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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月贝生态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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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记叙了日本日月贝的主要生活习性，观察结果说明在自然条件下，该贝生话在低潮线以 

下 s一20余米水深的 砂砾屡，在实验室条件下生活在 0．5一 I厘米的砂层中，海水比重以 I．0l7一1．024 

为宜，食物以硅藻类为主，可进行人工繁殖但不宜用因禁式的放养条件。 

甘本日月贝 (Amussium aponica)俗称 

“飞螺”、“带子螺”或“月螺”。 它的闭壳肌干品 

称为“带子 ，为久享盛誉的海珍佳品。 该贝仅 

分布于 日本和我国南海水域，迄今，有关 日本 日 

月贝的生态学研究仅有张玺、齐钟彦教授等作 

过简要报道。 

北部湾的日月贝资源较为丰富。但是由于 

长期滥捕，致使该资源 日趋衰竭。 为了发展生 

产和恢复资源，我们从 1982年 1月至 I 9 85年 

2月在广西北海市进行了 日月贝生态观察和人 

工育苗研究，井于 I985年 2月取得了人工育苗 

试验成功。 现就有关该贝的生态资料进 行 报 

道。 

一

、 分布海区与栖息环境概况 

在广西 ，从东部两广交界的英罗港直至西 

部的防域企沙港 、距离大陆沿岸 1 0多海里以外 

的海区和涸洲、斜阳二岛周围海域均有日本日 

月贝分布，但以北海半岛冠头蛉岬角以东，白虎 

头东南方1 0多海里外的三排石和北海港西南至 

合清白龙港口外 2海里的海区低潮线以下 5至 

2O余米深的海底资源最为丰富。 

日本 日月贝资源丰富的由虎头三排石和合 

捕白龙港口外的海区，年平均 ( 个季度月平 

均，以下同。)Tk温为23．07~C，最高月份即7月 

份为 3I 99qC，1月份最低 为 I 2．34~(2，年平均盐 

度为 30．73‰ ，最高时 l0月份为 32．33‰ ，最低 

时 4月份为 28 64‰ ，年平均透时度为‘．64米 ， 

最高 1月份为 II米，最低 4月份为2米。三排 

石海区底质以砂砾为 主，粒 度 参 数 Md 为 
一

0．5一 I，Qd 为 0．7-- I．2。 砾石 含量一般 在 

30—70知之间，砂含量在 25—57％之间。台浦 

白龙港的外侮区底质为中粗 砂 (MCS)，其 中 

以粗砂为主；O一1 粒级 含 量 约 4O一72殇， 

1—2 含量约为 25—42移。MdO 为 O．2一I．0。 

OdO0．3-- 0．780 

二、材 料 与 方 法 

日本 日月贝试验材料取自北海市白虎头海 

区，系由渔民渔获物中获得。 

生态观察使用的材料以下述尺度共分三组 

即包括平均壳高 4．86×壳长 4．89厘米组 (最 
。

≈壳高 5．8厘米，最小壳高 4．3厘米。)、壳高 

7．I 8×竟长 7．I 9厘米组(最大壳高 8 I厘米，最 

小壳高一6．8厘米。)和壳高 8．55× 壳长 8．85厘 

米组 (最大壳高 9lI．厘米，最小壳高 8．2厘米。) 

等 3组，(每组含 3O只贝)日本日月贝的群体。 

室内观察是将 日月贝饲养在本所养殖室的 

两个分别为 3．5立方米和 I立方米、平均水深 

为 8O厘米的水泥池中进行。试验用水是用水 

泵吸取的 自然海水经过滤后使用。每天换水与 

投饵一次曾进行对流水与不对流水，水池底部 

平铺砂屡 (5厘米厚度)和不铺砂屡以及使用不 

同比重的海水所进行的对比试验。试验时每 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还在自然海区吸取 30只日月贝亲贝经去壳后 

用肉眼和显散镜进行生殖腺发育状况的 观 察， 

同时在海区用福尔马林液泡制若干疑标本，进 

行胃含物分析。此外还曾使用玻璃水族箱和培 

养缸 (8000毫升)对 日月贝进行过人工诱导产 

9 和人工育苗试验并对 日月贝繁殖活动进行观 

察。 

野外 试验是用 网孔 直径 为 2厘米 、面径 为 

33厘米、底径 38厘米 、高 10厘米的胶丝 网笼 

装载 日月贝(每只笼分别装 10、20、25只贝)吊 

控于北海市珍珠场南沥养殖区浮筏养殖架下面 

进行海区养殖观察。同时还收集 日月吸分布的 

自然海区的环境因子数据和对室内水池的理化 

因子 进行观测。 

三、结 果 与 讨 论 

(一)关于 日本 日月贝生活习性的 探 讨 

日月贝在自然海区是生活在低潮线 以 下 5至 

20 余米水深的砂砾和粗砂的 海底。 

室内水池饲养 日月贝，不同底质对比试验 

说明，底部不铺砂的水池 日月贝生长不好，底部 

铺砂者，日月贝平时多喜欢栖息在 0 5--I厘米 

厚的砂层(砂径 0．2--2．2毫米)中过底栖生活， 

它的细柱状的斧足往往反转伸展在 贝 壳 的 表 

面，这与它的自然生态相类似。 同时我们观察 

到壳高 4．3至 5，8厘米的群体组比壳 高 6．8至 

8．I厘米的群体组钻砂速度快，而壳高 6 8至8．I 

厘米的群体组 ，又比壳高8．2至 9．t厘米自 群体 

组钻砂速度快；即是说 ，小个体比大个体 日月贝 

钻砂能力强。室内饲养池中经常见到 日月贝作 

腹缴在前，壳顶在后的飞翔式游泳运动。 

(=) 日月贝生活与水温 盐度与露空时间 

的关系 现已查明，室内水池水温低于 9℃，日 

月贝就趋于死亡。水温在 32~(3以上 日月贝的 

生活就趋于不正常状态。 白虎头渔民普 遍 反 

映，海区出现特大洪水时，往往会造成日月贝大 

批死亡。为此我们在1 983年t1月中旬用 t．003、 

I_006、1．OOP、1．0l2和 1．0l5的五组(每组 4只 

贝)不同比重的海水对 日月贝进行比重试验程 

度的实验，结果，第一组经 8分钟后，全部 昏迷， 

两壳张开 ，放 回原 比重 l_020海水后 (海区海水 

比重 为 1．0245)，实 验贝缓慢恢复至正常状态。 

但如果推迟至 2O分钟后，再放回原比重 1 020 

海水时即全部死亡。第二组经 1 0分钟后，全部 

昏迷，两壳张开，放回原比重 1．020海水后，缓 

慢恢复正常，但延迟 25分钟后，再放回原比重 

1 020海水时，全部死亡。第三组，经 1O分钟 

后，全部昏迷，在放回原比重 1 020海水后，慢 

慢恢复正常，但经 30分钟后，再故回原 比 重 

1 020时，全部死亡。第四组，经 35分钟后，全 

部 昏迷，放回原比重 1．020海水时，全部死亡。 

第五组，经 6个小时后，仍未死亡，但已处昏迷 

状态 ，再放 回原 比重 1．020海 水后仍能恢复至 

正常生活状态。这说明日月贝对低比重海水仅 

能够耐受短暂的时间，其适应下限为 L．014。池 

养证明，海水比重在 1．01 7--l_024时较予适合 

日月贝的生活 ，这说明 日月贝是高盐性的贝类。 

当外界生活环境最适合肘，日月贝的外套噗触 

手非常整齐戈 一地舒展在贝壳外缴。 

在年平均 (82 83年二年平均，以下同)水 

温为23．43℃ (最高 3O℃，最低 12．1℃)。年平 

均海水比重为1．O1 99(最高l_0249，最低 1．O1 4)0 

水池水深 80厘米时，池养每平方米永体，养殖 

壳高 8—9×壳长 8—9厘米的 日月贝以 30只 

的 密度 为适宜。 

在室温 24 2℃ 的条件下 ，进行 日月贝离水 

露 空 30，45，60，90，120分钟 等不 同时 间，试验 

时结果证明离水露空时间达 120分钟后，再放 

回水温 20~(3的海水中，试验用贝仍能恢复其生 

活能力，这为今后移殖 日月贝亲贝工怍提供了 

数据，关于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关于日月贝食辩的探讨 根 据我 们 

对日月贝胃含物显微观察结果，发现其食料大 

部分是硅藻类，初步鉴定主要 有 微 凹圆 藻类 

(Coscinodiscus subconcavu,)、狭线形圆筛藻 

(c口 f o fⅣf∞ f，ff f4， f)、直链藻 (Me— 

losira agard~)、斜纹藻 (Pleurosigma)、箱形 

藻 (Cistula cleue)、拟铃虫 (Tintinnop~i~)、 

有机碎屑等。这说明日月贝在海区的天然饵料 

以谴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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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结果说 明 ，池养 日月贝选 用扁藻 

(Platgmona；sp)和湛江叉鞭金藻 (Dicra；a一 

，ia zhanjngenis)作为亲贝和幼体的饵料时，其 

生舌情况正常、性腺发育良好并经人工授精后， 

能 够人 工育成幼 受。但人 工最 佳饵 料有待今 后 

深 人探 讨。 

(四)关于日月贝性别与繁殖季节的观察 

日月贝同其它双壳类一样，从 受类外壳难以区 

别雌雄 ，只有在繁殖季节 ，剖开 贝类才能区 刚。 

该贝是雌雄异体的动物，雌性的生殖腺外观呈 

鲜艳的桔红色，雄性生殖腺呈油光的乳酪色。根 

据我们统计的 345只亲贝材料说明，雌 性 占 

50 1 4弼，雄性占49 86 ，因此雌雄性别比例是 

接近的，根据三年的观察结果说明 日本日月贝 

的 繁殖季节是每年 11月至翌年 1月。 据我 国 

以往记载， 日本 日月贝的繁菹季节 约 在 5—7 

月 一 ，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北部湾的实际情况 

的。 

(五)封 B月贝进行人工繁殖的宴马盘观襄 

在 日月贝的繁殖期。我们对性腺已经成熟的亲 

贝进行人工诱导产卵试验。实验前过滤海水比 

重平均为 1．021(1．01 85—1、023)，水温为 l5 4— 

24．5"c，实验时水温升高 3．3—8℃ (5．55℃ 为升 

高最佳水温)，经过 22分钟至 5小时 49分钟的 

潜伏期(即人工升温所需时间)后，性腺成熟的 

亲贝即大量排精产卵，乳白色的精子缕缕喷射 

而出，并在水中弥散；桔红色的卵子呈烟柱状喷 

散在水体中而后逐渐沉降在培养缸的底部。 该 

贝卵径平均长 1 53．0 7微米。高 151．51微米 (10 

只平均)，最太长度为 163．2×高 l 55．4微米， 

最小长 1 39．9× 高 1 39．9微米。 光照下精子呈 

绿色井作眺跃式运动。从 1982年 1月至 1985 

年2月，一共进行人工诱导产卵和人工育苗试 

验 28次，并于 1984年 1 2月 11日第 28次人工 

诱导产卵试验时 ，收集精卵进行人工授精，受精 

后，幼体经历 32天的培养，于 1 985年 2月获碍 

日本 日月贝室内人工育苗。52天的幼贝，最大 

个体已达壳长 313．9× 壳高 365．5微米。 

(六)对日月贝在海区进行养殖的观察 

1 982年 4至 5月间在北海市珍珠场南沥珍珠养 

殖区用 20只皎丝网笼装载 日月贝进行垂下式 

养殖试验，并怍生长度测量，但在生长度测量之 

后的第一个周月内，笼中之 日月贝已部分死亡； 

第二个周月进行生长度测量时，发现所养 日月 

贝已全部死亡，致使生长度测量工作中断，这启 

示，用小体积的陵丝踊笼在海区进行囚禁式的 

养殖方 式是不适宜于 日月贝养殖的。 这是由于 

日月贝固有的飞翔式游泳习性，活动力强，平时 

在笼中横冲直撞，易于造成死亡的结果。 鉴于 

日本 日月贝在自然海区往往与台浦珠母贝栖息 

在同一地方，亦即二种贝类生活的自然生态环 

境有相似之处，因此可以以合浦珠贝为对照。如 

果在试验时，同时、同地、用同规格网笼养殖合 

浦珠母 贝时 Pinctada martensi它却能正常 地 

生长繁殖。显然 日月贝的这种死亡现象，与海 

区环境因子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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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第42贾) 

的肾脏只有一个锥体，整个肾是一个肾叶。 而 

人在胚胎期其肾分叶明显，出生后则不明显，至 

儿童期分叶消失。分叶肾的存在反映了动物发 

育中的进化过程。因此，研究观察棕熊分叶肾 

的解剖学 、组织学，不仅为研究其正常生理功能 

提供形态学资料，同时对研究动物的进化也具 

有一定的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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