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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对于菲律宾蛤仔的养殖区域不断地扩大，其主要原因是菲律宾蛤仔的投入成本比较低，但是产

量很高。由此，菲律宾蛤仔的养殖占据了我国贝类养殖的主要地位。同时，越来越大的养殖规模导致了

菲律宾蛤仔的生存环境中微生物大量滋生，接踵而来的就是菲律宾蛤仔大量死亡，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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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ultivation area of Philippine clams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ing.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input cost of Philippine clams is relatively low, but the yield is high. As a result, 
the cultivation of Philippine clams has occupied a major position in shellfish cultivation in my coun-
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reasing scale of farming has led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microorgan-
isms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Philippine clams, followed by the massive death of Philippine clams, 
causing great economic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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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的贝类养殖已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1]，从而使得海洋生物的价值大大

提升，并且拥有更加优惠的价格、更多的养殖机会，使得贝类养殖已成为沿海渔民的主要收益来源，而

且，这一领域的产量也远超 80%，居全球同行业的首位。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贝类养殖业取得了显

著的增长。但同时，由于人们对于更加高密度化、集约化的养殖方式以及对环境的不断挑战，导致许多

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例如，市场混乱、超负荷繁殖、海区老化、疾病严重等。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海

洋贝类养殖业正在受到更大的挑战，并且正在迅速增强。 
菲律宾蛤仔以其鲜美的肉质和丰富的营养价值，赢得了国际市场的青睐，成为中国沿海地区最具有

价值的经济贝类，也成为了中国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在近十几年来，由于菲律宾养殖文蛤的规模逐年

扩大，养殖菲律宾文蛤的大规模死亡屡屡发生，因为养殖环境的恶化而导致微生物疾病的流行，经济损

失巨大。 

2. 菲律宾蛤仔概述 

2.1. 菲律宾蛤仔简介 

菲律宾花蛤是帘蛤科花蛤属的一种动物，也叫花蛤、花蛤等。壳卵圆形、宽、厚而膨大；壳顶微突

起，先端尖细，背缘靠前，稍向前弯曲。菲律宾蛤仔的外观特征非常丰富，它们的外观大致可分为三个

部分：一是椭圆形的，其面积相对较大；二是梭形的，其楯面凸起；三是具有明显的韧带，其长度相对

较大；四是具有不规则的花纹；五是具有明显的放射肋和同心生长纹，其外观特征为长方体。在外层，

顶部的肋条非常纤弱，而在内部，肋条会变得越来越粗壮，形成一条直线。 
菲律宾蛤仔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海洋生物，它们的分布范围包括：颚霍次克海南部、萨哈林岛、日本

南北沿海、朝鲜、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而中国境内，菲律宾蛤仔则更加常见，其中辽宁、河北、

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香港都有其踪影。菲律宾蛤仔通常出没于沙泥滩，其环境条件

是：海平面高，海岸线平坦，海面上的浮游动植物和藻类丰富 [2]。它们通常是雌雄异体的，两年后会发

育成熟，并分布于身上的各个器官。产卵期有 6 个月，在每年的 5 月开始至秋季 10 月结束，产卵盛期在

6 月上旬和 9 月中旬。 
近年来，菲律宾蛤仔养殖海域的环境状况日趋恶劣，疾病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使得传统的贝类

养殖品种如扇贝的产量受到了影响。然而，菲律宾蛤仔以其出色的适应性和抗病性，仍然成为当地贝类

养殖的首选，目前，它的产量已经占据了我国贝类总产量的绝大多数 [3]  [4]  [5]  [6]。 

2.2. 菲律宾蛤仔养殖现状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水产养殖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7]。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新型的疾病的

出现。目前，中国已经知道了 200 种以上的水生动物患上了多种疾病，导致了 15~30%水产养殖生物产量

的减少 [8]。据估计，中国大概有 10~15%的养殖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9]。近几十年，贝类的产量一直

保持着稳步上升的趋势，并且迅速跃居第二位，但同时，由于水产养殖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其规模的膨

胀、池塘的衰败和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技术，导致许多鱼虾等水产养殖动物的死亡，给社会带来巨额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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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负担。随着一些抗生素的滥用，疾病的种类和复杂性都在增加，这些疾病的影响力日益加深，并且还

会有更多的新型疾病涌现，给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其严峻的挑战 [10]。目前，养殖病害已成为

影响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3. 菲律宾蛤仔病害研究概况 

虽然每年菲律宾蛤仔产量不断增加，但是养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低质量

且贫乏的苗种、滞后的繁殖方法、高度频繁的病害问题等。这些病害问题导致菲律宾蛤仔培育工作发展

受到了阻碍。引起菲律宾蛤仔病的原因多种多样，广泛的研究调查发现，海水养殖引起蛤仔病一般与病

原相关，其次与海洋生物本身的抗病力相关，也与环境的影响相关 [11]  [12]  [13]，基本可归纳为五大类：

首先是致病海洋微生物的侵害，主要是病毒、细胞、菌类等细胞和寄生生活于贝类体内的寄生虫，如单

殖吸虫、线虫、棘头虫、寄生虫等。二是养殖水环境的气温、盐度、溶解性氧、酸碱度、光线等物理、

化学因素的改变或污染物质等超出水产养殖动物所能承受的临界极限而致病的。三是菲律宾蛤仔营养不

良，导致生长缓慢或停滞，蛤仔个体瘦弱，抗病力下降，重大时产生强烈反应以至致死。当所喂饲料的

种类或所含营养物质无法达到蛤仔持续生存的极限要求时，其体内会缺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这

种情况是营养中极易产生问题的一种，维生素和必需氨基酸是它们最易于缺少的，变质的饲料也可能会

导致疾病。第四，蛤仔可能有先天性或遗传性缺陷。第五，机械损伤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捕捞、运

输和饲养管理过程中，由于工具不当或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蛤仔受伤甚至死亡。伤口不仅可能导致组

织损伤、功能丧失，还可能导致液体流失、渗透压紊乱，从而引发严重的生理障碍甚至致命后果。此外，

伤口也是各种病原微生物进入人体的重要渠道。虽然有一些非生物因素可以导致海产贝类病害问题，但

是大规模流行病害问题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已报道的能够引起菲律宾蛤仔病原性病害的病原生物大

致可分为细菌性病原、真菌性病原、寄生虫病原、病毒性病原等。 

3.1. 细菌病 

贝类疾病的种类繁多，但仅仅由细菌引起的疾病却极为罕见。当养殖环境水质受到污染，贝类的健

康状况受到影响，就会出现流行病的爆发，导致大量的贝类死亡。 

弧菌病 
褐圈病的病原是一种弧菌，简称 VPI，患此病的蛤仔表现为生长缓慢，壳的内表面有褐色的贝类硬

蛋白沉淀 [14]。该病传播途径是直接与患病蛤仔接触，主要在蛤仔的浮游期与稚贝期容易爆发，与养殖密

度无关，与养殖底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15]。 
近年来，弧菌病已被证明是影响贝类养殖业的一大障碍，其对经济的影响巨大。据估算 [15]，每年因

弧菌病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可达 20~30 亿元，这一数字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细菌性疾病的损失。随着贝类

弧菌病的蔓延，这种细菌性疾病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 [16]。副溶血弧菌、溶藻弧菌、创伤弧菌和哈维

弧菌等具有高致病性的弧菌已经被检测出来。贝类弧菌病的发生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病原菌的感染、

养殖环境的变化以及贝类本身的健康状态。 
根据最新的研究，全球范围内引起贝类疾病死亡的弧菌种类达到了 20 种。其中，皱褶盘鲍、太平洋

牡蛎、海湾扇贝、文蛤、杂色鲍、九孔鲍、杂色蛤、紫贻贝、虾夷扇贝以及近江牡蛎等 10 种贝类均可能

被弧菌感染。近年来，弧菌感染已经对江苏省和山东省的海洋生物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副溶血弧菌的出

现使得江苏省的文蛤出现了严重的死亡 [17]，溶藻弧菌的出现也使得菲律宾蛤仔出现了大面积的死

亡 [18]；哈维弧菌的出现也使得江苏连云港的长牡蛎出现了严重的死亡 [19]。此外，Vibrio bivalvicida 和

Vibrio tubiashii 也都曾经对海洋生物的健康产生过影响 [20]  [21]。根据 1988 年至 2017 年的数据，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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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受到了弧菌感染的严重影响，共有 61 例。但是，由于这一趋势，许多地区都开始爆发了这一疾病，

并且更加普遍的是，许多不同的弧菌已经证实能够导致贝类的疾病。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中国在贝类

弧菌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挑战。 
弧菌在海水浓度达到 0.2 个/mL 时可以使蛤仔发病，弧菌在海水中的存活时间很短，且对蛤仔有特异

性，对其他双壳类没有致病性。以溶藻弧菌为例，溶藻弧菌是常见的条件致病菌，该菌是否流行取决于

海水温度，其在水温 25~32℃时流行 [22]。 
副溶血弧菌是一种严重的细菌性食物中毒，它可以对海洋生物造成严重的损伤。这种细菌的存在不

仅对水产养殖动物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还可能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美国、秘鲁、智利等国

家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并且 2006 年至 2010 年期间，副溶血弧菌造成的食物中毒是最严重

的 [23]  [24]  [25]  [26]。据估计，大多数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风险高达 38.71%  [27]，其中生食贝类的风险最大。 

3.2. 真菌性疾病 

黑壳病的典型症状是壳变为墨黑色，感染初期，只有壳顶位置出现黑色区域，随着感染时间的增长，

黑色区域也逐渐扩大，直至扩散至整个壳面，该病主要在稚贝时期流行。 

3.3. 病毒性疾病 

已报道的有关菲律宾蛤仔的病毒病的病原菌为类疱疹病毒，该病毒可以使细胞变形，主要感染蛤仔

幼虫 [28]。 

3.4. 寄生虫疾病 

已经报道出有关菲律宾蛤仔的寄生虫包括：蛤肾形虫、簇寄生虫、蛤鳃单轮虫等 [29]。陈美 [30]的科

学研究结果表明，当长尾吸虫处于幼体阶段，它们会寄生于蛤仔的生殖腺组织，但是当它们侵入至消化

腺、鳃及其他器官后，就会大量繁衍，最终完全侵入生殖腺，从而严重损害蛤仔的生殖功能，即产卵、

排泄以及受孕。帕金虫是一种单细胞原生动物，通常寄生在贝类体内。帕金虫被视为海水贝类养殖病害

中最常见的寄生虫病 [31]  [32]  [33]。贝类感染帕金虫后因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而导致大量死亡。目前针对

帕金虫已经有了许多研究，李霞 [34]对寄生与菲律宾蛤仔体内帕金虫的组织进行了病理研究；梁玉波 [35]
研究了帕金虫孢子体的致病性。贝类感染帕金虫前期只是对病原体周围的细胞进行破坏，并不会导致贝

类死亡；到后期，大量组织被感染，感染的组织中有大量帕金虫富集，摧毁贝类组织的功能，从而破坏

了贝类的正常生理机能。帕金虫感染贝类的早期症状有个体消瘦、外壳萎缩、肝胰腺变暗、闭壳肌无力

等。随着病情的恶化，上皮细胞会脱落，核固缩坏死，消化腺也会变得暗灰色。此外，帕金虫的感染严

重程度与贝类的大小成正比，个体越大，病害就越严重。另外，高温和高盐也是帕金虫病的重要诱因。 

4. 讨论 

水产养殖贝类病原菌的研究对水产养殖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水产养殖贝类的疾病，细菌、

病毒、真菌等病原微生物的存在，不仅使得养殖贝类的数量急剧减少，而且还给养殖业的稳定性、可持

续性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还会引发巨额的经济损失。为此，我们需要开发新的技术，以便更好地检测、

诊断、治疗这些疾病，以及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以期达到减少疾病的目的，同时也为维护生态环境的

健康提供保障。由于大量的抗生素，它们很快就会被植入贝类体内，导致它们对其他细菌具有耐药性，

并给水域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此选择抗病性好的良种贝类进行良种选育，培育出适应集约化养殖的新

品种至关重要。通过对贝类的抗病性的评估和选择，可以培育出抗病性强，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强的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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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贝类。这样一来，在集约化养殖中，贝类的生长速度更快，疾病发生率更低，适应能力更强，从而

提高了养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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