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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西施舌仅分布在太平洋西部沿岸 。 

福建闽江口梅花穿山行(119。48 E，25 3 N)以 

南至云母礁 (119。40 E，25。49 N)盛产西旋 

舌l2J，最高年产量达 580t(1969—1970)。1985 

年 l0月该区域被福建省^大确定为海蚌保护 

区[引。 

2．1．2 垂直分布 栖息于低潮线附近至干潮 

线以下10 m左右水深。它县有迁移习性，随着 

个体生长。从低潮线附近向浅海较高盐度水域 

迁移。 

2．1．3 水温 适应水温8—30℃，最适水温 l7 
— 27℃(见表 1)。 

表 1 木温对西施舌的生存影响 

2—4 紧fjI双壳，水管缩在壳内 
非适应 水 温 

4—6 同 
中的活动状 31

— 32 24h后大量死亡 
志(℃) 33

— 34 10h后大量死亡 

适应承温(℃) 8—16 双壳微张，伸出术营，能潜^砂中 

最适承温(℃) 17—27 活动力强，胚眙及成体发育生长正葡 

适应水温(℃) 28—30 垂 曩喜 能潜̂砂中'但容易呈 
2．1．4 盐度 适应盐度17—35％，最适盐度 

20—28％0(见表 2)。 

表2 不同盐度对西施舌生存的影响 

非适应盐度 10—14 器窑紧闭一天后双壳开张呈现死亡 
中的活动状 15—16 双壳紧闭一天后离开孔亢开壳死亡 

36—38 双壳各开张，水管伸出少许 态(‰) 

39 40 双壳紧闭 

适应盐度(‰) 17—35 活动正常 

最适盐度(‰) 20—28 播动正常．发育与生长良好 

2．1．5 底质 西施舌生存的土壤颗粒直径在 

0．005一lmm，底质以砂为主。其中，颗粒直径 

大于 0．005ram约占 90％，小于 0．005ram约占 

10％(见表 3)。 

表 3 西施舌生长海区底质分析(长乐市漳港潮下带) 

2．1．6 pH pH适 应范围 7．4—8．6，最适 

PH8．0—8．4，在这一范围内，胚胎及稚贝发育 

生长良好。 

2．1．7 摄食习性 西施舌的成体摄食，属于被 

动滤食方式。海水中的悬浮物质，由入水管进入 

外套腔，浮游植物中的硅藻主要有：圆筛藻(G 一 

cinodisc~,spp)、舟形藻 (Navicula spp)、直链藻 

(NIetosira sp)、骨条藻(Sreletonema sp)、根管藻 

(Rhizo~genla s'p)、星杆藻(Asterionella sp)、曲舟 

藻(Pleuro,qgma ssp)、月形藻(Amphora sp)等属。 

除此 之 外，还 摄 食 原 生 动 物 中 的 拟 钤 虫 

(Tintinnopsi5 sp)、附纹虫(Fa-oalle印)以及小型 

甲壳类和蔓足类的六肢幼虫．动植物的有机碎屑 

和无机微粒等。据调查，盛产西施舌的福建闽江 

口梅花穿山行以南至云母礁海区，水色 l1一l8 

号，浮游生物量 15000—45400个／I ，平均 32400 

个／L其中以浮游硅藻占优势。 

2．1．8 千露忍受力 随着干露时间的延长，酉 

埯舌体腔液失水量相应增加，当失水率超过 

8％时出现死亡，气温 20℃干露 29h后大量死 

亡，气温 30℃干露 12h后大量死亡(见表4)。 

表 4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西施舌的干露忍受力 

气温(12) 14一l5 18—20 24—25 28—30 

实验十数(粒) 30 30 30 30 

十体平均长度(cm) 9．22 9 31 9 28 9．I5 

出现死亡时间及 40h后 失 22h后 失 14h后 失 8h后失 
体重 失重率(％) 重 9 4％ 重 9 4％ 重 8 2％ 8％ 

大量死亡时间 68h后 29h后 20h后 12h看 

死亡数量(粒) l3 1l 11 14 

死 亡 状 态 l般壳微强 般壳开张 

2．2 人工养殖试验结果 

2．2．1 试养方法 为辫决西施舌在梅雨季节 

困低盐度引起的大量死亡和盛夏高温季节的大 

量死亡，在掌握西施舌生态习性的基础上，采取 

以下措旋： 

(1)选 择细砂底质，地下渗透 水盐度在 

l7‰以上建池围网试养西施舌。 

(2)在 4—5月间的梅雨季节前，每逢大潮 

均蓄满水、水位升高至 1．5m，使池水盐度保持 

在 17％以上。 

(3)夏季除 l『在池面搭盖遮阴外，采取池内 

抽水、利用砂质池渗透海水调节水温，使池内水 

温保持在 3O℃以下。 

试验采用 自然海区收集的体长 4—8．5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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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西施舌，9—12月间在潮间带垦区砂厦池 

中围网疏放稀养．每 1m2放养西施舌 10个左 

右。放养前池子经清池消毒，井铺上 20cm的 

新砂。试养期间，每天换水一次，进水过滤闸装 

置孔径2—3ram的尼龙筛绢，水深保持 0 4— 

1 5m，每半个月放干池水一次，主要扑捉虾、蟹 

等生物敌害，消除虎苔。 

2．2．2 试 养结 果 (1)1992年试 养面 积 

340m2，放 养 体 长 4—6．5cm 的 小 西 施 舌 

436．5kg，3990个。经 1O个月的放 养，收 获 

559．4kg，3627个，成活率为 9O％，重 量增 长 

28％(见表 5)。 

表 5 中 小西施舌试养结果 

(1992年 2 12月 

2月 1 28日放养 12月20门验嘘结果 

养池 
340m2 十敷 平均件妊 乎均悻重 总重 数量 平均性长 平均悻重 成蜡{ 

(十】 (啪】 fg) (g) (十】 ( ) (g) c％) 

前段 
A组 3lH】 5．08 55 16500 246 6．04 83 82 

中段 l630 6 45 95 I5如【m 1430 7 01 146
． 8 88 B组 

詹段 2060 6 87 125 26姗 D 1951 7
．04 l68．8 94 C组 

平均 台计 3999 436
．5I【g 3627 559 4 90％ 

表 6 1992—1993年±池试养西施舌结果 

1992年 l2月 1—3t1日敲养 1993年l2月20 H 
组别 收成结果 

放养重量 面积 体长(cr【1) 平均体长 收获重j 
(kg) (cm) (kgj 

A 870 792 4 6 7
． 1 lI55 (11 x 72) (平均5

． 3) 

B 1165 1056 6—7 7
．3 1430 (11×96) (平均6 5) 

C 1555 1452 7 8．5 9
．2 1785 f11×132】 (平均7 8) 

小什 359|1kg 4370h 

(2)1993年 l2月 试 养 面 积 扩 大 到 

3300ill2
． 放养平均体长 5．3—7．8cm西施 舌 

3590kg，经一周年放养，收获平均体长 7．1 

9．2cm的西施舌 4370妇，体长平均增长 1．5cm 

左右，重量增长22％(见表 6) 肉质部肥满度 

有明显增长(见表 7—8)，试养结果良好。 

表 7 放养前西施舌壳I、鲜肉I、体腔液 占总体重 

百分比的测定(|992年12月2|1日】 

壳 重 鲜肉重 l 体腔{葭 

重量l占总体重 重量 占 重l l点 量 (g】 l (％】 (g) 
1l70 l 31 58 774 20．go l 1680}45．20 

}曼I定 十．总体重3624g 

表8 池养西施舌12十月后，壳重、鲜内I、体腔液 

占总体重的百分比【19q3年12月20日】 

壳 重 鲜肉重 I 体腔藏 

重量 占总体重 重量 占总体重 l重量 占总体量 
‘ ) 【％】 (g) (％】 l(g) 【％) 

I203 28．95 1095 26．3s l 1734。 41．75 

}!捌定30十．总体重 403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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