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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j文术 

常忠岳 

(山东省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264309) 

刺参隶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槽手 目，刺 

参科。产于黄、渤海的刺参，其蛋白质含量高，糖 

类丰富而不含胆固醇，可滋补强身。据有关资料 

记载，刺参可治阳痿、肠燥便秘、肺结核、再生障碍 

性贫血、糖尿病等；其体壁结缔组织、体腔膜和真 

皮内腺管所含的多种酸性粘多糖，对人体生长、愈 

创、抗炎、成骨和预防组织老化、动脉硬化等有着 

特殊功能；刺参肠子和性腺的加工品在 El本被视 

为美味而备受欢迎，价格昂贵。刺参可谓全身是 

宝，因其经济价值极高而被称之为“参”中之冠。 

近几年，刺参的价格一路攀升，居高不下，吸引了 

众多的投资者在北方寻找合适的海区开展增养 

殖。本文对刺参的增养殖技术作一探讨。 

一

、增养殖地域选择 

不论是采用潮间带筑坝投石方式，还是采用 

海底增殖、虾池养殖等方式 ，增养殖地点的选择至 

关重要。首先要求周围无工业(特别是化工厂) 

污水、生活污水的污染，没有大的淡水迳流。其次 

是海区潮流要畅通且有涡流，水质清澈，有大量的 

海藻(如大叶藻、鼠尾藻、裙带 、海带等)。最好该 

处原先就存在刺参资源，这样只要稍加改造、投 

苗，就可以使海区刺参的资源量猛增，获得较大的 

收益。总体而言，应根据海区的潮流、饵料情况、 

水环境及大风(特别是台风)等自然条件，科学合 

理地确定增养殖地点、模式及养殖容量。 

二、增养殖方式 

不同的增养殖方式，有不同的增养殖效果，可 

因地制宜选择采用。 

1．海底增养殖方式 如果海区所处的是岸 

礁底质、海藻丰富、海水状况良好，投放的稚参在 

2～3 em左右，经2～3年培育，成活率可达40％ 
～ 5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3 em 以上的幼 

参，采用底播增殖方式较好，这样的苗能快速适应 

环境变化、抵抗敌害生物的侵袭，成活率比播放小 

苗高数倍。 

2．潮问带筑坝投石方式 采用此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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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养殖，刺参的成活率比海底底播有较大提高，生 

长速度亦加快。体长 1—2 em的稚参，亩(15亩 

=1公顷，下同)放苗1万 一1．5万头，经3年培育 

可达到商品规格，成活率在60％ 一70％；而若投 

放体长3—5 em的幼参，亩放苗1万头左右，至商 

品规格，成活率可达 85％以上。 

3．虾池投石造礁养殖方式 虾池饲养刺参 

的关键因素是底质。虾池经改良底质后，投石优 

于投瓦片、牡蛎壳、扇贝壳；石头大小以重 5—10 

kg为宜，亩投石头 200—300方。其次还受池水 

深度、水温、潮汐水交换量等诸因素的影响。如果 

按正常放养4—5 em的幼参，亩放0．8万头左右， 

其成活率可超过95％，并可随时观察刺参的生长 

和成活情况，有利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三、底质改良 

刺参在不同生长期对底质的要求不同。稚、 

幼参多栖息在中、低潮区及潮下带的岩缝隙和大 

型海藻的根部，而较大的刺参则生活在深水处。 

人工增养殖刺参应选择底质为岩礁 、乱石底及有 

大型海藻繁生的沙泥底，潮流畅通、有涡流，以便 

为刺参躲避风浪和夏眠提供良好的场所。大量调 

查研究表明：刺参增殖场所的底层中泥量超过2 

成以上的，刺参的分布密度小，成活率低。因此， 

虾池及潮间带养参要对不 良底质进行必要的改 

造，创造岩礁、乱石底质，使泥、粉沙含量减少，从 

而增大刺参分布密度，提高成活率。 

四、水温条件 

刺参是一种寒温带种类，生存水温范围为 一 

1．5—30℃，水温低于3~C时，摄食量减少，处于半 

休眠状态；水温在 10—15℃时摄食量最大；水温 

达到 17—19℃时摄食量又大大下降；水温超过 

20~C时进入夏眠(不同个体大小的刺参，进人夏 

眠的水温明显不同。大个体达到17℃时就夏眠， 

当年的刺参苗一般不夏眠，水温超过20℃仍旧照 

常生长)，水温超过28~C时其生命活动便不正常。 

因此，刺参生长的适温范围为 3—20℃，水温小于 

2~C或大于23~C则停止生长，但不同大小的个体 

之间略有差异；体长0．4 mm左右的落地仔参，在 

适温24—27~C下，经 1个月的培育，体长可增至5 

～ 6 mm；体长2 em的稚参，其生长适温范围为19 

～ 23℃，最适生长温度为 19℃。体长 5—15 em 

的幼参，其生长适温范围为 l0一l5℃。在正常情 

况下，刺参一年有两个生长季节，一是春季的3月 

中旬至5月底，另一个是秋季的9—11月。局部 

海域受当地条件影响会有所不同。如山东省荣成 

市好当家集团围海建池投礁养参 1万多亩，此处 

刺参的夏眠期在5月上旬至10月下旬，其余时间 

皆为刺参良好 的生长期。这里的刺参生长速度 

快，抗病力强，养成的产品皮质厚、加工出成率高。 

必须强调的是：不论是虾池养参，还是潮间带筑坝 

投石养参，在夏季高温季节应注意增加池水的深 

度，防止持续高温带来不利影响。 

五、盐度范围 

刺参对盐度的适应范围为28—34，当盐度低 

于22时，便有50％的个体死亡。长期生活在不 

同环境条件下的刺参对其各自的栖息环境产生了 
一 定的适应性，如在岩礁、乱石底质条件下生活的 

刺参，体色呈红棕色、棕褐色，要求盐度较高，多分 

布在受外海水影响较大的海域；而生活在海带、草 

丛间底质为砂泥的刺参，体色呈黄绿色、绿褐色， 

要求盐度偏低，多分布在易受陆地淡水影响的内 

湾水域。体长5 mm的稚参，其生存盐度的下限 

值为 10—15，幼参为 15—20。水温在 20℃以下 

时，水温越高，刺参对低盐的耐受力越强。另外， 

在夏季多雨季节，应避免有过多的淡水注入养参 

的虾池或筑坝投石养参的潮间带，防止因盐度下 

降而影响刺参的生长和存活。 

六、饲料 

刺参的食性很杂，主要摄食泥沙中的单细胞 

藻类(以底栖硅藻为主)、原生动物、细菌等微小 

生物，亦食海藻的碎片以及藻类腐烂后的有机碎 

屑，以及底质中的腐殖质等。另外，在刺参的消化 

道内还常见大量泥沙、贝壳碎片等。刺参具有昼 

伏夜出的习性，故投喂饲料，白天的投饲量应占4 

成，晚上占6成。在海区增殖刺参，必须选择海藻 

丰富的海区，以便为刺参提供充足的饵料，提供躲 

避敌害及休息的场所；而在虾池及潮间带投石养 

参，要多投石以增加饵料的附着面积，同时亦为刺 

参提供充足的穴孔条件。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最 

好辅投人工配合饲料。配合饲料的组成成分有海 

藻粉、地瓜粉、杂鱼虾粉、麸皮以及富有底栖硅藻 

的海泥等。饲料的投喂量视刺参的生长情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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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般日投喂量为整池鲜参重的3％ 一5％。池 

中饵料丰富时少喂，反之则多喂。如果投饲管理 

得好，刺参的生长速度快、成活率高，达到商品规 

格的饲养周期短，生产经营效益就高。 

七、运输方法 

刺参苗的运输是影响其放养后生长、成活的 

重要因素。近年来，有些生产单位为节约开支 ，在 

5—6月份当参苗还处在小白点的时候连参苗带 

饵料板(波纹板)充氧运输，送至塑料大棚暂养 ， 

培育至变色，达到刺参的正常体色(黑色、褐色、 

大小 1 cm左右)，其成活率可达 80％ 一9o％。亦 

有不少养殖单位是将9月份 1—2 cm长的稚参运 

回单位 ，在车间或室外大棚采用地下水或升温水 

越冬保苗，至翌年4月份左右放养，其规格可达 4 

— 5 cm，养殖成活率 9o％以上。而采用室外池越 

冬培育，其规格仅达3—4 cm，且成活率仅50％ 一 

60％ 。 

运输体长 1—2 cm(体重0．4—0．6 g)稚参的 

方法是：将参苗分装于网袋中(规格 30—40 cm， 

网目0．5 mm)，1000头(0．5 kg)左右装一袋，先 

放在水池 中流水暂养，让参苗充分附着于袋上。 

若用玻璃钢桶或帆布桶运输，途中最好适度换水 ， 

水温低于 15℃时9 h内不会发生死亡。若不是将 

参苗装入网袋中，而是直接放入玻璃钢桶或帆布 

桶中运输，每隔2 h左右应停下休息半小时，使刺 

参有充足的附着时间。采用此法进行长途运输 ， 

参苗的成活率可达 98％以上。 

八、放苗密度 

放苗密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刺参的生长及成 

活。若密度过大，容易造成增养殖区内隐蔽场所 

和饵料的不足，存活率降低。所以在投放参苗时 

应充分考察增养殖区内参礁的情况，根据海区海 

底礁石等隐蔽物的多寡、饵料的丰欠程度合理地 

投放参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区的生产潜力。 

虾池养参和潮间带筑坝投石养参，因为可以 

人工补充饵料 ，密度可以较大。根据多年的经验 ， 

每亩可放 1—2 em的稚参 1．5—2万头，或 3—5 

em的幼参 1万头左右。在这样的密度下，刺参的 

生长速度快，管理方便，不易发生病害。 

九、参苗的放养规格 

参苗的放养规格是决定其后生长、存活的因 

素。试验结果表明：在海区增殖放流刺参苗时，放 

流体长 0．5 cm左右的稚参，一年后成活率仅 

0．4％；放养体长 1 cm、已变成棕褐色的稚参，一 

年后其成活率为 15％左右；而放养体长 2 cm以 

上的稚参，两年后的成活率可达55％。在虾池内 

放养2—3 cm的稚参，其成活率在 75％以上；放 

养4—5 cm的幼参，成活率可达95％以上。应该 

说，刺参的放养规格越大，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就 

越强，其成活率也就相应提高，商品参养成的时间 

就缩短。如，体长 1—2 cm的稚参约需 3年才能 

达到商品规格；而放养2—3 cm的幼参需 1．5—2 

年；5—6 cm的幼参则仅需一周年。 

十、不利因素 

(1)排脏、再生 当刺参遇到不良环境条 

件时，如温度的骤升急降，污染物的物理、化学刺 

激，会出现排脏现象；遇机械性的损伤，它亦具有 

较强的再生能力，但这均需消耗大量的体能，影响 

其生长及存活。 

(2)敌害 刺参的敌害有 日本鲟(石甲 

红)、三疣梭子蟹、海盘车、鲷科鱼类等。它们都 

能捕食幼参，其中海盘车能捕食 3 cm以下的幼 

参。 

(3)台风 海上的大风浪可使参礁、投石 

等刺参的附着物或隐蔽物倾覆，刺参居无定所，到 

处碰撞，引起参体磨损、破碎、溃烂，从而导致刺参 

自溶、腐烂，严重的可致近海岸的刺参全军覆没， 

颗粒无收。故平时应注意多收听天气预报，有大 

风特别是台风时应提前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张群乐，刘永宏编著．海参、海胆增养殖技术．青岛海洋大学出 

版社，1998． 

收稿 日期 ：2003—02—10；修回日期：2003-03一ll 

作者简介：常忠岳(1968一)，男，工程师。主要从事海水养殖方 

面的渔业技术推广及生产技术指导服务工作。已在 

有关水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 

发稿编辑 汤惠明 校对 朱大白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