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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养殖管角螺幼体的生长特性 

段雪梅, 蒋霞敏*, 王春琳, 柴学森, 夏  周, 陆珠润 
（宁波大学 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在室内养殖条件下, 研究了水泥池养殖管角螺幼体的生长特性. 结果显示: 初孵稚螺早期

壳高与螺重的生长速度都很快, 旬增长率最高时分别达到 186.7%、313.2%, 以后生长逐渐减慢. 

壳高呈对数生长 L=21.494lnd+2.034 3 (R2=0.978 3); 螺重呈幂形生长 W=0.038 8d2.506 9 (R2= 0.962); 

稚螺螺重与壳高之间呈幂函数W=0.000 1L2.770 8 (R2=0.956 9). 不同时期稚螺成活率达到80%以上, 

壳高长至 21.9 mm以上, 幼螺死亡逐渐减少, 成活率均保持在 91.6%~99.7%. 不同时期的出肉率

差别不显著, 均达到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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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角螺(Hemifusus tuba)俗称角螺、毛螺, 为浅

海较大型的经济腹足类, 主要分布在我国浙江、福

建、广西、广东和海南各省的沿海, 生活在潮下带

近海 11~40 m 的软泥和泥沙质海底. 近年来, 随着

我国沿海的管角螺资源量日益减少, 市场价格居

高不下, 每公斤高达 60~100 元. 但由于天然的种

群密度低, 加之近年来的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污

染, 导致我国沿海管角螺资源日益枯竭. 

对管角螺的研究, 国外报道有摄食机制、繁

殖、饥饿、种内残杀[1-3]、呼吸和循环[4]. 国内主要

集中在营养成分分析[5-6]、耗氧率、排氨率[7-8]、核

型分析[9]、同工酶[10]、生态因子[11]、繁殖生物学与

人工育苗[12-14]等方面. 迄今为止未见其幼体人工

养殖的详细报道. 笔者通过对管角螺室内水泥池

养殖, 观察其存活与生长特性, 以期为今后大规模

养殖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试验于 2009年 6~11月在宁波市宁海得水育苗

场进行, 亲螺购自象山石浦码头, 初孵稚螺由人工

育苗获得, 壳高 4.2~6.4 mm, 平均体重 0.04 g·ind-1, 

初孵稚螺养殖密度 2 777 ind·m-3.  

1.2 方法 

试验用水泥池(6 m×4 m×1.4 m), 对水泥池用 

KMnO4和漂白粉浸泡、洗刷、冲净. 养殖用水经过

二道砂滤处理. 培养条件: 水温 20~31℃、盐度 18~ 

30、pH 8~9, 日投饵 1次; 饵料种类: 初孵稚螺主

要投喂缢蛏; 后期幼螺(壳高 30 mm以后)投喂冰冻

牡蛎、冰冻鱼虾等, 日投饵量均为螺重的 10%. 日

换水 1次, 水深 35 cm, 换水量 100%, 换水时清除

残饵, 连续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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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测量与计算 

每隔 10 d随机取样 50~70个, 用托盘天平称量

螺重(g)、壳重(g), 圆规和米尺测量壳高(mm). 壳重

指去除软体部分后空壳的重量; 螺重指活体吸水

后的总重量; 壳高指螺壳最长的部分距离; 肉重为

螺重减去壳重. 

旬体重增长率(%·d-1): (W10－W0)/W0×100%; 

旬壳高增长率(%·d-1): (L10－L0)/L0×100%; 

出肉率(%): (W—w)/W×100%; 

式中, W0为初始螺重, W10为培养 10 d的螺重; L0为

初始壳高, L10为培养 10 d后的壳高; W为螺重, w为

壳重; L为壳高.  

2 结果 

2.1 壳高的生长 

稚螺一出膜就能摄食缢蛏等动物性饵料, 在

水温 20~31℃、盐度 18~30的条件下生长非常迅速, 

呈对数生长 , 与 L=21.494lnd+2.034 3 拟合 (R2= 

0.978 3). 从图1可见初孵稚螺平均壳高为5.25 mm, 

培养 90 d, 幼螺平均壳高可达 50.85 mm, 旬平均增

长 5.18 mm. 初孵稚螺平均螺重 0.04 g·ind-1, 培养

前 10 d 增长比较快, 旬平均增长 9.80 mm; 培养

20~60 d 增长有所下降, 旬平均增长 6.51 mm; 60 d

后生长相对较缓慢, 生长速度趋于平稳, 旬平均增

长 0.59 mm.  

 
图 1  管角螺壳高的生长曲线 

1.3 螺重的生长 

从图 2 可见, 螺重的生长呈幂曲线, 与幂方程

W=0.038 8d2.506 9 拟合(R2=0.962). 初孵稚螺平均螺

重 0.04 g·ind-1, 培养前 60 d 生长比较快, 旬平均增

长1.15 g. 60 d之后生长相对较缓慢, 且生长速度趋

于平稳, 旬平均增长 0.59 g, 培养 90 d 后体重达

8.73 g·ind-1.  

 
图 2  管角螺螺重的生长曲线 

2.3 壳高与螺重的旬增长率 

从图 3 可见, 在水温 27.1~30.5℃, 平均水温

29.1℃的条件下, 从初孵稚螺(平均壳高 5.25 mm)

至培养 10 d (平均壳高 15.05 mm)壳高的旬增长率

最大, 达 186.7%; 培养 20~60 d旬增长率为 17.9%~ 

40.9%. 而螺重的旬增长率从初孵稚螺(螺重 0.04 

g·ind-1)至培养 20 d 时(螺重 0.63 g·ind-1)为最高, 达

313.2%; 培养60 d以后, 在水温21.2~29.4℃, 平均

水温 25.98℃的条件下, 增长率明显降低; 在第

70 d 时旬增长率降到最低, 为 0.65%. 表明螺重的

增长率表现出先快后慢的特点. 幼螺小于 1.68 g时,

螺重旬增长率达到 169.4%~313.2%; 幼螺为 1.68~ 

7.00 g 时 , 旬增长率为 44.4%~76.8%; 幼螺大于

7.00 g后, 旬增长率减少到 20%以下.  

 
图 3  管角螺螺重与壳高的旬增长率 

 

图 4  管角螺不同生长时期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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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生长阶段的成活率 

初孵稚螺 10 d 内会出现大量死亡, 养殖成活

率为 80.6%; 20 d以后, 壳高长至 21.9 mm, 幼螺死

亡逐渐减少, 成活率均保持在 91.6%~99.7%(图 4).  

2.5 不同生长阶段的出肉率 

管角螺在不同时期的出肉率差别不显著, 壳

高为 10~50 mm 的稚幼螺出肉率为 52.1%~69.5%. 

壳高(L)与肉重(Rw)之间呈指数关系, Rw=0.0776 

L0.436 5x (R2=0.964 2)拟合. 壳高 40 mm 以下螺含肉

量比较少, 在 2.5 g以下; 壳高 40 mm以上, 螺含肉

量呈幂函数增加; 壳高 50 mm时, 肉重达到 5.72 g, 

出肉率为 62.3% (图 5).  

 
图 5  管角螺不同生长阶段的出肉率 

 

图 6  管角螺螺重与壳高的关系 

2.6 壳高与螺重的关系 

从图 6可以看出, 管角螺稚螺螺重与壳高之间

呈幂函数关系(W=0.000 1L2.770 8, R2=0.956 9). 不同

壳高所对应的每千克螺所含的个数见表 1. 
表 1  不同生长阶段壳高与数量的关系 

壳高/mm 数量/(×104 ind·kg-1)  壳高/mm 数量/(×104 ind·kg-1)

4~6 1.26×105~4.11×103  25~30 47.6~79.0 

6~8 4.11×103~1.85×103  30~35 31.1~47.6 

8~10 1.85×103~3.25×102  35~40 21.4~31.1 

10~15 3.25×102~1.46×102  40~45 15.5~21.4 

15~20 1.46×102~3.25×102  45~50 11.5~15.5 

20~25 7.90×101~1.46×102  50~55 8.8~11.5 

从表 1可以看出, 初孵稚螺壳高在 4~6 mm时, 

含螺数达到 1.26×109 ind·kg-1; 培养 90 d, 壳高长至

50~55 mm, 平均 50.8 mm 时, 含螺数达到 0.88×105~ 

1.15×105 ind·kg-1.  

3 讨论 

3.1 生长 

早期初孵稚螺无论在壳高还是螺重方面增长

速率都较快, 其中壳高最大旬增长率可达 186.7%, 

螺重最大旬增长率达 313.2%, 随着个体长大生长

速度渐慢. 从图 3 可以看出, 螺重的旬增长率远远

高于壳高的旬增长率, 这与二者的生长规律不同

有关, 壳高呈对数生长, 而螺重呈指数生长, 但二

者的增长率都随着培养日期的增加呈现逐渐下降

趋势, 尤其是在培养 60 d后, 壳高与螺重的旬增长

率降至 15%以下, 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2 成活率 

实验发现从初孵稚螺至壳高 15.05 mm, 稚螺

出现大量死亡, 成活率为 80.6%; 当培养长至壳高

21.9 mm以后, 幼螺死亡减少, 成活率保持在 91.6%~ 

99.7%.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初孵稚螺喜欢成堆聚

集生活, 其爬行能力较弱, 活动范围较小, 导致养

殖密度过高, 造成局部缺氧. 同时饵料投喂后, 部

分个体缺乏抢食能力, 处于饥饿状态, 生长缓慢, 

出现互相残杀现象, 导致死亡率增高. 稚螺壳高达

到 21.9 mm 以后, 爬行和摄食能力增强, 活动范围

变大, 饵料利用率增高, 成活率趋于稳定.  

3.3 螺重与数量 

从图 6和表 1可见, 不同阶段壳高与个体数量

存在一定的关系, 从生长和成活率来看, 幼螺壳高

达到 20 mm后, 成活率相对稳定, 笔者认为此时管

角螺的壳高可以作为放苗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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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Growth in Artificial Culture of Hemifusus tuba Larvae 

DUAN Xue-mei, JIANG Xia-min*, WANG Chun-ling, CHAI Xue-sen, XIA Zhou, LU Zhu-run 

( Faculty of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 

Abstract: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Hemifusus tuba larvae in early phase are investigated with indoor 

cond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10 d growth rate outpaces others and the maximal growth rate of 10 d in 

length at different stages is identified as being 186.7%, the maximal growth rate in weight being 313.2%. But the 

growth rate decline gradually at the later stages. The logarithm mode is fitted on the basis of body weight and 

feeding days, which can be expressed as W=21.494lnd+2.034 3 (R2=0.978 3). The power mode is fitted on the 

basis of body length and feeding days, which is L=0.038 8d2.506 9 (R2=0.962). The power model is fitted on the 

basis of body weight and length, that is, W=0.000 1L2.770 8 (R2=0.956 9). The viability in different stages is found 

to be more than 80%. When body length is beyond 21.9 mm, the death of larvaes reduces gradually and the 

survival rate range from 91.6% to 99.7%. The meat output ratio at different stages is more than 50%. 

Key words: Hemifusus tuba; growth; survival rate; meat 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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