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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4 墨氏胸刺木蚤的平均体长(单位：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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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繁殖的世代，是夏季高温成熟的类型。 

(五)结束语 墨氏胸剂水蚤主要 分 布 在 

黄海北部 36。N 以北，密集中心是在渤海海湾 

以外，和山东半岛以北。 4月份出现第一个高 

峰裴，雄牲多于雌性，第二个高峰期是 7月份， 

雌雄比例趋于平衡。墨氏淘刺水蚤的精荚呈细 

长管状，主要交配时间是在 4月份，带精荚的数 

量最多。墨氏啉削承蚤的交配是栖息存簌层和 

中层。墨 氏胸 刺水蚤 盼昼 夜垂直移动特 点是受 

地理位置和季节变化的影响。黄海北部冷水围 

平[I温度的变化是影响墨氏脚刺水蚤的主要环境 

条件，另外主要的原因是受交配和产卵繁殖习 

性的制约。 

参 考 文 献 

[1] 车萤度 1982 海洋水温与渔场之 闻 的关 燕 海洋学 

星 4(1)：103—1l2。 

[2] 陈清潮等 1965 黄海和东诲的浮游挠足娄 1．哲水 

蚤 且 海洋科学集刊 第七期。 

l 3】 Flemlnger A． 1979 L jdoce a (Copepoda 

c·lanoida)：N nd poor[y Kno C ribbean 

Species W ith a Kc to Species i rt the W es：r a 

Atl4n【ic．占 l eti 口t M rf Scif f 170-- -90． 

临沂地区软体动物调查初报 

高 翔 
(山东省临沂教育学院，临衍 276003) 

摘要 自 I 985年以来，笔者带领学生对该地区十三个县(市)的软体动物进行了 步调查，共栗获 

标本 ‘o0。余号，经鉴定隶属于 9科 l 9属 26种。调雀表明：该地区软体动物种类多、数量大、生在分布 

广，可以作为开发利用的一大 自然 资源。 

为了促进临沂地区的经济发展，佳野生动 

物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自 】985年，我们对 

该地区十三个县(市)盼软体动物资源进行了初 

步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 r： 

(一)寓然掇况 临沂地区位于山 东 省 东 

南部，东濒黄海、南邻江苏省，地跨东经 1】7。24 r 

— ll9~39 ，北纬 3 4。22 一36。22 总面积 21 099 

平方公里。 西北部为山地丘陵一即沂蒙山区， 

占垒地区的 6O％，有费县 、平 邑、蒙羁弓、沂 南 、沂 

水、沂源等县；东南部为平原 ，占全地区的40％， 

有I瞄沂、苍山、郯城、临沐等县市。 主要河流为 

沂河和非河，大小支流 16000余条．窜塘遍布， 

水资源 丰富 。 

该地区属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 ，气温比 

较适 中，年平均气温在 1 2-- 1 4℃之间。降雨量 大 

致在 65D一820毫米之间，多雨年份可达 1098 4 

一 】616 7毫 米。 平均 湿度 在 63m72％ 之间 ，由 

东南向西北递减。 

(二)软件动物的种类组成及分布 

1．种类组成 几年来，我们 共 采获 标 本 

1000泉号，经分析鉴定有腹足纲 7科 1l属 14 

种，瓣鳃纲 2科 8属 】2种，共计 9科 19属 26 

种(见表 1)。 

2．生态分布 (见表 1) 从表中看出，该地 

区的沂蒙山区和平原地区分布的软体动物种类 

本盅 罩蒙中科院动物断刘月樊先生指导性酲 山 ☆ 毽 

教育学院毛乾盛先生协助鉴定标丰，本院 84一B7美学 

员帮助采集怀本，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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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相同，广布种有环棱螺斟的种类和方格短 

沟蜷、耳萝 螺、 顶珠蚌、椭圆背角无齿蚌等； 

陆生的有灰巴蜗牛、野蛞蝓等；有些种类只见于 

平原地区，如中国尖嵴蚌、射线裂脊蚌、短褶矛 

蚌 、剑状矛蚌等。 

从表中还可看出，不同永体中的软体动物 

种类亦不同，河流水库中大多栖息喜流水和深 

水的 种类 ，如 尖脊 蚌类和 蚬类；而小溪池沼中栖 

息着适宜静水生活的种类，如各种无齿蚌类和 

各种螺类；这与它们的生活习性不同有密切关 

系。该地区的两条主要河流——沂河和沭河，都 

发源于丘陵地区，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下游平原， 

上游河床窄且水流急，底质为砾石或粗沙，有 

机物少，河水有时干涸 ，因此软体动物种类和数 

量少。下游河床宽阔，水流缓慢、底质为泥沙或 

沙，从上游冲流下来的有机物沉积于水底，大大 

增加了软体动物的饵料，因此其种类和数量多。 

(兰)经济剩用价值 

1 生物量 该地区内河流纵横、库塘墒布， 

水资源丰富，因此软体动物数量多分布广。如苍 

山费县等地有些小溪中环棱螺达200多个／米 ； 

临沂、郯城等地有些池塘中无齿蚌达 50多个 ／ 

米 ，田螺达 7O多个，米 ；临沂市郊沂河段蚌类 

分布达 6O多个 ，米 o我们曾就河蚌类作过 粗略 

估计：．按每村一个他塘，每个池塘有 10公斤河 

蚌，加之河流、水库、小溪等水体市的分布 ，每县 

至少有 3500~公斤的资源可供书翼，垒地区十 

三个县(市)可有 4o多万公斤的资源可文利用。 

2．开发利用途径： 

(i)食用 某些较大个体的螺类、蚌娄可 

供人们食用。如1田螺、环棱螺、蚌类、蚬类。但 

该地区人们以前无食用习惯，致使这些资源 自 

生自息。近来已有人从外地学习烹饪环棱螺技 

术，开始销售熟食环棱螺 ，销售额可观。 

(2)做畜禽饲料 螺、蚌含丰富的蛋白质 

及钙质，有助于家禽 、家畜的生长发育，并能提 

高家禽的产卵率。 目前该地区饲料加工业蓬勃 

兴起 ，动物性 蛋 白来源 日感不足 ，可考虑开发 

螺、蚌类予以解决。 

(3)药用 李时珍 “本草纲 目”中记 载： 

“蚌、蛤、蛳、蚬的肉大同小异，“昧甘、威、冷、无 

毒”， 主治消温除热、解酒毒、去眼赤，明目除 

湿”，还能治“妇人劳损下血、痔瘘、疔疮等”；蚌 

类的壳也可做药用，名为珍珠母，有镇静、安神、 

平肝的效能。 

(4)制作工艺美术品 如贝雕、螺钿、镶嵌 

等。目前有些工艺美术部门已开始制作贝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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