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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珊瑚人工养殖的初步研究 

鲍  鹰1, 周学家3, 黄美霞2, 梁凯珊2, 黄雪芬2, 黄少秋2, 邱庆昌2, 郑小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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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珊瑚人工养殖的基本条件和方法, 分别在陆基水泥池中和海底珊瑚苗床上对 3 种鹿角

珊瑚 : 粗野鹿角珊瑚 (Acropora humilis)、霜鹿角珊瑚 (Acropora pruinosa)和松枝鹿角珊瑚 (Acropora 

brueggemanni)的人工养殖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 这 3 种珊瑚可以在深圳市鹅公湾近岸海域的海底珊

瑚苗床上常年生长; 在水泥池中当水温低于 14℃或高于 28℃时珊瑚陆续死亡; 这 3 种珊瑚的生长速度

在适温范围内随着水温的升高而加快, 最大月生长值是 6.05 mm; 光照对这 3 种珊瑚的生长有影响, 直

接的阳光照射会引起水泥池中珊瑚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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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是地球上最古老、最多姿多彩、也是最

珍贵的生态系统之一, 它们和热带雨林一样被认为
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珊瑚礁在人

类食物来源和天然产物方面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在生态旅游、保护海岸线、稳定海洋生态环境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最近的几十年, 由于人
类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全球气候变暖、

海洋生态系统失衡等因素的作用, 珊瑚礁出现前所
未有的生存危机。另外, 近几十年来水族市场中珊瑚
贸易量的剧增也形成了对自然珊瑚礁的严重破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数据表明 , 目前 , 全世界
的珊瑚礁有 11％遭灭顶之灾, 16％已不能发挥生态
功能, 60％正面临严重的威胁。因此, 开展珊瑚礁的
保护和修复工作已迫在眉睫。 

珊瑚礁保护和修复的环境前提是造成其破坏的

因素消除或减弱, 而用人工养殖的珊瑚枝来增加局
部海域中珊瑚的数量和种类, 则能加快珊瑚礁的修
复过程或者建立全新的人工珊瑚礁。国外对珊瑚生

物学和生态学的报道非常丰富 [1], 但是关于珊瑚养
殖的研究还比较少 [2]; 国内关于珊瑚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分类和生态学 , 对珊瑚养殖的研究刚刚起步 , 
报道极少[3]。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人工养殖珊瑚的技术和工

艺、了解珊瑚的生长规律和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实

验于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在位于深圳市南澳

街道鹅公湾的深圳旭联海洋生物养殖公司养殖基地

进行。  

1  材料与方法 

1.1  珊瑚母枝 
实验所用的 3 种珊瑚母枝采自鹅公湾, 分别是

粗野鹿角珊瑚 (Acropora humilis)、霜鹿角珊瑚
(Acropora pruinosa) 和 松 枝 鹿 角 珊 瑚 (Acropora 
brueggemanni)。种的确定是根据邹仁林编著的《中
国动物志, 腔肠动物门, 珊瑚虫纲, 石珊瑚目, 造礁
石珊瑚》[4]和 JEN Veron 编著的《CORALS of the 
world》[5]。 

1.2  珊瑚苗枝的制备 
将水泥灌在塑料快餐碗中, 中间插入一根直径

20 mm左右的塑料棒, 15 min后将塑料棒取出。第 2
天将水泥坨从快餐碗中倒出, 便成为一个中间有孔
的珊瑚养殖底座, 在海水中浸泡 3 d后可以使用。 

用钳子在珊瑚母枝上从各分枝顶端往下 5~10cm
处折断, 断枝有分叉或无, 皆可。在水泥底座的孔中
填少许原子灰作为黏合剂 , 插入断枝 , 立即放入海
水中。约 10 min 后原子灰完全固化, 带底座的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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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枝制备完毕, 挂牌编号后移到珊瑚苗床上进行养
殖。 

3 种珊瑚各制备 90 个苗枝, 在每个水泥池中各
养 10个, 在海底各养 20个。 

1.3  陆基水泥池养殖 
养殖池 7个, 每个 3.5 m×6 m×1.5 m, 池中有以

PVC塑料管做成的培养架, 珊瑚苗枝放在培养架上。
配 2 台 110W 的潜水泵在池中造成水流。每天换水

20%。5个池子用遮光率 50%的遮阳网遮光, 2个池子
不遮光。没有水温控制设备, 水温随季节和天气的变
化而变化, 夏季池水温度高于 30℃时通过加大换水
量使池水温度保持在 30℃以下。 

1.4  珊瑚苗床 
珊瑚苗床用螺纹钢焊成平面网格状, 四角有垂

直支撑腿, 腿高 50 cm, 架设在泥沙质海底, 水深因
潮汐在 4.5 m至 7 m间变化。珊瑚苗枝的水泥底座为
倒锥型 , 镶嵌在苗床的网格中 , 可以防止水流将苗
枝冲倒或冲走。 

1.5  珊瑚枝高度的测量 
测量珊瑚枝的最高点到底座的垂直距离为该珊

瑚枝的高度(图 1)。每个月测量一次, 由于海况的原
因可能使海上测量不能进行, 所以每个月中测量的
日期并不是固定的。 

 

图 1  测量珊瑚枝生长值示意 
Fig. 1  Linear growth of Acroporidae branch 

 

2  结果与讨论 

2.1  珊瑚生长的测量方法 
本文中所采用的测量方法只能表明鹿角珊瑚的

生长趋势, 并不能精确表达珊瑚的生长值。因为实际

上许多生长端并不是垂直向上的 , 而是斜向的 ; 或
者, 一枝中顶端的生长很少, 但是侧枝的生长旺盛,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只以珊瑚枝总高度的增长来评判

其生长情况是有失偏颇的。虽然在其他一些学者的

研究中也有以珊瑚枝总高的增长来说明它们的生长

情况 [6], 但还是有必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建立一种更
加接近鹿角珊瑚实际生长量的测量方法。   

2.2  水温对珊瑚成活和生长的影响 
图 2 显示了养殖在水泥池中的珊瑚的成活率, 

可以看出水温对这 3 种鹿角珊瑚的存活和生长有着
明显的影响。当水温低于 18℃时, 几乎不再生长; 低
于 16℃时, 水螅体不再伸展, 珊瑚开始褪色; 水温
低于 14℃时, 珊瑚大量死亡。水温从 18℃逐步升高
时, 珊瑚的生长速度也相应提高。高于 28℃后, 松枝
鹿角珊瑚和霜鹿角珊瑚陆续白化、死亡, 而粗野鹿角
珊瑚至少在 30.5℃以下可以存活并生长。在本实验
中, 12月下旬池水温度开始低于 18℃, 并且在 1周左
右就低于 16℃了 ; 到 1 月中旬 , 池水温度降到了
14℃, 在几天内所有池养珊瑚全部死亡。4月初的池
水温度已将近 18℃, 此时重新制备珊瑚苗枝, 按实
验设计补种。从 4 月初到 6 月初的池水温度是适宜
珊瑚的生长的 , 到 6 月中旬 , 池水温度已经超过
18℃, 霜鹿角珊瑚和松枝鹿角珊瑚又开始死亡, 到 6
月底几乎全部死亡了, 而粗野鹿角珊瑚在整个夏天
的成活率都比较高。由于采取了遮光和大换水的办

法, 整个夏天池水温度没有超过 30.5℃。 

 

图 2  池中养殖珊瑚的成活率 
Fig. 2  Survival rate of Acroporidae cultured in tanks 

 
养殖在海底的珊瑚苗在整个实验期间都表现出

较高的成活率。1年中的月成活率为 91.2%~100%。
有个值得探讨的现象是尽管测得的海水温度从 7 月
中旬到 10 月中旬都在 28℃以上, 最高达到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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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 1 月中旬到 2 月下旬期间水温低于 16℃, 最
低达到 14.3℃, 但是海底的珊瑚苗并没有死亡。究其
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测量海水温度时是
在海面以下 3.5 m处测的, 而珊瑚床离海面 4.5~7 m, 
珊瑚床的实际水温在夏天要比测量温度底, 而冬天
要比测量温度高, 潜水员在操作中能明显感受到这
种温度的变化; 另一方面是影响珊瑚成活率和生长
的因子要有许多, 如光照、CO2、Ca2+、无机盐、有

机物、水流、在海底所处的位置等等[1], 这些因子间
的交互作用能改变单一因子的影响力, 而在池子和
海洋中这些因子的强度和作用肯定是不一样的。显

然, 海底苗床要比陆基的水泥池更适合于珊瑚苗的
周年生长。 

珊瑚的生长与其体内寄生的虫黄藻的光合作用

效率和珊瑚本身的代谢速率密切相关, 而温度正是
影响光合作用和新陈代谢的最重要因子之一。图 3
显示在适宜的水温范围内, 鹿角珊瑚的生长速度随
着水温的提供而加快, 8月份霜鹿角珊瑚的月均生长
值((6.05±2.16)mm, n=20)为 3 种珊瑚中全年月均最
高。珊瑚生长速度的周年变化主要是由水温的周年

变化而引起的, 而同一种珊瑚的生长速度在不同海
区的变化, 则是由各海区水温不同和所处深度不同
而引起的。如鹿角珊瑚 Acropora cervicornis 在牙买
加的最大年生长量是 180 mm, 而在佛罗里达的最大
年生长量只有 45 mm[7]。 

 

图 3  海底养殖的鹿角珊瑚的月均生长    
Fig. 3  Monthly growth rate of the Acroporidae cultured in 

the sea 
 

2.3  深度与光照对珊瑚生长的影响 
光照是影响珊瑚生长的重要环境因子。光照对

虫黄藻的光合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 同时 , 造礁珊瑚
骨骼生长主要依靠光促钙化作用[8]。实际上研究者更

注重在自然海域中珊瑚所处的纬度和水深对其生长

的影响, 因为纬度和水深就决定了该处的光照强度。
一般来说珊瑚的生长速度随着水深的加大而降低 , 

因为光照强度是随着水深的加大而减弱的。同样, 纬
度增高则光照减弱, 珊瑚的生长也随之减慢。如鹿角
珊瑚 Acropora cervicornis 在牙买加水深小于 5 m的
海域年最大生长量是 159 mm, 而在 6~15 m的海域
年最大生长量是 140 mm[7]。但是在本实验中, 没有
遮光的 2个水泥池中的珊瑚在养殖约 20 d后开始陆
续死亡, 直至全部死亡; 而遮光的 5个水泥池中的珊
瑚在水温适合时能有较高的成活率和生长速度。光

照对珊瑚生长的促进作用应该存在一个饱和点, 超
过饱和点的光照对珊瑚的生长不再有促进作用, 而
且随着光照的进一步增强, 甚至有抑制珊瑚生长的
作用。 

2.4  珊瑚人工养殖方法的探讨 
从本实验的结果来看, 在有野生珊瑚礁生存的

海域, 用海底珊瑚苗床来养殖当地珊瑚是完全可行
的。在养殖的第一年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野生珊瑚

作为苗种来源, 但是从第 2 年起就可以不再依赖野
生珊瑚了。用海底珊瑚苗床的养殖方法应该是最环

保、最节省能源、最能持续发展的。实际上珊瑚苗

床在几年以后, 随着珊瑚苗枝的不断生长以及这些
珊瑚枝有性生殖的发生, 就会发展成为人工珊瑚礁
区。同时, 陆基养殖系统对一个珊瑚养殖场来说也是
应该配备的。陆基养殖系统可以实现对珊瑚生长条

件的完全控制。在这种控制下, 珊瑚的生长条件甚至
优于海底苗床所处条件。通过陆基养殖系统, 可以对
从其他地方引进的珊瑚进行驯养和筛选, 丰富养殖
珊瑚的种类, 缩短珊瑚苗的育成周期。陆基养殖系统
也是对珊瑚进行深入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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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im of gain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dition and useful techniques for the cul-
ture of zooxanthellate scleractinian corals, especially Acroporidae, three species of corals, Acropora humilis, Acro-
pora pruinosa and Acropora brueggemanni have been maintained and growth respectively in tanks and on the coral 
planting shelves which sited in seabed in Ergong Bay, Shenzhen, China. The corals grew well anniversarily on the 
planting shelves in the sea, but could not live unless the temperature was between 14℃ and 28℃ in the tanks. The 

growth rate was increased with increased water temperature between 14℃ and 28℃, and the peak value of growth 

was 6.05 mm per month. Ligh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zooxanthellate corals, but direct insolation 
killed all of the corals in 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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