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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石莼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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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海洋与水产局

  石莼 Υλϖα λαχτυχα 与孔石莼 Υ περτυσα

属绿藻门石莼属中的大型海洋经济藻类∀它广

泛分布于西太平洋沿海∀ 是我国野生藻类中资源极为

丰富的一种≈ ∀ 它喜栖于中!低潮区及大潮干潮线附

近的石砾!岩礁!贝壳上 水质肥沃的内湾生长更为旺

盛∀其适温范围 ∗ ε 适盐范围为 ∗ 生长极

泼辣 有很强的生命力 再生能力极强∀ 它不仅藻体鲜

艳!味道鲜美 而且富含许多营养物质∀ 具有很高的经

济价值∀ 所以 近年来对石莼的研究及开发利用引起

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

 石莼的成分组成及营养价值

干石莼经化学分析表明 主要成分有粗纤维!碳

水化合物!蛋白质及灰分 并含有少量脂肪∀ 因品种!

产地!采集时间不同 其成分也略有差异∀ 石莼与孔石

莼的成分组成极其相似 见表 ∀同时 分析表明石莼

类还含有 ≤ ≤∏ ƒ 等多种

微量元素∀ 在粗蛋白中 已分析出 种氨基酸∀ 石莼

还含有多种维生素 其中 ∂ 和 ∂ 的含量高于小球

藻∀ 具有药用价值的脂醇酸等物质也很丰富∀ 毛文君

曾作过 种海洋藻类中硒与蛋白质含量的分析≈ ∀

其中 石莼中的硒含量为 Λ 干品 明显高于

海带!裙带菜!羊栖!礁膜!海萝和石花菜等其他 种

海藻的硒含量∀ 石莼的蛋白质含量为 也明

显高于其他绿藻和褐藻≈ 见表 ∀所以 石莼资源的

开发利用 将无疑会给人类带来福音∀

表 1 石莼!孔石莼的主要成分组成

海藻名称 粗脂肪 粗蛋白 粗纤维 粗碳水化合物 灰分

石 莼 ∗ ∗ ∗

孔石莼

表 2 12 种海藻中硒及蛋白质含量

海藻名称 硒 Λ 干品 蛋白质

绿藻

刺松藻

浒苔

袋礁膜

石莼

褐藻

羊栖菜

海蒿子

裙带菜

海带

红藻

石花菜

叉枝藻

坛紫菜

海萝

 石莼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α

我国对石莼资源开发利用 有着悠久的历史∀ 5本

草纲目6中 就有/ 海莴苣0味鲜美可作药的词条∀ 沿海

群众世世代代都知道采集食用 作为桌上的美餐∀ 近

年来 又在其营养分析和虾藻混养等方面作了大量工

作∀ 年 笔者曾根据石莼耐高温!繁殖生长快等特

点 在两个 亩的虾池中作过中国对虾与石莼混养的

试验 取得了较对照池增产 的好效果 见表 ∀

日本对石莼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颇多∀ 主

要集中在石莼的组份!保健食品!渔用饲料!石莼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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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混养及净化水质!防止赤潮等方面的工作∀ 其中 日

本学者本田先生 研究了日本对虾与不同数量

的石莼混养 的试验效果表明了石莼与对虾混养

可以提高对虾的产量和规格 见表 ∀ 由表 可见试

验组的对虾生长!成活率!产量及池水中的溶解氧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 而饵料系数却明显低于对照组∀

鹿儿岛大学水产部 的试验表明 在鱼虾池

中栽培石莼能大量吸收池水中的 ° 增加水中的溶

氧量 可使 ° 含量降低到 能起到净化水质!改

善环境!消灭赤潮生物的作用 同时 还能起到集鱼和

增强鱼体抗病能力的作用∀

许波涛 研究了石莼与鱼师鱼的混养∀仅

就可以看出试验组的成活率!肥美度!体长与体重较

对照组均有明显增加 饵料系数却较对照组下降

以上∀ 他做过的石莼与真鲷!牙鲆!日本对虾的混养

试验 并同时在饵料中添加一定量的石莼粉 结果 新

混养的 种对象的成活率!生长率 都明显高于对照

组 且体色呈野生自然色∀ 肉质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也明显偏高∀

南波武雄和中村申司等 研究了石莼在鲍

的养殖中的应用∀ 认为石莼类饵料 不仅是稚鲍的良

好营养饵料 而且具有耐高温!不易腐败!易培养!生

长快等特点∀

表 3 虾!藻混养对比试验结果

项目 试验池 对照池

平均体长

平均成活率

平均亩产

饵料系数

溶氧最高值

溶氧最小值

总氮量

浮游生物总量 个 ≅ ≅

注 后 项为 次测定结果

表 4 日本对虾与不同数量石莼混养结果

项目 ≤ ⁄

孔石莼

虾重 尾

成活率

生长率

饵料系数

虾产量 尾

溶氧

 石莼的人工繁殖方法

由于石莼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其利用范围和程

度也越来越大 所以 光靠采集野生资源已无法满足

需要∀因此 研究石莼的人工繁育势在必行∀下面简要

介绍两种人工繁育方法∀

 有性繁育法 ∗ 月份为石莼类海藻的成

熟期∀ 此时 藻体边缘细胞形成孢子囊 每个孢子囊可

产 个具有鞭毛的游孢子进行繁殖∀ 其培育

方法基本与培育海带!裙带菜相似∀

 无性繁殖 即利用成熟的孢子体切片进行

无性繁殖∀ 此法简便易行!效果理想∀ 所以 有性繁殖

已很少应用∀

石莼类海藻为散生类海藻 没有固定的生长点

是以藻体四周向外伸展而生长的∀ 其无性繁殖法就是

根据这一特点而制定出来的∀ 其具体操作方法简述如

下∀

选择色泽正常!健壮而成熟的藻体作为种菜∀

用过滤好的洁净海水 将种菜反复冲洗干净∀

将洗净的种菜捞出沥水 放在阴凉处进行阴

干刺激 ∗ ∀

将阴干好的种菜用利刀切成 左右的小

片 切片过大 总的外延生长点少 影响增长 若切片

过小 损伤过多 对繁殖增长也不利 ∀

合理布放种菜密度∀ 根据水质!水交换量和充

气能力等方面条件来确定∀ 一般起始藻体密度按

∗ 较为合理∀

严格日常管理∀ 培育期要求日施硝酸氨 ≅

∗ ≅ 日换水量控制在 ∗ 量程

连续充气 夜间水体中的溶氧量应不低于 水

温控制在 ∗ ε 最好不低于 ε 日温差变化不

超过 ε 即可 光照利用自然光即可 第 周要求在

¬左右 后一周应不低于 ¬∀ 如果种菜选

当!管理科学 藻体半月即可增重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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