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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泥螺螺 ΒΒυυλλλλααχχτταα εεξξααρραατταα °° 隶隶属属软软体体动动物物门门 !!

腹腹足足纲纲 !!后后鳃鳃亚亚纲纲 为为西西北北太太平平洋洋沿沿岸岸海海产产习习见见贝贝类类

广广泛泛分分布布于于我我国国南南北北沿沿海海潮潮间间带带 潮潮下下带带浅浅水水区区 ≈≈ ∀∀

江江苏苏沿沿海海特特殊殊的的泥泥砂砂质质潮潮间间带带底底质质类类型型 !!水水温温 !!盐盐度度

等等都都非非常常适适合合于于泥泥螺螺的的繁繁殖殖与与生生长长 ∀∀同同时时 由由于于潮潮间间

带带滩滩涂涂面面积积的的广广阔阔和和地地势势的的平平坦坦 江江苏苏的的泥泥螺螺资资源源量量

与与青青蛤蛤 !!文文蛤蛤 !!四四角角蛤蛤蜊蜊并并列列于于海海产产贝贝类类的的首首位位 是是江江

苏苏沿沿海海重重要要的的经经济济贝贝类类 用用泥泥螺螺做做成成的的醉醉螺螺 更更是是餐餐

桌桌上上的的美美味味佳佳肴肴 ∀∀近近年年来来 随随着着泥泥螺螺市市场场价价格格的的不不断断

上上升升 各各沿沿海海地地区区已已开开展展大大面面积积的的泥泥螺螺人人工工护护养养 ∀∀

江江苏苏是是我我国国出出产产泥泥螺螺的的重重要要省省份份 而而盐盐城城又又是是泥泥

螺螺的的重重要要出出产产地地 出出产产的的泥泥螺螺不不仅仅个个体体大大 !!而而且且砂砂少少

或或无无砂砂 倍倍受受人人们们的的喜喜爱爱 ∀∀自自 年年秋秋季季以以来来 作作者者

就就对对江江苏苏盐盐城城沿沿海海潮潮间间带带滩滩涂涂上上的的泥泥螺螺繁繁殖殖 !! 运运动动 !!

生生活活等等习习性性进进行行了了定定期期的的观观察察 并并多多次次采采集集泥泥螺螺成成体体

和和卵卵群群带带回回实实验验室室进进行行培培养养 !!观观察察 !!解解剖剖等等研研究究 以以期期

为为泥泥螺螺的的人人工工育育苗苗和和滩滩涂涂放放养养提提供供依依据据 ∀∀

材材料料与与方方法法

实实验验室室内内观观察察用用的的泥泥螺螺及及其其卵卵群群采采自自于于盐盐城城市市的的

东东台台 !!大大丰丰 !!射射阳阳等等地地的的潮潮间间带带滩滩涂涂和和贝贝类类护护养养区区 ∀∀

对对泥泥螺螺的的交交配配 !!产产卵卵及及运运动动等等行行为为习习性性进进行行野野外外

和和实实验验室室内内观观察察 用用 ∏∏ 显显微微镜镜和和 解解剖剖镜镜

观观察察泥泥螺螺卵卵群群的的细细微微形形态态 ∀∀

结结果果与与分分析析

行行动动生生态态学学

自自然然海海区区的的泥泥螺螺在在水水体体较较深深时时不不活活动动 只只有有在在退退

潮潮后后的的滩滩面面上上才才四四处处爬爬行行 ∀∀实实验验室室内内暂暂养养的的泥泥螺螺 在在

水水体体较较深深时时 大大多多数数个个体体不不活活动动 部部分分个个体体甚甚至至将将身身

体体翻翻转转过过来来 在在无无水水或或海海水水较较少少仅仅能能漫漫过过其其身身体体时时

所所有有个个体体均均能能快快速速爬爬行行 ∀∀盐盐田田中中养养殖殖的的泥泥螺螺多多在在无无水水

或或水水浅浅的的地地方方爬爬行行 在在水水深深处处则则懒懒于于活活动动 ∀∀这这些些现现象象

都都说说明明泥泥螺螺的的活活动动受受水水深深影影响响 ∀∀

尽尽管管泥泥螺螺在在严严寒寒的的冬冬季季和和炎炎热热的的夏夏季季都都能能很很好好

地地生生活活 ≈≈ 但但作作者者发发现现 冬冬季季 泥泥螺螺钻钻到到 多多深深的的滩滩

面面下下潜潜藏藏起起来来 不不活活动动 夏夏季季高高温温时时 泥泥螺螺也也隐隐藏藏在在滩滩

面面下下 滩滩面面上上无无泥泥螺螺个个体体出出现现 ∀∀这这表表明明泥泥螺螺的的活活动动明明

显显地地受受到到温温度度的的影影响响 ∀∀

泥泥螺螺一一般般约约在在退退潮潮后后 出出现现在在滩滩面面上上活活动动 约约

在在涨涨潮潮前前 会会迅迅速速地地从从滩滩面面上上消消失失 隐隐藏藏到到

多多深深的的滩滩面面下下 ∀∀泥泥螺螺在在潮潮水水来来临临之之前前 能能够够很很快快地地钻钻

入入滩滩面面下下隐隐藏藏起起来来 这这种种行行为为与与其其个个体体较较小小 !!无无附附着着

或或固固着着器器官官有有关关 ∀∀当当潮潮水水来来临临时时 泥泥螺螺钻钻入入滩滩面面下下就就

不不会会被被潮潮水水冲冲走走 这这也也是是其其长长期期进进化化对对环环境境适适应应的的结结

果果 ∀∀作作者者还还发发现现 与与泥泥螺螺共共同同生生活活在在滩滩面面上上的的托托氏氏鲳鲳

螺螺也也具具有有这这种种行行为为习习性性 ∀∀

泥泥螺螺是是典典型型的的潮潮间间带带生生物物 能能够够在在潮潮间间带带这这种种温温

度度 !!盐盐度度 !!湿湿度度 !!潮潮汐汐等等剧剧烈烈变变化化环环境境条条件件下下生生存存下下

来来 在在长长期期的的进进化化过过程程中中 也也就就选选择择了了适适应应潮潮间间带带生生

活活的的方方式式 ∀∀

泥泥螺螺行行为为与与繁繁殖殖生生物物学学特特征征的的初初步步研研究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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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要要 泥泥螺螺自自 月月底底到到 月月底底的的 个个月月中中都都能能进进行行繁繁殖殖 而而且且在在 月月和和 月月具具有有两两个个

明明显显的的繁繁殖殖高高峰峰 ∀∀泥泥螺螺以以胶胶状状卵卵群群的的形形式式产产出出受受精精卵卵 卵卵群群为为圆圆球球形形 分分为为内内 !!中中 !!外外三三层层 ∀∀卵卵

群群中中充充满满了了胶胶质质 对对胚胚胎胎发发育育起起着着营营养养和和保保护护作作用用 ∀∀泥泥螺螺卵卵群群的的大大小小和和怀怀卵卵量量的的高高低低既既与与亲亲

体体的的生生理理状状况况有有关关 又又与与水水温温 !!降降雨雨 !!台台风风等等环环境境因因素素有有关关 ∀∀

关关键键词词 泥泥螺螺(( ΒΒυυλλλλααχχτταα εεξξααρραατταα °° 繁繁殖殖 习习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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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繁殖殖生生物物学学

泥泥螺螺的的繁繁殖殖季季节节 根根据据沿沿海海滩滩涂涂的的实实地地

观观察察 在在 月月底底 月月初初 海海水水温温度度开开始始回回升升时时 滩滩面面上上

就就能能发发现现泥泥螺螺卵卵群群 月月份份 滩滩面面上上泥泥螺螺卵卵群群最最多多

温温度度最最高高的的 月月份份 泥泥螺螺卵卵群群很很少少 到到 月月份份

水水温温适适中中 滩滩面面上上又又有有很很多多泥泥螺螺卵卵群群出出现现 一一直直到到

月月中中 !!下下旬旬 仍仍可可在在滩滩面面上上寻寻找找到到少少数数卵卵群群 月月以以

后后 滩滩面面上上再再无无卵卵群群出出现现 ∀∀由由此此可可推推断断 泥泥螺螺的的繁繁殖殖季季

节节比比较较长长 自自 月月底底到到 月月底底的的 个个月月中中都都能能产产卵卵

而而且且在在 月月和和 月月具具有有两两个个明明显显的的产产卵卵高高峰峰 ∀∀

这这一一结结果果与与浙浙江江沿沿海海的的泥泥螺螺繁繁殖殖季季节节 ≈≈ 基基本本一一致致 ∀∀

泥泥螺螺的的繁繁殖殖季季节节与与海海水水温温度度有有密密切切的的关关系系 ∀∀水水温温

是是影影响响海海洋洋动动物物繁繁殖殖的的最最重重要要的的环环境境因因素素之之一一 只只有有

在在适适宜宜的的温温度度范范围围 动动物物才才能能激激发发最最大大的的繁繁殖殖潜潜能能

这这也也是是物物种种进进化化中中对对环环境境适适应应的的结结果果 温温度度的的过过低低或或

过过高高都都不不利利于于动动物物的的繁繁殖殖 ∀∀根根据据资资料料 ≈≈ 近近岸岸底底层层月月

平平均均水水温温 从从 月月至至翌翌年年的的 月月都都比比较较低低 均均小小于于

εε 潮潮间间带带可可低低至至 εε 以以下下 而而 月月份份 又又比比较较高高

都都在在 εε 以以上上 潮潮间间带带都都在在 εε 以以上上 这这种种低低温温 !!高高

温温的的季季节节都都不不适适宜宜泥泥螺螺的的繁繁殖殖 ∀∀近近岸岸底底层层月月平平均均水水

温温 无无论论是是 月月份份 ∗∗ εε 还还是是 月月份份 ∗∗

εε 都都比比较较适适宜宜于于泥泥螺螺的的繁繁殖殖 因因此此 出出现现了了两两个个繁繁

殖殖高高峰峰 ∀∀同同时时 在在这这两两个个繁繁殖殖高高峰峰期期内内 也也是是浮浮游游植植物物

的的繁繁殖殖高高峰峰 能能够够为为泥泥螺螺的的浮浮游游面面盘盘幼幼虫虫提提供供丰丰富富的的

饵饵料料 这这也也是是泥泥螺螺繁繁殖殖高高峰峰与与环环境境相相适适应应的的结结果果 ∀∀

泥泥螺螺雌雌 !! 雄雄生生殖殖器器官官 通通过过实实验验室室解解剖剖

泥泥螺螺和和对对野野外外正正在在交交配配的的泥泥螺螺所所做做的的观观察察 可可以以确确定定

泥泥螺螺是是雌雌雄雄同同体体的的软软体体动动物物 ∀∀每每个个泥泥螺螺个个体体都都具具有有一一

个个雄雄性性交交配配器器官官和和一一个个雌雌性性交交配配器器官官 ∀∀雄雄性性交交接接器器顶顶

部部膨膨大大 !!呈呈牛牛角角状状 !!白白色色 后后接接白白色色细细长长的的生生殖殖管管 雌雌

性性交交接接器器顶顶部部膨膨大大 !!呈呈圆圆柱柱状状 !!约约 长长 !!浅浅黄黄色色

后后接接白白色色细细长长的的生生殖殖管管 ∀∀

交交配配行行为为 繁繁殖殖季季节节 性性成成熟熟的的泥泥螺螺在在

退退潮潮后后滩滩面面上上的的小小凹凹坑坑中中进进行行交交配配 ∀∀交交配配时时 两两个个泥泥

螺螺的的前前后后端端相相反反 身身体体呈呈弓弓形形 形形成成了了一一个个圆圆 ∀∀每每个个泥泥

螺螺的的雌雌 !!雄雄交交接接器器均均在在身身体体内内凹凹的的一一侧侧 两两个个个个体体的的

雄雄性性交交接接器器互互相相插插入入对对方方的的雌雌性性交交接接器器中中 ∀∀当当把把正正在在

交交配配的的两两个个泥泥螺螺拉拉开开时时 每每个个个个体体的的雌雌 !!雄雄交交接接器器会会

很很清清晰晰地地展展现现出出来来 并并且且会会很很快快地地收收缩缩回回体体内内 ∀∀交交配配

时时 两两个个个个体体都都不不动动 交交配配时时间间约约 ∗∗ ∀∀泥泥螺螺交交

配配大大多多在在下下午午进进行行 也也有有上上午午进进行行交交配配的的 ∀∀完完成成交交配配

后后 两两个个体体散散开开 ∀∀

产产卵卵过过程程 由由于于泥泥螺螺是是雌雌雄雄同同体体 !! 异异体体

交交配配 因因而而交交配配后后的的泥泥螺螺 每每个个个个体体都都可可以以产产卵卵 ∀∀泥泥螺螺

交交配配后后 约约 ∗∗ 开开始始产产卵卵 ∀∀滩滩涂涂上上的的泥泥螺螺多多在在夜夜间间

或或清清晨晨产产卵卵 受受精精卵卵在在泥泥螺螺体体内内或或可可能能在在生生殖殖管管道道内内

就就已已被被胶胶状状物物质质包包裹裹 镜镜检检发发现现 生生殖殖腺腺中中既既有有胶胶状状

物物质质也也有有受受精精卵卵 ∀∀产产卵卵时时 泥泥螺螺将将胶胶状状物物质质一一点点点点地地

从从生生殖殖孔孔中中挤挤出出 先先是是一一个个小小泡泡 与与母母体体未未断断裂裂 而而

后后逐逐渐渐增增大大 最最后后将将整整个个卵卵群群挤挤出出生生殖殖孔孔 这这一一过过程程

历历时时约约 ∗∗ ∀∀

卵卵群群的的形形态态结结构构 泥泥螺螺以以胶胶状状卵卵群群的的形形

式式产产出出受受精精卵卵 ∀∀卵卵群群为为圆圆球球形形 !!似似水水泡泡 !!晶晶莹莹透透亮亮 受受

精精卵卵粒粒粒粒可可见见 因因而而 当当地地居居民民也也称称之之为为// 水水卵卵00 ∀∀通通过过

剖剖开开胶胶状状卵卵群群 作作者者发发现现 受受精精卵卵在在卵卵群群中中的的分分布布是是

非非常常有有趣趣的的 ∀∀泥泥螺螺的的卵卵群群就就象象西西瓜瓜一一样样 可可分分为为内内 !!

中中 !!外外 层层 内内层层似似瓜瓜瓤瓤 !!较较厚厚 为为胶胶状状物物质质 占占卵卵群群的的

大大部部分分 没没有有一一个个受受精精卵卵在在其其中中 中中层层似似瓜瓜壳壳 !!较较薄薄

约约 ∗∗ 也也为为胶胶状状物物质质 受受精精卵卵全全部部分分布布在在

其其中中 显显微微镜镜下下还还发发现现 每每个个受受精精卵卵外外都都是是被被一一个个卵卵

囊囊包包裹裹着着 外外层层似似瓜瓜皮皮 为为一一层层薄薄薄薄的的胶胶状状膜膜 最最薄薄

既既可可使使内内外外物物质质容容易易交交换换 又又对对内内层层起起到到保保护护作作用用 ∀∀

新新产产出出的的卵卵群群表表面面还还有有一一个个 ∗∗ 长长的的胶胶状状系系带带

将将泥泥螺螺卵卵群群固固定定在在滩滩面面上上 ∀∀当当然然 当当涨涨潮潮时时 潮潮水水会会将将

卵卵群群同同系系带带一一起起冲冲走走 遇遇到到围围网网或或水水草草之之类类的的东东西西

时时 卵卵群群就就会会挂挂在在其其上上 ∀∀

海海产产腹腹足足类类以以种种类类繁繁多多的的形形式式产产出出卵卵群群 ≥≥ 22
年年曾曾把把腹腹足足类类各各种种各各样样的的卵卵群群系系统统地地划划分分

为为四四大大类类 泥泥螺螺等等头头盾盾类类产产出出的的卵卵群群就就属属于于第第一一大大类类

中中第第三三小小类类中中的的第第一一种种 )) ) )) 有有粘粘带带系系缚缚的的圆圆球球形形的的

凝凝胶胶质质卵卵群群 ∀∀ 等等 年年 °° 年年及及

°° 年年 年年都都曾曾报报道道过过海海产产腹腹足足类类的的卵卵

囊囊通通常常具具有有保保护护胚胚胎胎的的作作用用 特特别别是是抵抵抗抗低低盐盐压压力力的的

作作用用 ∀∀同同其其他他形形式式的的卵卵群群相相比比 泥泥螺螺的的这这种种圆圆球球形形的的

凝凝胶胶质质卵卵群群可可能能对对胚胚胎胎发发育育是是最最为为有有利利的的 原原因因有有

四四 一一是是球球的的体体积积最最大大 含含有有的的凝凝胶胶质质也也最最多多 ∀∀凝凝胶胶能能

够够为为泥泥螺螺胚胚胎胎发发育育提提供供良良好好的的环环境境 甚甚至至可可能能还还为为胚胚

胎胎发发育育提提供供营营养养 ∀∀ •• 等等 年年曾曾指指出出 凝凝胶胶可可降降

低低胚胚胎胎和和海海水水间间的的物物质质交交换换 既既可可阻阻止止有有益益的的物物质质

咸咸水水 !!热热量量 外外流流又又可可阻阻止止有有害害的的物物质质 淡淡水水 !!极极端端的的

热热量量 !!微微生生物物 内内流流 ∀∀尤尤其其是是在在潮潮间间带带 胚胚胎胎经经常常处处于于

高高温温 !!低低温温 !!低低盐盐 !!高高紫紫外外线线辐辐射射等等恶恶劣劣环环境境条条件件下下

凝凝胶胶还还具具有有保保护护胚胚胎胎不不受受捕捕食食者者以以及及其其他他如如紫紫外外线线

等等环环境境压压力力侵侵害害的的作作用用 ∀∀二二是是球球形形的的卵卵群群在在滩滩面面上上易易

滚滚动动 对对潮潮水水产产生生的的阻阻力力小小 内内部部的的胚胚胎胎不不易易受受到到外外

力力的的伤伤害害 ∀∀三三是是球球形形的的卵卵群群可可使使胚胚胎胎在在发发育育过过程程中中能能

够够机机会会均均等等地地获获得得最最大大的的外外界界条条件件 如如光光照照 !!氧氧气气 ∀∀四四

是是这这种种球球形形的的卵卵群群对对海海水水产产生生的的浮浮力力 既既不不是是最最大大

小小于于鹑鹑螺螺类类的的片片状状卵卵群群 也也不不是是最最小小 大大于于海海兔兔类类的的

纠纠缠缠在在一一起起的的丝丝状状卵卵群群 在在海海水水中中半半浮浮半半沉沉 随随波波逐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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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11 不不同同季季节节泥泥螺螺卵卵群群的的大大小小和和怀怀卵卵量量(( 年年))

ΤΤααββ ..11 ΣΣιιζζεε οοφφ εεγγγγ µµ αασσσσεεσσ ααννδδ ννυυµµ ββεερρ οοφφ εεµµ ββρρψψοοσσ οοφφ ΒΒυυλλ22

λλααχχτταα εεξξααρραατταα ααττ δδιιφφφφεερρεεννττ σσεεαασσοοννσσ

流流 四四处处扩扩散散 胚胚胎胎在在移移动动过过程程中中仍仍能能够够得得到到良良好好的的

发发育育 这这可可能能也也是是泥泥螺螺在在我我国国南南北北沿沿海海均均有有分分布布的的原原

因因之之一一 ∀∀此此外外 泥泥螺螺胚胚胎胎分分布布在在凝凝胶胶的的中中层层而而不不是是内内

层层 这这对对胚胚胎胎发发育育来来说说也也是是有有利利的的 ∀∀因因为为供供氧氧的的不不足足

和和代代谢谢废废物物的的积积累累 会会使使处处于于圆圆球球状状卵卵群群中中心心的的胚胚胎胎

比比处处于于边边缘缘的的胚胚胎胎发发育育的的慢慢 而而泥泥螺螺胚胚胎胎均均匀匀地地分分布布

在在凝凝胶胶的的中中层层 从从而而能能够够使使胚胚胎胎发发育育较较为为整整齐齐 ∀∀

卵卵群群大大小小和和产产卵卵量量 繁繁殖殖季季节节 完完成成交交

配配的的 个个泥泥螺螺个个体体都都可可以以产产卵卵 每每一一个个个个体体每每次次可可产产

出出 个个或或 个个卵卵群群 ∀∀泥泥螺螺卵卵群群的的大大小小相相差差很很大大 在在所所

测测量量的的 个个卵卵群群中中 体体积积最最大大的的可可达达到到 最最

小小的的仅仅为为 ∀∀同同样样 每每个个卵卵群群的的怀怀卵卵量量差差异异也也相相

当当大大 数数量量最最多多的的可可达达到到 个个 月月份份 最最少少的的

为为零零 月月 !! 月月 即即出出现现空空卵卵室室现现象象 ∀∀表表 清清楚楚地地反反

映映出出 繁繁殖殖季季节节 !!水水温温对对泥泥螺螺的的卵卵群群大大小小和和怀怀卵卵量量都都

有有影影响响 ∀∀在在 月月和和 月月两两个个繁繁殖殖高高峰峰季季节节 由由于于

水水温温适适宜宜 饵饵料料充充足足 泥泥螺螺亲亲体体个个大大 !!体体壮壮 体体内内积积蓄蓄

了了许许多多营营养养物物质质 从从而而产产出出的的卵卵群群个个体体大大 !! 怀怀卵卵量量

多多 ∀∀此此外外 泥泥螺螺卵卵群群的的大大小小 !!怀怀卵卵量量的的多多少少还还与与台台风风 !!

降降雨雨等等天天气气状状况况有有关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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