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 ４８．１３±５．７９ １．９６±１．９４ －０．１０±４．６５ ５１．０７±５．８１
外壳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 ２２．０６±５．６０ －０．０６±２．２１ ８．４５±４．１１ ７８．８１±５．２８

６月龄
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内壳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 ４３．８０±７．１４ ３．８４±３．６５ －７．５８±４．８３ ５７．４５±７．１５
外壳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 １８．１４±４．６０ －１．０９±１．５６ ２．３０±２．８８ ８６．４９±４．５６

８月龄
８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内壳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 ５９．２０±４．２４ ５．６０±１．７２ －１５．２９±４．８３ ４５．１３±４．００
外壳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 ２３．５７±３．７４ ３．６０±２．４６ ９．１７±４．４３ ７８．００±３．３８

表２　紫色品系三角帆蚌同期幼蚌内外壳颜色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ｏｕｔｅｒ

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ａｔｓａｍｅａｇｅｓ

月龄 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Ｌ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ａ Ｒｅｄｎｅｓｓ ｂ Ｙｅｌｏｗｎｅｓｓ ｄＥ Ｔｏｔａｌｃｏｌｏｒｃｈａｎｇｅ

４月龄 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３１８ ０．３３３ ０．３６５ ０．２９８
４．５月龄 ４．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０１４ ０．２８２ ０．３６ －０．０４７
５月龄 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２８５ ０．３１ ０．７２４ ０．２６３

５．５月龄 ５．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２４３ ０．５２７ ０．４２４ －０．２４０
６月龄 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１０２ ０．５３７ ０．１８２ ０．１００
８月龄 ８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３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１

注：表示显著相关水平在０．０１；表示显著相关水平在０．０５。

Ｎｏｔｅｓ： 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２．３　紫色品系三角帆蚌不同月龄幼蚌外壳色与
８月龄幼蚌内壳颜色相关性分析
　　采用三角帆蚌个体标记跟踪法，测量不同时
期紫色品系三角帆蚌外壳色，并分析其与８月龄
内壳色相关性，结果见表３。在４．５月龄、５月龄、
５．５月龄时，外壳颜色参数 ａ与８月龄时期的内
壳颜色参数ａ均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相关
系数分别为０．３６４、０．４１４和０．２９９，５月龄时期出
现最大相关系数，且呈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
在４月龄时，外壳颜色参数ｂ与８月龄时期的内
壳颜色参数ｂ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相关系
数为０．３２７。在６个不同的测量时期，外壳颜色
参数Ｌ和ｄＥ与８月龄时期的内壳颜色参数Ｌ

和ｄＥ均未见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

２．４　白色品系三角帆蚌不同月龄幼蚌外壳色与
８月龄幼蚌内壳颜色特征
　　采用三角帆蚌个体标记跟踪法，测量 ４～８
月龄白色品系三角帆蚌外壳颜色参数和８月龄
幼蚌内壳颜色参数，结果见表４。白色品系三角
帆蚌８月龄幼蚌内壳颜色参数 ｄＥ明显低于紫
色品系，与品系特征一致。除 ５月龄外，不同月
龄白色品系三角帆蚌幼蚌外壳颜色参数 ｄＥ均
低于紫色品系，也反映出品系特征。在 ４月龄、
４．５月龄和５月龄时，外壳颜色参数 ａ为负，在
５．５月龄、６月龄和８月龄时，外壳颜色参数ａ为
正，且随着月龄的增加而逐渐变大；在这６个不
同的测量时期，外壳色的 ｂ均为正值，且随着月
龄的增加而逐渐变大，贝壳黄色度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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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紫色品系三角帆蚌不同月龄幼蚌外壳色参数与８月龄幼蚌内壳色参数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ｄｍｕｓｓｅｌｓ

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８ｍｏｎｔｈｏｌｄｍｕｓｓｅｌｓｉｎｐｕｒｐｌｅ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

外壳颜色参数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８月龄内壳颜色参数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ｔ８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Ｌ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ａ Ｒｅｄｎｅｓｓ ｂ Ｙｅｌｌｏｗｎｅｓｓ ｄＥ Ｔｏｔａｌｃｏｌｏｒｃｈａｎｇｅ
４月龄 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０８４ ０．２１２ ０．３２７ －０．０１２
４．５月４．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０９５ ０．３６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８
５月龄 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０３７ ０．４１４ ０．２０８ －０．１２４
５．５月龄５．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０６ ０．２９９ ０．１８９ －０．１１４
６月龄 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１６８ －０．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０
８月龄 ８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１１８ ０．１６７ ０．１３ －０．０１５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
Ｎｏｔｅｓ： 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表４　白色品系三角帆蚌不同月龄幼蚌外壳色参数和８月龄幼蚌内壳色参数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ｄｍｕｓｓｅｌｓａｎｄｉｎｎｅｒ
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８ｍｏｎｔｈｏｌｄｍｕｓｓｅｌｓｉｎｗｈｉｔｅ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

位置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月龄 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Ｌ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ａ Ｒｅｄｎｅｓｓ ｂ Ｙｅｌｌｏｗｎｅｓｓ ｄＥ Ｔｏｔａｌｃｏｌｏｒｃｈａｎｇｅ

外壳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

４月龄 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２７．３１±４．１８ －１．９１±１．３３ ６．３１±２．６０ ７３．０８±４．１１
４．５月龄 ４．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２７．３３±４．４４ －１．５１±１．３５ ６．９５±２．６２ ７３．０９±４．４１
５月龄 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２６．３８±４．０５ －０．８４±１．５３ ８．７８±３．３５ ７４．４１±３．８６

５．５月龄 ５．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２４．８０±４．４６ ０．２８±１．６５ １０．０３±３．６９ ７６．４７±４．２４
６月龄 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２４．８７±５．３３ ０．３９±１．７０ １２．７０±４．０４ ７６．６５±４．７６
８月龄 ８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２９．８８±４．８２ １．０４±１．７１ １４．７３±３．３７ ７２．０４±４．４８

内壳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 ８月龄８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５９．６１±５．３０ 　１．２２±１．１９ －７．１９±３．２３ ４１．７４±５．０５
注：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
Ｎｏｔｅｓ： 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２．５　白色品系三角帆蚌不同月龄幼蚌外壳色与
８月龄幼蚌内壳色相关性分析

在白色品系三角帆蚌实验中，除 ５．５月龄
外，在４月龄、４．５月龄、５月龄、６月龄和８月龄
时，外壳颜色参数 ａ与８月龄时内壳颜色参数
ａ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Ｐ＜０．０５，表５），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３４５、０．３２６、０．４２４、０．３４７和０．３４７，５

月龄时呈现最大相关系数。４月龄、４．５月龄、５
月龄时，外壳颜色参数ｂ与８月龄内壳颜色参数
ｂ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２９４、０．２６４和０．３２６，５月龄时期呈现最大相关
系数。但不同月龄白色品系三角帆蚌外壳颜色

参数Ｌ和 ｄＥ与８月龄的内壳颜色参数 Ｌ和
ｄＥ均未见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

表５　白色品系三角帆蚌不同月龄幼蚌外壳色参数与８月龄幼蚌内壳色参数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ｄｍｕｓｓｅｌｓ

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８ｍｏｎｔｈｏｌｄｍｕｓｓｅｌｓｉｎｗｈｉｔｅ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ｃｕｍｉｎｇｉｉ

外壳颜色参数

Ｏｕｔ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８月龄内壳颜色参数 Ｉｎｎｅｒｓｈ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ｔ８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Ｌ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ａ Ｒｅｄｎｅｓｓ ｂ Ｙｅｌｌｏｗｎｅｓｓ ｄＥ Ｔｏｔａｌｃｏｌｏｒｃｈａｎｇｅ
４月龄 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１０９ ０．３４５ ０．２９４ －０．１１４

４．５月龄 ４．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０４６ ０．３２６ ０．２６４ －０．０４４
５月龄 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１７２ ０．４２４ ０．３２６ －０．４１８

５．５月龄 ５．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６
６月龄 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１３２ ０．３４７ ０．０３９ －０．１２
８月龄 ８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 －０．１２８ ０．３４７ ０．２１１ －０．０９２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
Ｎｏｔｅｓ： 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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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颜色是影响珍珠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

改良供片贝内壳色可实现彩色珍珠定向培育，因

此，以内壳色为目标性状的育种工作在三角帆

蚌、马氏珠母贝、黑蝶贝等育珠贝中普遍开

展［２，１１１５］，但由于内壳色不易直接观测，选种效率

较低且准确性不高。刘越等［２４］评估了供片蚌制

备小片后可正常损伤恢复的最大组织移取量和

最佳位置，建立了通过评价供片蚌育珠效果选择

供片蚌的选育技术，该选育方法较为可靠，但受

育珠周期较长的限制，选育进展仍较慢。因此，

珍珠贝内壳色选育方法亟待提升。

本实验室研究发现三角帆蚌早期发育阶段

贝壳是透明或半透明的，该时期可从外观透视内

壳色［２５］，但对外壳色和内壳色关联性未做深入研

究。ＷＥＮ等［２６］研究发现三角帆蚌壳长 ２６ｍｍ
时，不同色系三角帆蚌外壳色已可明显区分；笔

者在三角帆蚌苗种繁育过程中发现紫色品系和

白色品系三角帆蚌壳长１ｃｍ时，不同品系的壳色
特征开始出现，并逐步明显。本研究发现不同时

期三角帆蚌内外壳色变化程度有较大区别，因此

内外壳色相关性的最佳时期的确定是开展内壳

色早期选育的技术关键。

ＫＹ等［２７］对３月龄黑蝶贝进行外壳色和内壳
色表型组合选育研究，发现黑色外壳色和绿色内

壳色表型的黑蝶贝可用于生产孔雀绿颜色珍珠，

红色外壳色和黄色内壳色表型的黑蝶贝生产的

珍珠颜色趋于多样，取得较好的育珠效果。另

外，大溪地养殖业者采用外壳色作为依据评价内

壳色已形成惯例［２８］。本团队在选育三角帆蚌“申

紫１号”过程中，也在壳色透明期开展选种工作，
取得良好效果［１７］。本研究综合分析三角帆蚌早

期不同时期内外壳颜色参数相关性，初步确定５
月龄是通过三角帆蚌外壳色间接评价内壳色的

最佳时期，对实现三角帆蚌内壳颜色的早期选育

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尽管内外壳颜色参数

存在显著相关性，但也存在相关系数较低的问

题，因此，建议育种实践中进行外壳色和内壳色

组合选育更佳。

珍珠贝壳色受环境的影响较大，本研究也发

现三角帆蚌早期壳色变异较小，该时期受到环境

的影响较小，因此，珍珠贝幼体是开展珍珠贝颜

色分子机制研究的较好动物模型。早期幼体贝

壳呈现较小的颜色多态性，成体贝壳呈现较大的

颜色多态性，意味着每种幼体贝壳颜色表型将会

发育成几种成体颜色表型。解析幼体贝壳颜色

表型与成体贝壳颜色表型的关系，是进一步优化

内壳色早期选育技术的关键。另外，研究发现黑

蝶贝软体部组织颜色也影响所育珍珠颜色，橘红

色外套膜的黑蝶贝与浅色贝壳和珍珠具有相关

性。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相关性的分子机制涉

及壳基质蛋白基因 Ｓｈｅｍ４和黑色素代谢途径基
因的表达情况［２９］，考虑到软体部颜色对珍珠颜色

的影响，深入研究软体部与内外壳色关联性分子

机制，对三角帆蚌壳色的选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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