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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条触手芽。术后 2—4d，触手芽长大，顶尖 

形成水螅口，植入的触手先位于口缘上，后迁入 

新形成的触手环内，或与邻近的 1条环内触手 

合并，合并方式同作者1993年的观察 。 

表 1 移檀水螅触手的实验 

实验条件 实验结果 

植 凡 的 植 入 的 
承 移 植 前 切 头 坟 具 侧 有 触 手 触 手 向 触 手 出 
螅 取 触 手 的 十 体 生 头 十 无 口十 切 面 端 现 萎 缩 
数 方 式 数 体 数 体 数 迁 移 的 或 脱 落 

的 十 体 十 体 数 
披 

21 1触手 3 2 2 3 11 

2啦手附 21 10 8 1 2 0 
1／3垂唇 

2．2 本实验观察到5例_在胃区未诱导形成侧生 

头的移植触手，沿体轴迁移到切面再生的触手 

环上，与邻近的 1条环内触手合并(见表 1)。 

2．3 本实验共观察N3例无口畸形水螅。在第 

1组中有 2例，其中 l例(图 1见封 4上，下同) 

在术后 1d，植入 的触手沿体轴迁移到近切面 

端。切面部位已形成 2条手芽。术后．2d，植入 

触手的体柱组织隆起，隆起部位上形成 2条触 

手芽，植入的触手位于隆起部位的顶端。在个 

体的切面端仍只有 2条触手芽，触手芽略有长 

大，触手间有组织隆起。术后 3一lid．除触手 

逐渐长大外，其他形态特征依旧，体倒和切面上 

的隆起部位顶端没有形成口。以后，该个体逐 

日萎缩，至术后 14d解体。另 1例(见图2)在 

术后 1d，植入的触手迁移到近切面端的侧面。 

切面端上已形成 2条触手芽。术后 2一lOd，触 

手芽逐渐长大，但没有新的触手芽发生。切面 

端和植入触手的侧面均未见组织隆起现象。经 

鉴定，该个体始终未形成口。至术后 13d，该个 

体逐渐萎缩，16d解体。在第2组中的1例(见 

图3)术后 1d，切面端形成 1条触手芽。术后2 
— 4d，植入触手的体柱组织隆起呈圆锥状，其斜 

面上发生2条触手芽，植入的触手 1条位于其 

顶尖，另 1条位于其斜面上。切面端触手芽已 

长大，至术后 12d未见新触手芽发生。植入触 

手至切面端之间的体柱逐渐缩短。术后 16d， 

侧面隆起部位上又发生2条触手芽，接着形成 

口。至术后 27d，切面端上的 1条触手逐渐与 

侧生触手环上邻近的 1条触手合并．最后成为 

正常个体。 

3 讨 论 

3．1 国外早期的实验已证 明植入胃区的垂唇 

具有明显的诱导头形成的作用和对切面有明显 

的抑制头形成的作用 J。本实验结果揭示，单 

是水螅触手也具有垂唇样的诱导作用和抑制作 

用。但单是触手的这种作用能力明显比带有垂 

唇的弱。例如表 1，诱导形成侧生头的个体数 

(双头个体数与仅具侧生头个体数)，第 1组明 

显少于第 2组。其主要因素可能是第 2组植入 

的触手上附有 1／3的垂唇组织。 

3．2 本实验发现的3例有触手无口畸形水螅， 

目前尚未见到这方面报道。在一般条件下，如 

水螅被切除头以后，切面上很快再生出 1个新 

头。若在胃区植入垂唇后，切面上不再出现再 

生现象 6̈ J。本实验在胃区中部侧面植入触手， 

植入触手与体柱组织相互融合需一定的过程时 

间，切面端组织按原定程序开始进行分化，先形 

成 1—2条触手芽。当体柱植入部位完成融合 

时，植入的触手除对邻近体柱组织起诱导垂唇 

形态发生作用外，同时对切面端同样的形态发 

挥抑制作用。位于切面端已生出的触手可能亦 

具有这 2种作用。因此，当位于不同部位的触 

手相距较近，不同部位的形态发生便同时相互 

受抑制而停滞，这可能是造成图 1和图2的结 

果和命运的主要原因。已有实验证实，水螅体 

内的头抑制物 活性随 头结构逐渐形成而提 

高 6̈， 。图 3的形成过程似乎也证实了这一 

点，如该个体的侧面上植入的触手较多，并带有 

少量垂唇，新生的触手芽也较多，因而发挥的抑 

制作用较大，以致使切面端再生受阻，只形成 1 

条触手芽，此芽又与侧面触手相距较远，难于抑 

制侧面的形态发生。如果植入触手与体柱融合 

再快些，可能切面端再生会完全被抑制，看来形 

成仅有侧生头的个体(见表 1)就是这个原因造 

成的。这与垂唇植入胃区的结果 J一致。如 

果植入触手与体柱融合较慢，且与切面端相距 

较远．这可能就是形成双头个体的原因。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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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文认为触手对形态发生的作用与垂唇 

相似，是不可忽视的，只是触手的抑制作用比垂 

唇较小而已。 

3．3 正常的水螅组织运动规律是：垂唇组织从 

触手环处向口端迁移，胃区组织向基端迁移，以 

补偿 2端细胞的正常衰老、脱落⋯。本实验观 

察到侧生头形成过程中，植入的触手从口缘迁 

移到新形成的触手环内。同时还发现植入的触 

手沿体轴迁移到切面端再生的触手环内(表 

1)。为何出现这 些与正常水 螅组织迁 移方 

向⋯相反的现象，目前还较难解释，有待进一 

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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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舌栖息环境及人工养殖的研究 

刘德经 邱文仁、／齐秋贞 
(福建省长旆 丽  _场 35㈣ ) (福建 雨  系 福州 500071 2Z- 

A摘要本文报道近年来作者在福建省长乐进行的西施舌栖息环境及人工养殖的研究结果。西施舌栖息 
于低潮线附近至干潮线以下 lore左右的水深，底质以砂为主，适应水温8—30"(2，最适水温 17—28"C，适 

应盐度 17—35‰，最适盐度 20—28‰，主要摄食浮游植物中的硅藻及水中悬浮物。西施舌干露后体腔 

液失水率超过 8％时，出现死亡。养殖西施舌的场所，应选择在细砂底质，地下渗透水盐度在 17‰以上 

滩涂垦区为适。 ，一 ～ 一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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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舌[Celomactra antiquata(spengler)] 

俗称“海蚌”，是一种个体较大，营养丰富的海产 

珍品，它足大如舌，白里透红，肉质脆嫩，其味甘 

美，闽菜谱中的“鸡汤氽海蚌”，成为高级宴会的 

特供品。 

本文是在观察西麓舌栖息环境的基础上， 

进行西施舌养殖技术的研究，为建立资源保护 

区和提高西施舌的人工增养殖技术，探索经验，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l 材料 取自人工试养及自然海区体长4 

8．5cra的西施舌，在室内进行栖息环境的观察。 

1．2 自然生态分布 系1989—1992年对长乐 

沿海西施舌分布调查研究的累积资料。 

1．3 试养地 长12 m、宽 7m、深 1．2m．海水经 

沉淀阿滤后进入池中，夏季在池中搭架，池顶用 

麦杆遮阴，试养不同大小的西施舌。试养面积 

分别为 340m2和3300m2。 

2 观察与试验结果 

2．1 栖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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