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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海胆海上筏式养殖试验

王为刚

（连江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５００）

摘要： 为探索紫海胆 （Ａｎｔｈｏｃｉｄａｒｉｓ ｃｒａｓｓｉｓｐｉｎａ） 海上筏式养殖的可行性， 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在福建连江奇达海域开展了紫海胆海上筏式养殖试验。 在当地现有的鲍养殖海

域， 利用筏式养殖设施， 定期投喂海带 （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和龙须菜 （Ｇｒａｃｉｌａｒｉａ ｌｅｍａｎｅ⁃
ｉｆｏｒｍｉｓ）， 经过 １７ 个月的养殖， 紫海胆的壳径达到 （４７ １０ ± ４ ０７ ） ｍｍ， 体质量达到

（４３ ４０ ± ８ ８０） ｇ， 性腺指数为 ４ ４５％ ±２ ９７％ 。 试验结果表明， 采用现有鲍海上筏式养殖

设施开展紫海胆海上筏式养殖具有一定可行性， 但需针对紫海胆棘刺长等特点改进养殖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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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海胆 （Ａｎｔｈｏｃｉｄａｒｉｓ ｃｒａｓｓｉｓｐｉｎａ） 隶属棘皮

动物门 （ Ｅｃｈｉｎｏｄｅｒｍａｔａ）、 海胆纲 （ Ｅｃｈｉｎｏｉｄｅ⁃
ａ）、 拱齿目 （Ｃａｍａｒｏｄｏｎｄａ）、 长海胆科 （Ｅｃｈｉｎ⁃
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主要分布在福建、 浙江、 广东、 台

湾、 海南等我国东南沿海及日本的南部沿海， 是

我国重要的经济海胆之一［１］。 研究表明， 紫海

胆黄中蛋白质含量丰富， 氨基酸种类多、 比例合

理， 脂质含量高且富含 ＥＰＡ、 ＤＨＡ 等多不饱和

脂肪酸， 矿物质含量丰富，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

值、 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２］。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海胆的

消费需求越来越大， 天然海域的野生海胆资源有

限， 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辽宁、 山东等北方沿海

地区已大规模开展中间球海胆 （ Ｓｔｒｏｎｇｙｌｏｃｅｎｔｒｏ⁃
ｔｕ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海上筏式养殖， 并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 但中间球海胆属冷水物种， 无法在福

建等南方海域度夏， 只能在 １０ 月下旬至次年 ５
月初在福建海域开展季节性养殖［３ － ５］， 导致其在

南方海域大规模推广受到限制。 因此， 需要探索

出适合在南方海域全年度大规模养殖的海胆新品

种及养殖模式。 而紫海胆具备这方面的开发潜力。
目前针对紫海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紫海胆生物

学［１， ６ － ８］、 种群判别及增殖放流［９］、 温度、 盐度、
光照等环境因子及饵料对紫海胆生长和孵化的影

响［１０ － １４］、 人工育苗［１５ － １９］、 陆上工厂化及土池吊

笼养殖［２０ － ２１］等方面。 海上筏式养殖是中间球海胆

主要养殖方式， 目前紫海胆海上筏式养殖相关研

究少有报道， 孙建璋等［８］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５ 月及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３ 月在浙江省平阳县采用扇贝笼和

鲍鱼桶小规模开展野捕紫海胆筏式笼养试验， 但

效果不理想。 福建省连江县是 “中国鲍鱼之

乡”， 海上筏式吊养因具有海域利用率高、 管理

方便、 投资省、 效益高等优点， 而成为连江县鲍

鱼养殖的主要方式［２２］。 本文通过利用鲍海上筏

式养殖设施， 开展紫海胆海上筏式养殖试验， 初

步探讨其可行性， 旨在为紫海胆大规模养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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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模式。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养海域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在福建省连江

县奇达村连江县奇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海上养殖

基地 （１１９ ８７９°Ｅ、 ２６ ３６８°Ｎ） 进行紫海胆海上

筏式养殖试验。 养殖地点水深约 １２ ｍ， 试验期

间水温为 ９ ８ ～ ２９ ６℃， 溶解氧浓度为 ６ ４ ～ ８ ９
ｍｇ ／ Ｌ， 盐度为 ２６ ７ ～ ３３ ７， ｐＨ 值为 ８ ０ ～ ８ ２。
１ ２　 试养苗种

试养紫海胆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集美大学水

产学院农业农村部东海海水健康养殖重点实验

室培育的苗种， 平均壳径为 （１８ ７２ ± ４ ０１）
ｍｍ， 平均体质量为 （２ ８７ ± １ ６３） ｇ。 紫海胆

苗种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采用干运法运抵连江

奇达海上渔排， 暂养于长 ２ ７ ｍ × 宽 １ ０ ｍ × 深

１ ５ ｍ、 网目 １０ ｍｍ 的网箱中， 每个网箱投放

约 ５ ０００ 粒紫海胆苗， 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装

笼并开始养殖试验。
１ ３　 试养器材

采用连江当地现有鲍鱼养殖吊笼进行筏式吊

养， 吊笼为聚乙烯材质、 黑色、 长 ７２ ｃｍ × 宽 ３８
ｃｍ ×高 ２８ ｃｍ， 笼体上分布孔径 １０ ｍｍ 的圆孔，
便于水体交换。 吊笼共分成 ６ 层， 每层均有可打

开的笼门， 用于观察、 投饵、 清洗等， 吊笼外层

套网目 １０ ｍｍ 的网衣。
１ ４　 养殖密度

试验初始每层吊笼投放紫海胆苗 ３５ 只， 每

串吊笼投放 ２１０ 只。 因成活率原因， 试验后期未

进行分苗。
１ ５　 试养管理

根据水温、 摄食情况， 每 ７ｄ 左右投喂一次

鲜海带 （ 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海带季节过后，
投喂鲜龙须菜 （Ｇｒａｃｉｌａｒｉａ ｌｅｍａｎｅｉｆｏｒｍｉｓ）， 每次

每笼投喂量为 ２ ～ ３ ｋｇ， 保障饵料充足。 投喂饵

料前， 打开吊笼门， 用水桶提水冲刷笼内， 清除

残饵、 粪便及淤泥等， 保障吊笼内外水体交换

畅通。
１ ６　 生长测量与数据分析

养殖试验时间为 １７ 个月， 每月底随机挑选

一笼， 测量其中一层海胆 （３５ 只）， 用数显游标

卡尺测量紫海胆的壳径， 用电子天平称量体质量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Ｗ）， 试验结束后称量性腺质量

（Ｇｏｎａ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Ｗ）。 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２１ 统计数据。
生长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壳径特定生长率 ／ ％ ＝ （ ｌｎＬｎ － ｌｎＬ０ ） ／ Ｎ ×
１００ （１）

体质量特定生长率 ／ ％ ＝ （ ｌｎＷｎ － ｌｎＷ０） ／ Ｎ
× １００ （２）

性腺指数 ／ ％ ＝ ＧＷ ／ ＢＷ × １００ （３）
式中： Ｌ０为初始壳径 （ｍｍ）； Ｌｎ为试验后壳

径 （ｍｍ）； Ｗ０为初始体质量 （ｇ）； Ｗｎ为试验后

体质量 （ｇ）； Ｎ 为试验天数 （ｄ）； ＧＷ 为性腺质

量 （ｇ）； ＢＷ 为体质量 （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生长情况

紫海胆平均壳径、 平均体质量、 特定生长率

详见图 １、 图 ２、 图 ３ 和图 ４。 结果表明： 经过

１７ 个月的海上筏式吊笼养殖， 紫海胆平均壳径

由 １８ ７２ ｍｍ 增长至 ４７ １０ ｍｍ， 平均体质量由

２ ８７ ｇ ／只增长至 ４３ ４０ ｇ ／只。 在海区月平均水

温为 １７ ６ ～ ２８ １℃ 时， 紫海胆的壳径和体质量

生长速度均较快； 在海区月平均水温为 １１ ５ ～
１６ ９℃时， 其壳径和体质量生长速度较慢， 甚至

出现负增长。
２ ２　 养殖成活率

试验过程中， 紫海胆死亡数量较多的时期是

１ 月至 ３ 月低温期， 期间海区月平均水温为

１１ ５ ～ １４ ０℃， 最低水温仅 ９ ８℃。 其中 １ 月试

验海胆死亡率为 １７ ６５％ ； ２ 月试验海胆死亡率

为 １７ ８６％ ； ３ 月试验海胆死亡率为 ３４ ７８％ ；
随着海区水温逐渐升高， ４ 月试验海胆死亡率下

降至 ６ ６７％ ； ５ 月后试验海胆生长恢复正常。 试

验结束时， 紫海胆养殖成活率为 ４０ ００％ 。 紫海

胆成活率变化详见图 ５。
２ ３　 性腺生长情况

至试验结束， 解剖吊笼其中一层 １４ 只紫海

胆， 最大性腺湿质量为 ５ ０５ ｇ， 颜色为橙黄色，
最小性腺湿质量为 ０ ２１ ｇ， 平均性腺湿质量为

（１ ９３ ± １ ６８） ｇ， 平均性腺指数为 ４ ４５％ ±
２ ９７％ ， 其中性腺指数最大的为 ９ ５９％ ， 性腺

指数大于 ５％的占比 ３５ ７１％ 。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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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紫海胆壳径特定生长率与月平均水温的关系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fic growth rate of diameter and month average water temperature in
A. crassispina

图 1 紫海胆壳径生长与月平均水温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meter growth and month average water temperature in A. crassispina

图 2 紫海胆体质量生长与月平均水温的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mass growth and month average water temperature in A. crassispina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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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紫海胆成活率与月平均水温的关系

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vival rate and month average water temperature in A. crassispina

图 4 紫海胆体质量特定生长率与月平均水温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fic growth rate of body mass and month average water temperature in
A. crassispina

３　 讨论

３ １　 温度对紫海胆生长及成活率的影响

水温是海胆生长发育较为重要的影响因子之

一。 试验结果表明， 在海区月平均水温为１７ ６ ～
２８ １℃时， 紫海胆的壳径和体质量生长速度均较

快； 在海区月平均水温为 １１ ５ ～ １６ ９℃ 时， 紫

海胆的壳径和体质量生长速度均较慢， 甚至出现

负增长， 这与陈颜锋等［２１］ 研究的 １ 月至 ４ 月中

旬紫海胆在水温 １２ ～ １７℃生长速度缓慢、 ４ 月下

旬至 １１ 月水温较高时生长速度较快相一致。
紫海胆适宜生长水温为 １５ ～ ３０℃， 能耐受

１０℃ 的低温［１，１０］。 杨章武等［１５］ 研 究 也 认 为，
１０ ４℃的低温幼海胆未发生异常， 说明紫海胆对

低温有较强的耐受力。 本研究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６ 日， 测量试验海区表层海水温度最低为

９ ８℃， 连续 ４ ｄ 低于 １０℃。 试验过程中， 紫海

胆死亡数量较多的时期是 １ 月至 ３ 月低温期， 期

间海区月平均水温为 １１ ５ ～ １４ ０℃。 其中 １ 月

试验海胆死亡率为 １７ ６５％ ； ２ 月试验海胆死亡

率为 １７ ８６％ ； ３ 月试验海胆死亡率为 ３４ ７８％ ；
随着海区水温逐渐升高； ４ 月试验海胆死亡率下

降至 ６ ６７％ ； ５ 月后试验海胆生长恢复正常。 低

水温期间， 现场查看发现试验紫海胆几乎不摄

食， 没有活力， 部分海胆围口膜颜色发黑， 疑为

病变综合征［２３］。 分析认为 １４℃以下低水温会明

显抑制紫海胆摄食活动， 这段时期紫海胆主要通

过消耗自身的能量度过， 导致其抗病能力弱， 而

海区普遍存在的弧菌的趁虚而入使其死亡率较

高。 可通过水温下降前增加牡蛎肉等动物性饵料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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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喂以加强紫海胆营养管理， 低温期通过增加养

殖笼下沉深度等方式提高海胆养殖成活率。
３ ２　 紫海胆养殖效益分析

海胆可食用部分仅有性腺部分， 性腺指数和

性腺品质是影响海胆市场价格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 １７ 个月的海上筏式吊笼养殖， ４２ ９％ 试验

紫海胆规格达到壳径 ５０ ｍｍ 以上、 体质量 ５０ ｇ
左右的商品规格， 平均性腺指数为 ４ ４５％ ， 低

于中间球海胆的 １５％左右［３，５］。 分析原因是本次

试验的紫海胆亲本是从海区捕获， 未经选育， 其

生长速度和性腺发育指标均低于经多年选育的中

间球海胆。 后续应根据紫海胆生长速度、 性腺指

数等指标开展紫海胆人工选育工作， 提高其生长

速度和性腺肥满度， 从而提高紫海胆的养殖效

益。 紫海胆性腺丰满度周年变化明显， 性腺丰满

度高峰出现在春末夏初， 紫海胆繁殖季节在 ５—
８ 月， ６ 月为繁殖盛期［１４，２４］， ６ 月产卵前性腺丰

满度达到最高； 进入盛夏， 随着生殖活动的减

弱， 性腺指数逐渐下降［８］； ９ 月份繁殖活动结

束， 此时性腺指数较低。 本试验在 ９ 月份性腺丰

满度低谷期测量其性腺指数， 所得数据具有局限

性， 不能充分反映紫海胆养殖效益。 后续实验可

对海水温度季节变化对紫海胆性腺指数的影响作

进一步研究， 并根据紫海胆性腺丰满度周年变化

规律， 合理安排养殖生产周期， 以期取得较好的

养殖效益。
因紫海胆的棘刺长， 养至后期大规格的紫海

胆在现有的鲍鱼笼中活动空间受限， 需进一步降

低养殖密度至每层 ２０ 粒， 相比中间球海胆每层

可养 ３０ 粒， 紫海胆养殖设施投入与人工成本大

幅增加， 经济效益下降， 需要进一步针对紫海胆

棘刺长的特点开发一种合适的养殖设施， 或对现

有的鲍鱼养殖笼进行改进， 增加每层的高度至

２０ ｃｍ， 可显著增加紫海胆的活动空间， 有利于

提高养殖密度， 进而提高养殖效益。
本试验利用现有鲍海上筏式养殖设施开展紫

海胆海上筏式养殖， 试验结果表明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 今后仍需针对紫海胆棘刺长等特点改进养

殖设施， 进一步完善海上筏式养殖模式。 另外，
应根据紫海胆性腺丰满度周年变化规律， 合理安

排养殖生产周期， 探索搭配投喂动物性饵料， 提

高性腺品质， 争取在 ６ 月前后紫海胆性腺最丰满

时期达到商品规格而进行上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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