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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广西海洋研究所海滨公园育苗场进行大獭蛤 ( Lutraria max ima Jonas) 的胚胎发育观察及人工育苗实

验。实验亲贝取自北海市侨港码头。通过人工授精获取受精卵。取部分受精卵在实验室用显微镜进行胚胎发育观
察及拍照 ,在囊胚期之前每隔 10min取样 1次 , 囊胚期之后每个半小时取样 1次 ,胚胎发育观察至 D形幼虫期。大

部分受精卵在育苗池中进行人工育苗实验 , 育苗期间每天取样 1次 , 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测量及拍照 , 并记录

贝苗大小及发育期情况。实验期间水温变化为 25. 0～ 28. 7℃ , 盐度为 29. 3‰～ 31. 9‰。根据观察记录结果 , 得出

大獭蛤胚胎发育及贝苗生长发育图谱 , 并描述了大獭蛤的胚胎发育及其幼虫、 稚贝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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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ial w as conducted to observe the embryogenesis of the egg s of Lutraria max ima

Jonas and to develop its artificial hatchery technique. The broodstocks used in the t rial were wi ld

mature clams collected f rom the sea and eggs w ere fertili zed wi th a rtificial fertili zation.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the egg s from fertili zed egg s to D-larvae w as observ ed under binocular microscope

and photos w ere taken to record the development. Samples were taken in an interv al of ten minutes

before blastula stag e and in an interv al of thirty minutes af ter blastula stag e. Artificial ha tchery of

the eggs was conducted in concrete ponds. Samples w ere taken every day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and g row th of the egg s, la rvae, and spats. Photos w ere also taken to reco rd the

metamorphasis. During the t rial, wa ter temperature varied between 25. 0～ 28. 7℃ , and salinity

betw een 29. 3‰～ 31. 9‰ . In this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 and photo record on the embryogenesis

and morphology of the egg s, larvae, and spats we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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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獭蛤 ( Lutraria maxima Jonas) 在分类学上属

异齿亚纲、蛤蜊科、獭蛤属 ,广西俗称象鼻螺、牛螺 ,

广东称包螺 , 是喜栖于潮间带至 10 m水深沙泥质海

底的底栖贝类。大獭蛤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西、 广东

及福建、海南沿海
[1, 2 ]

, 是名贵的海产珍品。该种在近

年来依靠天然苗种通过海上圈养已发展成为广西、广

东沿海浅海增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但关于大獭格的

胚胎及幼苗发育资料国内外未见有报道 , 为此 , 于

1999年和 2001年的 10～ 12月在广西北海市本所海滨

公园育苗场进行了大獭蛤的人工繁殖和贝苗培育实

验。详细观察大獭蛤的胚胎发育和幼虫、 稚贝的形态

特征。为进一步开展大獭蛤的发育生态及人工繁殖研

究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胚胎发育材料来自人工采集精卵及人工授精的

受精卵子。亲贝取自北海市侨港镇码头。本文利用

2001年 10月 3日 9: 00开始人工采卵受精的一部分受精

卵在实验室用显微镜进行胚胎发育观察及拍照 ,在囊

胚期之前每隔 10 min取样一次 , 囊胚期之后每隔半

小时取样一次 , 胚胎发育观察至 D形幼虫期。大部分

受精卵在育苗池中进行人工育苗实验 ,育苗期间每天

取样一次 , 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测量及拍照 , 并记

录贝苗大小及发育期情况。实验期间水温变化范围为

25. 0～ 28. 7℃ , 盐度为 29. 3‰～ 31. 9‰。贝苗培育过

程投喂叉鞭金藻、 扁藻。水质管理按贝苗培育常规法

管理。受精卵子发育的各个时期以及孵化后的贝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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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显微活体观察、 拍摄及测量。

2　结果

2. 1　生殖细胞

　　成熟的大獭蛤卵子呈圆形 ,在水中分散游离 ,淡

黄白色。卵径在 70μm左右 ,卵膜薄而光滑 ,卵核大而

明显 ,位于细胞中央 ,卵黄颗粒分布均匀 ,为沉性卵。

精子属鞭毛型 , 成熟精子在水中游动活跃。

2. 2　胚胎发育

　　大獭蛤胚胎发育进程见表 1和图 1。

　　大獭蛤精卵接触后即行受精。受精卵产生一层透

明的受精膜 , 卵核模糊。受精后 10 min, 在卵子动物

表 1　大獭蛤胚胎发育进程
Table 1　 The Embryogenesis of the f ertil ized eggs of Lutraria

max ima Jonas

胚胎发育阶段
Course of development

胚胎发育时间
(距受精后 , min)

Time a fter fer tilisation

备注
Remark

第一极体 First po la r body 10
发育水温 Wat er
tempera ture 28. 7℃

第一极叶 First po la r lobe 30 盐度 Salinity 29. 3‰

二细胞 ( 2 cells) 45

四细胞 ( 4 cells) 70

八细胞 ( 8 cells) 90

十六细胞 ( 16 cells) 130

三十二细胞 ( 32 cells) 160

桑椹期 (Mo rula) 180

囊胚期 ( Blastula) 215

原肠期 ( Gastrula) 270

担轮幼虫期 ( Tro chopho re) 480

D型幼虫期 ( D-type veliger larv ae) 1200

图 1　大獭蛤胚胎发育
Fig. 1　 Photos of embryogensis o f the fer tilized eggs of Lutraria max ima Jonas

　　 a.受精卵 ; b.第一极体 (受精后 10min); c.第一极叶 (受精后 30min); d.二细胞期 (受精后 45min); e.四细胞期 (受精后
75 min) ; f.八细胞期 (受精后 90 min) ; g.十六细胞 (受精后 130 min) ; h.囊胚期 (受精后 215 min) ; i. D型幼虫期 (受精后 1200

min)
　 　 a. Spermato zoan; b. First polar body ( after fer tilisation 10 min) ; c. First pola r lobe ( after fer tilisation 30 min) ; d. 2 cells
( after fertilisa tion 45 min) ; e. 4 cells ( after fertilisa tion 75 min) ; f. 8 cells ( af ter fer tilisation 90 min); g . 16 cells ( after fertilisa tion
130 min); h. Bla stula ( after fertilisa tion 215 min) ; i. D-type veliger larv ae ( af ter fertilisation 120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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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出现第一极体。受精后 45 min开始第一次分割成

为 2细胞时期 , 以后继续分割经过 4细胞期、 8细胞期、

16细胞期、 32细胞期 , 经 6次分裂胚体呈桑椹期。卵裂

继续 , 至受精后 215 min左右胚体发育成为圆球形 ,

周身长出细小纤毛 ,开始在水中作开始做顺时针旋转

为囊胚期。胚体继续发育 , 至受精后 480 min左右胚

体长出一纤毛环 , 中央具鞭毛束 , 称为担轮幼虫。这

时幼虫能在水中做直线运动。当历时 1200 min后 , 胚

体发育到面盘形成 , D形贝壳批盖身体 ,称为 D型幼

虫期。

2. 3　幼虫发生及稚贝形态

　　大獭蛤幼虫发生及稚贝生长发育进程见表 2和图

2。

　　各幼虫期的主要特征描述如下:

　　早期面盘幼虫　贝苗壳长为 85～ 90μm, 又称直

线绞合面盘幼虫或 “ D” 形幼虫 , 此时的胚体所分泌

的左右两壳呈 D形 , 且在背部成直线绞合胶盒。形成

幼虫的运动器官 -面盘 ,其四周细胞被有纤毛。前、后

闭壳肌也已形成 , 但刚开始消化器官分化尚未完善 ,

还不具备吞食机能。经过一昼夜时间 , 消化道开始弯

曲 ; 第二天的幼虫肝脏颜色变浓 ,说明此时幼虫已经

开始吞食和消化食物。
表 2　大獭蛤幼虫及稚贝生长发育进程

Tabl e 2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larvae and spat

of Lutraria max ima Jonas

发育时间
Time o f

development

壳长×壳高
Shell leng th× shell high

(μm×μm)

发育期
Course of development

第 1天 ( 1D) 85× 75 早期面盘幼虫 Early v eliger

第 2天 ( 2D) 100×90

第 3天 ( 3D) 120× 110 壳顶初期 Ea rly umbostag e

第 4天 ( 4D) 140× 130

第 5天 ( 5D) 170× 160 壳顶中期 Mid-umbostag e

第 6天 ( 6D) 190× 180

第 7天 ( 7D) 200× 190

第 8天 ( 8D) 220× 210

第 9天 ( 9D) 250× 240

第 10天 ( 10D) 270× 260

第 11天 ( 11D) 280× 270
壳顶后期 (匍匐幼虫 )

Post-umbostage
第 12天 ( 12D) 300× 290

第 14天 ( 14D) 340× 320
刚附着稚贝 (单管期稚贝 )
Setting spat ( one tube spa t)

第 30天 ( 30D) 1800× 1000 双管期稚贝 Two tube spa t

　　发育水温 Water temperature 25. 0～ 27. 0℃ ,盐度 Salinity 29. 3‰ ～ 31. 9‰

　　中期面盘幼虫　又称壳顶幼虫 ,可分为 ,壳顶初

期、 壳顶中期、 壳顶后期。在壳顶初期 (贝苗壳长为

120～ 140μm) , 壳的绞合部稍稍隆起 , 但不甚明显。

壳前、后端对称。面盘发达 ,游泳能力强。到了中期壳

顶 (贝苗壳长为 150～ 270μm) 直线绞合幼虫的壳继

续发展 , 绞合部长度相对变短 , 顶端由平直而渐渐

图 2　大獭蛤幼苗生长发育图谱

　　 Fig. 2　 Photos o f development and g row th o f the larv ae

and spat of Lutraria max ima Jonas

a.早期面盘幼虫 (第 1天 ) , 85μm; b.壳顶初期 (第 4天 ) , 140

μm× 130μm; c.壳顶初期 (第 6天 ) , 190μm× 180μm; d.壳

顶中期 (第 8天 ) , 220μm× 210μm; e.壳顶中期 (第 9天 ) , 250

μm× 240μm; f.壳顶后期 (第 10天 ) , 270μm× 260μm; g .匍

匐幼虫 (第 12天 ) , 300μm× 290μm; h.附着期贝苗 (第 22

天 ) , 820μm× 620μm; i.稚贝 (第 26天 , 1250μm× 8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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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arly v eliger ( 1D ) , 85μm; b. Early umbostage ( 4D) ,

140μm× 130μm; c. Ea rly umbostag e ( 6D) , 190μm× 180μm;
d. M id-umbostag e ( 8D) , 220μm× 210μm; e. M id-umbostag e

( 9D) , 250μm× 240μm; f. Post-umbostage ( 10D ) , 270μm×
260μm; g. Po st planktonic larva e ( 12D) , 300μm× 290μm;
h. Sessile spat ( 22D) , 820μm× 620μm; i. Spa t ( 26D) , 1250

μm× 850μm.

向上隆起 , 形成壳顶。壳由 “ D” 形变成椭圆形。后期

面盘仍存在 , 足渐伸出 , 并形成简单的鳃丝。游泳能

力减弱。常沉于水底 ,在水的中上层已较难找到。后期

面盘幼虫 (贝苗壳长为 280～ 300μm) , 又称匍匐幼

虫 ,这个时期幼虫的棒状足已经能够自由伸缩 ,消化

腺分化更完全 , 内鳃丝数目增多 , 变态前可达到 4～

5对 , 被有纤毛 , 眼点仍存在。

　　附着稚贝　贝苗壳长 340～ 1800μm, 面盘萎缩 ,

面盘上的纤毛及鞭毛束自行脱落 ,幼虫结束了浮游期

以足丝附着生活 ,水管开始形成 ,逐渐由单水管至双

水管。

　　底栖稚贝　刚由附着转为底栖的贝苗壳长在

1800～ 2000μm左右 , 足丝退化 , 双水管长度约为壳

长的 2. 5倍 , 附着稚贝自行脱落 , 营底栖生活。

3　结束语

　　在水温 28. 7℃ ,盐度 29. 3‰条件下 ,大獭蛤卵子

受精后 50 min开始卵裂。其卵裂方式为螺旋型卵裂。

受精后 215 min达囊胚期 , 开始在膜内转动。受精后

18～ 20 h发育为直线绞合面盘幼虫或称 “ D”形幼虫。

　　大獭蛤从受精卵发育到变态附着阶段一般历时

10～ 12 d, 这期间幼虫要经历两个危险期 , 第一个是

在幼虫消化腺初形成阶段 ,这时由于幼虫消化功能还

不是很健全 ,因此对食物就有特殊的要求 , 此时如果

不能及时提供适口的饵料就会导致贝苗的大批量死

亡。人工育苗过程要注意开口饵料问题。第二个就是

在面盘幼虫的中期 , 眼点开始出现的时候 , 由于这个

时期的幼虫不管在体形上或是内部器官上都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 ,这时如果不能很好的满足其营养和其它

各方面的需求就很可能导致畸形苗的出现 ,从而影响

整个育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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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现促癌细胞扩散关键分子

　　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在近期《细胞学杂志》上报告说 ,他们发现了促使癌细胞扩散的关键分子 ,并利

用其制成抗癌疫苗 ,在人体试验中取得了成功。

　　英国最初在对胚胎干细胞滋养层和癌细胞进行比较时发现这种名为 5T4的表面分子。滋养层是胎盘和胎

儿之间的一层特殊的胚胎干细胞。由于滋养层与癌细胞同样具备防止人体免疫系统排斥的能力 ,科学家对两者

进行了比较 ,发现其中都存在 5T4分子。他们还发现 ,老鼠胚胎干细胞中的 5T4分子能够使培养液中的癌细胞不

断扩散。另外 , 5T4分子在癌细胞中表达过量 ,而在成熟的正常细胞中根本不表达。

　　负责此项研究的彼得 斯特恩说 ,在胚胎正常发育中 , 5T4分子促使干细胞有规律移动 ,而在癌细胞中 ,这

种分子就促使细胞以一种失控的方式扩散。

　　在癌症发展的过程中 ,癌细胞往往会利用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 ,从最初的肿瘤向外扩散 ,这也是目前癌

症治疗的困难所在。该中心临床研究负责人罗伯特 苏哈米说 ,新研究成果提示了一种遏制癌细胞扩散的方法。

　　该中心已与牛津生物医学公司合作 ,利用 5T4分子开发出抗癌疫苗。这种疫苗诱使人体免疫系统对存在

5T4分子的癌细胞作出反应 ,达到抗癌目的。目前疫苗已在人体试验中收到了良好效果。 摘自《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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