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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对婴儿大脑发育及成人心血管系统

疾病有治疗!预防效果的重要物质∀ 但在我国 人们对

于这两种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并未满足人体的需

要 若能以现有的发酵设备 利用海洋微藻培养生产

° ƒ 改进上!下游工艺 提高经济效益 是很有发展

前景的生物产业生长点 有望实现商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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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海胆增养殖研究进展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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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胆的经济价值

海胆属棘皮动物门 海胆纲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已

发现的海胆有 余种 我国约有 种≈ 但大部

分海胆不能食用 可食用的经济类海胆只不过十余

种≈ ∀ 海胆均为海产 主要生活在浅海的岩礁!砾石!

砂石等海底 一般以褐藻!红藻和绿藻等为食 同时也

杂食一些小型底栖动物 如贝类!多毛类等∀

海胆的生殖腺含有大量的蛋白质!氨基酸!高度不

饱合脂肪酸 二十烷酸 !糖类和其他生理活性物质 因

而海胆不但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 同时还有极好的药

用功能 尤其对心血管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在中国辽

宁!山东!广东!福建和海南沿海历来有吃海胆生殖腺

的习惯∀在日本马来群岛!南美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

家如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也有吃海胆生殖腺的

习惯 尤其是日本民众特别嗜好吃海胆 不但鲜食 而

且加工成各种制品 如海胆酱 / 云丹0 !海胆糜!酒精

海胆等高档食品∀ 价格与其他水产品相比海胆也是较

高的 且年消费量极大 高达几千吨 除本国产量外 每

年还需从美国!韩国!中国等地进口几千吨的海胆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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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空缺∀

除具有食用价值外 海胆壳形状美丽 可用来加工

做工艺品 用大型海胆壳做成的台灯 光线透过辐射状

排列的足延孔 形状十分优雅∀ 此外 海胆壳在地质学

上有重要意义 如在我国西藏高原发现许多白垩纪海

胆化石 证明西藏地区在白垩纪是海洋≈ ∀ 此外 某些

海胆壳还有一定药用价值∀

 海胆的主要经济种类

目前所食用的海胆均属于正形类海胆 其共同特

征是壳呈球形或半球形 口和肛门在两极的中央 有咀

嚼器∀ 主要经济种类有以下几种

 光棘球海胆 Στρονγψλοχεντροτυσ νυδυσ ≈

属球海胆科∀又名大连紫海胆∀是辽宁!山东两省

海胆的主要经济种∀ 本种体多为黑紫色!褐色或灰绿

色 壳为半球形 最大壳径可达 大棘粗状 赤道

部大棘可达 生活于潮间带至水下 !海藻繁

茂的岩礁海底 以海带!裙带菜! 石莼等大型藻类为

食 繁殖期在 ∗ 月 生殖腺可鲜食或加工

成冰鲜海胆和盐渍海胆出口日本 年价格为

∗ 元 ∀ 本种在日本北部和俄罗斯远

东沿海亦有分布∀

 虾夷马粪海胆 Σ ιντερµ εδ ιυσ ≈

球海胆科海胆∀ 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和日本北

海道的一些地区沿海∀ 是日本北海道沿岸栽培渔业的

主要经济种类之一 年产量可达千吨左右 本种主要是

通过放流天然和人工苗种来达到增殖的目的∀ 其最大

个体可达 左右 体褐色!红褐色和绿褐色 主要生

活于水深 以内的岩礁和砾石海底∀ 其性腺桔黄!

淡黄色 肉味较甜是经济海胆类的上品 在日本价格也

高于其他海胆 ∗ 倍左右 其海胆酱价格在

∗ 日元 变动∀ 年由大连水产学院引入

大连 并开展了人工育苗等工作 目前数量已从引入

时的几百枚繁育至 ƒ 代近 ≅ 枚∀

 马粪海胆 Η εµ ιχεντροτυσπυλχηερριµ υσ ≈

属球海胆科种类∀ 壳为低半球形 很坚固 最大者

壳径可达 左右 一般 ∗ 高度约等于壳的

半径∀ 壳表密生有约 ∗ 短而尖锐的棘 其颜色

变化很大 普通为暗绿色 亦有带紫色!灰红!灰白!褐

或赤褐色及白色的 还有的上端为白色或赤褐色 多与

生活环境有关∀壳为暗绿或灰绿色∀本种多栖息在潮间

带到水下几米的砂砾底和海藻繁茂的岩礁间 常隐藏

在石下或石缝内∀主要以藻类为食∀其性腺加工品在日

本亦属上等品∀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黄!渤海沿岸 向南

可分布到浙江和福建沿海 在日本也有分布∀

 紫海胆 Αντηοχιδαρισχρασσισπινα ≈

属长海胆科种类∀ 一般 ∗ 体为黑紫色 幼

小个体棘多为灰褐!灰绿!紫或红紫色 口面的棘常有

斑纹∀与大连紫海胆在外形上很难区分 多生活在岩礁

海底 普遍分布在我国的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及日本

的南部沿海∀ 该种在我国上述地区是主要的加工出口

海胆 并已开展增养殖工作∀

 白棘三列海胆 Τριπνευστεσ γ ρατιτλα ≈

属毒棘海胆科种类∀又名海胆虎∀个体在 左

右 壳高略呈五角形 步带约为间步带的 宽 口面

的大棘稍钝 反口面的大棘短而尖锐 长约 1 表

面有细条纹 大棘常为白色 也有橙色!黑色或黑紫色

步带中间和间步带中间因具有多数黑色叉棘 多半成

黑色 管足为白色或黑色 普通是基部黑色 上部白色

壳的孔间带为黑色!紫色或暗粉红色 有孔带为白色∀

生活在热带沿海浅海海草多的沙底 以藻类和其他水

生植物为食∀ 在我国西沙群岛!海南岛!广东和台湾沿

海常被当地居民采来食取生殖腺 可考虑进行人工育

苗及增养殖∀

 海刺猬 Γλψπτοχιδαρισρενυλαρισ ≈

是正形目疣海胆科唯一现存的种类∀ 大者壳直径

左右 高约 ∀其体表大棘粗状 长度约与壳半

径等长 体为黄绿色 反口面大棘为淡灰褐色 口面棘

为灰色 棘的末端带红色∀ 产于黄海和日本海 栖息深

度为 ∗ ∀ 性腺在冬春季较肥满 色泽暗黄色∀

近年由于其他品质较好的海胆资源剧减 此种海胆也

已开始捕捞!加工!出口 价格介于 ∗

元 冰鲜海胆酱 ∀除以上几种常见的经济种类外 日

本的 红海胆≈ 和法国的拟球海胆 Παραχεντροτυσ

λιυιδ υσ ≈ 在上述国家也已开始人工育苗和增养殖工

作∀

 经济类海胆研究现状及其增养殖业

开发的重要性

经济类海胆具很高的食用!药用价值 历来受到人

们的喜爱 尤其是日本民众更将海胆作为珍贵的海产

品∀ 近年来 日本市场的海胆价格始终呈上升趋向 但

日本的海胆产量却有限 以北海道为例 近年海胆产量

为 ∗ 性腺重量 远不能满足需求 每年需

从美国!韩国! 中国等地进口大量的海胆及其粗加工

制品∀ 我国的海胆资源由于近些年的盲目过量捕捞已

急剧下降 仅靠天然补充已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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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瀛!吴宝铃和廖玉麟等≈ 系统报道了我国的

海胆种类及其生物学 廖玉麟等≈ 报道了海胆的生物

学之后 许多学者开展了经济类海胆的人工育苗等的

研究∀ 隋锡林等≈ !廖承义等≈ 报道了大连紫海胆和

马粪海胆的人工育苗 高绪生等≈ !孙勉英等≈ 研究

报道了大连紫海胆的食性以及温度和盐度对大连紫海

胆生长发育的影响∀ 此外 战文斌等≈ 曾对海胆的疾

病有过论述∀ 年大连水产学院将原产于日本北海

道等地的虾夷马粪海胆幼胆引入大连 此后开展了引

进种的驯化养成等研究∀ ∗ 年 开展了多次

生产性人工育苗和增养殖工作≠ 目前已培育至 ƒ

代 数量已由引入时的几百枚发展至上千万枚 增养殖

范围扩大到辽宁!山东两省 已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

日本海胆渔业的历史已有 余年 在日本近岸

栽培渔业中占有一定地位∀ 增养殖研究工作多集中于

海胆生态!渔业生物学!人工育苗!天然海区人工采苗!

中间育成和底播增殖放流工作∀目前为止 日本已在红

海胆!紫海胆!马粪海胆!光棘球海胆! 虾夷马粪海胆

等几个种类开展了增养殖研究工作∀ 如川村一≈ 报

道了虾夷马粪海胆!光棘球海胆的生态习性及渔业生

物学 谷雄策≈ 报道了红海胆的人工育苗和增殖 北

海道立中央水产试验场等≈ 报道了虾夷马粪海胆的

天然采苗!中间育成及底播增殖放流技术∀ 角田信孝

等≈ !渡道宪一等≈ 报道了紫海胆和虾夷马粪海胆的

人工育苗∀

我国从辽宁至广东的广大沿海地区的很多地方都

具有良好的海胆资源潜力 开展海胆的人工育苗及增

养殖不仅为我国海水养殖业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增

加了我国海水增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同时 海胆

尤其是虾夷马粪海胆的人工育苗季节多为我国 特别

是北方 沿海扇贝!鲍鱼!对虾育苗室 场 的空闲时间

开展其人工育苗可充分利用现有育苗设施 最大限度

地提高这些育苗企业的经济效益∀另外 在有些贝类如

鲍育苗效益不景气的今天 开展海胆的人工育苗更显

重要 目前大连的有些大型鲍育苗企业已部分转产虾

夷马粪海胆和大连紫海胆的育苗及养殖∀

开展海胆的筏式养殖也有其优越的特点∀ 由于目

前海胆多为笼式吊挂养殖 而我国辽宁!山东沿海大规

模的海带 Λαµ ιναρια ϕαπονιχα 和裙带菜 Υνδαρια

πιννατιφιδ α 养殖多为平挂式 故可开展海胆与上述两

种藻类的套!混养 既解决了海胆养殖的饵料问题 同

时海胆又为藻类提供了部分营养 不失为一种良好的

生态养殖模式∀ 另外 在我国北方的某些扇贝!牡蛎和

贻贝的密集养殖区开展海胆养殖还可促使企业开展海

带!裙带菜的养殖来提供海胆的饵料 这无疑也一定程

度地改善了上述海区的生态环境 对防治上述贝类养

殖的病害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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