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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所见成鸟皆参与繁殖(图 l，见封2，下同)。 

我们在桃力庙一阿拉善湾海子西南部的三个相 

邻的湖心岛上，观察到 8个遗鸥巢群 ，经逐个统 

计 ，共有 581巢。除遗鸥外 ，在岛上营巢的鸟还 

有鸥嘴噪鸥 (Gelochelidon nilotica)、反嘴 鹬 

(Re~uruirostra at,og~t$@)和黑翅长脚 稿 (Hi- 

m 。 j f̂m口 j)o 它们的巢建于遗鸥巢 

群的外缴和岛的延伸处。 

营巢前 ，岛上遗鸥群十分活跃，选中巢位 

后，雌鸟即卧饫其中，雄鸟叼回巢材，由雌鸟铺 

筑．或轮番叼草营巢。巢由白刺、沙柳、柠条的 

枯枝搭成 ，内铺寸苔草、藻类和羽毛等。巢的量 

度 (12巢)：外径 230--320mm、内径140-- 190 

m叭 深 30—55mm、高 30—7Omm，每巢产卵 

以 2—3枚暑多，隔日产 1枚卵，卵呈灰绿色，缀 

以大小不替的黑色、棕色或淡褐色斑。卵的衡 

量度 (I 2枚)，卵重 54—66g、卵径 56．6—6i1 X 

4O．3—44．3 mm(见圈 2)o产下第一枚卵即开始 

孵化，雌雄交替卧巢，孵化期 24—26天。雏为 

半早成性 ，出壳后第二天即能行走，并可在亲岛 

嘴中啄食(见图 3)。 但畏冷怕热 ，常依于亲鸟 

的腹翼之下，一周左右即可在亲鸟带领下离巢 

括动(见图{)o 

三、 食 性 

杂食性。胃中含小石柱，用以磨碎粗纤维 

及难于消化的食物。在繁殖期，以动物性食物 

为主，包括水生昆虫、甲虫等；植物性食物含量 

不多，有藻类、寸苔草和沙生植物的嫩叶。 

四、 天 敌 

考察期间，未曾见到遗鸥被天敌伤害的情 

况。不过，在湖畔和沙丘上发现有沙狐(Vulpes 

f口rⅢf)、 黄 鼬 (Mustela sibirica) 和 艾 虎 

(Must~la eversmanni)它们的活动可 能 对 夜 

宿的遗鸥造成威胁。严重的是 ，对遗鸥营巢地 

生境的破坏，尤其是拾卵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 

毁灭性的。 目前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局和伊克 

昭盟林业处已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随着对遗 

鸥生态生物学的深入研究 ，完善保护对策 ，相信 

鄂尔多斯高原将有可能成为遗鸥及其它珍稀濒 

危湿地鸟类的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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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沪沿海瘤背石磺的形态和习性 

。邱 立 言 
， 

(盐城教育学院，盐城 2240~0) 

癌背石磺 (Onchldium struma)是生活在 

潮间带高潮区的一种肺螺类。 属软体动 物 门 

(M。11 ； 。)腹足纲(G 。t 。 i ，脯 孟翻 
(
, Pulmonata)柄眼目 (StyIommatophor'a)石磺 

科 (Onchidiidae)。 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海 

·本文承裴青岛海洋研究所马锈同、南荣师范大学 尤 大 

寿两位先生热情指导，枕卫红协助解剖 ，李学健、赵々 

芳协助工作，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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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形 态 

(一)外部形态 身体呈椭圆形，裸 露 无 

壳，平静时，长 44ram、宽 37ram、高 1 4ram。背 

徽隆起，由肌肉质外套膜覆盖整个身体，外套膜 

最厚处述 2—3mm，为深灰褐色，沾有许多稀 

泥 ，背部有许多疏稀分布不匀的粒状的背眼，粒 

状突起中和其基底周围有很多黑色色素点，能 

感受白昼和夜晚，但不能感觉物体。 

瘤背石磺没有明显的头部，在前端外套噗 

自强 面与腹足相联处有触角二对，前触角两片 

呈斧状，中间有一深达基部的 “V”形裂缝，黑 

色，基部略浅，前端表面有四条 突起的横纹，色 

深，口就在裂缝靠近外套膜处(见图 1、图 2)o第 

二对触角细管状，顶端有眼，眼与套在细管外面 

的囊的顶端相连 ，触角囊收缩，细管退到外套腔 

左右两侧，基部有韧带固着。细管长 1 Omm，可 

伸出 6—8mmo 石磺的强十分灵敏，见物反应 

迅速。 

图 l 石磺背面观 l跟柄 2外套腠 3粒状瘊 ； 图 2 石磺纵剖面 l口 2唾液腺 3肝 4胃 ， 

卵黄腺 6腹足 7泄殖孔 8外套膜 9心 l4敬生体睦 1l气室 12卵巢 l3气室孔； 图 5 雌 

性生殖系统 I圈心腔 2蛋白腺 3卵黄徘 4后肾 5卵巢 6储榜囊 7泄殖睦 8泄殖腔孔；图 6 

神经系统 1右脑神经节 2右侧神经苇 3外套生殖神经苇 4 赃神经节 5左脑神经节 6壹慨神经节 
。 7足神经节 

腹足宽而平，比外套膜周宽小 3—4mm，有 

许多皱摺。外套膜腹面有粘液腺，分泌粘液以 

利腹足滑动。腹足后端中央有一泄殖孔，在其 

后方外套噗的腹面有一气室孔，开放时，孔的直 

径 为 3．5ramo 

(=)内部结构 可分为消化、循环、呼吸、 

排泄、生殖和神经等六个系统，各系统的形态构 

造分述于下。 

1．消化系统 由口、咽球、食道、胃、酾及肛 

门组成(见图 3)。 

咽球：又称 口球 ，口位于咽球前端，开口于 

前触角近腹足的中间，内有一长方形的齿舌带， 

齿舌带上有许多突出的横纹，横纹上又有许多 

舌齿。在咽球上方有一对发达的唾液腺 ，黄色， 

有道管人咽球。 

食道：咽球上方 ，唾液腺中间连接食道，靠 

近咽球有一神经环 ，食道从其腹面神经环孔向 

上穿出，在肝的腹面左右两半叶的空间向下膨 

大为嚎囊，嗉囊壁薄。 

胃：胃可分两部分 ，前一部分大，位于肝的 

左下方，有一短管与嗉囊相连，肌肉壁发达 ，其 

内壁一半增厚 ，能磨碎食物。后一部分，体积较 

小，呈扇形，壁亦薄 ，是食物消化的场所。 

肠：由胃的后一部分；i出，埋人 ⋯S’形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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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沟内，从肝的下方向右，沿侧面朝后 ，末端膨 

大为泄殖腔 ，泄殖腔孔开口于腹足后端中央。眄 

的长度为 l0．2— 1 0．5cm，是体长的 3倍多。肝 

驻发达，背面联成一个，腹面分左右两叶，每叶 

又有 4个横片叠台。在胄的后方有一个很小的 

三角形小肝叶，肝有管导与胄相通。 

2．循环系统 由围心腔、心脏和前后大动 

脉组成(觅图 4)。 

图 3 消托系统 1．齿舌 2．韧蒂 3．出口 4．咽 

球剖开图 5．口 6．咽球 7 唾液晾 8．肝 9．肠 

1O．食道 lI．嗉囊 n-胃 l3-泄殖控 14-{1璧殖 

腔孔 l；-气室孔 图 4 雄性生殖系铙和循环系 

统 l一眼 2．触唇 3．生殖孔 4．神经环 5．精巢 

6．输精管 7一前太动脉 8一心畦 9．围心腔 IO．气 

室 1．1．气 室孔 

心脏位于体后右侧近似四边形 的 围 心 腔 

内，分为一个心耳和一个心室，心室大。血液为 

淡红色，活体解剖后 ，心脏在一分钟内，停止跳 

动，血液转为无色。前大动脉有分支到龌足、外 

套膜、内脏团、雄性生殖系统、经神经环直送头 

部。向后由心耳发出二条平行血管人气室。交 

换气体后送回心耳。 所以石磺的血液是 混 合 

血。 

3．呼吸系统 在围心腔后面有一个 比黄豆 

大些的黑色蜂巢状结构为气室，内壁与围心腔 

内腔相接，背面以外套膜为界。 气室孔开口于 

蝽后外套嗅的腹面，有肺的功能。 

4．排泄系统 肾在围心腔的后侧，呈半圆 

囊状，紧靠侧壁，一端有细管与围心腔相通，另 
一 端向后人泄殖腔 (见图 5)。 

5．生殖系统 石磺为雌雄同体，异体交配 

的卵生动物。 雄性生殖系统为管状 (见图 4)。 

由精巢、输精细管和输精管组成。 精巢为细白 

色管道，弯曲成球状位于咽球左侧头部外套腔 

内，后接输精细管，输精细管以宽螺旋状，紧紧 

绕在输精管上。输精管较粗，斜着由前至后，后 

端由韧带联在腹足后右侧内壁上，向前分三段， 

形状各异，后 2cm为宽螺旋状 ，中段约 O．5cm， 

绕成七圈密螺旋状，再向前为直管，于左侧第一 

触角中部的开口，为雄性生殖孔。 精巢和输犄 

管总长为 46．5cm。雌性生殖系统由卵巢、卵黄 

腺、蛋白腺、储精囊组成(觅图 )。 卵巢在内脏 

团的最后端，深黄色，内有三条螺旋状输卵管忙 

合于卵巢基部而通出，连卵黄腺和蛋白腺。卵 

黄腺黄色，活体为粉红色。 体积较大，背面平 

滑，腹面四面内凹，可容相邻器官。右侧为蛋白 

腺，白色，上端小，下端大，左内舰I表面有螺旋 

纹，末端有管道通出，与输卵管，卵黄管相连，人 

泄殖腔上端。在泄殖腔右侧，紧靠外套膜，有一 

个长扁平囊状的储精囊 ，内有一条宽螺旋状的 

管 ，外接泄殖腔上端。 

6．神经系统 是由神经节、神经适合、神经 

索及神经所组成。在内脏团的前腹面，有三对 

神经节和一个单神经节，即脑神经节一对，侧神 

经节一对，足、外套神经节～对和单一的内脏神 

经节，在食道前端由神经连合把它们连成神经 

环，或称神经中枢，每个神经节都发出神经，通 

向有关器官(见图 6)。 

脑神经节：一对，淡黄色，位于神经环的前 

中部，长卵圆形，两神经节紧靠，发出神经通向 

触角和头的前端。 

侧神经节：一对，淡黄色，略深一点，位于 

脑神经节两侧，右侧神经节发出的神经分布到 

精巢和输精管前端部分，左侧神经节发出的神 

经分布在体前左侧外套膜和左侧腹足前端。 

足、外套神经节：在饵!f神经节下方，右侧外 

套神经节，发 出神经分布到外套嗅，左侧足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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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发出神经分布到蝮足。 

内脏神经节：单个，位于神经下方，略偏 

右，有两条较粗的神经向后，分布到内脏各器 

官。 

二、生活习性和经济意义 

(一)习性 瘤背石磺在苏沪梧海分 布 较 

广，凡有河流人海的潮间带高潮区两侧，间生芦 

苇、茅草的淤泥质海涂，都有瘤背石磺存在，它 

背积稀泥，在海滩上匍匐运动，形成与环境协调 

的保护层，使初到海滩的人难以察觉。 每年自 

5月中、下旬至 10月中旬期内，在泥面活动。空 

气湿度大，光照条件差的多云天，瘤背石磺都在 

泥表缓慢爬行。中午太阳直晒时，又开始潜人 

浅层泥中，不易捉到。 沿海群众自 6月中旬至 

9月下旬， 上午为集中，每天都有人在滩涂捕 

捉出售。 

瘤背石磺是由外套膜形成的 “肺”进行呼 

吸。气室孔开口于外套嗅最后端隍面。平静时 

约 1 0分钟左右开放一次，孔的 直 径 可 达 3．5 

mill。从心耳有两条血管与“肺”相连，富氧血可 

以回心室再送到头部和内脏团。“肺 气室保持 

韫润状态，在泥面活动时 ，“肺 主要通过空气交 

换气体 潜人泥中或水中时， 肺”能通过细胞 

质嗅上的特异性蛋白质，将气态物质在膜的内 

外表面释放而完成物质的输送。 

瘤背石磺有冬眠的习性，1O月中旬天气开 

始转冷，瘤背石磺开始由浅层向深层泥中潜人， 

进人休眠。 直至第二年 5月苏醒并向泥 面 活 

动 ，觅食，异体交配 (石磺没有特殊 的交配器)， 

繁衍后代。 

瘤背石磺对农药 、化学药品等物质反应灵 

敏 ，极小的剂量都可 以使石磺死亡，凡是污染物 

较多的人海河流，滩涂两岸，均找不到瘤背石 

磺。石磺是海涂环境保护的指示动物。 

(=)食性 从消化道中食物分析，大量的 

是泥沙、腐烂的埴物碎片，及没有消化的输导组 

织、动物细胞，单细胞藻类、丝藻等。在实验室 

培养，瘤背石磺不主动取食，说明石磺的生活一 

定要在有涨落潮的泥质海滩。 捉回室内 7—10 

天，消化道食物全部消化排空，死亡前一天，活 

动加剧，四处爬行。 

(三)经济意义 瘤背石磺是一种高 蛋 白 

低脂肪的良好的动物性营养食品，可以鲜食 ，也 

可以加工后长期食用。据张援溶(19 s6)初步研 

究，营养成分分析，台有 2 0多种氨基酸和多种 

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每 1 00克含蛋白质 8．6- 

克，含脂肪 0．5克。炒菜，和菜皆相宜，在夏季 

食用和中老年高血脂者更适宜，据群众讲石磺 

有去湿功效。 

千制方法有两种：一为用盐卤直接酶制后 

晒干。这种千制法价值较低 ，不易涨发 ，肉质 

硬，难嚼碎 ；另一种为洗净后 ，放人锅内烧开，lO 

分钟后取 出，去内畦，冷水洗净晒干 ，价格较高， 

为上品 ，一年四季可食用，容易涨发。加工调煮 

后如海参，所以江苏沿海群众俗称“土海参”。外 

套膜像癞蛤蟆，上海的金山等县沿海群众俗称 

。海癞蛤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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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正 

我刊 1990年第四期刊载的《海南岛孔雀雉现状》应改为《海南岛灰孔雀难现状》，文中鸟名誉 

应为灰孔雀雉。特此更正o (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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