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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刺参蛋白质含量极高,有着丰富的人体所需氨基酸和微量元素,不仅能食用,还能用于临床疾病

的治疗,是具备极高经济价值的物种。在目前我国沿海技术的不断开发和利用,刺参生长的环境也受到了

明显影响,也正是因为刺参自然资源不断降低,所以产量要求越发难以满足群众所需,致使刺参市场价格

不断提高。而刺参池塘养殖具备较为显著的价值优势和经济效益,有着丰富的发展潜力,逐渐成为了当前

养殖工作的热点问题。为此,本文就将对低盐度海水池塘养殖刺参技术问题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 刺参养殖技术；低盐度海水；池塘养殖 

中图分类号：S9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北方沿海地区对池塘养

殖海参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发展至今已

具备较大规模,但是对于大部分江河入

海口附近的海水池塘而言,其池塘水盐

度较低,在雨季直接受到河流径流影响,

严重影响了海参养殖工作的开展。在自

然领域中,刺参生活在盐度为26‰左右

的海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这种动物属

于狭盐性生物。在多年研究和实践中发

现,人工对刺参的养殖和驯化可以提升

刺身耐受力,即便是长时间生活在低盐

度海水中也不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会造

成成活率下降。为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

低盐度海水池塘养殖刺身技术问题,希

望对该技术发展和创新提供科学指导和

帮助作用。 

1 国内外刺参养殖情况概述 

研究发现刺参的分布区域十分广泛,

一般垂直潮间带到水深三十米内均有分

布。对于刺参的研究我国 早开始于上

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辽宁、山东和河北

等地相继开展了刺参养殖研究,这些研

究工作的开展虽然有效解决了养殖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制定一套完

整的养殖技术和方案,很多技术难题仍

然需要解决,这一情况的出现也直接影

响了刺参养殖技术的发展,无法在短时

间内实现规模发展和生产。通过相关数

据研究可知,我国刺参产量并不能满足

市场发展需求,目前仍然存在上千吨的

市场缺口。 

2 刺参生物特点 

刺参也被称之为海参,属于寒温带

品种,水温过高或是过低情况下均不适

宜养殖,适合温度为0-30℃,成体水温为

12-18℃,当水温下降到3℃以下,刺参摄

食量将明显降低,活动范围下降,呈现出

休眠状态。同样在温度达到19℃以上,

刺参摄食强度也明显下降,状态仍然不

活跃。一般在水温20℃左右时刺参将出

现夏眠状态。如果水温长时间处于30℃

左右,很可能引发刺参死亡。 

一般情况下,刺参喜栖息在礁石附

近或是泥沙底地带。白天活跃性较差,

摄食量降低,但是夜间活跃性较高,摄食

量明显提升。刺参饵料主要是泥沙中的

硅藻或是叶藻碎片,对于食物的选择性

较低,摄食范围比较广。 

3 养殖池塘和人工改造 

3.1低盐度海水养殖池塘改建 

借助对虾池实现对刺参养殖工作的

推进。在刺参养殖池塘形状中,要以大小

和形状不影响生长发育为基本原则,因

地制宜进行改进,通常情况下将盐度控

制在18-34以内,温度适宜,保证短时间

养殖工作不会对刺参生长造成负面影

响。基于海参存在较强狭盐性特点,所以

要对陆地淡水资源进行防控,避免这类

水资源大量进入养殖池,同时还需要加

强对工业污水、生活污水等问题的管控。

对于池塘底而言要保证泥质或是沙质合

理性,保证有机质含量在10%以上。对养

殖池的深度要求比较宽松,一般为

1.5-2.0米,当然深度越高越好。每个池

中还需要设置排水闸。 

3.2池塘环境改造 

在海参养殖过程中,池塘的主要作

用就是模拟自然海区结构,尽可能为海

参生长提供良好生存空间,为刺参爬行、

摄食、栖息提供良好环境,避免不适环境

对刺参正常生长造成负面影响。在某种

程度而言,池塘环境改造工作的开展将

对刺参养殖工作产生直接影响。在环境

改造环节中可以选择以下方法： 

3.2.1人工参礁。所谓人工参礁指的

就是在水泥材料帮助下进行制作,大小

一般要以搬运方式作为基础。要想为刺

参提供更为舒适的栖息和藏匿环境,可

以将其做成多孔形状,且孔径范围在

10-15厘米左右。 

3.2.2其他材料。在条件允许情况下,

还可以在池塘中投掷树枝、筐篓等,此种

形式不仅能为刺参提供有效的栖息空间,

当木质经过长时间浸泡产生的腐蚀性结

构还能转变为刺参饵料。同时,旧轮胎、

竹片也是比较好的材料结构,但是在对

旧轮胎进行使用前要保证清洗干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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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油污或是杂质被带到养殖池中。如果

池中为沟渠结构,可以顺应沟渠方向进

行变动调整,避免排水过程中对刺参的

冲击影响。 

在刺参养殖过程中,池塘改造是一项

关键环节,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要保证

改造面积占据底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4 低盐度池塘养殖方法 

4.1苗种来源 

当前苗种来源分为三种类型,分别

为秋苗、春苗和自然苗。所谓秋苗指的

就是当年人工培育苗种,这类苗种体长

至少1厘米。春苗是去年人工繁殖或是人

工越冬培育苗种,平均规格为200-1000

头/kg。自然苗顾名思义就是在自然海区

中捕获的天然苗种。 

4.2苗种运输 

4.2.1不剥离干运法。这种方法指的

就是不进行苗种剥离,直接和根基一起

完成运输。在装运过程中为避免附着基

出现互相干预或是挤压的情况,可以在

上方遮盖篷布,或是直接在下方铺设塑

料布。在整个运输环节中,温度应该始终

控制在20℃以下,并每隔两小时左右要

进行一次海水喷淋,但是这种方法一般

适合应用在运输时间为十小时内。 

4.2.2剥离后干运法。经过剥离后的

苗种可以采用塑料箱进行转运处理,为

避免运输途中发生碰撞,可以在塑料箱

底部铺设2-4厘米的脱脂,并在上方铺设

盖面,盖面的材料可以选择的确良布料,

在海水沁透后,将种苗均匀平铺在上面,

之后再次盖上的确良布料,盖上2-4厘米

的脱脂棉,将脱脂棉喷水后浸湿,外围防

止塑料布进行防风防雨处置。若路途较

远仍然需要储备大量海水,每间隔一小

时以上就要及时进行喷水处理。在整个

运输途中,需要将温度控制在20℃以下,

并且此种方式 好应用于夜间运输,避

免阳光过分晾晒。 

4.3苗种投放时间 

对于秋季购买的当年人工苗种,可

以直接采用放养形式；对于上年春季苗

种可以选择人工越冬苗种养殖。此外对

于开春后在海区捕捞的苗种也可以在五

月份进行投放。 

4.4疾病防治 

在刺参养殖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不

同疾病,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更需要始终

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原则,这

对于疾病的预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池塘进水口位置应该安装滤水袋,避

免敌害生物对刺参健康产生的干预和影

响。此外,在养殖生产环节中还应该定期

应用免疫制剂、微生态制剂,在有效改善

池塘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切实提升刺参体

质和免疫能力。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除每年雨季外,低盐度池

塘要保证盐度在20‰以上。每年雨季对

盐度影响比较显著,在特殊季节,潜水员

需要定期潜入池底进行检查,当刺参没

有明显死亡现象,说明低盐度池塘环境

下刺参可以实现较长时间生长,对成活

率的影响比较有限。刺参作为蛋白质含

量较高的物质,有着较为显著的经济价

值,素有海洋瑰宝的美称。但是当前社会

发展速度提升,适宜刺身生长的环境越

发减少,所以为切实提升刺身产量,满足

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更应该加强对低

盐度池塘刺参养殖技术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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