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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锦巴非蛤俗称花甲王、花蛤、帘蛤，栖息

于浅海沙底。近年来，织锦巴非蛤价格持续走

高，市场需求量不断上升，但自然资源量日趋减

少，供需矛盾的突出加剧其资源衰竭。织锦巴非

蛤作为新开发的海水养殖品种之一，具有生长速

度快、养殖方式简单等优良特性，适合进行人工

养殖。织锦巴非蛤摄食天然单胞藻等浮游植物，

无须人工投饵，养殖效益可观。为更好地开发、

利用和保护织锦巴非蛤资源，恢复自然种群，开

展织锦巴非蛤人工养殖技术研究势在必行。本研

究以织锦巴非蛤为试验对象，采用海上吊养的方

法，从养殖海区、稚贝投放和养殖密度方面研究

织锦巴非蛤人工养殖技术，旨在建立科学的织锦

巴非蛤人工养殖流程，提高织锦巴非蛤人工养殖

经济效益。

一、材料和方法

1.材料

(1)稚贝来源。织锦巴非蛤稚贝是在广西海洋

研究所竹林盐场海水繁育试验基地人工育苗后经

中间培育获得，无壳面损伤、足伸缩力好、体色

花纹分明，装入网袋保湿运至养殖海区。稚贝投

放总量为300万个。

(2)养殖海区。养殖海区位于越南广宁云屯县

海域。该海域因小岛屿众多而形成内湾，自然风

浪小，潮流畅通，易于设置养殖浮排。云屯县属

热带季风气候，全年生物饵料丰富。养殖海区表

层海水温度12.5～32.8℃，盐度23.8～32.8，最

低潮位2.5米。

(3)养殖筐选择及处理。养殖筐为椭圆形、底

面积0.5米2、高0.6米、带盖的塑料筐，具规则的

孔状结构，孔径1厘米。在养殖筐内铺设网目为

60目的隔网，用铁丝固定，再铺上粒径为1～3毫

米、厚度为0.4米的沙。将养殖筐悬挂在养殖浮排

上，整齐排列，利于水流交换和后期管理操作。

2.方法

(1)稚贝投放。选择天气晴朗、风浪较小时投

放稚贝，投放密度为200个/筐。稚贝投放数量为

海上悬挂中培稚贝100万个、海上沉筐中培稚贝

160万个、池塘中培稚贝40万个。为研究不同来源

稚贝对后期养殖的影响，对3种不同来源稚贝的养

殖成活率和壳长进行比较分析。

(2)养殖管理。养殖浮排上设看护房，配备生

活用品。每天6:00、12:00、18:00和 24:00检查

养殖浮排和养殖筐。每 15 天清理洗刷养殖筐

1次，清除筐内杂藻及敌害生物，查看稚贝生长情

况，清理死亡稚贝。制定应对极端天气的预案，

关注天气变化，获取天气预报信息，采取躲避或

调整养殖筐悬挂高度等方式规避风险。养殖时间

11个月，其间每月中旬定期测定1次养殖区域海水

温度和盐度，记录周年变化。收获时，对随机采

集不同来源稚贝养殖的各3个养殖筐进行计数，分

别取30个织锦巴非蛤测量壳长。

(3)密度对织锦巴非蛤生长和成活率的影响。

养殖期间，为研究培养密度对织锦巴非蛤生长和

成活率的影响，设置稚贝的投放密度梯度分别为

100、150、200、250、300个/筐。投放稚贝的平

均壳长为(15.4±2.0)毫米，各试验梯度均设9个

重复。养殖11个月，采集不同密度条件下的织锦

巴非蛤进行计数，随机各取30个织锦巴非蛤测量

壳长。

(4)成贝收获。选用长1.5米、宽1米、网孔

为1厘米的胶丝袋收集成贝。将养殖筐内沙子和成

贝倒入胶丝袋内，摇至袋内无沙，剔除损坏个体

和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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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处理

采用软件WPS 2022处理试验数据。利用软件

SPSS 28.0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异显著。

二、结果

1.养殖海区水温和盐度的周年变化

养殖海区水温和盐度的周年变化显示，水温

最低为1月的12.5℃，最高为8月的32.8℃，全年

有7个月水温维持在28.6～32.8℃。养殖海区盐度

在23.8～32.8。

2.织锦巴非蛤的生长与成活率

养殖收获的成贝平均壳长达到60毫米以上，

两种海区中培稚贝的养殖成活率均达到40%以上，

池塘中培稚贝的养殖成活率为35%，平均成活率为

40.3%。海区悬挂培养的稚贝经过11个月海区吊

养，最终养殖成活率和养殖壳长均显著高于另外

两种中培稚贝(P＜0.05)，而海区沉筐和池塘中培

稚贝的最终养殖壳长差异不显著(P＞0.05)，养殖

成活率差异显著(P＜0.05)。

3. 养殖密度对织锦巴非蛤生长与成活率的

影响

试验结果显示，织锦巴非蛤随着养殖密度的

增大，壳长和成活率均呈下降趋势。经过11个月

的海区吊养，密度100、150个/筐组的壳长高于

200、250、300个/筐组，密度100、150、200个/

筐组的成活率相差较小，并高于250、300个/筐

组。密度200个/筐组和250个/筐组的壳长和养殖

成活率差异显著(P＜0.05)，密度为200个/筐组的

成贝收获重量最大，养殖效益最好。

4.成贝收获

织锦巴非蛤一般人工养殖11～18个月、壳长

达到50毫米以上即可作为商品贝收获。本试验成

功养殖商品贝4.2万千克。

三、讨论

1.织锦巴非蛤养殖海区的选择

养殖海区的选择是织锦巴非蛤人工养殖的前

提，直接决定人工养殖的成败。海水温度和盐度

是影响贝类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在织锦巴非蛤

的人工养殖过程中，海水温度变化直接影响养殖

效果，这是因为上半年投放养殖的稚贝经过较长

时间的高水温，生长迅速，到冬季降温时已长成

较大规格，足够强壮，可抵抗长期低温。而年底

投放养殖的稚贝因初期养殖海区水温较低，适应

新环境的时间变长，生长受限，损失率升高，并

且因次年升温速度快，稚贝迅速生长，极易出现

外壳畸形。同时，水温和盐度亦对饵料生物的生

存与分布有着决定性影响。织锦巴非蛤的人工养

殖遇到雨水天气时，因养殖区表层海水淡化，导

致养殖层氧气含量降低和海水透明度升高，引起

饵料生物含量减少，使稚贝生长减缓。本研究结

果显示养殖海区全年海水温度12.5～32.8℃，可

作为织锦巴非蛤的生存温度范围参考，该海区全

年中有7个月的时间海水温度相对较高，有利于织

锦巴非蛤的生长。海区盐度23.8～32.8，这与养

殖海区容量大、雨水少有关，由于盐度稳定是海

区选择的重要因素，在选择养殖海区时应避开有

淡水注入的地方。养殖海区以适宜的水温和盐度

为基础，选择风浪小、饵料生物丰富、易作业的

地点。

2.织锦巴非蛤人工养殖方法

双壳贝类养殖方法很多，如文蛤、青蛤等滩

涂贝类采用底播养殖、大珠母贝采用笼养、毛蚶

采用塘养。与浅海围网养殖织锦巴非蛤相比，本

研究采用的海上吊养方法加大了稚贝养殖密度，

而养殖成活率与其相近，海上吊养效果明显优于

围网养殖。这与范斌朋等(2016)对扁平蛤吊养和

底播两种方式的研究结果一致。海上吊养海区位

置选择多，饵料生物易监测，有条件时可以拖动

养殖浮排至饵料生物丰富的海区，而围网养殖海

区因海区潮位要求而选择范围窄，饵料生物含量

不稳定，内陆污染无法避免。综上，海上吊养优

于围网养殖，是织锦巴非蛤人工养殖的较佳选择。

3.织锦巴非蛤养殖密度

双壳贝类人工养殖过程中密度控制是重要的

环节。最佳养殖密度的确定可以规范养殖技术流

程、降低苗种投入成本、节约人工等开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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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苗种生长和成活率，是提高人工养殖经济效益

的最好手段。本研究以海上人工养殖阶段的织锦

巴非蛤稚贝为研究对象，开展养殖密度试验，旨

在获得该阶段最佳养殖密度，指导织锦巴非蛤人

工养殖，提高人工养殖经济效益。研究结果表

明，养殖密度为200个/筐时，织锦巴非蛤海上吊

养经济效益最好。

织锦巴非蛤养殖业刚刚起步，要研究建立规

范的养殖操作流程和养殖海区监管，以推动织锦

巴非蛤人工养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缢蛏在辽宁丹东地区俗称“小人仙”。缢蛏与

海蜇、对虾、牙鲆等经济生物混养，被称为海水

多营养层级养殖模式。丹东地区有近11万亩池塘

采用海水多营养层级养殖模式，缢蛏作为重要的

底层贝类在海水多营养层级养殖模式中有着不可

替代的位置，并且能为养殖户带来较高的经济效

益。因此，缢蛏养殖的收成直接影响当年池塘的

养殖收益。丹东东港地区池塘养殖的缢蛏成贝大

多由经销商从塘口直接收购，近两年，缢蛏的塘

口收购价格低至6～8元/千克，一些养殖户选择将

缢蛏进行池塘越冬，等待第2年再上市出售。

为避免在越冬期因为管理不善造成缢蛏死亡

的损失，现根据2020－2021年缢蛏越冬期出现的

问题进行分析，将缢蛏越冬期管理经验总结如

下，供养殖户参考。

一、越冬池塘维护

由于养殖池塘经过了1个周期的养殖生产，因

此在越冬前需要对池塘进行巡检，检查池塘、坝

门等是否漏水、进排水闸门是否老化、水泵等养

殖用具是否正常工作，同时需要做好防冻、防裂

工作。准备好清扫积雪、打冰眼等养殖用具。

二、水质、底质管理

在池塘封冰前进行水质调控和底质改良。经

过1个养殖周期，水产养殖动物粪便和残饵在池塘

底部积累，如果不及时处理，越冬期缢蛏养殖很

容易出现问题。因此，越冬前要随时监测池塘盐

度、pH、氨氮、亚硝酸盐、浮游植物量等，如果

出现异常，要及时换水，同时越冬期前要加深水

位，将水位保持在1.8米以上。越冬前加强池塘底

质改良，可投放底改产品，要少量多次，同时根

据外海水源情况适当增加换水量。

三、缢蛏饲养管理

越冬前期应该加强缢蛏的饲养管理工作，可

以在饵料中添加VC、免疫多糖等进行投喂，以提高

缢蛏的体质。

四、越冬期溶氧监控

池塘封冰后根据冰层厚度适时开凿冰眼，监

测池塘溶氧指标，若溶氧过低，需要采取投放增

氧剂等措施增加水体溶氧。如遇大雪天气，需要

及时清扫积雪，以增加池塘的透光率，促进藻类

光合作用。

五、立春后管理

立春后，随着气温的上升，池底有机质发酵

加快，需要在池塘上开凿冰眼，一方面增加水体

与空气中氧气的交换，另一方面可以释放池塘中

多余气体。开凿冰眼数量需逐渐增加，位置应选

择在两条蛏田中间。在化冰前后，有条件的池塘

可以适量进水，减少化冰对缢蛏造成的应激反应。

越冬期后，建议根据市场收购情况，在3月底

前利用人工采捕的方式将越冬缢蛏出塘，以保证

不影响第2年缢蛏的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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