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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刺参人工养殖 的意义

刺参 (A Po stic ho Pu s 少a Po n ic u s (S e le n le a ))是 千

余种海参中的一种
,

可食用的海参约 40 种
,

中国海常

见的食用海参约 10 余种
。

其中 以刺参的品质最佳
,

为海参之冠
。

自古以来
,

人们把海参称为
“

海产八珍
”

之一
。

我国人民最爱吃海参
,

认为海参具有极高的营

养价值
,

其有益 于人们健康的皂贰海参毒素和粘多

糖等成分
,

对人体生长发育
、

预 防组织细胞老化
、

延缓

衰老
、

防止动脉硬化
、

补肾壮阳皆有一定的功能
,

同时

对治疗肿瘤和抑 制肿瘤扩散都具有显著药用疗效
。

即使在肿瘤晚期无法治疗
,

生命垂危时
,

也会大大减

轻病人的痛苦
。

由于刺参的再生能力极强
,

不少做过

手术的病人坚持食用海参
,

其身体康复速度 和精神

状况 比不食用海参的患者有明显区别
。

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
,

海参的特殊功能不

断被人们认识和接受
,

受益人群不断在扩大
。

市场供

应远远满足不 了人们的需求
,

虽然我 国每年 还要进

口数千吨干参
,

但是干参的市场价格仍居高不下
,

每

50 0 9 从几百 元至 数千元 不等
。

有 的优质干参价格

每 5 。。 g 竞高达 4 0 00 多元
。

为了解决人们生活对海

参 的需求
,

仅靠 自然海 区生长繁殖的数量是不够 的
,

必须开展人 工养殖
,

在海 区增 殖放流 和人工池塘养

殖
。

2 刺参人工 池塘养殖研 究过程和养殖

模式

于 1 9 8 8 年 2 月经 13 位海洋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
,

对

科研成果进行 了鉴定验收
,

其评价是
: “

该试验成功
,

在国内外均属首创
,

研究成果提供 了刺参的生 态环

境
,

生活习性等方面新的科学资料
,

为今后全面 开展

刺参人工池塘养殖提供了宝贵理论和实践依据
。

对

我国海岸带综合开发 生态养殖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生

态价值
”

。

这一研究成果被国家科委 (现科技部 )列为

8 8 0 1 6。号科技成果并颁发证书
。

为了推广应用这一

养殖技术
,
1 9 8 8 年 2 月 中央 电视台播报之后

,

又通过

报纸
、

杂志发表论文和举办学 习班等多种形式进行技

术推广
。

池塘养殖刺参虽然从此开始了
,

但由于当时

对虾养殖正处 于海水养殖辉煌时期
,

经济收益相当可

观
,

另外刺参养殖一次性投资较大
,

所 以没有及时被

广大养殖户接受
,

没有掀起刺参池塘养殖高潮
,

再则

一项新的科研成果要被人们所接受和转为产业化及

生产力
,

总要 有一个过程
。

1 9 9 3 年中国对虾全国性

病害爆发
,

其病害仍严重影响着对虾养殖业发展
。

在

此情况下
,

对虾养殖户才不断大规模转养海参
,

而且

在我 国形成 了产业化
。

海参人 工养殖形成 了我 国继

海带
、

对虾
、

扇贝
、

鱼类人工养殖之后
,

又一 次创造 巨

大经济效益的水产养殖业革命浪潮
。

近几年
,

刺参人

工养殖在山东
、

辽宁等省象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

来
。

不少养殖户 成 了百万元
、

甚 至 千万元富翁
。

至

2 0 0 4 年仅山东
、

辽两省的养殖面积就达 35 4 k m “ ,

产

量 5
.

14 万 t ,

产值过百亿元
。

池塘人工养殖刺参 目前主要有 2 种模式
。

一 是

将对虾养殖池改成海参养殖池 ;二是在滩涂或浅海岸

边
,

修造海参养殖池
。

总之
,

无论哪种养殖模式
,

都应
“

刺参人工池塘养殖研究
”
是 1 9 8 5 年由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承担的国家海洋局科研项 目
。

作

者为课题组负责人
,

试验基地选在威海市盐场一个

26 64 0 耐 的一个对虾养殖池
。

经过 2 年的 研究试

验
,

解决了养殖技术难关
,

最后终于取得 了养殖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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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在池塘中修建人工海参礁

。 “
海参礁

”
这个名词 从

此在笔端和书纸上同大家见了面
。

有关养殖技术见

文献〔1 ]
。

10 多年来
,

海洋生物学家隋锡林
、

谬玉麟
、

张群

乐
、

刘永宏 和张起信等编写的有关海参专著中
,

有关

刺参人工池塘养殖部分皆引用 了作者 1 9 88 年公开发

表的研究成果〔‘一 3〕。

他们对刺参池塘养殖技术都作

了深人陈述
。

尤其最近几年的养殖实践
,

使养殖技术

得到不断提高
,

养殖规程得到不断完善
,

养殖经验 不

断得到丰富
。

的规格及大小规格的搭配比例有关
; (8) 与海水的盐

度有关 ; (9) 与养殖技术水平高低有关
。

关于养殖密度大小这个问题大有文章可作
,

作者

近几年也正在深人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

希望

广大刺参养殖者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
,

使养殖密度尽

早确定最佳范围
。

尤其是大
、

小不同规格参苗的合理

搭配更为重要
,

以求得在单位水体中投人同样资金
,

在保证安全养殖 (不生病或少发病)的前题下
,

最后得

到最高经济效益
。

3 海参礁在刺参池塘人工养殖中的作用

海参礁是人工池塘养殖海参的关键
。

池塘养殖

刺参若不修建海参礁
,

其成活率极低
,

而且很难达到

理想的经济效益
。

海参礁在刺参池塘人工养殖中的作用 主要有 以

下几点
: (l) 海参礁是为海参生 活而制作的窝

,

给海

参创造一个 良好的栖息环境
,

因海参一生 多半时间

是在海参礁中渡过的
。

(2) 刺参养殖池塘水深一般

在 1~ 2
.

s m 之间
。

夏季
,

海参礁在池塘中有遮挡 阳

光的作用
,

有利于刺参的生长
、

夏眠 和越冬
。

(3) 海

参礁适 于底栖硅藻及其他藻类的附着
,

还适 于 微小

生物 的生长繁殖
,

硅藻类和 微小 生物都是海参的优

质饵料
,

有利于海参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

(4) 刺海参

礁的设置可 以增加海参在单位水体中的接触介面
。

几 近立体养殖状况
,

可 以充分利用养殖空 间
,

增加单

位水体的收益
。

4 刺参池塘人工养殖密度的探讨

作者 1 9 8 8 年在文献 [ 4
,
6」中规定放苗密度

,

单养

刺参控制在 7 一z0 头 / m
, ,

隋锡林 [lj
、

廖玉麟阁
、

张群

乐和刘永宏川 规定以 10 ~ 20 头/ m
Z

为宜 ; 张起信阁

认为
,

参苗投放规格应控制在 3 ~ 4 。m
,

投放密度应

控制在 4
.

5一6 头 / m
Z 。

作者认为最合理的养殖密度 区间还有待进一 步

研究和探讨
。

因为养殖密度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很

复杂的问题
,

它同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

作者认为在可

养殖的前提下主要有 以下几点决定投苗数量
: ( 1) 与

养殖池塘大小及结构形状有关
,

(因海参有群聚 习性
,

池塘太大
,

海参不 易均匀分布
,

不易高密度养殖 ) ; (2 )

与池塘可保持养殖海水深度有关 ; (3 ) 与池塘中海参

礁的制作原料
、

海参礁设置数量
、

高度
、

海参礁的摆放

方法有关 ; (4) 与池底 的地质状况和底质中有机质含

量多少有关
; (5) 与池塘中大型藻类 的品种和数量有

关 ; (6 ) 与换水量 和换水方法有关 ; (7) 与投放苗种

5 养殖海参病 因
、

病理 的研究

任何生物都会受到病虫害的威胁
,

当然海参也不

例外
,

同样会生病和死亡
,

这是 自然规律
。

但是近几

年养殖海参生病死亡
,

并非正 常现象
,

也 不是个别现

象
,

最早发病在 5 年前牟平养马岛
、

蓬莱马格庄
、

青岛

黄岛区
,

当时只是个别养殖户
。

第二年海参发病的养

殖户有所增加
。

2 0 0 3 年冬至 2 0 0 4 年初
,

山东和 辽宁

发病地 区较普遍
。

有人认为这是海参得了可怕的
“
皮

肤癌
”

。

有人称是
“

烂皮病
”
或

“

化皮病
” 。

作者认为这

种
“

病
”
目前不可怕

,

只是 由于 养殖不合理
、

不科学而

人为造成的
,

这种病害目前不会造成大面积传染
。

但

必须要认识到很可怕的是有些养殖人员 不懂养殖技

术
、

盲目蛮干
,

它不仅会给自己造成几万元
、

几十万元

甚至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

更重要 的是养不好海参
,

反而在养参池中培养大量能够侵害海参的细菌
,

严重

污染了海区水质
,

增加海参整体养殖难度
,

甚至大面

积发病
,

若不引起重视
,

将会像 1 9 9 3 年中国对虾的病

害一样发展到不堪设想的程度
。

目前
,

只要科学养

殖
,

就可避免刺参养殖过程中的病害发生或少发病
。

总之
,

产生病害的主要原因是养殖环境不适应 ; 养殖

环境被破坏 ; 养殖环境失 调
,

使刺参无法生活下去
,

而

排脏
、

肿嘴
、

烂皮死亡
。

造成养殖环境破坏和参苗生

病的主要原 因有以下几点
:

(l) 养殖密度过大
,

自身

污染生活环境或因海参有群聚现象成堆
,

没有活动空

间
,

局部缺氧而 吐肠化皮
。

(2 ) 苗种不健康
,

免疫能

力差
。

海参苗在苗种的培育和保苗暂养过程中
,

用药

量过大或滥用药物
,

容易使苗种免疫力下降
,

生 活环

境稍微不适
,

苗种难 以适应
。

另外 由于苗种营养不

良
,

有皮无肉
,

这种参苗对环境变化无抵抗能力
。

海

参排脏后
,

无能力再生
,

只有化皮死亡之路
。

(3 ) 放

苗时间及放苗时水温控制不当
。

有些养殖户不考虑

放苗时间及放苗时的水温
,

这种想法 和操作不正确
,

容易使投放的苗种生 病
。

(4 ) 换水量不够或换水方

法不当
,

造成水质恶化或缺氧
。

部分体弱参要生病
。

(5 ) 底质环境恶化
,

由于青苔或海草过多成灾
,

养殖

M a r in e Se ie n e e s / V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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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中藻类过剩或者投饵不合理等原因

,

使底质有

机质含量过高
,

有机质在腐烂过程中
,

产生有毒物质
,

使硫化氢和氨氮含量增高
,

溶解氧降低
,

不利于海参

生活
。

(6 ) 水质污染
,

由于海区水质不 良
,

如赤潮发

生
,

或有厂
、

矿河流排污等原因
,

而纳水不当
,

污染养

殖水质
,

使海参难 以生存
。

(7) 海水盐度降低 (长时

间低于 22)
,

由于受阴雨 天气影响
,

长 时间使养殖池

海水盐度及海区海水盐度低于 22
,

海参生活不适
,

即

易生病
。

(8) 海水透明度低
,

长时间处 于泥沙浑浊状

态刺参难 以生存
。

总之
,

由上述种种原因
,

都会造成养殖环境恶化
,

局部缺氧
、

氨氮及有害物质或气体增高
,

而使海参排

脏
、

化皮
、

直到死亡溶化
。

海参这五年发病的时间多数在冬
、

夏两个季节
。

冬季水温低于 5 ℃ 以下
,

夏季水温高于 24 ℃ 以上
,

因

为在这个温度区间
,

海参的活动能力很缓慢
,

体质相

对比较虚弱
,

对养殖环境变化适应能力差
。

海参为了

生存
,

首先排脏
,

但排脏后
,

由于活动迟缓(难以逃出

局部区域 )多数不 能再生
,

于是 出现肿嘴
、

烂皮等现

象
,

海参躯体慢慢溶化而完全死亡
。

6 海参病害防治要点

明确了海参的病因
、

病理
。

防治病害就会有的放

矢 了
。

作者认为
,

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
,

防止刺参

养殖病害的发 生
:

(1) 科学化养殖
,

确保安全生 产
。

这一点非常重要
,

不仅可 以使 自己少投资多收益
,

避

免病害的发生
,

更重要的是可 以保护 良好的生 态养

殖环境
。

否则
,

盲目蛮干
,

你的养殖池发病还会影响

临近养殖户
,

严重时也会影响海区的水质
。

为了使养

殖户明白科学养殖技术
,

应 经常参加学 习班或经验

交流会
,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

不断完善养殖规范
,

以保

刺参养殖业高效益安全生产
。

青岛市渔业与水产局
,

2 0 0 5 年正在修建约百公顷海参养殖示范基地
,

目的

是生产与科研相结合
,

总结先进经验 和技术 以指导

整体养殖 业健康发展
。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举措
。

(2 ) 政府部门最好要统筹指导
,

成立专业研究队伍
,

成立行会或协会形式组织
,

以便采取有效措施
,

管理

指导养殖户走向科学化 生产
。

(3) 目前养殖户应采

取 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

多年的养殖池塘一 定要定期

清池 (养马岛有专业清池队伍) ; 投放苗种的密度尽量

合理
,

不要过大 ; 要保证投放健康苗种 ;严格掌握投放

苗种时间和水温
,

春季养殖水温高于 10 ℃ 时可开始

放苗
,

当水温升至 18 ℃ 时
,

最好不放苗
,

尤其不能投

放大规格苗种
。

秋季水温下降至 22 ℃ 时
,

可 投放苗

种
,

当水温下降到低于 7 ℃时不可再投放苗种
。

超过

上述水温范围投放苗种
,

参苗很易生病
,

尤其不能投

放排脏的参苗
,

其发病率极高 ;投放的苗种规格不要

单一
,

作者认为最好大
、

小结合有高效益 ;在必要时应

投放适应的增养剂
、

底质改 良剂
、

消毒杀菌剂 和有关

药物 ;投药要注意方式方法 ;尽量做到把药物投到池

水底层 ,严格控制投饵量
,

有人说不投饵照常养好海

参
,

这话后 面应加括号
,

如果底质有机质含量高于

1
.

5 % 时
,

不投饵是 可行的
。

当有机质含量低于 1 %

时
,

不投饵
,

海参既生 长速度慢
,

而且不健康
,

成 品参

有皮无肉
,

质量差 ;换水方式方法
:

改小排小进为大排

大进 ;勤观察
、

常检查
,

必要时进行水质分析和检测
,

把问题消灭在萌芽前以保安全养殖 ; 可定时请专家或

有经验的养殖人员到现场指导
,

避免走弯路或造成不

应有的损失 ; 定期参加学习班经验交流会或研讨会
,

以便交流和吸收先进经验
。

在学习班或经验交流会

上往往别人的一句话
、

一件事
、

一点经验
、

一条教训
、

一个故事
、

一份材料都会给你带来收益和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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