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科学院学报,2020年,36卷,第3期
 

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2020,Vol.36
 

No.3

陈瑞芳等.广西特色海水养殖品种发展现状与展望

*广西科技重大专项(桂科AA19254008)和广西重点研发计划(桂科AB18294001)资助。

【作者简介】

陈瑞芳(1978—),女,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生物繁育工作,Email:40078649@qq.com。

【**通信作者】

【引用本文】

陈瑞芳,董兰芳,许明珠.广西特色海水养殖品种发展现状与展望[J].广西科学院学报,2020,36(3):237241.

CHEN
 

R
 

F,DONG
 

L
 

F,XU
 

M
 

Z.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Characteristic
 

Mariculture
 

Varieties
 

Species
 

in
 

Guangxi
 

[J].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2020,36(3):237241.

          
 
 
 
 
          

 
 
 
 
 
 

微信扫一扫,与作
者在线交流(OSID)

广西特色海水养殖品种发展现状与展望*

陈瑞芳**,董兰芳,许明珠
(广西海洋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海水养殖新品种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西北海 536000)

摘要:随着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日益加速,地方特色海产品养殖已经成为海水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

过介绍广西几种特色海水养殖品种研究发展的实际情况及相关资料,侧面反映广西近几十年在特色海产品养

殖领域取得的研究进展,指出广西特色海水养殖品种产业发展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产业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提出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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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广西南临北部湾,海岸线曲折,海洋水产资源丰

富,特色海水养殖品种繁多。近几十年来,广西特色

海水养殖品种的人工技术发展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生产规模日趋扩大,尤其如方格星虫(Sipunculus

 

nudus)、珍珠贝(Pinctada
 

martensii)、獭蛤(Lutrar-
ia

 

spp.)、巴非蛤(Paphia
 

spp.)等一些当地常见的

特色滩涂养殖品种,更是从原来的天然捕捞、天然半

成品养殖到现在的全人工养殖及产业链的形成。近

年来,为了寻求沿海渔民增收的最佳途径,广西加快

了渔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引导渔民立足当地,大力

发展优势特色海产品高效养殖,努力提高渔民的养殖

积极性,推广健康生态养殖模式,加快推进深海养殖

产业。在以广西海洋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为首的科

研及涉海企业的共同带动下,广西海水特色养殖品种

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集约化程度也越来越

高,一些曾经只有少数人能品尝得到的特色海中美味

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常客。

1 主要特色海水养殖品种技术发展历程

1.1 方格星虫

  方格星虫(Sipunculus
 

nudus)俗称沙虫,属星虫

动物门星虫科方格星虫属,亦称光裸方格星虫或光裸

星虫,在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和台湾沿海均有分布,
其中以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方格星虫资源最为丰

富[1]。20世纪90年代初,广西海洋研究所梁广耀[2]

曾对北海市周围海域方格星虫资源量进行调查,调查

结果表明,方格星虫主要垂直分布在中潮区至低潮

区,自然平均生物量22.73
 

g/m2,平均密度2.83条/
m2,资源总量约为400

 

t,较为丰富。近年来,相关学

者在方格星虫的动物形态解剖、繁殖及胚胎发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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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生 理 生 化 以 及 营 养 学 等 方 面 有 比 较 全 面 的

研究[38]。

  方格星虫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呈味氨基酸丰

富的海产体腔动物,素有“海里冬虫夏草”的美誉。据

报 道,广 西 北 海 产 的 方 格 星 虫 蛋 白 质 含 量 为

79.90%,远高于一般的鱼类(<20%);脂 肪 含 量

3.08%,总糖含量5.67%;含有氨基酸17种,其中6
种为呈味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49.97%,高于石

斑鱼(45%左右)、大黄鱼(42%)和鲷类(<30%);此
外,还含有20种脂肪酸和多种微量元素[4,5]。方格星

虫还兼具药理作用,现代医药研究表明,方格星虫含

有多种活性物质,能够调节机体多种功能,具有显著

的延缓衰老、抗氧化、抗疲劳、抗辐射等功效,是开发

功能性保健品和药物的优秀材料[913]。
 

  由于方格星虫突出的保健与药用功效,相关产品

深受人们的喜爱,市场经常供不应求,导致对方格星

虫的过度采挖,加之港口工业和近海污染等因素,方
格星虫自然资源量不断减少。为恢复方格星虫资源,
提高其产量并维持生态平衡,农业部水产司于1989
年9月设立由广西科学院广西海洋研究所承担的农

业部重点科技项目———方格星虫养殖技术研究。该

项目在方格星虫繁殖生物学研究和育苗技术突破方

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生产上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在广西“十五”发展计划中,广西农业结构调整重点专

项规划将方格星虫列为重点发展和推广的海水养殖

种类,区内适养面积超过1×104
 

hm2,具有很大的养

殖和经济前景。

  广西海洋研究所从20世纪80年代起,集中全所

重点科研力量对方格星虫进行全面研究。在全所科

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于2008年成功突破方格星虫

规模化人工育苗技术,给养殖户大量提供规模化生产

的人工苗种,掀起了方格星虫养殖热潮。同时,该所

著名方格星虫专家蒋艳、邹杰、彭慧婧等继续对方格

星虫海区中培和人工养殖等进行深入研究,成功突破

方格星虫池塘养殖和滩涂高值贝类混养等养殖技术。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海洋研究所与北海市

侨港镇、福成镇、营盘镇和合浦县西场镇等地合作设

立方格星虫人工苗种养殖示范场,平均亩产达94—

221
 

kg,市场价约80元/kg,亩产效益高达7
 

520—

17
 

680元。2018年北海产的方格星虫被确定为当地

的地理标志产品,北海市政府决定对当地的方格星虫

实行地理标志产品地域保护。另一方面,北海市政府

大量采购广西海洋研究所人工苗种并在公共海域进

行增殖放流。同期间的公共滩涂上,群众日采挖方格

星虫量为2—5
 

kg/人,日效益高达160—400元,比5
年前的日人均采获0.5—1.0

 

kg增加5倍以上。在

方格星虫全人工养殖技术示范与推广项目的带动下,
广西方格星虫的自然资源得到明显的恢复。从2008
年起至今,广西人工繁育方格星虫苗种累计经济效益

破10亿元。

1.2 珍珠贝

  珍珠产业在广西历史悠久,其中合浦出产的珍珠

更是我国珍珠名品。广西养殖的珍珠贝主要品种是

马氏珠母贝(Pinctada
 

martensii),又称合浦珍珠贝,
是海水珍珠养殖的优良贝种。我国人工育珠养殖已

有60多年的历史,养殖海区从广东汕头南澳到广西

防城港沿海,所产珍珠称为南珠。南珠以凝重结实、
晶莹透彻闻名于世,享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

珠”的美誉。1958年,我国第一颗人工养殖海水珍珠

在北海诞生,20世纪90年代初北海的珍珠养殖产业

迅猛发展,辉煌一时[14],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

期,南珠产业开始面临比较大的问题:珍珠母贝生长

缓慢、死亡率高、病害增多,珍珠颗粒变小、珠层变薄,
优质珠率降低,产量下降,价格下滑,经济效益明显下

降。目前中国南珠产业形势严峻,产量严重萎缩,由
鼎盛时期的30

 

t左右降到现在的不到3
 

t[15]。

  进入21世纪,由于体制变革,曾经带动珍珠养殖

业发展的国营和集体珍珠养殖场已全部退出珍珠养

殖业,珍珠养殖面积逐步缩小。受珠农文化素质的局

限,一些新技术、新方法推广难度大,科技进步对珍珠

养殖业的贡献率不高;另外,养殖育珠是一个系统工

程,单一技术的应用很难取得明显效果,必须将珠母

贝繁育养殖技术、插核育珠技术、养殖容量评估等进

行集成,珍珠养殖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珍珠产业走向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珍珠贝

种质的退化。过去采用野生母贝作为亲贝,子代健

壮,7—8个贝可达0.5
 

kg,而现在采用养殖母贝作亲

贝,18—20个贝才达0.5
 

kg。南珠产业发展到中后

期,珍珠贝原产区没有得到提纯复壮,种质退化导致

珍珠贝生长慢、抗逆性差、成珠率低、珠质差,且由于

养殖群体基数庞大,国内部分野生群体存在种质混杂

等问题。南珠要想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必须

从源头考虑,寻求优质种源,生产优质、抗性高的种

苗,进而提高珍珠单产和质量。

  广西在马氏珠母贝的遗传育种[16,17]、健康养殖

技术[18,19]和育珠新技术[2022]等方面开展大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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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作为南珠的主产地和发源地,北海市政府大力

振兴南珠产业,在《北海市南珠产业发展规划(2018—

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年产珠1
 

000
 

kg和产值

100
 

亿元的目标。针对种质退化的问题,科研人员利

用杂交、选优繁育等快速培育优质苗种的方法,短时

间内形成优质苗种,以满足市场需求。但在目前的贝

源、技术和模式条件下,重振南珠产业仍旧任重而

道远。

1.3 獭蛤

  獭蛤是广西特色海水养殖品种中产业发展较早

的品种,当地俗称“象鼻螺”,其贝壳大型(成贝壳长

10.0—12.0
 

cm),长卵圆形,左右侧扁平,壳面具棕

褐色壳皮,体水管粗而长,常见的有大獭蛤(Lutraria
 

maxima)和施氏獭蛤(Lutraria
 

sieboldii)。北部湾

海域出产的獭蛤肉质细嫩,口味鲜美,营养丰富,深受

人们喜爱。在自然界中,獭蛤生活于潮下带至水深

20
 

m的沙泥质海底,适宜生长盐度为28以上,适宜

水温为15—30℃;生活方式为埋栖型,以发达的体水

管滤水摄食,主要食物为底栖硅藻及有机碎屑,食物

链级次低。獭蛤生长迅速,一年即可达商品规格(8—

10只/500
 

g),是自然界中为数不多的无须改良的天

然优良养殖品种之一。北部湾海域的气候及自然条

件极适合獭蛤的生长,适合大面积推广养殖。

  广西沿海一带养殖户曾依靠收集獭蛤天然苗种

进行浅海暂养,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并积累了不少

的养殖经验。由于其养殖方式相对简单,投资不大、
风险小、效益高、资金周转快,因此广西沿海渔民对獭

蛤养殖的积极性很高。近年,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
人们对獭蛤商品贝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当地渔民通过

潜水作业的方式,对海底成片分布的獭蛤进行大肆采

捕,远远超过了其资源的再生能力,致使当地獭蛤的

天然资源量锐减。

  有关獭蛤的研究,国内外进行得较少,广西海洋

研究所是最早开始獭蛤苗种繁育及人工养殖方面研

究的单位[2326]。1998年广西海洋研究所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的支持下开展大獭蛤人工苗种繁

育研究工作。1998—1999年,广西海洋研究所海水

养殖技术开发中心曾对广西沿海獭蛤的资源情况进

行调查,初步掌握当地獭蛤的自然分布情况、生态环

境、生长规律及繁育习性的第一手资料。2000—2001
年该中心组织科技人员进行大獭蛤苗种培育试验,初
步探索该贝人工授精、胚胎发育规律及适宜环境因子

等,并成功培育出大獭蛤人工苗。2002年,通过室内

育苗与室外池塘中培相结合的方式,广西海洋研究所

实现大獭蛤苗种的规模化生产,结束长久以来獭蛤野

生养殖的历史,奠定獭蛤全人工养殖的技术基础。然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海上养殖尝试,发现獭蛤人工幼苗

自然海区养殖还存在一些技术困难。因此,广西海洋

研究所以獭蛤人工海区养殖技术研究为重点,与当地

獭蛤养殖企业合作,开展獭蛤人工苗的中培及养殖试

验,经过多年反复实践,在獭蛤人工苗中培与养殖技

术上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目前獭蛤人工苗种中培

养殖的成活率可以超过30%,为当地獭蛤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1.4 巴非蛤

  广西的巴非蛤资源丰富,自然海区中产量较大的

是小型的波纹巴非蛤(Paphia
 

undulata),巴菲蛤中

较名贵的大型品种如织锦巴非蛤(Paphia
 

textile)和
蔼巴菲蛤(Paphia

 

amabilis)等也是广西特色海水养

殖品种之一。目前经济价值最高的是织锦巴非蛤,是
帘蛤科巴非蛤属品种,俗称花甲王,是广西沿海的重

要特色经济养殖贝类,其壳呈长卵圆形,壳表光滑,贝
壳坚硬,小月面宽,贝壳内面中央洁白。在我国,织锦

巴非蛤主要分布在南海尤其是北部湾海域一带。织

锦巴非蛤以其肉质鲜甜,营养丰富而深受广大消费者

喜爱,其具有耐储运、易加工等优点,市场前景广阔。

  北部湾海域是我国织锦巴非蛤的主要产区之一,
以前由于没有人工种苗供应,当地渔民只能在海上养

殖场进行天然贝的暂养,主要依靠采捕织锦巴非蛤天

然贝供应市场,产品供应没有保障,阻滞了该贝产业

的发展。2002年广西海域织锦巴非蛤价格为8—10
元/kg,至2020年已涨至60—70元/kg,而且价格上

升趋势还在持续。随着该贝价格的不断攀升,当地渔

民对织锦巴非蛤进行了毁灭性的采捕,致使当地的织

锦巴非蛤资源量急剧减少。

  由于是新开发的海洋人工增养殖种类,国内外对

织锦巴非蛤相关的文献报道比较少[27,28]。2008年,
广西海洋研究所通过资源调查了解到广西织锦巴非

蛤优良品种资源前景堪虑,于是着手开展织锦巴非蛤

人工育苗的前期研究工作,2009年在单位经费的支

持下,织锦巴非蛤小规模人工育苗实验初获成功。
 

2010—2012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的支

持下,广西海洋研究所开展织锦巴非蛤人工育苗的课

题研究工作,掌握了织锦巴非蛤亲本促熟及人工催产

等技术,成功突破了织锦巴非蛤室内人工育苗的关键

技术,可单批培育织锦巴非蛤室内人工苗种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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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粒。

  由于过度捕捞和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织锦巴菲

蛤的自然资源量逐年减少,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织锦巴菲蛤的市场需求还在不断增长,因此,织锦

巴菲蛤的增养殖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29]。2015
年,广西海洋研究所进一步开展织锦巴非蛤人工中培

及养殖技术研究,实现了技术升级。在织锦巴菲蛤人

工中培及养殖技术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探索出池塘

中培、海上中培、海区沉框式中培和海上悬浮式中培

等多种苗种中培模式。由于大规格人工种苗供应充

足,织锦巴菲蛤人工养殖在北部湾海域得到快速推

广。我国传统的织锦巴菲蛤海区养殖方式主要是浅

海底播养殖,而近年来在北部湾海域逐渐推广的框式

悬挂养殖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广西海水养殖

产业的兴起,织锦巴非蛤在当地海水特色养殖品种中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2016年以来,广西海洋研究

所每年都生产上亿的织锦巴菲人工苗,供应市场需求

以及进行产业推广。

2 问题与展望

  近年来,广西特色海水养殖业迅猛发展,养殖品

种多,性状优良,养殖和加工产业规模逐渐壮大,为广

西海洋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广西区政府和

以广西海洋研究所有关团队为首的广大科技人员的

不懈努力下,广西的特色品种海水养殖技术研究取得

了较大进展,在饵料、苗种、养殖场地、设施设备等方

面总结出许多适应海水养殖品种的综合技术方法。
然而,不论是人工育苗还是养殖技术,养殖品种在人

工条件下的生态环境、养殖密度、饵料质量等都与天

然条件有较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产业发展。
因此,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广西特色海水品种繁育和

养殖技术,保持广西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全面解

决产业链需求,建议从品种种质资源保护、养殖技术

开发以及后续加工销售宣传等方面突破。

  (1)种质资源保护方面:首先,必须对广西沿海特

色养殖品种资源进行评估鉴定,借助资源调查、遗传

多样性分析和品种品质分析等多种手段,摸清资源优

势地点,划分种质库区。其次,及时开展选育工作,避
免亲本群体多代繁育而导致的种质退化,以及外来野

生苗种放养造成广西特色海洋资源种质混杂。再次,
建设广西特色海水养殖品种良种场,建立种质资源保

存与选育中心,开发优苗服务平台,加快推广优良品

种的良种良法。最后,建立广西特色海水养殖品种原

种场,维持广西特色海水养殖品种原始基因的纯正性

和产品的优越性能。

  (2)养殖技术开发方面:针对不同品种大力开展

高效养殖技术开发,配合开发人工饲料,缩短养殖周

期,同时探索与其他互补品种生态混养技术,发展立

体综合养殖,有效提高单位面积效益,带动农民养殖

积极性。

  (3)后续加工销售宣传方面:有关单位和部门应

针对广西的特色优势海产品资源,争取注册广西地理

标识产品,形成品牌效应,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消费市

场,让广西特色海水养殖产业立足当地海洋资源优

势,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推动陆海经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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