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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胆是棘皮动物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一类动

物 其生殖腺含有蛋白质 !氨基酸 !高度不饱和脂肪

酸 !糖类和其他生理活性物质等 ∀紫海胆 Αντηοχιδαρισ

χρασσισπινα 是我国海胆渔业中的主要捕捞种 在我国

分布于浙江以南沿海 ≈ ∀近几年来由于海胆需求量的

增加和海胆价格的不断上升 过度的捕捞生产 导致

自然资源的急剧下降 因此发展海胆养殖开始受到重

视 我国北方地区较早开展海胆的人工育苗 !养殖技

术和引进新的海胆养殖品种的研究 ≈ ∗ 近年来海胆

作为新的增养殖品种已获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海胆的生产性人工育苗和增养殖已步入产业化 已成

为北方沿海水产增养殖中的一个新兴产业 ∀为在闽南

地区发展紫海胆养殖业 在福建省科技厅的资助下

进行了紫海胆生产性人工育苗 并获得成功 ∀本文报

道在东山县利用养鲍设施进行紫海胆生产性人工育

苗的技术 ∀

亲胆的选择

在催产前 从海岛潮间带低潮区或潮下带浅水区

采集 选择完整无损伤 手感比较重的 活力强 壳径

在 ∗ 的个体 用海水冲洗干净备用 ∀紫海胆

的个体一般产卵量均在 万粒以上 催产前

应对产于海区的亲海胆进行性腺饱满度检查 再根据

苗种生产的需要优选亲海胆 以备催产 ∀

催产

采用的催产方法有两种 阴干 ! 流水刺激和 ≤

注射刺激法 ∀

阴干 !流水刺激 从海区采回的亲海胆洗净 放在

阴凉处阴干 左右 再放入水池中流水刺激 左

右 便有亲海胆出现排放现象 ∀

≤ 注射刺激法 使用浓度为 的 ≤

溶液 根据亲海胆个体的大小 注射 ∗ ∀注射前

亲海胆要冲洗干净 注射器从海胆口面的围口膜处插

入 将 ≤ 溶液注入体腔 亲海胆经注射后立即放入

新鲜过滤海水中 通常 ∗ 即可排放 ∀

催产后出现排放的个体经检查其排放物 以辨雌

雄 即将其雌雄分别放入装有新鲜过滤海水的塑料大

盆中 让其继续排放 分别采集精卵备用人工授精 ∀

人工授精与孵化

分别收集的卵和精子应在 内进行人工授精

以提高受精率 受精时吸取适量的精子倒入海胆卵收

集盆中搅拌均匀 生产育苗操作中一般都精子用量过

多 受精 后应及时洗卵 洗卵时利用海胆卵是

沉性卵的特点 受精后静置到受精卵沉底 轻抬起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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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边慢慢倾倒掉上层不含卵的水或采用虹吸的方

法 然后再加入新鲜海水 待卵再次沉淀后 再次倾倒

出上层海水 同样操作重复 次 洗去多余的精子 直

接在盆中加入新鲜海水让其孵化 在水温 ε 的条

件下 受精卵经过 发育进入浮游幼体期 ∀

幼体的选育和培养

将上浮的幼体用虹吸法收集上层幼体 经计数

后放入 ∗ 的水池中培养 池内幼体的培养密度

早期控制在 ∗ 个 到八腕幼体后期 培养

密度控制在 ∗ 个 ∀

选育的幼体发育到棱柱幼体时 即可投饵 幼体

在六腕期以前 主要投喂角毛藻 六腕期到八腕期添

加少量金藻 ∀在幼体早期投饵量控制在 万 ∗ 万细

胞 幼体到六腕期以后 投饵量增加到 万 ∗ 万

细胞 分次投喂 每天第一次投饵在上午 吸

底换水以后 第二次投饵在 ∗ 镜检观察

幼体发育 !摄食状况以及镜检池内饵料密度后 再投

饵 饵料密度保持在幼体发育期所需的细胞数 ∀每天

换水 ∗ 次 每次 换水使用 目的筛绢做成

的换水网 ∀

采苗及稚胆培养

在水温 ∗ ε 的条件下 经过 的浮游期

培养 幼体发育到八腕幼虫后期 初生管足突出前庭

腔壁 幼体即将附着 应投放采苗器 ∀池底投放采苗器

个 ∀

采苗器为东山县鲍育苗通用的采苗器 即用

≅ 的聚乙烯薄膜在其中间绑一个拳头大小

的石头 使塑料薄膜的四角浮在水中 在幼体变态附

着前一星期 在室外池中培养底栖硅藻 在采苗前 用

≅ 的敌百虫药浴 杀灭底栖桡足类 经新鲜

海水洗后移入采苗池 ∀

发育整齐的幼体 ∗ 内即可变态附着 在完

全附着前仍要投喂角毛藻 用换水网换水 微通气 待

全部附着后加大通气量 改用流水培养 每天的流水

量为育苗水体的 ∗ 倍 ∀

稚海胆培育期间 根据稚海胆的摄食和采苗器上

底栖硅藻的生长状况 适时施肥增加营养 调节光照

和充气量 促进底栖硅藻生长 ∀生产性育苗硅藻培养

使用农用尿素 !磷酸二氢钾 !硅酸钠 !柠檬酸铁作为营

养盐 施肥量按氮 ≅ !磷 ≅ !硅 ≅ !铁

≅ 的浓度 ∀施肥前换水 添加新鲜海水后

在上午 左右施肥 施肥后暂停流水 后恢复

流水 ∀

稚海胆后期培育

附着后的稚海胆长到 左右时 由于食量的

增加 采苗器上底栖硅藻不能满足其生长发育的需

要 应适量投喂如江蓠 !石莼 !礁膜等大型藻类 石莼

投喂效果较好 但夏季海区量少 生产上可投喂细嫩

的江蓠 ∀

当稚海胆长到 ∗ 左右时 可以从采苗器上

剥离到网箱中 在陆上水泥池中进行中间培育效果较

好 网箱的网目根据稚海胆的长大而更换 在网箱中

放一块波纹板 稚海胆的放养密度控制在 ∗

个 ∀

育苗结果

年生产性育苗结果 月 日催产 在

∗ ε 的水温下 经过 的培育 月 日上午

移入采苗池 到 月中旬出苗 出苗量 万 ∗ 万

粒 最大个体壳径 最小个体壳径 平

均壳径 ∀

小结

生产性人工育苗的季节 紫海胆的繁殖盛期

为 ∗ 月 ≈ 东山海区紫海胆生殖腺指数 月

份分别为 和 壳径在 以

上的个体生殖腺指数相对较高 最高达 月

份生殖腺指数下降 ∀生产性育苗应在 月间进行催

产 ∀

生产性人工育苗的催产方法 阴干 !流水刺

激和 ≤ 注射刺激法均能使海胆排放 排放率都在

以上 但阴干 !流水刺激的时间较长 多数亲海胆

会延时排放 精卵收集时间相对较长 影响受精率 所

以生产性育苗以使用注射 ≤ 刺激催产较为方便 ∀

幼体培养密度 由于紫海胆产卵量大 生产

上可以方便地获得大量的受精卵 幼体发育到棱柱幼

体移入育苗池培养时 通常会放养密度过大 所以选

优入池时要计数 控制培养密度 密度过大极易发生

大量死亡和幼体发育不齐 ∀

充气量 紫海胆长腕幼体的腕较长 极易损

伤 在幼体培养池以投放充气石充气为宜 平均

有一个气石即可 通气量控制在使水流微动为宜 ∀

幼体死亡高峰 幼体发生大量死亡的原因是

复杂的 多发生在四腕 ∗ 六腕长腕幼体时 死亡幼体

可在池底形成桔红色沉淀物 ∀死亡幼体镜检可见幼体

的腕烂骨针露出 ∀当发生这种现象时 池中幼体密度

急剧下降 以处理掉重新催产为宜 ∀育苗时要每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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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如发现有幼体的腕骨针露出 要加大换水量 投放

抗生素 使用土霉素 或金霉素 或氯霉

素 ∀

≤ 溶液的诱导变态 ≤ 溶液的诱导变态

作用在其他一些研究亦有报道 ≈ 可促使紫海胆幼体

变态附着的时间缩短 但紫海胆八腕幼体的腕比较

长 在浓缩操作中 幼体的腕会缠绊在一起 引起折腕

断腕损伤 ∀另一方面 生产性育苗 大池中幼体发育不

齐较普遍 观察到发育慢的个体经 ≤ 溶液的诱导变

态处理后 幼体的腕虽然收缩 但最终无法完成变

态 ∀生产性大规模育苗 以控制幼体的培养密度 !保证

饵料投饵密度和质量 促使幼体发育健壮整齐 减少

育苗操作造成的损失 ∀

海胆人工育苗的饵料 角毛藻是海胆浮游

幼虫期最佳的饵料 生产性人工育苗时角毛藻饵料的

保障是育苗成败的关键 角毛藻饵料的二级培养采用

的白色塑料食品桶 三级扩大培养采用 ∗

的室外池 ∀

稚海胆后期培养密度 稚海胆后期个体大小

相差比较大 所以在培养期间可以逐步选出大个体做

为养成的对象 如放流增殖 海区网笼挂养 陆地工厂

化养殖等 小个体继续在苗池培养 有利于不同规格

个体的生长 ∀

利用养鲍设施进行海胆人工育苗的可行性

海胆和鲍在幼体附着后的生活习性相似 可利用现有

的鲍育苗和养殖场进行海胆的生产性人工育苗 只要

分隔部分育苗池改为角毛藻的三级培养池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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