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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北部湾海域养殖墨西哥湾扇贝
重量性状增长规律的研究

王　辉 , 刘志刚 , 符世伟
(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 广东 湛江 524025)

摘要 : 采用模型拟合方法研究了湛江北部湾海域养殖墨西哥湾扇贝 A rgopecten i rradians concent ricus 一个养殖周

期的重量增长规律。结果表明 , 墨西哥湾扇贝各重量性状增长过程遵循 Logistic 生长模型。通过 Levenberg2Mar2
quardt 迭代法求出模型中 3 个生长参数 , 建立了各性状生长方程 , 并得出各重量性状的生长极限值为体重

28129g、壳重 17127g、生殖腺重 0144g、软体部重 11121g、闭壳肌重 5135g ; 各重量性状的生长拐点分别为体重

5186 个月、壳重 6111 个月、生殖腺重 5101 个月、软体部重 5155 个月、闭壳肌重 5186 个月 , 其中生殖腺重出现

增长提早、壳重出现增长延缓现象 ; 各重量性状的绝对增长速度为体重 > 壳重 > 软体部重 > 闭壳肌重 > 生殖腺

重 ; 重量性状相对于形态性状出现生长延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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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growth of weight traits of cultured Ar gopecten

i r r a dia ns concent ricus in Zhanjiang sea area

WAN G Hui , L IU Zhi2gang , FU Shi2wei
( Fisheries Col lege of Guang dong Ocean Universit y , Zhanj i ang 524025 , China)

Abstract : The growt h of weight t rait s within one culture cycle of cult ured A rgopecten i rradi ans concent ri2
cus in t he Zhanjiang sea area was investigated using model fit ting procedure. The result s showed that t he

growt h of weight t rait s of t he scallop conformed to the Logistic model . Three growt h parameters of t he

Logistic model were estimated by Levenberg2Marquardt iteration met hod , and were employed to establish

t he growt h equation of each weight t rait . The growt h limit s of t he weight t rait s of t he scallop were 28129g

for wet weight , 17127g for shell weight , 0144g for gonadal weight , 11121g for tissue weight , and 5135g

for adductor weight , respectively1 The growth inflection point s of the weight t rait s were 5186 mont hs for

wet weight , 6111 mont hs for shell weight , 5101 months for gonadal weight , 5155 mont hs for tissue

weight , and 5186 months for adductor weight , respectively1 The growt h of gonad weight appeared ahead

of time , while t he growt h of shell weight was delayed1 The absolute growth rates of the weight t rait s were

in t he order of wet weight , shell weight , tissue weight , adductor weight , and gonadal weight f rom high to

low , showing a delay compared with t he morp hological t rait s.

Key words : A rgopecten i rradi ans concent ricus ; weight ; Logistic growt h model ; growt h parameter

　　墨西哥湾扇贝 A rgopecten i rradi ans concent r2
icus 以其生长快、鲜肉柱率高、经济价值大而在北

部湾得到迅速推广 , 并取得大面积养殖的成功[1 ] ,

截至 2006 年 8 月 , 累计推广面积达7 380hm2 , 目

前发展势头迅猛。该贝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

我国以来 ,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育苗和养殖技

术方面[ 2 —6 ] 。在生长方面 , 陆彤霞等[7 ] 研究了浙江

海域墨西哥湾扇贝的生长规律 , 给出了浮游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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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暂养期和养成期形态性状间的回归关系。从其它

贝类生长的研究看 , 石琼等[8 ] 探讨了翡翠贻贝

Perna vi ri dis 体长与体重间指数型回归关系 ; 凌

高等[ 9 ] 研究了背瘤丽蚌 L am p rot ul a leai 各壳长、

壳高和壳宽与体重间的关系 , 拟合了各性状随年龄

的变化关系 ; Liu 等[10 ] 研究了海湾扇贝 A rgopect2
en i rradi ans 数量性状间的关系 , 并建立了形态性

状与体重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 Peharda 等[11 ] 研

究了亚得里亚海双壳贝方形蚶 A rca noae 生长与年

龄的关系 ; Lee 等[12 ] 研究了淡水珍珠蚌 M arga2
ri t i f era m arg ari t i f era 的生长规律 , 建立了生长

模型并详细描述了生长特征 ; 金启增等[13 ] 研究了

华贵栉孔扇贝综合生长模型。

关于墨西哥湾扇贝重量性状增长规律的研究 ,

目前国内外研究报道尚少 , 本文拟对此进行深入研

究 , 旨在揭示该贝各重量性状的生长规律 , 为该品

种的选择育种、生态研究提供参考 , 为养殖生产预

测各经济性状未来的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1 　墨西哥湾扇贝生长试验海区

用于试验的墨西哥湾扇贝来源于 1991 年从美

国佛罗里达州引进的墨西哥湾扇贝的后代。2005

年 10 月 20 日把同一批次培育的出池稚贝 (壳长

0198mm , 壳高 1103mm , 体重 0186mg) 转移至广

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江洪镇扇贝养殖区银浪扇贝养殖

基地进行海上过渡。该区养殖面积达1 700hm2 ,

养殖密度为 24 ×104 ind ·hm - 2 。本批稚贝养殖于

该区的中心区域 , 离岸 5km。该区域水深平均

917m , 养殖期间 (2005 年 10 月 20 日至 2006 年 7

月 25 日 ) 海水透明度为 315 —517m , 盐度为

2718 —3214 , 水温为 1812 —3018 ℃, p H 为 810 —

813。浮游植物细胞丰度在养殖期间根据本研究调

查平均为 413 ×104 cells ·L - 1 (113 ×104 —718 ×

104 cells ·L - 1 ) 。

112 　墨西哥湾扇贝养殖试验季节及密度

实验海域墨西哥湾扇贝养殖季节为“秋冬春”

三季 , 养殖流程为秋季海上过渡 (投苗期为 10 月中

旬至 11 月中旬) , 冬季中培 , 春季养成 , 7 月份收

获。具体操作是 : 出池稚贝 (018 —110mm) 先行海

上过渡 , 初期采用规格 30cm ×50cm 的 60 目网袋 ,

密度为每袋5 000粒 ; 长至 3mm 时改换同规格 40

目网袋 , 密度为每袋2 000粒 ; 长至 5mm 时进入同

规格 20 目网袋 , 密度为每袋 600 粒 ; 长至 10mm

左右时转入中培期 , 采用 10 层小板 (直径 28cm 塑

料盘 ) 小孔 (盘孔径 015cm) 笼进行套网 (网孔

018cm) , 密度为每层 120 粒 ; 长至 30mm 左右时

进入养成期 , 采用 10 层小板大孔 (盘孔径 110cm)

养成笼 (网孔 215cm) , 密度为每层 40 粒直至收获。

全程采用扇贝养殖专用浮子延绳筏 , 并按该海区平

均养殖密度进行养殖 , 吊养水深为 115 —310m , 养

殖方法同扇贝常规养殖方法[14 ] 。

113 　数据测量

墨西哥湾扇贝 5 个性状测量方法分别为 : 体重

(BW) ———腹部朝下至不滴水 , 用纱布吸去壳缘水

分称重 ; 壳重 ( SW) ———去除软体部 , 贝壳洗净抹

干称重 ; 软体部重 ( IW) ———去除贝壳 , 用纱布吸

去软体部表面水分称重 ; 鲜软体部出产率 (鲜出肉

率 , IP) = IW/ BW ×100 % ; 生殖腺重 ( GW) ———

沿足基部与铰合线平行切下生殖腺 , 用纱布吸去表

面水分称重 ; 闭壳肌重 (A W) ———从软体部中分离

出闭壳肌 , 用纱布吸去表面水分称重 ; 鲜闭壳肌出

产率 (鲜出柱率 , A P) = AW/ BW ×100 %。每次测

量均随机抽取 30 个贝笼 , 将其中扇贝混合均匀后

随机抽取 50 只 , 清除附着物及洗净后 , 用电子天

平 ( ±01000 1 g) 对各性状进行称重。稚贝于 2005

年 10 月 20 日下海 , 测量时间自 10 月 28 日 (壳长

3132mm , 壳高 3199mm , 体重 6412mg) 开始 , 每

月测量 1 次 , 2006 年 7 月 29 日结束 , 历时 270d (9

个月) , 接近墨西哥湾扇贝的一个生命周期。前后

两次测量时间间隔为 30d , 个别点稍偏 30d 时以内

插法矫正。

114 　重量增长模型

本文通过分析确定采用 Logistic 生长模型拟合

墨西哥湾扇贝以上各重量性状的增长过程。Logis2
tic 为 3 个生长参数的模型 , 其公式为 : y =

B
1 + ae - kt , 其中 , y (g) 为拟合的重量性状在 t (月)

时间的值 , 参数 B ( g) 为该重量性状的生长极限 ,

参数 a 经变换 (ln a/ k) 后可转化为该重量性状达到

最快生长状态 ( B/ 2)时所需的时间 , 参数 k 为该重

量性状的最大可能生长速率 , e 为自然对数的底 , t

为时间月。

115 　生长参数估计

使用 Statistica610 统计软件处理各性状的数

据。使用 Levenberg2Marquardt 迭代法估计以上

Logistic 生长模型中的 3 个生长参数 , 迭代精度设

为 10 - 5 , 即当各待估生长参数前后 2 次迭代结果

的相对误差与误差平方和的相对误差都小于 10 - 5

时 , 迭代运算结束 , 以收敛的结果作为参数的最终

估计值。根据迭代运算要求按经验及该贝实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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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 各参数的初值均预设为 B = 50 , a = 25 , k =

018。

2 　结果与分析

211 　墨西哥湾扇贝重量性状增长规律

从表 1 及图 1 —3 看 , Logistic 生长模型各重

量性状预测值与实测值拟合度很高 , 模型的

RMSE 均非常小 , 复相关系数 R2 均大于 0199 , F

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01) , 说明墨西哥湾

扇贝重量性状增长可用 Logistic 生长模型来表达。

根据表 1 各生长参数可得出各重量性状值 y ( g)

随时间 t (月)的生长方程如下 :

yBW =
281288

1 + 1811978e- 01888 t ; ySW =
171272

1 + 1871266e- 01856 t ;

yGW =
01443

1 + 1071008e- 01933 t ; yIW =
111206

1 + 1811008e- 01937 t ;

yAW =
51354

1 + 9151339e - 11163 t 。

鲜出肉率与鲜出柱率随月龄而变化 , 鲜出肉率

在 4 月龄最大 , 达 52103 % , 以后逐渐下降至 9 月

龄的 39186 % ; 鲜出柱率则由 1 月龄的 2174 %逐渐

上升至 9 月龄的 19172 %(图 4) 。

表 1 　生长参数估计与模型拟合结果

Tab1 1 　Parameter estimates and f itting results of Logistic model to data

性状 参数 估计 标准误差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均方根误差 复相关系数 R2 模型 F值 p

B 281288 01876 261217 301 359

BW a 1811978 541386 531374 3101 581 01597 01997 1 9431668 < 01001

k 01888 01061 01743 11 032

B 171272 01448 161214 181 331

SW a 1871266 401596 911272 2831 261 01259 01999 3 4681895 < 01001

k 01856 01044 01752 01 959

B 01443 01015 01406 01 479

GW a 1071008 441471 11851 2121 164 01015 01994 9471399 < 01001

k 01933 01094 01711 11 155

B 111206 01472 101090 121 321

IW a 1811008 881066 271236 3891 252 01391 01994 7971078 < 01001

k 01937 01101 01698 11 176

B 51354 01120 51070 51 637

AW a 9151339 3741796 291087 18011 591 01110 01998 2 2271500 < 01001

k 11163 01076 01982 11 343

图 1 　体重 (a) 、壳重 (b)累积增长与贝月龄关系

Fig11 　Relation of cumulative growth of BW (a) and SW (b) to age of scal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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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性腺 (a) 、软体部 (b)累积增长与贝月龄关系

Fig12 　Relation of cumulative growth of GW (a) and IW (b) to and age of scallop

图 3 　闭壳肌累积增长与贝月龄关系

Fig13 　Relationship between cumulative

growth of AW and age of scallop

图 4 　鲜出肉率和鲜出柱率与贝月龄的关系

Fig14 　Proportions of f resh tissue

and adductor at different monthly ages

212 　重量性状的快速生长区间及生长拐点

表 2 给出了墨西哥湾扇贝生长过程快速生长区

间的起点、止点、生长拐点。从中可见 , 各性状进

入起点时间有明显差异 , 按快慢排序为 GW > IW

> BW > SW > A W , 即生殖腺重发育最早 , 闭壳肌

重发育最迟 , 两者相差近 1 个月 ; 各性状到达生长

拐点的时间按快慢排序为 GW > IW > BW≈A W >

SW , 即 GW 最早达到生长峰值 , SW 最迟 , 两者

相差 111 个月 ; 各性状进入止点时间也有明显差

异 , 按快慢排序为 GW > IW≈A W > BW > SW ,

即 GW 最早结束快速期而进入慢速期 , SW 最迟 ,

两者相差 113 个月 ; 各性状快速生长区间按长短顺

序分别是 SW 为 31 08m、BW 为 2197m、GW 为

2182m、IW 为 2181m、AW 为 2127m , 即 SW 最

大 , A W 最小 , 两者相差 0181 个月。从上述各重

量性状进入 3 个时间点的快慢排序看 , 体重 BW 始

终介于 IW与 SW 之间 , 这与 BW = IW + SW有关。

表 2 　重量性状快速生长区间及生长拐点

Tab1 2 　Fast growth intervals and growth inflexion

points of weight traits

性状
快速生长区间/ 时间 (月) ·相应性状值 g - 1

起点/ 月·g - 1 生长拐点/ 月·g - 1 止点/ 月·g - 1

BW 41 377/ 51977 51860/ 141 144 71 343/ 221309

SW 41 574/ 31649 61 112/ 81 636 71 651/ 131621

GW 31 597/ 01094 51 008/ 01 222 61420/ 01 349

IW 41 142/ 21367 51 548/ 51 603 61953/ 81 837

AW 41 731/ 11131 51 863/ 21 677 61996/ 41 222

213 　各重量性状的绝对和相对增长速度

图 5、6 表示了各重量性状的绝对增长速度和

相对增长速度 , 它直接反映了生物体在生长过程中

某一时刻的增长值。实验中不同时间点记录的各重

量性状值只描述了生物体在该时间点前期内的累积

增长 , 难以比较不同生长阶段及不同性状间生长的

差异。各性状绝对增长速度差异明显 (图 5) , 按大

小排序为 BW > SW > IW > A W > GW , 这与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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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极限 B 值最大 ( 281288g) , 并顺次递减至

GW 的最小 (01443g)有关 (表 1) 。各性状绝对增长

速度峰值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 , 与生长拐点的时间

一致 , 如 GW 为 5 个月 , IW 为 515 个月 , BW、

SW、AW 为 6 个月左右 , 各性状养殖 9 个月时仍

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 但此时相对增长速度已很低

(图 6) 。从图 6 可见 , 各性状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

趋势较一致 , 均在开始时最高 ,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下降 , 9 个月后趋于 0 , 生长趋于停止 , 但

各性状的相对增长速度大小有差异 , 如 A W 的在

前 7 个月内保持最大 , GW 的在前 5 个月内仅次于

AW , 但以后却处于最低 , SW 的在前 4 个月内处

于最低 , 7 个月后却处于最高。

图 5 　各重量性状绝对增长速度与贝龄关系

Fig15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olute growth rates

of weight t rait s and age of scallop

图 6 　各重量性状相对增长速度与贝龄关系

Fig16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growth rates

of weight t rait s and age of scallop

3 　讨 　论

311 　不同种群墨西哥湾扇贝重量增长的差异

湛江北部湾海域墨西哥湾扇贝在水温 1812 —

3018 ℃养 殖 9 个 月 后 , 各 性 状 平 均 为 壳 高

51176mm、壳长 511 28mm、壳宽 25193mm、体重

26122g、软体部重 10145g、闭壳肌重 (A W) 5117g ,

鲜出肉率 ( IP) 39186 % , 鲜出柱率 ( A P) 19172 %。

陆彤霞等[7 ] 报道浙江海域墨西哥湾扇贝在水温

1612 —2815 ℃养殖 7 个月 (从壳高 01672mm 出池稚

贝计起) 后 , 各性状平均达到壳高 5312mm、壳长

5418mm、壳宽 3216mm、体重 4515g , 鲜出肉率

3216 % , 鲜出柱率 11135 %。可以看出前者无论在

形态上或体重上均小于后者 , 且体重/ 壳高比

(0151)明显比后者的 (0186) 小 , 但是 , 前者的 IP

和 A P 却分别比后者高出 2213 %和 7317 % , 这在

生产上至关重要 , 如前者 AW 为 5117g , 余重 (BW

- AW)为 21105g , 后者为 5116g , 余重为 40134g ,

在两者 AW 基本相同情况下 , 后者余重 (低值副产

品) 比前者增加了近 1 倍 (9116 %) , 这导致了在养

殖密度相同情况下养殖设施及生产成本大大增加。

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两地墨西哥湾扇贝来自

不同地理种群 , 即浙江墨西哥湾扇贝于 1998 年引

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 为北方种群 , 湛江墨西哥湾

扇贝于 1991 年引自美国佛罗里达州 , 为南方种群

有关 ; 也可能与两地海域养殖季节及环境条件差

异 , 或两个种群引进后所产生的退化程度不同或研

究方法差异而带来的影响有关。需进一步做两个种

群同一养殖海区生长模型的比较 , 以揭示重量增长

与不同地理种群、养殖季节、环境条件及退化程度

之间的关系 , 从而挖掘闭壳肌重量增长潜力 , 以提

高闭壳肌出产率 , 并为选择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312 　墨西哥湾扇贝重量性状生长提早或延缓现象

的生物学和生产意义

从墨西哥湾扇贝各重量性状的生长参数及相对

增长速度看 , 各性状的增长存在一定差异。首先生

殖腺重的快速增长区间起点、生长拐点、止点均比

其它性状早。图 6 也说明了生殖腺重性状出现增长

提早现象 , 它反映了墨西哥湾扇贝的性早熟 , 如实

际中出池稚贝下海养殖 5 个月、壳高达 310cm 时

其性腺已达成熟 , 而 5 个月正好是生殖腺重的生长

拐点。生殖腺早熟对加快后代繁育、缩短世代间隔

有利 , 但繁殖过程消耗大量营养物质对贝体的生长

却非常不利 , 导致养殖对象小型化 , 生命周期缩

短。如何选育生殖腺晚熟品系是贝类育种中值得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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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课题。壳重的快速生长区间起点、生长拐点、

止点均比其它性状晚 (除了 AW 在起点上比其稍晚

外) , 说明壳重的生长比其它性状推迟 , 该性状出

现生长延缓现象。壳重的生长延缓具有重要的生物

学意义和生产意义。墨西哥湾扇贝在处于生命周期

的快速生长期间时 , 壳高、壳长生长迅速 , 使其体

积得到迅速的膨胀 , 为软体部的快速增长提供了空

间 , 但 CaCO3 沉积的滞后使其壳偏薄 , 壳重的快

速增长期相应延缓 , 到了衰退期时 , 壳长及壳高生

长均出现下降或停滞 , 此时 CaCO3 的沉积主要用

于增加贝壳的厚度 , 壳重得到快速的增长 , 贝壳的

机械强度得到加强 , 软体部得到更好的保护 , 因此

壳重的增长延缓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这与蔡英

亚等[ 19 ]提出的“欧洲猎女神螺 ( T ri v i a europ aea) ,

当体积停止生长之后 , 贝壳可以继续增加厚度 , 达

到原先 5 倍的重量”及“大珠母贝 3 年可达 16 —

20cm , 以后的生长比较缓慢 , 几乎只是大量分泌

珍珠质 , 增加其贝壳的厚度”的现象是一致的。壳

重的增长延缓导致临近收获的扇贝壳缘增厚 , 使壳

宽加大 , 闭壳肌相应延长 , 壳内容积相应拓宽 , 软

体部得以快速增长。这就告诉我们 , 扇贝的收获日

期不能只看壳长、壳高有没有长够 , 更重要的是看

壳宽有没有长够。因此 , 对贝类生长规律的研究 ,

不但要考虑贝壳的形态性状 (本课题待发表文章) ,

而且要考虑贝壳和软体的重量性状 , 这对指导经济

贝类适时收获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 闭壳肌重量的相对增长速度在前 7 个月

内是所有性状中最大的 , 这对闭壳肌重量的快速累

积十分有用 , 这也许就是南方种群墨西哥湾扇贝出

柱率 (19172 %)明显高于北方种群[ 7 ] (11135 %) 的缘

故 , 它可以作为两个种群的区别点 (图 6) 。闭壳肌

重量的快速累积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和生产意

义 , 它使扇贝具有更强的开闭壳能力 , 从而加强对

恶劣环境及敌害的抵抗能力 , 在养殖生产上也大大

提高了经济效益。

313 　水温对 Logistic 生长模型的影响及重量性状

相对于形态性状的生长延缓

绝对增长速度在 3 月 27 日至 5 月 26 日两个月

内最大 (图 5) , 所对应的环境水温为 23 —29 ℃。

本课题的另一项研究 (待发表)表明 , 墨西哥湾扇贝

最适生长水温为 2410 —2810 ℃, 适宜生长水温为

1112 —3111 ℃。尤仲杰等[19 ] 的研究认为墨西哥湾

扇贝稚贝的适宜生长温度为 15 —33 ℃, 最适生长

温度为 25 —30 ℃。由此看来 , 各重量性状的绝对

增长速度与环境水温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 与上述水

温对生长的影响基本吻合。但也可能与该贝正处于

生理快速生长阶段的固有生长特性有关。如本课题

对该贝形态性状生长规律的研究 (待发表)表明 , 壳

长、壳高、闭壳肌直径绝对增长速度在 2 月达到最

大 , 所对应的水温为 2111 —2118 ℃, 壳宽、闭壳

肌长的在 3 月也达到最大 , 所对应的水温为

2118 —2216 ℃, 铰合线长的在 1 月达到最大 , 所对

应的水温为 1913 —2111 ℃。这些温度区间都落在

适宜生长温度范围内 , 但不在最适生长范围内。这

就说明墨西哥湾扇贝的生长速度不仅受温度的影

响 , 而且受其所处生活阶段的影响 , 这与贝类自身

生长规律“缓慢 —快速 —缓慢”有关[19 ] 。仅当生

活阶段相同时才能考察不同温度与长速之间的关

系。水温不可能改变墨西哥湾扇贝的 Logistic 生长

模型 , 仅当水温落在适宜生长范围之外时才有可

能。在适宜生长的水温范围内 , 水温可以改变该模

型的生长参数。如给墨西哥湾扇贝各生活阶段提供

最适生长温度时 , 绝对生长速度将全面提高并导致

生长拐点前移 , 快速生长区间起止点提早 , 其生长

接近极限所需的时间将缩短 , “S”型生长曲线将

变陡。由此也可推断 , 随着不同养殖季节或不同养

殖海区温度间的差异 , 模型生长参数也将发生

改变。

墨西哥湾扇贝重量性状的绝对增长速度峰期滞

后于形态性状 , 这就是重量性状相对于形态性状的

生长延缓。这一现象可用贝类首先通过形态增长拓

展其容积 , 然后再进行重量增长来拓展软体体积及

加强贝壳坚固度来解释。这与蔡英亚等[19 ] 提出的

“贝壳与软体部的生长时间和速度并不是一致的”

的观点吻合。

314 　Logistic 模型的合理性及其生长参数在养殖生

产中的指导意义

本文对墨西哥湾扇贝一个养殖周期的重量增长

作了研究。结果表明 , 使用 Logistic 生长模型描述

墨西哥湾扇贝的重量增长过程不但具有极高的拟合

精度 , 而且根据该模型估计各重量性状的快速增长

期及其它各参数都与生产实际基本一致。所以 , 虽

然重量性状各不相同 , 但将 Logistic 模型作为描述

墨西哥湾扇贝重量增长规律是恰当的。该生长模型

的建立为墨西哥湾扇贝的养殖提供一些具有理论指

导意义的参数 , 如平均生长极限、生长拐点、快速

生长区间起点和止点。在生产上 , 应在快速生长期

内提供最优的养殖环境以最大程度促进养殖对象的

生长 , 这一观点与金启增等[13 ] 在华贵栉孔扇贝综

合生长模型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相同。

315 　Logistic 模型生长参数在选择育种中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表明墨西哥湾扇贝各重量性状生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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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 Logistic 生长模型 , 该模型的 3 个生长参数是

在特定条件下通过 Levenberg2Marquard 迭代

法[16 ,17 ]求出的 , 这里所指的特定条件包括本研究

墨西哥湾扇贝的遗传背景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在基因效应相同情况下 , 生物将随环境条件的改变

而改变其生长参数 , 而在环境条件及养殖方法相同

情况下 , 生物的生长特性由其基因所控制。因此可

通过对生长于相同环境及养殖方法中表现出多态性

的群体进行个体选择并开展家系育种。对其子一代

3 个生长参数进行分析比较 , 从中选取单个或多个

性状具有最大生长极限的家系进行固定纯化 , 同时

选取其它性状具有最大生长极限的家系作为配套进

行家系建设 , 使家系间杂交具有遗传互补性 , 通过

家系间杂交产生具有生产意义的杂种优势。此外 ,

3 个生长参数还可作为新品系种质鉴定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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