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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 2003年 1月到 2003年 12月对浙江省象山港内嘉庚蛸的生物学指标进行了测量, 共获取

样品 408头,分析了其基础生物学的周年变化规律和主要体型特征。结果表明,嘉庚蛸长度分布频

率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6, 7月份长度分布较其他月份广, 6月份分布比较均匀具两个峰值( 240和

360 mm, 所占比例分别为 131 3%和 161 7%) ; 冬季生长缓慢, 3, 4月份为快速生长期,体长、体重等

指标增长明显, 4月底即进入了繁殖季节,在 6, 7月份可采捕到当年孵化的幼体。嘉庚蛸体长与体

重以幂函数拟合最佳,而各体征指标与全长、体重和体积的相关关系也较为显著, 但相关方程在雌

雄间存在着差异。雌体在体型上明显比雄体粗壮, 全长/胴长、全长/胴宽以及全长/体积经统计检

验发现雌雄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若全长相等的情况下, 雌体的胴长、胴宽和体积明显大

于雄体,自然种群的雌体比雄体更强壮、更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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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头足类属于软体动物门头足纲, 目前全世界现

生的头足类约有 47科 139 属, 共约 700 多种, 其中

许多种类一直是重要的食用海产品,也是极为重要

的渔业资源。关于头足类生长与生物学的研究, 已

经有不少报道, 如曼氏无针乌贼( Sep iella maindro-

ni )
[ 1]
、东海剑尖枪乌贼( L ol igo eduli s H oy le )

[ 2]
、

Lol igo d uv aucel i
[ 3] 、Sep ia of f i cinali s

[ 4] 。而针对

于蛸属的报道比较少, 仅有 Octop us m imus 在人工

养殖条件和自然种群的生长研究[ 5] , 嘉庚蛸( Octo-

pus tankahkeei )个体生殖力[ 6] 与人工繁育技术的初

步研究[ 7] ,其他系统的研究尚缺乏。

嘉庚蛸俗称/望潮0, 隶属于头足纲、八腕目、蛸

科、蛸属, 为一年生头足类,且它的繁殖能力有限, 怀

卵量仅为 95 粒/头,怀卵量少是头足类普遍存在的

现象
[ 6, 7]

,所以其资源量的变动较为明显, 如果环境

条件剧烈改变, 其难以保证后代的正常延续。本文

对其主要体征指标的周年变化和各形态参数进行了

分析研究,以期为今后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和人工

养殖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并进一步积累了头足类基

础研究的资料。

2  材料与方法

样品取自浙江象山港口门海区的滩涂渔获物,

从 2003年 1月至 2003 年 12月, 每月随机取样 30

头以上,共获样品 408头。其中雌性个体 240头,雄

性个体 168头,雌雄总性比 11 43 B 1。样品获得后,

逐头测定其各形态学参数,并观察其有关性状特征

(重量: g;长度: mm) , 共测量了全长( L )、胴长( D L )、

头长( H )、胴宽( DK )、腕间膜( M ) , 茎化腕( J, ` ) ,

第一对腕长( W L)、第一对腕吸盘数( X ) , 湿重( W )、

性腺重( WG )、体积( V , 体积法)等生物学指标。用

统计方法( spss111 5)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1  基本生长指标的组成

31 11 1  群体全长的频度分布

嘉庚蛸全长的统计分组方法: 以 20 mm 为一组

阶,如某一全长正好为 2的倍数,该全长归到上一全

长组, 统计落入不同组阶的全长频度分布。每月全

长的频度数据经统计检验表明雌雄个体间差异不明

显,因此对嘉庚蛸全长的月频度分布列于图 1。

图 1 嘉庚蛸周年长度频率分布

  由图 1可以看出: 3, 4月份嘉庚蛸个体明显增

大,绝大多数分布在 300~ 350 m m 之间; 6, 7 月份

嘉庚蛸长度分布比其它月份广, 6月份其长度分布

均匀,具有两个峰值(分别为 240, 360 mm, 所占比

例为 131 3 %和 161 7 % )。7月份的峰值突出, 约

有 641 5 %的个体其长度在 220~ 280 mm 之间, 8

月份的峰值出现在 180~ 240 mm, 约占总样品的

781 3 %, 并且出现 120 mm 的小个体。嘉庚蛸长

度分布表现出明显地季节变化, 这一结果与 Octo-

pus mimus
[ 5] 和 L oligo p ealei

[ 8] 的周年变化规律较

为相似。

31 11 2  基本生长指标的周年变化

( 1)全长、胴长、胴宽的周年变化

由图 2可以看出,雌性嘉庚蛸全长周年的变化

趋势明显, 3, 4月份达到生物学最大值, 平均约为

3581 4 mm。在 5 月份, 全长急剧下降, 接下两个月

中虽然略有起伏, 但总体变化不大。可采捕到的

周年最小个体出现在 8 月份, 为 1231 4 mm, 月平

均全长约为 1981 2 mm。在 9 月份出现了一个嘉

庚蛸生长的高峰期, 全长范围与 6, 7 月份类似。

图 3 还列出了雄性嘉庚蛸全长的周年分布趋势,

可以看出其趋势基本与雌体类似。胴长随全长的

月变化而变化显著, 最大和最小个体分别出现在 4

月份和 8月份,从 10 月至翌年 4月处于胴长的生

长期,胴宽的周年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图 3)。

( 2)体重、体积的周年变化

体重、体积是研究嘉庚蛸生物学另两个重要

的度量指标, 体重在一定的生物学周期内随年龄

增加而增加。嘉庚蛸体重在 3, 4 月份达最大值,

比较图 2 和 4可以发现: 体重与全长的变化趋势

一致。

图 2  嘉庚蛸( Octop us tankahk eei)全长的周年变化

31 2  各体征指标之间的关系

31 21 1  体重与全长的关系

根据嘉庚蛸样品测定结果, 经 SPSS 软件拟合

筛选所得,其体重与全长的关系,以幂函数形式相关

性最好, 可用 W = aL b的关系式来表示, 计算得回归

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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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 41 99 @ 10- 5
L

21 4875  r= 01 892 9;

W ` = 71 56 @ 10- 5
L

21 4976  r= 01 887 81
嘉庚蛸体重与全长的相关关系与已经得到研究

的曼氏无针乌贼[ 1] 和金乌贼 ( S ep ia esculenta

H oyle, 1885 ) [ 9]的关系极为相似,均为幂函数关系。

31 21 2  吸盘数与腕长的相关关系
对所采集嘉庚蛸的第一对腕长进行 t检验( P=

01 491> 01 05)结果显示, 差异不显著;雌雄个体间第

一对腕上的吸盘数经 t 检验, 结果表明存在显著差

异( P= 01 002< 01 01)。因此根据所测样品的数据,

经 SPSS拟合处理,得吸盘数与第一对腕长均呈/ S0

曲线,其回归方程如下:

X a = exp( - 611 49+ 41 96W L )  r= 01 6277;

X ` = exp( - 481 06+ 41 86W L )  r= 01 54631
31 21 3  体征指标间的相关关系

为研究嘉庚蛸各体征指标的相关关系, 采用

11种函数形式对各指标与全长、体重和体积的关

系进行了拟合, 以调整判定系数( Adjusted R
2
)最

优选出拟合得最好的函数关系列于表 1中。

结果显示, 嘉庚蛸雌雄个体间体征指标的相关

关系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嘉庚蛸的全长、体重和体

积与其腕长均呈三次线性关系,且相关性显著;与胴

长和头长均呈幂函数正相关, 随着这些指标的增加,

全长、体重、体积也显著增加。雄性个体的全长、体

重和体积均与其胴宽呈幂函数相关,但雌性个体的

三个主要参数却与胴宽呈三次函数关系。除全长与

腕间膜呈三次函数关系外,体重和体积均与其呈幂

函数关系。雄性个体所特有的茎化腕与成体的主要

参数间也具较大的相关性, 与其以三次函数拟合

最优。

31 3  体型特征
嘉庚蛸雌雄异体, 而且两性异形:雄性个体右侧

第 3腕特化为具有交接功能的茎化腕。除明显的差

别外,本文对周年采样的嘉庚蛸各外形指标进行计

算分析如表 2。

由表 2可见, 全长/胴宽雌雄间存在极显著差

异,全长/胴长、全长/头长以及全长/体积雌雄间存

在显著差异。另外一些指标如: 全长/腕长雌雄间经

统计检验差异不显著。从全长/胴长、全长/头长、全

长/胴宽的差异,可见雌性个体不仅显著地大于雄性

个体,而且, 从体型上看(全长/体积) ,雌蛸比雄蛸更

粗壮。从胴腹部的特征看, 同样长的嘉庚蛸,雌蛸胴

长和胴宽明显较雄蛸大, 但胴长与胴宽的比例差异

却不明显。

4  讨论

41 1  嘉庚蛸的生长特点
不同海洋生物具有不同的生长特性, 许多学者

建立了各种生长方程来描述其生长过程, 被广泛应

用的为 Von Bertalar ffy 方程,但此生长方程适用于

等速生长的鱼类[ 3]。嘉庚蛸身体柔软,体内不存在

类似于乌贼的硬质海螵蛸, 更不具有类似鱼类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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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雌雄各体征指标与全长、体重及体积的相关关系

指标
全长 体重 体积

雄性 雌性 雄性 雌性 雄性 雌性

腕长 L= 901 39+ 01 16W

+ 51 41@ 10- 3W 2

- 81 49@ 10- 6W 3

L= 2361 15-

1165W+ 0101W2

- 1191@ 10- 5W3

W= - 49120+

0177W- 2139

@ 10- 3W 2+

5138@ 10- 6W 3

W = 115104- 1171W

+ 0101W 2- 1133

@ 10- 5W 3

V= - 571 78+

0192W- 3116@

10- 3W2+ 6154

@ 10- 6W 3

V= 891 45- 11 34W

+ 01 01W 2 + 11 1

@ 10- 5 W 3

r= 01 947 5 r = 01 933 5 r= 01 829 9 r = 01 836 3 r= 01 816 5 r= 01 793 9

胴长 L= 101 19D 01 85
L L= 161 24D 0172

L W= 01 02D 21120
L W = 01 02D 21 04

L V= 01 01D 21 150
L V= 01 02D 2109

L

r= 01 900 0 r = 01 875 3 r= 01 835 7 r = 01 887 2 r= 01 839 2 r= 01 882 0

胴宽 L= 111 08D 01 95
H L= 2741 08-

14183DH+ 0168D2
H

- 6159@ 10- 3D3
H

W= 71 47 @

10- 3 D 2162
H

W= 61163-

8141DH - 0138D2
H

- 3143@ 10- 3D3
H

V= 61 24@

10- 3 D 2166
H

V= 561 38- 71 86DH

+ 01 36D 2
H - 3119

@ 10- 3 D 3
H

r= 01 815 5 r = 01 828 2 r= 01 833 9 r = 01 876 7 r= 01 844 1 r= 01 869 4

头长 L= 291 35H 0194 L= 321 87H 01 88 W= 01 08H 2173 W = 01 09H 2166 V= 01 08H 21 73 V= 01 09H 2166

r= 01 840 1 r = 01 823 5 r= 01 900 3 r = 01 890 6 r= 01 897 5 r= 01 860 9

腕间膜 L= 129143- 0172M+

0129M 2- 21 36 @

10- 3 M 3

L= 3401 06-

261 63M+

11 36M 2 -

01 02M 3

W= 01 03M 2124 W = 191 41M 01 81 V= 01 03M 21 25 V= 01 03M 2132

r= 01 823 5 r = 01 734 7 r= 01 761 9 r = 01 733 8 r= 01 759 3 r= 01 728 7

茎化腕 L= 61182- 01431J+

0104J2- 11 46 @

10- 4 J3    

/
W= - 771 44+

11 89J- 01 01J 2

+ 41 15 @ 10- 5J 3

/ V= - 106109+

2183 J-

0102 J2 +

71 62 @ 10- 5J3

/

r= 01 856 8 / r= 01 766 8 / r= 01 772 7 /

注: / /0表示无内容。

表 2  雌雄个体基本体征指标的均值、标准差和 T值

雌性 雄性 T 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全长/腕长 11 38 0121 11 36 01 16 - 1124

全长/胴长 51 49 0182 51 70 11 02 2135 ¹

全长/头长 241 49 3149 251 33 31 47 2141 ¹

全长/胴宽 81 85 1152 91 26 11 39 2176 º

胴长/胴宽 11 63 0128 11 65 01 28 0164

全长/腕间膜 101 30 2114 101 02 11 63 - 1150

全长/体积 51 98 3161 61 70 31 60 2100 ¹

全长/茎化腕 / / 21 54 01 33 /

腕间膜/茎化腕 / / 11 90 01 30 /

注: ¹ 表示差异显著; º 表示差异极显著; / /0表示无内容。

的支持物, 所以不适于用 Von Bertalarf fy 方程来描

述嘉庚蛸生长。近几年来, Brodziak J K 运用海螵

蛸研究了乌贼的生长特点
[ 3]

, T ito
[ 5]
和 George et

al.
[ 3]
人探讨了 ELEFAN 长度频率分析方法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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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足类生长等方面的运用, 经过研究发现此方法仅

仅适合生长速度慢、生命周期长(一般为 3- 6年)以

及等速生长的头足类, , 而对于生命周期仅为一年,

生长快速且身体极度柔软的嘉庚蛸来说, 这种方法

仍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Jackson 研究发现, 一年生

Photolol igo sp1 的长度频率分布模式也不能简单
的用 ELEFAN 方法表示[ 10] , 因此不宜盲目地套用

某一生长方程来描述海洋生物的生长。本文应用全

长频度分布对其周年变化规律进行了简单描述, 以

期为生命周期短且生长快速的嘉庚蛸基础生长和生

物学积累有价值的资料。

嘉庚蛸 3, 4月份经历快速生长期, 全长、体重增

加明显。作者在实践中发现, 嘉庚蛸的繁殖季节为

4月末至 7月中旬,护卵孵化的过程中, 亲蛸基本停

食[ 7]。因此推断,在春季水温升高时,蛸全长、体重

迅速增加,性腺发育成熟, 进入 4 月底的产卵季节

后,各项生物学指标也逐渐下降,而 9月份采捕到的

较大个体,主要为护卵孵化结束的嘉庚蛸亲体。

41 2  嘉庚蛸的生物学特性

与绝大多数海洋生物类似, 雌雄间存在较明

显的形态差异, 研究发现嘉庚蛸雄性个体除右侧

第三腕特化为具有交接功能的茎化腕外, 雌雄个

体间全长的差异不显著(图 2) ,但通过对各项体征

指标的对比研究发现(表 2) , 雌性个体在体型上明

显比雄体粗壮, 特别胴体部的差异极显著(胴长、

胴宽均大于雄体)。这主要是由其特殊的生理生

态习性所决定的: 蛸胴体部柔软, 展缩能力强, 由

于卵径大[平均约为 ( 141 5- 151 8) @ ( 31 8- 41 6)

mm ] [ 7] ,卵巢比精巢膨胀, 卵巢占外套腔的比例也

增大,导致柔软胴体部的增大, 且全长相等的雌体

体积明显大于雄体, 表现在体型上, 雌蛸即相应地

比雄蛸更粗壮,更丰满。

可采捕到的周年最小个体为 1231 4 m m, 出现

在 8月份,而刚孵化出膜的幼体长度仅为451 0 mm,

行半游泳半底栖的生活方式 [ 7] ,在本研究中,未采捕

到幼体。幼体经过近 10 个月的生长, 到翌年 3月

份, 平均全长达到 3581 4 mm ( 平均体重约为

1191 6 g) , 已达到性成熟;而且自然环境中可采捕到

的数量也逐渐减少。在 4月份之后蛸的全长减小,

推测原因可能在于随着配子的排放和摄食基本停

止,蛸在不断退化,但更为科学的结论, 需要进一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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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oundational biological character of Octopus tankahke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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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408 specim ens of Octopus tankahk eei w ere collected fr om the fishery in Xiangshan

Bay, Zhejiang prov ince betw een January 2003 and December 20031 The animals w er e grouped by sex , size

and month for leng th frequency analysis, annual changes rhythm on biolo gical indexes and m ajo r t rait s of

body shape w ere examined1 The results show: the monthly dist ribut ions of leng th frequency change great-

ly, w hich is w ider in June and July than the o thers m onths, while there ar e tw o peaks in June ( 240 m m and

360m m, the percentag e is 131 3% and 161 7% separately)1 T he animals grow slow ly in w inter, w hile the

rapid grow th period occurred in M arch and Apr il, juv enile o ctopus could be found in June and July after

nearly 40 days hatching f rom spawning1 T here w ere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betw een the individual indexes,

such as T L/ DL , T L/ DK , and TL/ V, of fem ale and m ale by the stat ist ics; there w ere signif icant differ-

ences in the D L, DK and V olume, w hich is larg er of female's than that of maleps when the total leng th is e-

qual1 Additionally, the females are mor e w idth and embonpo int than males in body shape1
Key words: Octopus tankahkeei ; bio logical index; annual change; body shape; Xiangshan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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