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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微藻粒径大小、饵料密度以及营养价值角度，选取牟氏角毛藻（Ｃｈａｅｔｏｃｅｒｏｓ　ｍｕｅｌｌｅｒｉ）、亚心形

扁藻（Ｐｌａｔｙｍｏｎａｓ　ｓｕｂｃｏｒｄｉｆｏｒｍｉｓ）、球等鞭金藻（Ｉｓｏｃｈｒｙｓｉｓ　ｇａｌｂａｎａ）分别作为硅藻、绿藻和金藻的代

表，开展了不同规格的香港巨牡蛎对３种微藻在同等密度、同等生物量混合条件下的摄食选择性研

究。结果显示，香港巨牡蛎在两种不同混合藻条件下对３种不同微藻摄食选择性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１）。３种藻相同密度混合条件下，大、中、小３种规格香港巨牡蛎更倾向摄食粒径较大的亚心形扁

藻，且贝类规格越大选择倾向性越低，摄食选择效率分别为０．３２、０．３５、０．４８，对球等鞭金藻无明显选择

性。３种藻等生物量混合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的摄食有选择性，且规格大

小对选择效率影响显著（Ｐ＜０．０１），个体越小选择性越强，小规格香港巨牡蛎倾向滤食亚心形扁藻（Ｐ
＜０．０１），大、中规格更倾向摄食粒径较小的球等鞭金藻。两种混合条件下，香港巨牡蛎都对牟氏角毛

藻都有负的选择效率，而且牟氏角毛藻密度越高负值绝对值越大。微藻的细胞大小、形状、营养价值

以及香港巨牡蛎的个体大小都对摄食选择性有着明显的影响，香港巨牡蛎的摄食选择性在现场海区

中还明显受到生境及食物条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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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关于滤食性双壳贝类对不同食物颗粒的选择性

摄食，国内外已有学者做过一些研究，但贝类对食物

颗粒是否真正具有选择性仍具争议。Ｒｉｉｓｇａｒｄ［１］通过

研究发现贝类对浮游微藻的摄食只存在粒级大小的

选择性，而对种类没有选择性，如微藻颗粒大小相近

时，合浦珠母贝（Ｐｉｎｃｔａｄａ　ｆｕｃａｔａ）摄食无选择性，但对

大粒级的食物选择性明显高于小颗粒［２］。也有研究

发现，贝类选择性摄食与否与贝类的种类有一定的关

系，如沙海螂（Ｍｙａａｒｅｎａｒｉａ）对含有麻痹性贝毒的甲

藻（Ｄｉｎｏ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ｔｅ）在 消 化 前 表 现 出 很 强 的 选 择 能

力，而紫贻贝（Ｍｙｔｉｌｕｓ　ｅｄｕｌｉｓ）、扇贝（Ｐｌａｏｐｅｃｔｅｎ　ｍａ－
ｇｅｌｌａｎｉｃｕｓ）等则不明显［３－４］。背角无齿蚌对浮游微藻



的摄食也不具有选择性［５］；另外张莉红［６］认为食物价

值营养价值越高，贝类对其选择性越显著。对香港巨

牡蛎（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遗传、育种以及部分有关摄食、生理代谢方面［７－１２］，有
关香港巨牡蛎对不同食物颗粒的摄食是否具有选择

性及其机制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香港巨牡蛎属于暖水性贝类，原称近江牡蛎，俗

称“白蚝”，是我国粤西、广西沿海特有的优质食用贝，
是广东和广西的一个重要养殖品种。自２００３年香港

学者Ｌａｍ和 Ｍｏｒｔｏｎ［１３］将珠江三角洲的近江牡蛎定

为一个新种并命名为香港巨牡蛎以来，各界学者对其

便多有研究。本文选取几种常见且具有代表性的牟

氏角毛藻（Ｃｈａｅｔｏｃｅｒｏｓ　ｍｕｅｌｌｅｒｉ）、球等鞭金藻（Ｉｓｏｃｈ－
ｒｙｓｉｓ　ｇａｌｂａｎａ）、亚心形扁藻（Ｐｌａｔｙｍｏｎａｓ　ｓｕｂｃｏｒｄｉｆｏｒ－
ｍｉｓ）作为其饵料，研究香港巨牡蛎对不同微藻的选择

性摄食，对了解香港巨牡蛎的摄食机制，指导香港巨

牡蛎的饵料培养、育苗和海水养殖有重要意义，同时

为发掘香港巨牡蛎滤食、控藻能力及其对养殖环境的

生态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２．１　实验材料

香港巨牡蛎取自广西钦州市茅尾海龙门海域牡

蛎筏式养殖区，分别在养殖１年龄、２年龄、３年龄的

养殖筏中选取壳高６ｃｍ、１０ｃｍ、１４ｃｍ左右 代 表 小

（Ｓ）、中（Ｍ）、大（Ｌ）３种不同规格的牡蛎个体。香港

巨牡蛎运回到国家贝类产业体系广西贝类综合实验

站（北海）开展实验。清洗干净并去除贝壳上的附着

物，放入装有８０Ｌ砂滤海水的塑料水箱中暂养１周。
暂养期间持续充气，每两天换一次海水，保证牡蛎的

活性；早晚定时投喂１０Ｌ浓度约３×１０５　ｃｅｌｌｓ／Ｌ的小

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ｓｐ．）各一次。暂养期间观察牡蛎个体

的活性，实验前一天停止投饵，随机挑选活性较好的

个体进行实验。暂养香港巨牡蛎以及培养微藻的海

水为北海市铁山港竹林海域砂滤海水，盐度２２～２４，
海水温度２６～２８℃。

实验用藻为北部湾近岸海域常见的牟氏角毛藻、
球等鞭金藻、亚心形扁藻，分 别 代 表 硅 藻、金 藻 和 绿

藻，均取自国家贝类产业体系广西贝类综合实验站

（北海）藻类二级扩种培养室。实验前３种藻经过４００
目筛绢去除杂质，并在４０倍显微镜下测定其细胞大

小：每种藻选择３个视野，每个视野随机选定１０个细

胞测量；每种藻的大小规格及其近似球体时的直径参

数如表１。

表１　实验所用３种藻的生物参数

Ｔａｂ．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ｌｇａｅ

藻种 大小／ｍｍ 直径／ｍｍ

牟氏角毛藻Ｃｈａｅｔｏｃｅｒｏｓ　ｍｕｅｌｌｅｒｉ 长４．５±０．１１；宽３．５±０．０８　 ４．１±０．２２

球等鞭金藻Ｉｓｏｃｈｒｙｓｉｓ　ｇａｌｂａｎａ 长６．１±０．２５；宽４．５±０．１５　 ５．５±０．２６

亚心形扁藻Ｐｌａｔｙｍｏｎａｓ　ｓｕｂｃｏｒｄｉｆｏｒｍｉｓ 长１１．０±０．４７；宽９．０±０．８４　 ９．９±０．９４

　　注：直径为近似球体时的参数，牟氏角毛藻参数未包括角毛。

２．２　实验设计

等密度微藻混合藻液（表２）：室内采用稀释法将

３种藻等密度混合，制备牟氏角毛藻、球等鞭金藻、亚
心形扁藻的最终浓度均为３．５×１０４ｃｅｌｌｓ／Ｌ的等密度

混合藻液。
等生物量微藻混合藻液（表２）：３种实验微藻单

个细胞的体积、生物量按照孙军细胞体积表面积模型

及转换生物量［１４］的方法计算，其中牟氏角毛藻和亚

心形扁藻采用椭圆柱体模型、等鞭金藻采用圆锥加半

球复合体模型计算，并根据３种微藻的个体生物量取

相应的密度，制备３种微藻生物量均为０．６ｍｇ／ｍＬ
（以碳计）的等生物量混合藻液。等生物量摄食实验

中牟氏角毛藻、球等鞭金藻、亚心形扁藻３种微藻对

应的密度分别为１．８×１０５　ｃｅｌｌｓ／Ｌ、６×１０４　ｃｅｌｌｓ／Ｌ和

１．５×１０４　ｃｅｌｌｓ／Ｌ。
香港巨牡蛎对３种混合藻的摄食率和清滤率以

及选择性摄食采用贝类和３种微藻混合培养，在清洗

干净容积为５Ｌ的塑料桶中加入４Ｌ３种微藻的混合

藻液，轻移准备好经２４ｈ饥饿处理的香港巨牡蛎放

入塑料桶中，每个塑料桶放入１只香港巨牡蛎，观察

０８ 海洋学报　４０卷



记录每个塑料桶中香港巨牡蛎开口摄食时间，开口时

计时并在１ｈ后 取 出 牡 蛎 同 时 取 经 搅 拌 摇 匀 的１０
ｍＬ试验水体用鲁戈试剂固定。香港巨牡蛎按个体

分为大（Ｌ）、中（Ｍ）、小（Ｓ）３种不同规格，每种规格选

择３个大小相近的个体作为３个重复，另设一个无贝

空白作为对照以消除饵料繁殖和自然沉降的影响。

实验中用气石充气使饵料混合均匀并保证有充足的

溶氧，气量以不搅动桶底排泄物为准。
将实验后固定好的藻类样品，摇匀后用移液枪取

１００ｍＬ放入浮游生物计数框在显微镜下计数。测定

香港巨 牡 蛎 的 壳 高，随 即 开 壳 取 出 软 体 部，在 烘 箱

（６０℃）中烘干４８ｈ，称量其干质量（精确到０．００１ｇ）。

表２　香港巨牡蛎对３种混合藻选择性摄食实验设计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ｒｅｅ－ｍｉｘｅｄ　ａｌｇａｅ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组别

等密度 等生物量

藻密度／１０４　ｃｅｌｌｓ·ｍＬ－１ 香港巨牡蛎 藻密度／１０４　ｃｅｌｌｓ·ｍＬ－１ 香港巨牡蛎

牟氏

角毛藻

球等

鞭金藻

亚心形

扁藻

壳高

／ｍｍ

软体干质量

／ｇ

牟氏

角毛藻

球等鞭

金藻

亚心形

扁藻

壳高

／ｍｍ

软体干重

／ｇ

大（Ｌ） ３．５　 ３．５　 ３．５　 １３４±３１　 １．７７±０．２　 １８　 ６　 １．５　 １４１．３±２５　 １．７８±０．３

中（Ｍ） ３．５　 ３．５　 ３．５　 ９６．７±２０　 １．６４±０．３　 １８　 ６　 １．５　 １０５．４±２４　 １．３８±０．２

小（Ｓ） ３．５　 ３．５　 ３．５　 ６８．２±１６　 ０．６８±０．１　 １８　 ６　 １．５　 ７２．７±１８　 ０．８７±０．１

２．３　香港巨牡蛎对微藻摄食的计算方法

单位个体清滤率（ＣＲｉｎｄ）、摄食率（ＦＲｉｎｄ）以及单

位质量的清滤率（ＣＲｍａｓｓ）、摄食率（ＦＲｍａｓｓ）；清 滤 率、
摄食率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清滤率：

ＣＲｍａｓｓ＝
Ｑ０－Ｑ１
Ｑ０

×
１／Ｗ（ ）ｂ

Ｔ ×ＶＳ， （１）

ＣＲｉｎｄ＝
ＩｎＱ０－ＩｎＱ１
Ｎ×Ｔ ×Ｖ， （２）

　　摄食率：

ＦＲｍａｓｓ＝ Ｑ０－Ｑ１（ ）×
１／Ｗ（ ）ｂ

Ｔ ×ＶＳ， （３）

ＦＲｉｎｄ＝
Ｑ０－Ｑ１（ ）×Ｖ
Ｎ×Ｔ

， （４）

式中，Ｑ０、Ｑ１分别为香港巨牡蛎摄食前后海水中微藻

细胞密（ｃｅｌｌｓ／Ｌ）；Ｖｓ为实验用海水体积（Ｌ）；Ｗ 为香

港巨牡蛎软体部干质量（ｇ）；Ｎ 为实验牡蛎个数；Ｔ为

摄食时间（ｈ）；ｂ取０．６２［１］（ｂ值为体质量指数）。
对微藻的摄食选择效率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按以下公式计算［１５］：

ＳＥ＝
（ＦＲＶＸ／ＦＲＶＺ－ＶＺＸ／ＶＺＺ）
１－ ＶＺＸ／ＶＺＺ（ ）

， （５）

式中，ＦＲＶＸ为香港巨牡蛎摄食某种藻的ＦＲＶ（ＦＲＶ为

单位时间单位干质量香港巨牡蛎所滤食某种藻的体

积）值；ＦＲＶＺ为 香 港 巨 牡 蛎 对 所 有 混 合 藻 类 的ＦＲＶ

值；ＶＺＸ为某 种 藻 的 总 体 积；ＶＺＺ为 混 合 藻 的 总 体 积。

通过ＳＥ指标的计算方法可知，只有当香港巨牡蛎对

于某种藻的体积滤食率相对混和藻的总体积摄食率

的比例高于某藻滤食体积相对混和藻滤食总体积的

比例时，摄食选择效率（ＳＥ）才为正值，且当香港巨牡

蛎对某种藻的ＳＥ 大于０时，ＳＥ 值越大香港巨牡蛎

对其选择性倾向越强。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相同微藻密度下香港巨牡蛎的清滤率与摄食率

相同藻密度（３．５×１０４ｃｅｌｌｓ／Ｌ）条件下（图１），香

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球等鞭金藻和亚心形扁藻的

单位 个 体 清 滤 率 变 化 范 围 分 别 为０．４９～２．７９
Ｌ／（ｉｎｄ獉ｈ）、２．２～３．３３Ｌ／（ｉｎｄ獉ｈ）和２．７６～８．８１Ｌ／
（ｉｎｄ獉ｈ）。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和球等边金藻

的清滤率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但显著低于对亚心

形扁藻的清滤率。香港巨牡蛎对３种微藻的单位个

体清滤率均随壳高增大而增大。同密度条件下，以单

位体重清滤率计，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藻［２．４８～
３．０３Ｌ／（ｉｎｄ獉ｈ）］的清滤率略高于球等边金藻［１．５２

～２．３Ｌ／（ｉｎｄ獉ｈ）］，但小规格牡蛎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图１）；香港巨牡蛎对对牟氏角毛藻的清滤率

［０．６６～１．４Ｌ／（ｉｎｄ獉ｈ）］显著低于其对亚心形扁藻和

球等鞭金藻的单位体质量清滤率（Ｐ＜０．０５）。不同规

格的香港巨牡蛎对同种微藻的单位体质量清滤率差

异性不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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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在相同藻密度条件下对３种微藻的清滤率

Ｆｉｇ．１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ｍｅ　ａｌｇａ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香港巨牡蛎对同密度３种微藻的单位体质量摄

食率变化趋势与单位个体清滤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即
贝类规格越大摄食率越大（图２），其中中规格和大规

格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藻的单位体质量摄食率最

高，达到１．２４×１０８　ｃｅｌｌｓ／（ｉｎｄ獉ｈ），最低为小规格香港

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的摄食率［１．６×１０７　ｃｅｌｌｓ／（ｉｎｄ獉

ｈ）］。但香港巨牡蛎对等密度３种微藻的单位体质量

摄食率在不同规格个体之间的变化趋势不明显。在

相同微藻密度混合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３种微藻的

单位个体摄食率和单位体质量摄食率的差异与清滤

率相似（图２）单位体质量摄食率变化趋势与清滤率

变化基本相同（图２）。

图２　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在相同藻密度条件下对３种微藻的摄食率

Ｆｉｇ．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ｉｎ　ｓａｍｅ　ａｌｇａ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２　相 同 微 藻 生 物 量 下 香 港 巨 牡 蛎 的 清 滤 率 与 摄

食率

图３和图４分别展示了大、中、小３种不同规格

的香港巨牡蛎在相同微藻生物量（０．６ｍｇ／ｍＬ，以碳

计）条件下对３种微藻的清滤率和摄食率。香港巨牡

蛎对牟氏角毛藻、球等鞭金藻、和亚心形扁藻的个体

清滤率变化范围分别为０．４６～３．９７Ｌ／（ｉｎｄ·ｈ）、４．５３

～７．５３Ｌ／（ｉｎｄ·ｈ）和２．４４～４．４８Ｌ／（ｉｎｄ·ｈ）。香港

巨牡蛎对３种微藻的单位个体清滤率差异明显（Ｐ＜
０．０５），表现为ＣＲ球＞ＣＲ亚＞ＣＲ牟；不同规格的香港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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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对球等边金藻和亚心形扁藻的个体清滤率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但不同规格牡蛎对牟氏角毛藻组

的清滤率差异性显著，规格越小个体清滤率越小。

图３　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在相同藻生物量条件下对３种微藻的清滤率

Ｆｉｇ．３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ｉｎ　ｓａｍｅ　ａｌｇａ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图４　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在相同藻生物量条件下对３种微藻的摄食率

Ｆｉｇ．４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ｍｅ　ａｌｇａ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香港巨牡蛎单位体质量摄食率变化趋势与单位

个体清滤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对牟氏角毛藻组摄食率

变化范围为４×１０７　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ｈ）～２．３１×１０８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ｄ·ｈ），并且规格越大，摄食率越大；对球等边金藻

组的摄食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摄食率为１．８×
１０８～２．２６×１０８　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ｈ）；对亚心形扁藻的摄食

率最低，为２．２×１０７～３．４×１０７　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ｈ）。单位

体质量摄食率变化趋势与清滤率变化基本相同（图

１．４），大小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的单位

体质量摄食率呈现出随着个体的增大而增大的特征，
但香港巨牡蛎对球等边金藻和亚心形扁藻的摄食均

表现小规格牡蛎单位体质量摄食率最大（图４）。在

等生物量３种微藻混合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球等鞭

金藻的单位体质量摄食率最高，其次是对牟氏角毛藻

的单位体质量摄食率居次，对亚心形扁藻的单位体重

摄食率最低。

３．３　相同微藻密度下的香港巨牡蛎的摄食选择性

等密度微藻条件下３种规格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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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藻的摄食选择效率均为正值（图５），大、中、小３种规

格的香港巨牡蛎对混合藻中亚心形扁藻的选择效率分

别为０．３２、０．３５、０．４８，大、中规格对亚心形扁藻的选择效

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小规格的选择效率明显高于

大规格和中规格（Ｐ＜０．０５）。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

藻的选择效率为负值 ，而且牡蛎规格越小选择效率负

值越大。香港巨牡蛎对球等鞭金藻的摄食效率也为负

值，但不同规格牡蛎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图５　香港巨牡蛎在相同藻密度条件下对３种微藻的摄食选择效率

Ｆｉｇ．５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ｍｅ　ａｌｇａ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４　相同微藻生物量下香港巨牡蛎的摄食选择性

等生物量条件下，３种规格香港巨牡蛎对球等鞭金

藻和亚心形扁藻的选择效率均大于０，对牟氏角毛藻的

选择效率小于０（图６）。小规格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

藻的选择效率显著高于中等规格和大规格，小规格和中

规格香港巨牡蛎对球等鞭金藻的选择效率也高于大规格

个体。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的选择效率同样呈现出

规格越小选择效率的负值绝对值越大 （Ｐ＜０．０１）。

４　讨论

４．１　香港巨牡蛎对不同微藻的选择性摄食

关于滤食性双壳贝类对不同食物颗粒的选择性

摄食，贝 类 对 微 藻 是 否 真 正 具 有 选 择 性 仍 具 争

议［１－５，１６－１７］。本研究的实验结果显示不管是在相同

藻类密度的混合条件下，还是在相同生物量藻类的混

合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藻、球等鞭金藻和

牟氏角毛藻的清滤率、摄食率均有着一定的差异，甚
至在大部分相同规格香港巨牡蛎条件下对不同微藻

的清滤率和摄食率有着显著的差异，香港巨牡蛎对３
种实验微藻的摄食选择效率也有明显不同，表明了在

本研究的３种微藻两种混合方式条件下，香港巨牡蛎

对３种实验微藻表现出了对混合藻具有摄食选择性。

在微藻相同密度的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藻

的清滤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种粒径较小的微藻，在相同

微藻生物量的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藻也呈

现出较高的清滤率，摄食选择效率的结果也显示了香

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藻具有明显的正向选择性且选

择效率最高，表明了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藻具有明

显的选择性。本实验用到的３种微藻细胞，除去牟氏

角毛藻的角毛后亚心形扁藻是实验微藻中细胞最大

的微藻（表１），实验结果表明在所选用４～１１μｍ大

小的３种微藻中香港巨牡蛎更倾向于选择摄食粒径

较大的微藻颗粒，颗粒越大选择性越强，这与单种微

藻培养摄食结果相符［１７］，也和合浦珠母贝对大颗粒

亚心形扁藻有明显摄食选择性［２］的结果一致。滤食

性贝类的摄食机制主要有两种，分别为黏液纤毛作用

和水动力作用［１８］。根据黏液纤毛的作用机制，如果

香港巨牡蛎在摄食过程中仅依靠腮丝、纤毛的机械过

滤以及随后黏液包裹作用，那么粒级大的微藻颗粒被

漏食的几率要小，而当密度相同且均匀分布的食物颗

粒流经腮时腮丝和纤毛对表面积较大的颗粒接触到

的概率更大，相比小粒径颗粒不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去捕获，这可能是香港巨牡蛎对大颗粒微藻具有较高

摄食选择性的重要原因。在滤食性双壳贝类的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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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食物颗粒的粒级、形状等因素能够决定其在贝类

摄入后的最终去向；Ｒｏｓａ等［１９］通过电势测量出巨牡

蛎属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和贻贝食物颗粒表面存 在“黏 性”结

构，并且通过实验证明两种牡蛎均可区别食物颗粒的

表面特性；Ｅｓｐｉｎｏｓａ等［２０］也认为贝类对食物颗粒的选

择性摄食不仅依靠食物颗粒对消费者的定向刺激，更

重要的是悬浮颗粒与外套膜表面均存在特定的化学

识别位点，贝类分泌的黏液中存在一种能够识别微藻

表面糖类等碳水化合物并与糖类等能可逆性结合的

外源凝集素，这可能是相对于其他两种微藻有机物含

量高、营养价值高的大粒径亚心形扁藻在混藻中被优

先摄食的重要原因。

图６　香港巨牡蛎在相同藻生物量条件下对３种微藻的摄食选择效率

Ｆｉｇ．６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ｍｅ　ａｌｇａ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在相同微藻密度和生物量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

牟氏角毛藻均呈现出较低的清滤率，摄食选择效率也

均为负值，表明了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采取了一

定的避食措施，而且在牟氏角毛藻密度高的等生物量

条件下其摄食选择效率负值更明显（图５和图６），表
明密度越高避食性越强。这和在单种微藻培养条件

下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比亚心形扁藻及球等鞭

金藻的清滤率低的结果相符［１７］，高如承等［２１］报道的

西施舌稚贝对牟氏角毛藻的摄食也具有类似的现象。
作为贝类饵料的重要类群，绿藻、金藻、硅藻３个纲的

薇藻在双壳贝类育种、育苗中被广泛使用，不同饵料

对贝类的食物效果不同，饵料的营养价值取决很多因

素［２２－２４］，如甾醇、脂肪含量、脂肪酸组成以及摄食的

难易程度。本研究中香港巨牡蛎对３种微藻不同的

清滤率及摄食选择性结果差异可能与３种微藻的细

胞形 态 及 其 表 面 的 物 质 组 成、营 养 价 值 差 异 有

关［２５－２６］。从细胞大小形状来看，牟氏角毛藻具较长

的角毛（一般为藻体的５～６倍），贝类在摄取时角毛

上的倒刺可能会损害其腮丝和纤毛，导致其对贝类适

口性较低，而且牟氏角毛藻细胞壁高度硅质化，壳体

坚硬以及角毛使得营养价值相对其他两种微藻低而

降低香港巨牡蛎对其摄食强度。张莉红等［２７］研究也

发现在粒径相似的硅藻和甲藻面前，栉孔扇贝（Ｃｈｌａ－
ｍｙｓ　ｆａｒｒｅｒｉ）更倾向摄食无硅质细胞壁的甲藻，认为栉

孔扇贝可能将具有硅质细胞壁的硅藻识别为无机颗

粒而倾向选择有机物含量高的甲藻。因此不同微藻

种类的细胞大小、形态、营养价值等特征差异，导致了

香港巨牡蛎在摄食过程中产生了选择性的差异。

４．２　不同规格大小对香港巨牡蛎摄食选择性的影响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显示香港巨牡蛎对不同微藻

的摄食选择性在不同规格情况下有着明显的差异，小
规格的个体对亚心形扁藻更具选择性而对牟氏角毛

藻更具避食性，大规格个体的选择性和避食性更弱

（图５和图６）。通常情况下，个体大小生物的口径有

着较大差异，个体越大口径越大，更适合于摄食较大

的食物颗粒。但本研究小个体香港巨牡蛎对细胞粒

径更小的球等鞭金藻的选择性反而低于细胞粒级大

的亚心形扁藻，这可能与本实验所选用的牡蛎规格及

微藻规格有关。本实验所选用的３种藻类大小均在

香港巨牡蛎的适宜饵料范围（２～６０μｍ），而且所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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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格的牡蛎已属１龄幼贝，因此对３种微藻的摄食

不存在受口径影响的问题。相对于大规格的牡蛎个

体，小规格贝类的滤食器官尚未发育完善，纤毛等器

官较稀疏导致细胞体积较小的微藻难以被有效摄食，
这与本实验中香港巨牡蛎的单位个体摄食率随着体

规格增大而增大的结论一致。大规格香港巨牡蛎的

滤食器官的发育较完善，可以有效的摄食球等鞭金藻

等细胞体积较小的微藻，表明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

藻和球等鞭金藻的摄食可能是依靠腮丝和纤毛的摆

动被动、机械性摄食，这与范德朋等［１６］对缢蛏的选择

性摄食选择性研究发现相似。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也显示香港巨牡蛎对不同微

藻的摄食选择性强度随着个体增大而变弱，个体越小

选择性强度越强（图５和图６）。香港巨牡蛎表现出的

这种选择性可能与贝类本身的生物活性及状态有关，
在生活史中的稚贝阶段，香港巨牡蛎用来直接维持生

命特征的肝脏、肾脏等组织的比例较大，为了维持新

陈代谢需要摄食更多的能源物质，相比大规格小规格

贝类摄食竞争力较弱，在单位体积饵料生物量（有机

碳）含量相同时，其对食物的营养价值必然会大于对

食物量的追求，而牡蛎在发育、成熟的过程中会逐渐

转变摄食策略，为了保证摄食量而对饵料质量的选择

强度降低，因此香港巨牡蛎的规格越大其选择性强度

越不明显。这与魏永杰［２８］报道的方斑东风螺幼体优

先摄食混合藻体积比占绝对优势的青岛大扁藻、湛江

叉边金藻研究结果相类似。

４．３　香港巨牡蛎摄食选择的被动性与主动性

双壳贝类多以微藻为食，贝类对食物颗粒是否具

有选择性具有较大争议［１－６］。本实验结果中香港巨

牡蛎对微藻的摄食显示微藻的粒径越大选择性越强，
大个体牡蛎小粒径微藻清滤率更高，从一定程度表明

了香港巨牡蛎是通过黏液纤毛作用和水动力作用［１８］

依靠腮丝、纤毛的摆动被动进行机械性摄食，属被动

性的选择摄食。但对于含有较长角毛的牟氏角毛藻，
因其角毛刺激及硅质细胞壁营养较低等原因，香港巨

牡蛎对其表现较明显的避食性，这又从一定程度上表

明香港巨牡蛎也同时具有对食物的主动选择能力，对

混合微藻的选择性摄食结果正是香港巨牡对食物的

选择同时具有被动性和主动性的综合体现。
本研究中香港巨牡蛎摄食所用的３种藻分别代

表了硅藻、绿藻和金藻，在北部湾海域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结果表明香港巨牡蛎对绿藻有较强正选择性而

对硅藻有较强的负选择性。但在香港巨牡蛎的高密

度养殖区———钦州湾，现场调查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的却显示龙门海域牡蛎养殖区的附近海区硅藻比例

明显低于其他海区，绿藻和蓝藻比例显著高于其他海

区［２９－３１］，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养殖区牡蛎较喜欢摄食

硅藻，对绿藻和蓝藻则反之，与本实验结果不符。经

过现场调查我们发现钦州湾龙门附近的牡蛎养殖区

的养殖对象以成体香港巨牡蛎为主，属于本研究中的

中、大规格个体，且养殖密度高。在本实验研究结果

中，大、中规格牡蛎对微藻的摄食选择性强度较低，较
于小规格牡蛎个体，其生长策略已从对食物质量的选

择转变为对食物数量的选择，个体越大摄食率越大；
另外海区中粒径较大的绿藻等非硅藻类数量很小，在
无法摄食诸如本实验中大粒径且高营养的绿藻等食

物时，牡蛎进而可能会转变其摄食策略被动的摄食硅

藻以确保其快速生长。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香港巨牡蛎更倾向摄食较大颗粒的微藻，贝类对５～
１１μｍ的微藻具有较高的选择性［２１］导致了钦州湾牡

蛎养殖区牡蛎快速生长繁殖期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从Ｎａｎｏ优势转变为Ｐｉｃｏ优势（６５．０％±１１．５％）［３２］，
个体较大的硅藻首当其冲，被牡蛎被动性摄食。高密

度牡蛎养殖区的浮游植物被养殖生物高强度摄食后

演变成以超微型的青绿藻和聚球藻优势为主［２９－３１］的

群落结构，这些藻类细胞粒径多小于３μｍ因而不能

或很难被香港巨牡蛎滤食，就导致了本实验中香港巨

牡蛎对３种微藻的选择性摄食结果与养殖区浮游植

物群落结构的现场调查结果不符，此结果也表明了在

牡蛎养殖区受生境及食物条件的影响，香港巨牡蛎以

被动性摄食为主，主动性的选择性摄食受限；因此在

牡蛎养殖区应积极采取相关措施防范高强度养殖活

动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造成重大改变进而对近岸海

域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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