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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参南移与人工育苗试验
’

肖树 旭 顾 功 超

(上海水产学院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将刺参从山京南移到厦门的试验结果及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生长
、

发 育和 度

夏情况
夕

并介绍了人工培育刺参幼体的几种方法
。

刺参 从交肠卿 : 扣脚,

蜘
:
S el e l油遏 是一种名贵的食用海珍

,

肉质肥厚
,

糯软可 口
,

南

向是海参类中的上品
。

解放 以来
,

我国的科学工作者
,

积极开展对刺参人工育苗与增殖

试验〔息
·

叼 ,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但刺参仅分布于北方沿海
,

在地处亚热带厦门的 自然海区
,

尚未发现
。

为今后在我国南方沿海发展养殖刺参生产创造条件
,

我们从 1 9 7了年开始进行

了刺参南移的试验
.

先后曾从青岛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运输亲参 1。。条至厦i〕
,

经过

二年多的饲养并进行了人工育苗试验
,

结果表明刺参在厦门海区不但能安全度夏
,

而且生

长肥壮
,

性腺发育良好
。

在 1 9 7 8 年 4 月分两批产卵
,

共培育出稚参二万多条
,

一部份稚参

于 6 月中旬
,

投放到厦门郊区五通大队海区进行 自然放养试验
,

* 部份稚参在试验场水泥

池继续试养
。

至当年 8月
,

稚参 已长到 2 厘米左右
,

到 1 9 79 年最大的已长到 9
.

8 厘米
。

亲参的运输及饲养

亲参的运输
:

亲参是青岛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提供的
,

先后经过两次运输 试验
。

第一次是在 1 9 7 7 年 3 月 20 一 23 日
。

方法是将亲参 30 条
,

装入聚 乙烯薄膜袋中
,

每袋加

经沉淀净化的海水 20 升
,

扎紧袋口置于纸盒内
,

由青岛至上海的客轮运输
。

在运输途中

则打开袋 口
,

次日清晨排除粪便更换新鲜海水 10 升
。

到达上海港后
,

每袋加冰 2
,

5 公斤

(为不使冰溶化后冲淡袋内海水
,

故将冰另装入小的塑料薄膜袋中 )降温
,

当晚装火车运往

厦门
,

23 日晨到达目的地
。

除发现二条吐脏外
,

极大部份刺参 正常
。

第二 次 运输 是在

19 7 7 年秋末
,

采用相同方法
,

又运输亲参 70 条
。

11 月 20 日从青岛启航
,

21 日到上海
,

放

入 as C的低温库内
, 22 日在袋内充入氧气并加冰

,

然后用火车运输
,

’

24 甘到达厦门
。

刺参

大多数正常
,

有三条吐脏
,

有十余条体表擦伤
,

在以后一二星期内陆续溃烂死亡
。

二次运

输沿途温度变化见表 1 ,

亲参培育
:

由于地区不同
,

我们在厦门进行刺参人工繁殖
,

不可能象北方那样随时从

本试验在厦门水产学院海水养殖试验场进行
。

海养专业 7 4 级卢兆发
、

朱克尊
、

仲诗花参加育苗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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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亲参运输沿途温度记录 (
’

c )

第 一 次 运 输 试
·

脸 第 二 次 运 输 试 验

备 注
恤一 11.3

`

陆匕
l

阮
、一岛月 日

8月 2 0日

备 注 }} 月 日 l时间

8月 21日

{ :“ 月 2 0日 !
, “ , `

!}
一

}
: 。 : 。

一
}
` 1 1 月 2 1 日!

“ : ”

大部分附于袋 }! 1 18
: 3

14 }1 2

,皿一只一一l飞一886片r
进一动l

在海轮上 {
, “

在海轮上 rl i

1 1月 2 4 日 1 日
:

海轮上

海轮上

达上海

入冷库

达厦门 1 6 }10
一一

5

.

996吕1666

.

1
1Jll曰
.占

3月 2 2 日 在火车上 11 7

更换海才匡 O升

每袋加冰 石斤

多 数刺参 正

常
,

少数发软
,

在三条刺参吐胜

十多条擦伤
。

放入

1 8℃海水池时陆续

又有五条吐脏

在火车上}18
在火车上{22
在火车上}韶

3月 2 3 日

到达厦 1,1 21

加入小冰袋

二条刺参吐脏

下池时又有二

条刺参吐脏

海区捕获亲参
。

在北方 6一 7月份正值海参繁殖季节
,

厦门海区水温 已上升到 2 6一 2扩C
,

这时不但运输困难
,

而且对刺参繁殖已不适宜
。

如第一次我们没有经验
,

在 3 月 20 日开

始进行
,

当时青岛水温只有 7
O

C
,

刺参刚开始活 动摄食
,

性腺尚未成熟
,

但 3 月 23 日到达

厦门时
,

厦门海区水温为 1 8℃
,

不久又升高到 舫
。

C以上
,

这时的刺参性腺尚未成熟
,

由于

水温高开始夏眠了
。

因此第二次我们是在 11 月下旬进行的
,

这时青岛水温在 1 8Co 以下
,

从 1 1月份到次年 4 月厦门地区水温则在 10 一 1扩C之间
,

正适于刺参生活
。

所以首先进行

刺参人工饲养
,

促使性腺成熟的试验
。

方法是每天傍晚将含有底栖硅藻的海泥
,

浮筏上的

硅藻群体
,

切碎的浒苔
、

石茹
,

后来又用鱼粉和米糠 ( i : )l 的混合饲料投入池底
,

夜间可观

察到刺参在池底爬动
,

大量吞食的情形
,

至次 日清晨可发现池底有大量刺参排出的粪便
。

为保持水质清净
,

及时用虹吸管吸出粪便与残饵
,

再加入部份新鲜海水
。

经过四个多月的

饲养
,

刺参长得肥满粗壮
,

每条体长都在幼厘米以上
。

4 月中旬亲参就在厦门开始繁殖了
。

刺参虽属北方品种
,

但对南方高水温也有较强的适应性
,

在厦门 5 月份室内水温可达

24 ℃
,

刺参陆续倦缩在池角夏眠
,

到 了一 8 月份
,

水温达到 2 7一 2扩伟 只要保持水质新鲜
,

刺参仍可安全度夏
,

到 11 月水温下降到 即吧以下
,

刺参又苏醒觅食
。

人 工 培 育 幼 苗

获得受精卯的方法
.
因亲参较少

,

没有解剖检查性腺发育情J兄
,

4 月 12 日发现 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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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缸的亲参有二条自然排精
,

4 月 13 日起
,

对亲参进行阴干刺激方法
,

让亲参露空刺激

D3 分钟至一个小时
,

然后再加入新鲜海水
,

我们进行了八个晚上的试骏
,

有二个晚上排放

精卵
,

共获三百多万受精卵
,

见表 2
,

_

表 2 刺参阴千诱导产卵试验

日 期 、 ( ℃〕
隘

(℃ )
阴干起迄时间 } 杂参条数 { 排 放 情 况

1 6 : O卜一 1 6 :
朋

4 月 1 3 日 2 1 1 2 2
,

公

备 注

没有阴 干刺激的有一条
亲参自然排精

1 6 : 0卜一 1 6 :

肠

1 6 二2介es 1 6 : 钧〕
4 月 1 4 日 图

`

3 1 然
.

8

1 6 :
O2 一 17 :

10
估计是 1 4 日 2 2 点产的

亘日

4 月 2 4 日 2 1
,

8 } 2 8
.

0 } 1 6 : 10一 1 0准O

1 :9 邱一2 :0 韶 { 石
4 月2 6 日

扬 日晨发现 有 囊胚
期的卵 1 8仪幻0 个

无

邹 日晨发现有受 精
卵 I邵万个

2 6 日晨有受精歹卜1 0()
万个

估计 2 5 日 2 4 点产的卵
2 1

.

5 } 2 2
.

石

1职码一2 0 :

动 l 石
有 7一8 级大风

兰婴终{里一畔毕
一

…半牛华牛}
一

卜竺竺全竺堕一}

—
粤矍粤导{理叶}理牛毕鳖半生卜竺一卜一粤一一}

—
生里竺竺兰} 淞

`

吕
! 丝

4

,
{

1 7 :

~ 资即
.

!
.

29
.

_
.

1 尤 }

_
4 月 2 9 日 ( 2 3 1 加

。

O } 1 7
;

oo 一 18
:

00 1 加 黔
.

28
.

29 日亲参为同一

育苗方法及结 果 :
育苗使用的容器是用陶器水缸和筛绢网箱两种

,

水缸共六只容积

不太相同见表 3 :

表 3 水缸的规格与有效容积

编编 号号 水缸口径 (厘米 ))) 缸 高 (厘米 ))) 有效容积 (升 )))

11111 加加 拍拍 2 1义 10 ...

忍忍忍 动
。

555 4 000 7
.

3 x l护护

33333 筋筋 O3
`

石石 3
。

9 义 1 0...

44444 4222 幼
`

石石 4
甲

s x 1 o ...

石石石 旬旬 邵邵 4 5
x l护护

66666 必必 6 999 8 x l少少

网箱系用 1 00 目筛 绢制成
,

大小 为 100 厘 米
x
60 厘 米

,

网 箱放在 室 内水泥 池

(2
.

5 米 x Z 米 x l
。

8 米 》中
,

培养都在室内进行
,

采用静水加水培养
,

前期基本不换水
,

到

大耳状幼体出现再加水
,

搏形幼体以后又静水培养
,

海水 为 沙 滤 海 水
。

盐度 为 2 4
.

2 一

3 0
.

2%
,

p H S 一 8
.

2
,

水温为 1 7
.

9 一 2 7a C
,

平均水温为 2 3
’

C
,

每天投饵二次
,

所用饵料有扁

藻
、

小硅藻
、

盐藻
、

湛江叉鞭藻杯陆, 对。 护俪 : 加哪
a 帷 g巴、 s命 )

,

海洋酵母 (少
嘟

不。, 吕众即
.

)五

种
,

以扁藻
,

小硅藻
,

湛江叉鞭藻为主
,

育苗共获稚参 2 4 7 7 4 条
,

其中水缸培育获得幼 苗

” l , 个
,

网箱培育获得幼苗 2 2 0 6 2个
。

培育情况见表 4 及表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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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水缸培育幼苗情况

容容器编号号 投放幼体个数数 密 度
`̀

产卵日期期 各发育阶段藉要的时间〔天 )))收获稚参参 成活率 (万 )))

(((((((个 /毫升 )))))))))))))))))))))))))))))))))个 数数数
胚胚胚胚胚胚胎及及 梅形形 五触手手 共计计计计
耳耳耳耳耳耳状幼幼 幼体体 幼体体体体体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8 11111
.

4习义 0 1
`̀ 0

.

4000 4月 14日日 1222 222 444888 1 7扮扮 O
`

8 444
22222 2

.

6 x 0 1...0
.

a 444 4月 2 5日日 ooo 1444 111 1666 38 222 1
。

555

2 33333
.

5
K 10 ...0

.

3 1114月 2 5日日 222 1 111222 1555 B 4555 0
。

999 1

44444 1
。

S KIO ...0
甲

3 333 4月 2 5日日
一

1555 222 222 1999 4貂貂 333

655555 减 0 1...0
.

333 14月 6 2日日 场场 222 333加加 5主 555 0
.

肪肪
66666 2

.

石又 10`̀ O
`

3 1114月 2 5日日 000 1222 111 1333 16 555O
`

肠肠

共共 计计 2 3
.

6 4x 10`̀̀̀̀̀̀̀ 2 7 1222 1
.

555 1

} 密 度
放幼体个数{

l个 /髦升

表 5网箱培育幼苗的情况

J 一 }各发青阶编
要的时间沃〕

产卵
一

日期 胚胎及
耳状幼

他形
幼体

收获稚参

数目〔个 )

22生 22

体一 44 114 14 13 1

4月 14日

4月 2 5日

4月 2 5日

4月 2 5日

4月 2石日

0 10 320 1’O 0 . 11’职 0 1’例筋 j忍6 0乳流的

3
_

4
早

共 计 2 1炸
.

玛 减功
`

2翻 8 )

8 38 8

5 3 18

2 0

6日〕 8

昭郎 2

此网箱曾搬动过
。

表中各发育阶段需要的时间计算
,

是以各期最先出现的幼虫为标准
。

刺参幼体饵料试验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先后两次均在室内玻璃瓶内进行
。

第一次试验于 4 月 16 日开始
,

试验分六组
,

即湛江叉鞭藻组
、

海洋酵母组
、

扁藻组
,

小硅藻组
、

盐藻组
,

扁藻与小硅藻混合

组
。

刺参幼体为 4 月 16 日所产的卵
,

试验是在六个直径为 18 厘米
,

高 3 3厘米
,

容积为

8 0 0。 毫升的圆筒形玻璃缸里进行
。

每缸放海水 4 0。。0 毫升
,

幼 体
.

为 3 5 2。个
,

·

其密 度 为

0
.

0 8 8个 /毫升
。

每二天加新鲜海水 500 毫升
,

添加至总水体为 7 5 0。 毫升为止
。

藻类饵料

是用酸化海水加无机盐培养的
,

每天投饵二次
,

投饵量视幼体胃含物饱满情况及水中剩饵

多少酌情增减
。

海水盐度 为 27
.

9 筋左 右
,

p H S
。

o
,

水温 17
.

9
“

一2住
.

宁C
,

平 均水温 为

2 2
.

5
O

C
。

第二次试验在 4 月 26 日开始
,

试验仍分六组
,

除扁藻与小硅藻混合组换为湛江叉鞭

藻与海洋酵母棍合组外
,

其余五组与第一次试验相同
。

每组二只玻璃缸
,

直径为
’

14 厘米
,

高 15
.

5 厘米
,

容积为 2 8 0 0 毫升
,

每缸放幼体 1 2。。个
,

密度为 0
.

43 个 /毫升
,

采用静水培

养
,

海水盐度为 2 7
.

6荡
,

水温 2 0
.

3一27 ,
,

平均水温为
’

23
.

I
O

C
,

试验情况与结果见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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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一次荆参幼体饵料试验情况及结果

饵饵 料 名 称称 投放幼体体 各发育阶段需要的时间〔天 ))) 收获稚参参 成活率〔男 )))

总总总数 〔个 ))))))))))))))))))))))))))))))))))))))))))))))) 个 数数数
胚胚胚胚胎典典)耳耳 禅形幼体体 五触手幼体体 共 计计计计
状状状状幼 {{{冰冰冰冰冰冰冰

湛湛江叉鞭藻藻 3犯000 1巧
___

111 2
矛矛

1 888 1口公〕〕 的的

海海 洋 醉 母母 弱 000 2 2 333111 111 2 555 29 韭韭 容
.

444

扁扁 藻藻 舫 2000 1 999 222 222 2 333888 20
.

888

小小 硅 藻藻 舫 2000 1 777 444 333444 2 111 30
.

8习习

盐盐 藻藻 3晓OOO 444 2444 333 3111 7艇艇 0 2
.

000

混混 合 饵 料料 肠 2000 1 666 111 333玲玲 朋111 7
.

111

共共 计计 21 1 00000000000 2 幼7 888 1 1
,

2 666

饵饵 料 名 称称 投放幼体体 各发育阶段需要的时间〔天 ))) 收获稚稚 成活率率

总总总数 (个 ))))))))))))))))))))))))))))))))))))))))))) 参数〔个 ))) (男 )))
胚胚胚胚胎与与 禅形幼体体 五触手幼体体 共 计计计计
耳耳耳耳状幼体体体体体体体

湛湛江叉鞭藻藻 111 1 2 0( 刃刃 1 222 111 222 1 555 4肠肠 3
甲

ggg

2222222 1 2 1兀心心 1 222 111 /// /// /////
lllllllllllllllllllll

海海 洋 醉 母母 111 1 2 (X 洲〕〕 /// /// /// /// ///
、

///

2222222 1 2 lX助助 1 444 222 222 1 888 筋筋 0
。

2 111

扁扁 藻藻 111 1 2仪扣扣 1 111 111 111 1吕吕 汉石石 2
,

444

2222222 120 0000 1 111 222 111 1 444 4典典 3
`

ggg

小小 硅 藻藻 111 1 2 1{自 ))) 1 111 111 111 1333 6 1 666 6
.

111

2222222 1 2叫X即即 1 111 111 111 梦梦 注石石 0
。

1 333

盐盐 藻藻 111 1 2 O( X))) 1 444 333 3
、、

2 000 000 000

2222222 1 2 Ij X ... 1 222 333 555 2000 巧巧 0
.

叱叱

了了昆合 饵料料 111 1 2O( 沁沁 1 000 222 444 1 666 1 1 333 0
,

ggg

2222222 1么知洲))) 工000 222 2
...

1444 6 3333 4
,

444

...

1封侧ppppppppppp 以韶韶

讨 论

1
.

将北方刺参移植到南方的厦门
,

亲参的运输是很重要的一环
。

我们二次都采用聚

乙烯薄膜袋运输亲参
。

每袋装海水 3 0 升
,

放入亲参 1 5一20 条
,

充氧
、

水温保持在 5一 1 5
“

O

的情况下
,

经过 76 一 96 小时长途运输
,

取得较好的结果
,

但有少数亲参体表受伤 (第二批

托运较为严重 )
,

后来大多数溃烂死亡
。

因此途中搬动必须小心
,

容器切不可翻转倒置
,

以

免亲参碰伤
。

二次运输的水温
,

在起迄地点及沿途水温逐渐升高
,

在青岛和海轮上都是较

低
,

到厦门都在 18
。

左右
。

但三月下旬运来的海参
,

由于厦门地区温度上升很快
,

不待性

腺发育成熟
,

亲参即已夏眠
,

因此当年不能产卵
,

所 以亲参运输的时间在前一年的秋末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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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好
。

2
.

在厦门地 区环境下
,

刺参能适应其生长
,

在试验场室内水泥 池 水温可 达 到 27 一

2犷C
,

但刺参仍度夏无恙
,

当年孵出的稚参不夏眠
,

摄食旺盛
,

到 8 月中旬
,

体长可达到 2

厘米
。

到第二年 了月份可达到 9
.

8 厘米
。

11 月份水温下降到 18 ℃
,

大海参从夏眠中苏醒
,

又开始摄食
,

至翌年 4 月中旬即可繁殖
,

比北方提前二个月
,

这说明刺参南移是可能的
。

3
.

幼体的饵料是人工育苗成败的关键
,

我们投饵给幼体的五种饲料都能育出稚参
,

但其中湛江叉鞭藻较好
,

用它培育幼体生长快
,

成活率高
,

其他四种饵料与兄弟单位的试

验结果相似
。

海洋酵母作为单一饵料有其缺点
,

使得大耳状幼体比其他组更透明
,

变态也

较慢
,

而且投饵量必须严格掌握
,

过量则易污染水质
,

造成幼体全部死亡 ,但海洋酵母与其

他饵料混合使用
,

可避免这种弊病
,

也可解决饵料不足的间题
。

4
.

育苗采用 陶瓷水缸与网箱二种方式
,

平均成活率都为 1%
,

但网箱最高成活 率达

4
.

1拓
,

比水缸的 3拓高
,
而且网箱的幼体密度大

,

容量又大
,

在生产上实用价值较大
。

幼

体的密度对成活率影响很大
,

在我们二批试验中
,

成活率相差很大
,

第一批成活率最大

达 29 %
,

而第二批最高为 5终
,

第一批密度为 。
.

4个 /毫升
,

第二批为 4
,

3 个 /毫升
,

成活率

和育苗密度的关系密切
,

因此我们认为在静水育苗的条件下
,

幼体密度最好为 1个 /毫升

以下
。

5
,

刺参南移到厦门后
,

都是养在室内水泥池中
,

它们长得肥满粗壮
,

而且性腺发育良

好
,

成熟又早
。

这样说明为刺参在南方进行人工养殖解决苗种间题是可能的
。

当年培育出的稚参
,

我们用平板玻璃培养的硅藻来饲养
,

效果也很好
,

我们认为饲养

刺参
,

具有饵料粗
,

成本低
,

操作简便
,

因此能否进行全人工养殖或让稚参长到一定大小再

投放到海区
,

来提高增殖的效果
。

尤其是在海带夏苗育苗室中
,

夏季利用冷却海水
,

使刺

参避开夏眠正常生长
,

冬季又可用空闲的海带育水池
,

用流水式集约化来养殖刺参
。

此法

能否可行有待进一步试验
。

[ 1 」

七2 ]

t 3 1

参 考 文 献

山东省长岛县优矶公社后大队
、

长岛县水产局
、

烟台地区水产研究所
,

1的e
。

刺参的人工育苗和养殖
。

海洋科

学集刊
,
1 7 3一 1 8二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张凤浪
、

吴宝玲
、

李万滋
、

王玉琪
,
1 9阶 年

。

刺参的入工养殖和增殖的初步报告
。

动物学杂志
,

2 ( 2 )
:
肠~ 7 3

。

稻集伍三郎
,
1驭 2

。
少 ? 口 刃增殖

。

海洋必科学
,
2 ( 5 )

,

犯一矶
。



2期 肖树旭
、

顾功超 :刺参南移与人工育苗试验 1郭

E X PE RIME NT S O NS O T UH 丫 VD A R

T RS N AP L ANT AT IO N AND A RT F C I I I AL B RE E D I NG

O F TE H SE AC C U U ME B R(S T IC H O P US J AP O NIC S U )

X 协 0 gh u u xa 力 G du

〔召丙。叩a h` F 翻加
;沁 ,

G on g o h a o

C。名忑等己 )

A b g七r a e七

N
。七u r a l ly the h a b i t a 七of 七加 * a e u o u m b o r (及介彻夕。 s 歹

a刃o
俪

` : g e l e n k 。 ) 15 血 t he

no
r t h e r n o h jn几 S e 拢

.

E x P e r i切 e n t s w e r e e时 r ide o u t t o 让 a 坦印 la n t t加m 七0 t he 翻
t h e r n

C h i助 ( X i a

mne
) f o r t灿 p u r p o o e o f e u l t u r e a

nd
a r七i几 e j a l br

e e d角 g
.

T 加 y w e r e a b le ot

l计 e
ni the i o d o o r e o n e r e t e t、 。 k 。

,

b o t h a d u l t s a n d j
u v e n j l e s d e v o l o那 d v e r y w e l l 就

t e nl P e r
at u r e 2 7一2 9

o

C i n 阳功m
e r

.

A六即 f仅 l r 址on t h o t加
a d u l st a t t a血 e d 袋五u a l xn

a t u r 丘七y
.

T h o y s P岛w ne d tw j e e i n A p -

r 主1 1 9 7 8
.

T 加 ef r 七i l i z o d e g g s

嘛七
e
址d 幼 d de 枕 I o P e d i n ot 功 or e

伍曲 七w e川 y t h o u as 且 d s

ju v e川 le s
,

A p a , t 时 th二 w e r e r e o r e
d i n in d o口 t a n k s ,

I n A u
ug 就

,

ju
v e过正e :

罗
e w

七0 a b uo t Z e
m

.

i n

F仪泪

N 落乙么兢落
a

O D e
。

叮 the

el ng t.h

l“ r v o e 功 a in ly e o 。 滋鱿 5 o f D 曲忆幼再。 hs
a
可落

a o g e哪落s
,

P l a

,

枷腑俪 Z协 汕d T 。化不口夕吕肠
, a功on g ht e

or D 交饥介再 a 抬 t加 m 。就

,才岁” 乞咖 Sa
,

f场 v o r a b 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