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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蟹板茗荷在三疣梭子蟹鳃及口肢上的定向A附着和种群特征2结果显示蟹板茗荷主要附着在三疣梭子蟹鳃的

腹面2占 8BC<8D2以在第五对鳃上的附着量最大@位于鳃腹面的蟹板茗荷主要以 #E方式定向2鳃背面的蟹板茗荷则主要

以F>#E方式定向2鳃室壁上的蟹板茗荷主要以 #E方式定向@蟹板茗荷在不同的附着部位形态上有差异2口肢上的个体柄

短A壳板厚而硬2鳃室里的柄长A壳板薄而软@附着于三疣梭子蟹鳃及口肢上的蟹板茗荷2其种群年龄结构和数量组成有

明显的季节变化@
关键词;蟹板茗荷9三疣梭子蟹9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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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茗荷]GHIJKLMNOMf()9_是蔓足类中极为特殊的一个属d主要附着在蟹的鳃及附肢上d因数量极多对

宿主的生活有一定影响g由于营固着生活d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板茗荷形成了某些独特的生物学特性g有

关 板 茗 荷 与 寄 主 关 系 的 研 究d国 外 学 者 曾 报 道 过 GHIJKLMNOMNh
i
KKQVO]j&4#(_在 可 口 美 青 蟹]kLKKOPQHIQM

MLROlSM_鳃中的分布和附着情况mXndGHIJKLMNOMMIQKKL在游龙虾]USQVSKSMMQoQKKO_鳃 上 的 的 形 态p定 向 和 附

着方式m̂ndGHIJKLMNOMHJV在锯缘青蟹]qHrKKLMQVVLIQ_体上的附着m\ndGHIJKLMNOMIVOlQPM和 GHIJKLMNOMKJoQO
在 东 方 扁 虾]stQPSMJVOQPILKOM_口 肢p鳃 和 头 胸 甲 上 的 附 着 情 况mbng国 内 对 蔓 足 类 中 藤 壶 的 定 向 有 过 研

究m‘<end但有关茗荷的定向研究未有相关的报道g三疣梭子蟹]UJVISPSMIVOISWQVHSKLISM:2u+%*#Zv/-)(/’_
是 我国重要的海洋经济蟹类d蟹板茗荷]GHIJKLMNOMPQRISPOu)$w&*)%/_附着在三疣梭子蟹的鳃和附肢上d
对后者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的影响g本文对蟹板茗荷的附着p定向和种群特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d为进一步

研究三疣梭子蟹与蟹板茗荷的种间关系提供理论基础g

x 材料与方法

三疣梭子蟹系于 X[[X年 X月至 X̂ 月采自浙江舟山d每次随机采集 \Y只蟹d用 ‘y的福尔马林固定保

存g解剖三疣梭子蟹以统计板茗荷的附着位置p数量并测定个体大小g根据茗荷体长与其性成熟度间的关

系d确定 0̂0长的个体为幼年个体de<XY00的为老龄个体g
定向的研究是统计茗荷的蔓足朝向水流]Yz_或背向水流]{XeYz_的个数d并测定其与水流方向偏差的

角度d水流入鳃的方向如图 X示d正对入水孔处第 ‘对鳃腹面水流最大g

图 X 蟹板茗荷在三疣梭子蟹鳃上的定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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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数量统计公式 R|} P|~!
|}e

|}X
P|

R|为第 |对鳃上茗荷个数占全鳃的比例dP|为 第

|对鳃上茗荷个数g

" 结果与讨论

"#x 附着与定向

蟹 板 茗 荷 可 附 着 在 三 疣 梭 子 蟹 的 口 肢 和 鳃 上d主

要 附 着 处 所 是 在 鳃 的 腹 面d占 $%#e$yd附 着 在 口 肢 上

的个数不多d只占 [#e%yd其余个体附着在鳃室壁上和

鳃 的 背 面g口 肢 的 运 动 可 产 生 水 流d因 而 有 茗 荷 的 附

着d但因蟹口器有时处于闭合状态d影响了茗荷对氧和

食 物 的 摄 取d而 蟹 在 摄 取 食 物 时 又 给 茗 荷 带 来 了 机 械

损伤d所以茗荷附着数量不多d而且多为 0̂0的个体d且在当年幼蟹的口肢处极少有茗荷附着d因幼蟹蜕

皮周期短d次数多d茗荷难以附着生长g不同鳃上茗荷的附着存在差异d附着数量最高的为第 ‘对鳃的腹

面d向两侧逐渐减少]表 X_g

"#" 附着位置和形态

附着于不同位置的蟹板茗荷在形态上有所不同F附着在口肢上的个体柄短d壳板厚而硬d而附着在鳃

室里的柄长d壳板薄而软]表 _̂g茗荷在鳃室内生活环境稳定d受到蟹头胸甲的保护d使得其壳板p肌肉系统

退化d而附着于外部口肢处的茗荷外壳坚硬d附着牢固d能抵抗水流的冲击g

"#& 定向方式

附着在三疣梭子蟹鳃上的蟹板茗荷有一定的定着方向g鳃腹面的茗荷大多是以 Yz方式定向的d占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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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鳃背面的茗荷则多以’"()方式定向*占 +!#$%&鳃室壁上的茗荷位于入水孔左右两侧的较密*
大多以 ()方式定向*占 ,,#!%-在宿主体内附着的茗荷只有少数个体是以’$.()方式定向的*占 "#/%0图

$1-茗荷靠水流流过它的蔓足网而获得食物赖以生存*所以水流的大小决定着茗荷的数量*水流方向决定

着茗荷的定向-茗荷在蟹上的附着个数以第 +对鳃的腹面最多*但根据 234567在青蟹鳃上的研究*板茗荷

的最大附着位置是在第 8对鳃的腹面*向两侧逐渐减少9$:*这可能与不同宿主鳃腔的水流差异有关-附着

在腹面的茗荷个体多于背面也是由于水流在腹面大;背面小的缘故-茗荷用蔓足在流水中摄取浮游生物*
蔓足朝向水流伸出0()1可以大量获得食物*若以’"()方向伸出只需左右转移 "()就可以从两个方向获得

食物*而以背向水流0’$.()1方向伸出*则因蔓足获取食物的效率低而要不停地伸缩*从而较其它定向方式

要多消耗能量*所以在鳃室内茗荷大多以 ()和’"()方式定位*少有’$.()*据报道茗荷的定向取决于腺介

幼虫的定向9/:-
表 < 蟹板茗荷在三疣梭子蟹鳃及口肢上的附着

=>?@A< =BACDECEDFGEHEIJKLMNOPQRPSTULVSREHFBAWG@@X>HYZE[FB>CCAHY>WAXEI\M]LVSVPL]RLV̂T]KVNOLVP

鳃对数

_‘a‘bcd44
$ef /gh 87h ifj +fj ,fj !fj 角鳃

总数

_klm67e

百分比0%1
n67o6gf3c6

鳃腹面 $/ i $i "( $(. "( i! $8 8!.
p6gf734b3o6 8a/% $a$% 8a!% /8a.% /.a,% /8a.% $/ai% 8ai% ,!a.,
鳃背面 / ( $( $. $i + $ ( +(
q‘7e34b3o6 ia(% (a(% /(a(% 8,a(% /.a(% $(a(% /a(% (a(% .a"!
鳃 $i i /i $(. $// "+ i! $8 i/!
rd44e 8a8% (a"% +a,% /+a8% /.a,% //a/% $$a(% 8a(% !,a.i
鳃室 ( ( $. ! $/ $! $$ " !i
rd44eoj3lm67 (a(% (a(% /ia8% "a+% $,a/% /8a(% $ia"% $/a/% $8a/"
口肢 8 ( ( / i $! / /! ++
s‘kfj3tt6gh3c6e +a+% (a(% (a(% 8a,% !a8% 8(a"% 8a,% i"a$% "a.!

u 总数系指每只蟹上不同鳃及其对应鳃室;口肢上蟹板茗荷平均数量之和

表 v 附着于三疣梭子蟹鳃和口肢的蟹板茗荷柄长

=>?@Av w>DG>FGEHEIFBACAY[Hx@A@AHWFB0yz1EIJaSTULVSREHWG@@X0r1>HYZE[FB>CCAHY>WAX0s{1EI\a

L]RLV̂T]KVNOLVP

项目

|f6l

体 长 }‘h~46gcfj0ll1
/ i , . $(

附着位置 鳃 口肢 鳃 口肢 鳃 口肢 鳃 口肢 鳃 口肢

{ff3ojdgc r s{ r s{ r s{ r s{ r s{
柄长 yz $a8$. $a//! $a!+ $a!$i /a"/" /ai,i ia",i ia.( ! ,a,(
差值 qdbb676go6 (a("$ (a(8, (ai,+ (a$,i !

v#" 种群组成

年龄组成 蟹板茗荷的体长在 /#$(ll间的个体在不同月份中年龄组成有所不同-/ll个体为 !#

.月份;$(#$/月份以及第 /年的 $月份的优势群体*比例分别为$i!#8%;++#+%;!.#$%;+.#!%;."#8%
和 i,#/%0表 81-

附着在鳃上的茗荷每月都有新个体的补充和老个体的死亡*中等大小个体的数量占多数*这说明种群

死亡的个体能得到及时的补充*种群结构稳定-
数量变动 蟹板茗荷的数量有明显的季节变动现象-!#.月份有一次小的高峰*数量不超过 /((只*

$(月份到翌年 $月份是数量高峰期*达 i((#+((只-/#i月份是数量的低峰期-根据年龄组成和数量变

动情况看*蟹板茗荷在夏;冬季节繁殖*尤其是在秋末冬初其繁殖盛期-

v#% 板茗荷与宿主的关系

蟹板茗荷种群特征与宿主习性 蟹板茗荷以三疣梭子蟹为宿主*其年龄组成;数量变动与宿主的生长

8"(/$/期 薛俊增等$蟹板茗荷在三疣梭子蟹体上的附着定向及种群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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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蟹板茗荷的种群组成

"#$%&! "’&()*+),-.-)/)0.’&+)+1%#.-)/)0234567849

月份

:;<=>

蟹板茗荷体长 ?;@ABC<D=>;EF3GHIJKGLMNNO
P Q R S TU

总数

V;=WB

T TQX XX3XRY RU PP3ZZY QU TX3[[Y TP Q3RUY Q T3X[Y PRT
P TU T\3SRY PP [Z3PZY P[ QT3U\Y T T3\ZY XR
[ S PT3UXY TZ XU3UUY Z P[3RSY P X3PRY [S
Q PP PS3ZXY [[ Q[3QPY PU PR3[PY T T3[PY \R
X PR TR3[XY RZ Q[3QUY XT [P3USY TU R3PZY [ T3SZY TXZ
R TP Z3\RY Q\ [S3PTY XR QX3X[Y S R3XUY TP[
\ TUU \S3T[Y X [3ZTY T\ T[3PSY X [3ZTY T U3\SY TPS
S QQ XS3R\Y P P3R\Y TQ TS3R\Y T[ T\3[[Y P P3R\Y \X
Z T Q3[XY R PR3UZY TQ RU3S\Y P S3\UY P[
TU TSX SZ3[\Y TZ Z3TSY [ T3QXY PU\
TT T\X QR3UXY ZX PX3UUY \T TS3RSY P\ \3TTY TP [3TRY [SU
TP P\U Q\3PZY TPR PP3U\Y TPS PP3QPY Q\ S3P[Y X\T

] 总数系指各月份每只蟹上不同年龄组蟹板茗荷平均数量之和

规律和洄游情况有密切关系^在 P_[月份‘舟山当地水温为 TU_TPa‘是一年中的最低温‘不利于茗荷生

长bQ月份水温开始回升‘成蟹产卵群体体内环境逐渐有利于茗荷的生长b\_S月份来舟山的是三疣梭子

蟹的索饵群体‘此时 水 温 达 TZ_PPacZd‘茗 荷 附 着 量 有 明 显 的 回 升 现 象b到 TU月 茗 荷 繁 殖 能 力 达 到 最 高

点‘产生大量的幼体bTT月份到翌年 T月份‘三疣梭子蟹的过路越冬群体均为成蟹‘个体达到最大体积‘且

当地水温仍保持在 PU_PTacZd‘茗荷附着数量达到最高值‘但繁殖能力下降‘并且大量死亡^到 P_[月份

水温降到最低点‘附着在蟹上的茗荷数量极少‘平均每只越冬成蟹附着茗荷 PTQ只^当年幼蟹因生长迅速e
蜕皮频繁‘个体又小‘且生活于沿岸低盐水域‘水温变化很大‘不利于茗荷生存‘所以附着数量茗荷很少‘如

Z_TU月份的幼蟹M索饵群体O上的茗荷数平均仅有 TX个f只蟹 可̂见索饵成蟹和过路越冬成蟹体内环境有

利于茗荷的大量附着‘茗荷最适在 TZ_PPa水温中生活M表 QÔ
表 g 蟹板茗荷与宿主习性的关系

"#$%&g "’&h&%#.-)/$&.i&&/234567849#/jk37l978m5ln8op78q

月份

:;<=>

蟹群体组成

r;stBW=u;<

蟹群体特点

vCwCB;sNC<x
=WBy=WDC

水温

z
MaO

每只蟹上茗荷

数量M平均O
{tN|C}

PNN茗荷

个体数M平均O
{tN|C}

PNN茗荷

占总数比

rC}~C<=WDC

P_[ 越冬群体! 老龄成蟹" TU_TP PT3Q X3Q PX3PUY
Q_R 产卵群体# T_P龄成蟹$ T[_T\ RT3R P[3\ [S3SUY
\_S 索饵群体% 成蟹& TZ_PP Z\3P XS3S RU3XUY
\_S 索饵群体 当年幼蟹’ TZ_PP S3P [3Q QT3SUY
Z_TU 索饵群体 成蟹 TZ_PP TXT TT\3X \\3SUY
Z_TU 索饵群体 当年幼蟹 TZ_PP TX Q PR3\UY
TT_T 过路越冬群体( 成蟹 PU_PT [XR3[ TTZ3[ [[3Q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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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板茗荷与宿主习性的关系 蟹体积与附着茗荷个数的关系M图 PO和蟹体重与茗荷数的关系M图 [O
显示‘蟹个体越大可附着茗荷个数越多‘同时显示随茗荷个数增多蟹体重增加速度明显减缓^茗荷附着于

蟹鳃和鳃室内‘一方面可以受到保护‘另一方面可以从宿主呼吸时产生的水流获得食物和氧气b而生活在

鳃室里的茗荷却影响蟹的呼吸‘减少蟹对食物的摄取量‘从而使蟹的体重减轻^因而‘在三疣梭子蟹的养殖

过程中‘要注意在茗荷的繁殖季节搞好防治工作‘减少茗荷在蟹上的附着量‘提高蟹的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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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解板茗荷附着数量对三疣梭子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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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三疣梭子蟹的大小对蟹板茗荷附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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