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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不同壳色蛤仔亦是如此。此外，我们发现外套

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隶属于软体动物门、双壳纲、帘蛤目、帘蛤科、缀锦亚科、蛤仔属，是我国重要的滩涂经济贝类之一。菲律宾蛤仔的表面壳色、花纹丰富多彩，具有壳色多态性，

该特征作为经济贝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选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在耐受性、抗逆性和生长速率等方面，不同壳色蛤仔之间的表达有显著差异，并且能稳定遗传给下一代，但关于其具体

的作用机制还尚不明确。因此，通过对贝壳色素的相关实验进行研究，可以阐述壳色的形成机理。本研究是从不同壳色菲律宾蛤仔的贝壳和外套膜中提取黑色素并测定含量。我们用酸解法成功分离出黑色

素，经分光光度计法对黑色素样品进行测量，得到菲律宾蛤仔黑色素的吸收光谱并在 350nm处发现黑色素的吸收峰。结果显示，两种不同深浅壳色菲律宾蛤仔的贝壳、外套膜中黑色素含量均有显著差异，

膜中的黑色素含量均高于贝壳中黑色素含量。为了进一步探究黑色素合成机制，我们对菲律宾蛤仔外套膜中的酪氨酸酶（TYR）、酪氨酸羟化酶（TH）、多

巴脱羧酶（DDC）、N-乙酰基转移酶（NAT）、N-�-丙酰多巴胺（NBAD）的活性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前四种酶的活性与黑色素含量呈正向关系，而 N-�-丙酰多巴胺则呈负向关系，初步证实了这些酶参与

菲律宾蛤仔黑色素合成通路的调控。这些工作为后续菲律宾蛤仔遗传机制和选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成功从菲律宾蛤仔的贝壳和外套膜中分离出黑色素，并且通过分光光度计法得出蛤仔黑色素的吸收光谱。研究结果表明，深浅壳色的两种菲律宾蛤仔中深壳色蛤仔的黑色

素含量高，四种不同壳色菲律宾蛤仔中黑色素含量从高到低依次是橙蛤、斑马蛤、白斑马蛤、白蛤。酶活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酪氨酸酶、酪氨酸羟化酶、多巴脱羧酶、N-乙酰

基转移酶的这四种酶的活性高低和黑色素含量的多少是一致的，而 N-�-丙酰多巴胺活性高低和黑色素含量的多少却是相反的。由此可以推断，酪氨酸酶、酪氨酸羟化酶、多巴

脱羧酶、N-乙酰基转移酶这四种酶在菲律宾蛤仔黑色素合成通路中起正相关调控作用，而N-�-丙酰多巴胺则起负相关调控作用。本研究为探究菲律宾蛤仔黑色素合成通路调控

机制提供新思路。关于菲律宾蛤仔壳色多态性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