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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箕支穑的蛤仔群体组成以2赞盟为主．占8 ．5 ．体重与壳长之间美系 为I W t o．1491L3’ 5'D． 

其生长造音于Log~stictl然生长方程Ll i—#i 等 T (t 为月蚺)．壳生长曲线的拐点为 

25．31月臂，其生长建度螗匣映生长垃 程的变化特征，音理捕捞 的生物学指标应 以生长转折点以后较为适 

当．主要采捕2． 6厘米左右太规格的2龄见和 3龄贝． 

黄堆支港蛤仔赍潭实际结 算t为9243l电，理论坫算t为￡a‘0吨．台理捕捞t估算为 350(~--4000吨． 

采 捕季 节规 定 4— 8月为 宜． 

美■饲 见类，蛤仔，种群动态，繁殖彝护 

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ffippinarwn)是我国水产捕捞和养殖的重要经济贝类 “ 。 

为了繁殖保护黄墩支港的菲律宾蛤仔资源，有必要对其种群动态和资源量评估进行研究。 

黄墩支港位于浙江省宁海县，总面积 4万余亩。港内风平浪静，涂面平坦，常年水色清 

澈，饵料丰富，全年水温在6．68～30．55℃，盐度在21．9c一29．11％，pH值 平 均在 7．53— 

8．62。底质中泥占10 ，细沙占l4．50％，贝壳碎末和粗沙占75．51％。因此该海区很适合菲 

律宾蛤仔的生长，年产量4000--500C吨，捕捞旺季日产量可达2500公斤。但目前对其利用还 

处于盲目采捕阶段，资源量有衰退迹象 本文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这种贝类资源，发展养 

殖业，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依据。 

一

、 调查研究方法 

自1984年 7月~1985年ioA在象山港黄墩支港，根据《全国海岸带及滩馀资源综合调查 

规范》中潮问带生物调查篇，设断面、站，点进行采样，每月 2— 3次。共采样 25520只，每 

月每次随机测量各年龄组样本，共计2392只。 

资源量的评估，根据推算出的各龄蛤仔的密度，结合调查访问估 算 整 个 支港的总资源 

量。用瞬时死亡率和捕捞量计算资源量⋯ 。依据格雷厄姆 (Graham，1935)提出的s一型曲 

线理论，确定合理采捕量 。 

‘ 本文 初藕 经疆 门大学 李 复雪先 生 审阅， 特此 致 酣 

奉文千l 98 年 2月 3日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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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菲律宾蛤仔的种群动态 

1·群体结构 

(1)壳长，体重及年龄组成 1g85年 4— 6月问，即采捕前翔，能较正确地反映该港 

蛤仔群体组成。在采集的 2378尽样本中， 1龄．~153只，占总数6．6％} 2龄贝 2038只， 

占87．5 }3龄贝l33其 确 ．7 ，垂醣贝4 1只，占0．2 。 

0 
0  
*  

壳长(mm) 

儿 汾 

圈 1 蛤仔 壳长瓤率丹布 圈 2 始仔各 斡皿月年生长曲拨 

Fig．1 The distribution ffeqneⅡ y 0f shell length F_g．2 The tDn 日s丑f，growth cqrve 0f clam for 

of R．尹h订fppin0r m dlff~'ent age group 

菲律宾蜡仔的壳长组成(图1)：蛤苗壳长在1．79—4．78ram之间，峰值在3．O一4．0ram} 

1龄贝壳长在11．0—22．0mm，峰值在l7．0—18．0ram} 2龄贝壳长在 2O．c一30．0ram之间， 

峰值为 26．c一27．Om } 3龄贝壳长在 28．c一39．0ram之间，其峰值为 32．c一33．Omm。体 

重组成 2龄贝在1．0—5．0g之间，峰值2．5—3．O鼬 3龄贝体重组成在4．c一10．0g之间，蜂值 

在 6．0-- 6．5g。 

(2)性比 据观察，黄墩海区菲律宾蛤仔繁殖季节在 9—11月份。在翳殖期 间，雌性 

个体 的卵母细胞直径为62—70 JI!，呈圆形，且核有偏位现象。从147个样 本 的 性 腺观察来 

看，雌雄比例为1：1，07，几乎相等。产卵群体以 2龄贝为主。 

2．生长规律 

(I>各龄贝的周年生长规律 从图 2来看， 1— 2月份贝壳生长缓慢J 3--1 0月份生 

长速度较侠，l0—12月生长几乎停止。从各年龄组曲线的坡度来看， I、 2龄贝生长快于 3 

龄贝。 

(2)体重 (w)与壳长 ，L)关系 将w (克 对L (厘米)进 行 回归，其 指数方程 

为：W =0．1 491L““ ，相关系数 r=O．9823(图 3)。 

(3)一般生长型 依菲律宾蛤仔繁殖盛期 (1ob份)为个体发育起始点，得出各月龄 

的平均壳长，经计算分析，其曲线呈 “s 型 (图4)。用Logistic自然生长方程来拟台壳长 

随年龄的生长。 

Lt L。 
1+ 一 l 一 d (1) 

L 为L 的最大值， 为曲率j 为理论起始月龄}f 为m个月龄。由 (1)式可得L =4．06， 

=0．C861，t。=25．3086，剐壳长生长方程光l 

l 

● 

^̈  ● 一 

燃 一 n_=“_=H：=̈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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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 2 3 4 

壳长 lcm1 

圈 3 婧仔体重与壳长槽关瞌缇 

Fig．3 The relat]an curare between body weight。“  

sell·length for R．坤 fI帅  s 

l+ 

E 

且龄 

圉 4 菲擤宾蛄仔壳 长生长曲线 

Fig．4 The m讳Ⅱgrowth州 e of R．矾 Ⅲpp nes 

iⅡshell—Ie~gth 

： —  _0 (2) 
1 4-e2．】791—0．0B6】} 、 

r=0．9547(n 3 。 

此方程可以代表黄墩支港的菲律宾蛤仔的一般生长规律，即16月龄前，曲线较平坦，蛤 

仔生长较慢，l6月龄到36月龄盟线陡峭，该阶段生长较快，36月龄后曲线顿度叉减小，蛤仔 

生长进入缓慢阶段。 

(4)生长速度 公式 (2)反映了蛤仔总的生长过程，为了研究其生长过程的变化特 

征，根据物理学定义，用生长速度 描述，得。 

dL 3．089~e一0·0 t 

(1+e 2·1 79]一0·046 1t ) 

由图 5可见，t<25．31时，其 壳长生长曲 

线为上升曲线，即 25．31月龄前壳长生长 

速度不断增加，当 25．31时， 壳长生长 

速度达最大 =0．e85厘米／月。此时为 
u ■  

菲律宾蛤仔的生长拐点。当t>25．31时， 

其壳长生长速度曲线呈下降趋势，印壳长 

生长速度不断减慢。 

(5)鲜 出肉率的周年变化 从 2、 

3龄贝鲜出肉率 (MP)周年 变 化可 以看 

出 (表 1)： 2龄贝 3— 8月份 MP值维 

持在46．3—47．8 之间，8月最高(47． )， 

8 16 “ 40 48 铀 64 

月 喾晕 

田 置 菲律完蛤仔生长速度 由巍 

Fig．5 The gx'e~th speed cttl'~re of R．帅 Ⅲpp ∞ 

in sheli-length 

11月最低 (3 0。4 )}姐月到翌年 2月MP值叉开始回升，此规律与特 卵排放 饵料生物多 

少及水温的高低有关 

一 
一 

l_ 一 

9  ， 一 

0  R  B  4  2  

一 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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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2蘸、5I睁贝的各月鲜出冉率( ) 

T~blo 1 The different pcccentago of soft body eight( )in 2矗nd 5 year old clams 

3．黄墩宴港菲律宾蛤仔的资纛动态 

(1)种群的瞬时总死亡系数 (z)和瞬时总死亡率( ) 根据群体结构中各年龄组的数 

量资料，用N c=N。e- 计算总死亡系数，因1龄贝资源量很少，计算从2龄开始。 
l f ， I 

残存率 (e。)：∑N ／∑N，，求得e =0．0631 0，z=2．7629，总死亡率 =1～ 
t 一 ， ， I 一 2 

0．0631=0．9369。 

以2龄贝数量为1000，则Nt=1000e ” ’作存 活曲线 (图6)。从 图6看，这 

与上述年龄组成情 况基本相符。 

e 

■ 

年 龄 

图 6 非律宾蛤仔的存 活曲线 

Fjg．6 The ettcve of survlv$1 rate of 

R． iIip9fnes 

(2)瞬时 自然死亡 系数 (jlf)和 瞬时自 

然死亡率 (D) 瞬时 自 然 死 亡 系 数可采用 

TIOPHH (1963)的方法， 由极 限 年龄 (t1) 

求得。而极限年龄若根据 Logistic自然生长方 

程提供的参数，可 用 Pyzam,s(1964)的公式 

经过变换后的式子计算。变 换 后 的 公式为： 

【lg 由此得 
56．374(月龄)，I：llt =4．6978(足年龄)。 

以种群从 2龄到 t 期问的总数为 1 000， 

N 时的数量 为 I，用 公 式 N =N。e 求解 

M，当 t =4．6978时： 1=1000e ” 得 

M 1·4704 

自然死亡率 (D)： ：0．4986。 

(3)瞬时捕捞死亡率 循 )和瞬时捕捞死亡系 数 (F) E= 一D=0．4385 F=z一 

M =1．2925 

4．资纛量估算 

甩瞬时捕捞死亡率和捕捞量估算资源量的公式为：捕捞死亡率=捕捞量／资源量，1985年 

的捕捞量为4225吨，则资源量N= ~9640n电 (19．28万担)。据潮下带 单 位面积采 

捕量的统计和对潮间带滩棘生物量调查，其潮下带罘捕量为 450g／m ，滩 涂生 物量 密 度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4期 李四云等：象山港黄墩支港菲律宾蛤仔的种群动杏及其繁殖保护措施的探讨 

344只／平方米，计体重为 935．7g。以此结算黄墩支港有菲律宾蛤仔分布的约 2万亩面积(潮 

下带、滩涂各1万亩)的资源量为， 

潮问带t 堑 嚣器 =6241吨(12．4822~) 
潮下带t j 业 兰 =3oo2~ (6

．oo3万担) 

其总资源量为9243吨 (18．4s52万担)，取 两种方法韵平均值，总资源量为 9441．5吨 

~18．83万担)。 

园资源量的持续与补充量群体有关，要估计以后几年的产量，就应分析1龄贝、蛤苗的 

群体状况。按正常情况， 1龄贝虚比2龄贝多才能获得持续的高产，但从表 2来看。 1龄贝 

特别少，必然会导致1986年产量下降．作者为了证实邀点，1986年又赴实地统计了实际采捕 

量，结果只有2650吨 (5．0万担)，且捕捞群体以3龄贝和l龄贝为主。 

、 寰 2 19B5卑薯誊簟节I瞢■见荫舳  另一十主要补壳-群体蛤苗 密 度 很 高 (表 
TIb]e 2 The density ofth  clams nf di,~fer 

ent ate in the catching season in 19S5 
3)．达8．6O万颗／平方米，其分 布 在整个黄 

墩支蓓。若积极开展繁殖保护工作，1987年的 

产量将有所回升。 

三、繁殖保护措施的探讨 

依据种群动态，对有关的繁殖保护措施探 

讨如下 ， 
’I．以菲律宾蛤仔生长规律为依据，可规 

囊 5 4、5，e A,@Millel 

Table 5 1"he deeeAt~ t 取_协  ̂吐 to Jm船 int985 

、=～ ～  。 

，  点  ̂ 7 平琦 
月 、 、～  

份 ＼、、(万且／米 ) 

4 2．3I B．I 2 3． 5 1．36 5．32 3．02 S．6B 4．2I 3． I 

B 。 4．40 a．99 4．7O 3．04 I．80 3．1 2 6．01 4．5B 3．82 

6 5．O3 3．09 2．09 2．2l 3．79 1．02 3．25 2．09 3．27 

平均 3．60万且／米 

定出可捕规格、年龄和季节。综合有关结果，菲律宾蛄仔生长速度以 1、2龄贝为最快，生 

长拐点为25．31月龄，出肉率以4— 8月份为高，而 2龄贝的鲜出肉率 略 高于 3龄贝。因此 

采捕年龄可定为大规格2．76cm左右的 2龄贝和 3龄贝。 

另外从生长季节结台考虑繁殖季节，采捕季节以4— 8月为好。采捕规格，理论上以采 

捕2．76cm以上个 体为好，群众也喜 而且经济价值高。根据采摘规格，应尽 早制订出一 

种有利于繁殖保护资源的阿具规格。 

2．黄墩支港的菲律宾蛤仔自从1981年开发利用以来．最高年 产 量 达 5600吨 (11．2万 

担)，1985、1986年产量有较大幅度下降 (表4)。究其原因也与捕捞过度有关，根据格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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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姆提出的 s一型 曲线 自q理论，要使种群维持最大产量，就应该使种群维持在最大资源量的 
一 半以上，即捕捞量应低于最大资源量的一半以下。现经估算黄墩支港总资源置 为 9243吨 

(18．4852万担)，而最高年产量为5600吨，超过了该港最大持续产量，长期下去 就会引起 

资源置衰退。因此，为了繁殖和保护该港资源能稳产高产，台理的采捕量应低于最大资谅量 
一

半，即3500--4000吨 (7— 8万担)。 - 

裹 4 冀t支港1995年!t 1880年冀仔的产量 s．该港蛤仔的群体组成中， l龄贝特剐 

'table 4 The 7~l,i-71ekl of cII丑sffc,~l1981 小，这不符台正常的种群结构。其原因主要是 

— — — — r  里 竺 军——f一  1龄贝在苗种阶段，其栖息海区受到了万吨轮 
一 兰竺 竺 ! ! 竺 !竺! ! 拆船厂戚百吨柴油污染。至于该港蛤仔的自然 
兰兰：竺 f ：：!L三竺：j!：：1 3 11：!』：：：：．!：!竺 死亡系数和自然死亡率较高，除海况因子尚待 
进一步研究外，大量的渔船和群众拥 挤在同一地点酷捕滥捞，海泥大量翻动，将蛤仔埋于深 

处，时间过久而引起窒 息死亡，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 。根据上 述 原 因，要保护蛤 

仔资源，达到稳产高产，首先耍防止水质污染，要杜绝有关工厂，尤其是农药，化工，造纸 

以及拆船等工厂把污水排入潜中，其次可采用区域性轮捕的办法，既能保证足够的亲贝参加 

产卵繁殖，又有利于各龄贝生长发育，第三应规定 8月拿翌年 3月份为蛤仔的禁捕期，特别 

要禁止繁殖季节 (9一儿月)采捕。 

4．要提高象山港菲律宾蛤仔的产最，应采取增殖与养殖相结合的方针，即在加强繁殖 

保护好原有 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菲律宾蛤仔的人工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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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 LATION．DYNA tMCS 0F CLAM (RUDITAPES 
。  

PH皿jPpINARD )AND T MEASURES FOR lts 

PROPAGA"I tON PJ OTEC TION 

Li Mingyun Xue Xuelang Feng Jian Yu Peng 

(Zh eiiong Fisher~es College，Fisheries Bureau o，Ning H Coa~ty) 

For the purpose,of the rational management and stock propagation
．
fhis paper 

deals with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clam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at Huaagden area in Xiangshan hurbour during the period of July 

1984 to October 19．85．The：stock coraposiUon is mainly made up of two years old 

clams，being up to 87 5％ of the tota1．According to the variation in the incre 

ment rate of shell fringe neW ~tings Iargely appear in December
．
The shell length 

and shell height as function of the length of shell s fringe (R) can be expressed 

as：Ll=1．2020R +0．0410} H =0．7827R+0．17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weight and body length is W =0．1491L。‘ ．Its growth rate fits in with Logistis 

,natl~ra1 equation 

L'= —  (} =month age)1 
．  。 + e2．1 791—0．Oe61f- 、 

The inflc xion point of the shell 1ength increment curve is at 25．31 month age
． 

The corves of growth and acceleration can reflect the nature of changes in the gto— 

wing process．The practical estimation of the resoUrces amount at Huangdeu area 

agrees basically with the theoretica1 estimation (about 9。0 thousand ton)． The ra— 

tional catching amount should be 3．5— 4．0 thousand ton)．n is necessary to suggest 

that minimun legal harvestable age，size and catching season should be 2 years old， 

2．76cm in length and from Apri1 to August． ． 

Key words：shellfish，clam，popuIation dynamics，propagation protectio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