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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近几年迅猛发展起来的山东省刺参养殖产业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与分析。山东 

省作为我国刺参养殖的主产地，初步构建了刺参养殖优势产业带。以烟台、威海、青岛等地区为原主 

产区的刺参养殖属刺参优势产业带，主导着行业的发展；东营、滨州二地市属开发引进刺参养殖新兴 

产业带，证明在我省西部部分沿海实施“东参西养”是可行的；以日照、莱州地区为主的深水井大棚工 

厂化养参属新模式开发优势产业带，成为2007年以来刺参养殖的新亮点。此外，本文系统总结了山 

东省刺参养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发展对策，对山东省乃至我国刺参养殖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并为相关主管部门的决策导向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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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inant industry areas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aqua— 

culture had been constructed in Shandong Province，which iS one of the main sea cucumber pro— 

ducing areas in China．Yantai，Weihai and Qingdao constituted the maj or culture regions in 

Shandong Province，and they are the lead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a cucumber aquaculture in— 

dustry．Dongying and Binzhou areas are emerging industry belt for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 

ment of sea cucumber aquaculture，which indicated that it is feasible to culture sea cucumber in 

western area of Shandong Province．Rizhao and Laizhou areas are a new industry belt of sea CU— 

cumber culture representing deep water—well greenhouse factory culture model，which is the 

山东省水产良种工程项 目(2008—2010)、国家 863计划项目(2006AA10A411)、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2008GG10005004)和青岛市科技计划 

项目(05—1一HY 79)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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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potlight in sea cucumber aquaculture industry since 2007．In this paper，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sea cucumber aquaculture industry are summari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 

gies are proposed．It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ea cucum— 

ber aquaculture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and in other areas of China，and it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of relevant authorities． 

KEY WORDS Shandong Province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Aquaculture industry Status analysis Development strategy 

刺参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属 棘皮 动物 门 Echinodermata、海 参纲 Holothuroidea，是 全世界 

1 200余种海参中的一种(McElroy 1990；乔聚海等 2005)，为 海洋性温带种 。我 国沿海分布 的海参共有 

140种，有记载的可供食用的约 2O种，其中以黄、渤海海域盛产的刺参药食价值最高(廖玉麟 1997)，尤以胶 

东沿海盛产的胶东刺参最负盛名(李成林等 2008)，被誉为“参中之冠”。近几年，人们保健意识的普遍加强有 

效拓展了刺参的消费市场，极大刺激了刺参养殖产业的蓬勃发展，其产业发展速度之快、生产规模之大前所未 

有，据中国水产科技信息网发布，山东省刺参养殖总产量占全国刺参养殖总产量的七成以上，并成为山东省渔 

业经济 的支柱产业 ，代表着我国海水养殖的第五次浪潮产业。 

面对如此大好的发展形势，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居安思危，避免重蹈 20世纪 9O年代的“对虾”、“扇 

贝”灾害以及 2006年的“大菱鲆”药残事件而使三大海水养殖浪潮产业呈一蹶不振之覆辙，探 明并应对制约及 

潜在制约刺参养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瓶颈，保护、引导好这一潜力巨大的优势产业稳定、健康发展，意义重 

大 。 

1 发展刺参养殖业的重要意义 

1．1 营养和药用价值 

刺参在我国自古被誉为“海产八珍”之首，具有很高的营养与药用价值。海参早已成为我国、日本、韩国等 

太平洋及西印度洋沿岸国家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特别是世界华人素有吃海参“食补”的习惯(常亚青等 

2006)。据《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刺参具有“补肾精、益精髓、消痰延、摄小便、生血、壮阳、治疗溃疡生俎”的功 

效 ，并被列为补益药物 。刺参含有丰富的胶原蛋 白和酸性黏多糖 ，富含钙 、镁 、铁 、锰 、锗等多种微量元素 以及人 

体必需的维生素与脂肪酸等(樊绘曾 2001)。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刺参含有的酸性粘多糖对人体的创伤、预防 

组织老化及动脉硬化、抗肿瘤等有特殊功能(张群乐等 1998；郝晓阁 1980)，刺参酸性粘多糖的药效几乎涵 

盖了全部海参酸性粘多糖 的医学活性 (常亚青等 2006)；五肽及 三萜糖苷等成分具有抗炎活性和溶 血作用 

(Kalinin et a1． 1994；Hatakeyama et a1． 1999)；近代海洋药物研究表明，刺参提取物海参毒素(Holotoxin) 

在 6．25~25mg／ml时可抑制多种霉菌的生长 。此外 ，刺参还可治疗或辅助治疗肺结核、神经衰弱、胃及十二指 

肠溃疡、糖尿病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李丹彤等 2006；苏秀榕等 2003)。刺参的营养和药用价值逐渐被研究 

开发并得到认可，作为功能食品开发，前景广阔，非常符合药食同源的市场需求。 

1．2 经济意义 

由于人们对刺参 的需求不断增大 ，刺参的消费逐渐升温，价格 比较稳定。近几年 ，鲜刺参 的价格在 100～ 

200元／kg之间，干参的价格从 3 000元／kg到 12 000元／kg不等。广阔的市场前景极大地刺激了刺参养殖业 

的发展。仅几年的时间，全省刺参养殖规模超过 3×10 hm ，年产值超过百亿元，约占全省海水养殖总产值的 

1／3，成为我省乃至我国产值最高的海水养殖产业，其发展速度和综合优势是其他经济水产品种所不能比拟的， 

在振兴海洋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渔民收入诸方面的作用十分显著。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直接影响 

消费者的购买力 ，刺参价格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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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态意义 

刺参为典型的沉积食性动物 ，在浅海底栖生 态系统 的物质循 环和能量流动 中具有重要作用 (张宝琳等 

1995)。刺参主要以底层中的泥沙、有机物质、某些细菌和原生动物为食，并可将海洋生态系统中沉积于底层中 

的其他生物的残饵及粪便等未经矿化的生物性沉积物作为营养源再次利用(杨红生等 2000；Kang et al 

2003)，从而降低海底有机物质的沉积量 ，使养殖环境得到修复，为其他经济生物 的生长提供 良好 的生态环境。 

袁秀堂等(2008)报道了刺参对浅海筏式贝类养殖系统具有较大的生物修复潜力。另外，大型海藻是刺参的优 

质饲料原，大型海藻能够吸收养殖系统中的氮、磷，刺参与大型海藻的混养模式在减少海洋富营养化的同时，可 

有效修复被损的海洋生态系统。因此 ，刺参被誉为多元化养殖系统中的“清道夫”(Ahlgren 1998)。 

2 山东省近几年刺参养殖发展概况 

2．1 山东省刺参养殖现状 

山东省是我国刺参主要原产地，刺参苗种培育及增养殖技术研究始于 2o世纪 50年代，到 8o年代中期取 

得突破性进展，90年代 中期 ，人工育苗及增养殖技术 日趋成熟 ，为这一新兴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可靠 的技术支撑 

(隋锡林 2004；张春云等 2004)。 

2000年刺参养殖在 山东沿海逐渐 

展开 ，尤其 白2003年以来刺参养殖 

产业迅速崛起，据山东省渔业统计 

年报统计，2006年山东省刺参育苗 

规模在 1 000 m。以上水体的场家近 

700家 ，年育苗水体超 过 8．5×10 
122。

，年幼参生产能力达到 8O亿头 ， 

年养殖 面积超过 2．9万 hm ，年产 

鲜参达到 5．7万 t，年产值达 8O亿 

元 ；2007年 全 省刺 参养 殖 面积 达 

3．1万 hm ，年产鲜参 5．4万 t，产 

值达 108亿元 ；2008年全 省刺参养 

殖面积达 3．4万 hm ，产量达 6．1 

万 t，产值 11O亿元(表 1)。 

目前 ，山东省刺参养殖主要划 

分为烟台、威海 、青 岛、东营和 日照 

五大产区，其 中烟 台、威海 、青岛是 

山东省刺参养殖三大主产 区，养殖 

面积占全省刺参养殖面积的 97 ， 

其次是东营产区，日照产区养殖 面 

积最小(图 1)。 

2．2 山东省刺参不同养殖模式分布 

表 1 2004~2008年山东省刺参养殖面积 、年产量与总产值 

Table 1 The culture area，annual production and 

total production value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2004~2008 

年份 Year 

养殖面积(万 hm ) 

Cuhure area(×10 hectare) 

年产量(TYt) 

Annual production(×10 tons) 

总产值(亿元) 

Total production value(×1O0 CNY) 

口烟台Yantai 

44 69％ 口威海 Weihai 

四青岛Qingdao 

口东营Dongying 

【【1日照Rizhao 

图 1 山东刺参各 主产 区养殖 面积分 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culture area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in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省不同地域底质状况及水文因子决定了刺参养殖模式的差异。目前，山东省刺参主要以增殖护养为 

主，底播增殖面积约占全省刺参增养殖面积的 65 ；其次为池塘养殖、围堰养殖，分别 占养殖总面积的 23 、 

11 ；深水井大棚工厂化养殖面积最小，约占1 。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主要以底播增殖、池塘养殖和围堰 

养殖为主，另有小规模的深水井大棚养殖；日照和莱州主要以深水井大棚工厂化养殖为主；东营主要以池塘养 



第 4期 李成林等：山东省刺参养殖产业现状分析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129 

殖为主(图 2)。 

3 山东省刺参养殖产业发展布局 

3．1 烟 台产 区—— 连片池塘及 围堰刺参 

养殖 

烟 台海 域 为我 省 刺参 主 产 区之 一， 

2001年率先实施 了虾池改造进行 连片池 

塘刺参养殖 ，带动 了全省刺参池塘养殖模 

式的推广与普及 ，连片池塘与围堰养参 已 

成为烟台地区刺参养殖产业 的优势主导模 

式 。2006年 ，全 市 育苗 及 保 苗场 家 达 1 

000余家 ，培育水体达 32万 m。，出苗量近 

54亿头 ，养殖 面积 1．3万 hm ，年产鲜参 

1．5万 t，产值达到 21亿元 。2007年 ，烟台 

市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 ，把刺参 

养殖作为调整养殖产业结构 、培植渔业经 

济新的利润增长点来重点推进 ，因地制宜 

开发不 同的适养模式，形成独具特色的产 

业发展思路 。一是连 片刺参池 塘养殖模 

式，亩产鲜参(6～1O头／kg)500 kg左右 ， 

养殖面积达 0．2万 hm ；二是 潮间带围堰 

图 2 山东省刺参不 同养殖模式分布 

Fig．2 Different culture models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in Shandong province 

及深水海底围网养殖模式 ，亩产量在 100 kg左右，养殖面积达 733．3 hm ；三是刺参底播增殖模式，增殖护养面 

积达 1．0万 hm 。目前，全市鲜参年产量达 3万 t以上，产值达 48亿元，各种模式均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养殖技 

术工艺，推动了当地刺参养殖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3．2 威海产区——刺参原良种场建设及养殖 

威海市将刺参增养殖作为渔业结构调整的重点，通过政策 引导、科技服务、示范带动 、宏观调控等措施 ，以 

国家级刺参原良种场的设立将刺参养殖纳入规范 、有序的发展轨道。目前全市潮间带围堰面积达 0．2万 hm ， 

池塘造礁养参 0．1万 hm。，养殖总面积达 1．2万 hm ，年产量达 2万 t以上，产值达 45亿元，刺参养殖业的发 

展带动了刺参餐饮业、加工业以及刺参销售的蓬勃发展 ，形成 了一条稳定的刺参产业链 ，被誉为“全国刺参养殖 

第一市”。 

3．3 青岛产区——刺参池塘养殖发展迅速 

据青岛市渔技站统计 ，目前 ，青 岛市刺参养殖面积为 0．25万 hm ，其 中：潮 间带围堰池近 667 hm ，池塘改 

造养海参面积 0．2万 hm ，海上吊笼养参 3万笼。年养刺参2．5亿头，年产商品参 6 000 t，产值 1O亿元。刺参 

养殖模式主要有潮问带围堰养殖、池塘养殖、海上吊笼养殖及工厂化养殖，特别是利用虾池改造进行池塘养殖 

发展最快 ，经过近三 、四年的发展即将突破 0．3万 hm 。 

3．4 日照产 区——深水井大棚工厂化养参 

以日照地区为主的深水井大棚工厂化养参始于2006年，到 2007年由原来 3家发展到 118家，养殖面积猛 

增至 7万 m ，当年达到 lOOg／头以上成品规格，产量达到 2～5 kg／m。。该养殖新模式可使刺参避开在自然生 

长状态下的冬眠和夏眠，周年水温保持在 13～18℃ ，盐度 26以上 ，使刺参全年生长、养殖周期缩短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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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反季节向市场供应鲜活品，价格提升约 1／4。目前 ，深水井大棚工厂化养参已成为 日照及莱州地区的主养 

品种，极大带动了我省沿海大棚工厂化养参的快速发展，并已成为 2007年以来刺参养殖产业的最大亮点。 

3．5 东营产 区——“东参西养”创新开发模式 

2003年，东营市尝试将虾池改造建设刺参养殖池塘 21．3 hm 。2006年刺参养殖规模进一步扩大，开发参 

塘 666．7 hm ，育苗水体 10 000 m。以上，年产参苗 1亿头以上。2007年，育苗水体超过 1．5万 m。，年产参苗 

1．5亿头以上，养殖面积达到 0．1万 hm ，产量达 750 t。目前，在东营市开发“东参西养”的产业格局已初步形 

成 。“东参西养”的成功 ，完全打开了我省刺参养殖产业的发展空间，西北部沿海必将成为我省今后刺参养殖产 

业进一步拓展的主要地区。 

总之，我省刺参主产区的适养资源已被充分挖掘利用，并呈 日趋健康发展之势；潜在适养区资源正逐步被 

开发利用，并呈迅猛拓展之势；深水井大棚工厂化养参新模式成为 2007年以来刺参养殖的最大亮点，对局部地 

区的带动效应明显 ；“东参西养”是可行的，并呈突破性推进之势，对我省西部沿海的养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 

源配置产生 了极为显著的效果 。刺参养殖产业 已成为我省渔业增效、渔 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李成林 等 

2008)。 

4 制约山东省刺参养殖产业发展的瓶颈 

4．1 刺参基础理论研究滞后于刺参养殖产业的发展 

目前，对刺参的遗传学、生理生态学、免疫学、流行病学、营养与饲料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远远 

滞后于刺参养殖产业发展的步伐 。另外 ，对刺参 的一些重大生命现象如夏眠、冬眠、排脏 、再生等的研究还不成 

熟，刺参选育种机理研究刚刚起步，实践于刺参养殖产业的指导作用不明显。 

4．2 优质抗逆刺参良种选育势在必行 

刺参种质是刺参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目前我省养殖用参苗大多为未经选育的苗种 ，不同程度地出现生 

长缓慢、个体差异大、病害频发、成活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并制约刺参养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刺参优良品种 

(品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选育的过程 ，至少需要 1O～12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使选育的优 良特性达到稳定并投 

人生产 ，而 目前我国的刺参 良种选育技术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 ，尤其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领域起步较晚，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刺参良种选育的进程。 

4．3 刺参养殖病害频繁发生 

养殖布局不合理、密度过大导致养殖用水排放受阻，水体交换量减少，海水自净能力减弱。大量有机废物 

致使池塘底质老化，氨氮、硫化氢等有害物质含量增加，给细菌、霉菌、寄生虫等提供了温床。资料统计表明， 

85 以上的养殖病害是由于水环境条件恶化引起的(邹积波等 2006)。另外，刺参发生病害后，大多养殖户盲 

目用药不仅对养殖水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也给刺参食品的质量安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隐患。 

4．4 过度开发刺参围堰养殖危机生态环境 

随着刺参养殖业的蓬勃发展，山东沿海各主产区适养刺参的海域资源基本被充分利用，其中围堰养殖几乎 

达到饱和状态 ，这种过度无序开发的围海养殖 ，侵 占了海洋生物的产卵、繁殖、索饵、栖息场所 ，破坏了水域生物 

物种多样性，对海域生态环境的平衡也造成了潜在的危害。此外，由于缺乏科学的养殖与管理理念，超容量养 

殖单一品种，投饲不规范，使池底残饵、粪便长期得不到清理导致病原微生物大量孳生而危及生态环境。 

4．5 刺参喜食的优质饲料原——大型海藻资源面临枯竭 

随着刺参养殖规模的急剧扩大，作为刺参优质饲料原的鼠尾藻等大型藻类被大量采集，不少海域鼠尾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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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已近枯竭。与此同时，市场上缺少优质安全刺参全价配合饲料，部分养殖户所用的饲料质量低劣，低质海泥 

制成 的配合饲料常携带病菌 。笔者作过调查 ，不少养殖场 因投喂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 的劣质饲料而导致刺参 

大批死亡 。 

4．6 刺参病害的高效快速检测手段相对落后 

相对于对虾等其他水产动物的病害检测技术 ，刺参病害的诊断技术尚不成熟 ，检测手段落后。目前虽然已 

经检测 出了各种不同的病原微生物(王高学等 2007；邓 欢 2006；杨嘉龙等 2007；王品红等 2005)，但对 

其致病机理 ，流行趋势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 ，运用分子生物学试剂盒等先进技术进行病原菌的即时检测还刚 

刚起步。 

4．7 刺参精深加工技术研发力量薄弱 

我省适养刺参的面积及产量是有限的，而刺参的精深加工市场是巨大的，若不在产品深加工上挖掘市场潜 

力 ，实属对海参资源的一种浪费。然而，我国对刺参深加工的理论研究 尚不成熟 ，尤其对刺参加工过程中营养 

成分功效的变化、营养元素的流失等关键问题的相关研究报道很少 。目前 ，市场上虽然出现 了不同的刺参深加 

工产品，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产品行业标准以及成熟的技术支撑，质量良莠不齐，致使消费者有消费的需求却无 

消费的目标和信心。 

5 山东省刺参养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策 

5．1 尽快建立健全山东省刺参各主产地 自然保护区 

目前，山东沿海尤其是胶东沿海众多现业 、转产 、扩建、改建 的育苗场家争先从事刺参苗种生产 ，由于技术 

水平参差不齐，参质优劣不等，参苗质量好坏不一 ，刺参的种质面临严重 的威胁 ，现已不 同程度的存在增养殖安 

全 、产品安全和种质安全 的隐患。因此 ，建议尽快建立健全国家级 、省级 、地市级刺参原产地种质资源 自然保护 

区，以有效保护好我省刺参的种质资源。 

5．2 加快优质抗逆刺参 良种选育进程 

加强刺参的基础生物学、免疫学、生态学 、生理学以及营养学方面的研究 ，探 明刺参不 同生长发育阶段的营 

养需求，研制安全高效全价人工配合饲料 。实施定 向选择育种 、杂交育种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 ，开展刺参的遗传 

基础和抗病 、抗逆、生长速度快的刺参良种选育技术 的研究(王清印 2004)。 

5．3 尽快开展典型海湾生境与刺参资源修复行动计划 

对我省典型海湾进行综合调查和整体规划 ，对陆源污染物进行总量控制 ，实施人工渔(参、藻)礁建设 ，构建 

以刺参为主的多元化生态增养殖技术体系 ，尽快开展典型海湾生境与修复行动计划 ，实行秋季采捕、春季适捕、 

捕大留小 、总量控制 、轮捕轮养、增殖放流的原则 ，形成“环境改善一生境修复一资源修复一繁殖保护”的刺参资源修 

复技术模式，适度控制刺参围堰养殖的开发规模 ，以保护我省各主产地刺参 自然资源种群，提高刺参栖息海湾 

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稳定性。 

5．4 优先支持相关刺参关键技术研究和新模式研发 

针对刺参养殖产业迅猛发展的需求，有效解决制约刺参养殖产业高效健康持续发展的瓶颈，必须优先重点 

支持对刺参原种保安、优质抗逆刺参品系选育、高效健康养殖新模式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行“良种+良法+防 

病”刺参养殖产业发展思路，实现刺参养殖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5．5 合力打造“胶东刺参”品牌 

在各级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下，加大对“明星企业”、“龙头企业”的培植力度，构建优化的刺参增养殖生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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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安全和产品安全的产业链体系，突出我省刺参原主产地的优势地位和品牌效应，建议加大“政企互动” 

力度 ，实施“龙头企业”培植 ，合力打造“胶东刺参”品牌战略。 

5．6 尽快推行苗种生产和养殖许可证制度 

加强刺参养殖投入 品(参苗、饲料及添加剂、药物 、生境改 良剂等)管理 ，杜绝药物残 留超标事件的发生 ，建 

立刺参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朔体系 ，实现“养殖场准出制度”与“市场准人制度”的有机衔接。对新扩建育苗场和 

养殖场实行审批和许可证制度，对已建育苗场和养殖场建立许可证登记备案制度。严格《水域滩涂养殖使用 

证》、《水产苗种管理办法》、《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等行业管理办法，对不符合条件或违法的单位和个人取消其 

生产经营权，保证刺参养殖产业的规范化、标准化。 

5．7 加快推进海参精深加工产业的提升发展 

被称为“新兴的海参营养素产业”的海参精深加工产业 ，拉长 了刺参养殖生产的产业链 ，对产业提升有巨大 

的拉动作用 。在国内十几个海参深加工胶囊型产 品中，山东仅占 3个 品牌 ，而大连地区占了近 10个 ，因此 ，我 

省海参深加工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应积极推进多样化的海参精深加工产 品，针对不同的适宜人 

群，研发不同的营养保健产品，提升海参 的附加值 ，规范产品行 业标准 ，指导海参精深加工产业走健 康发展之 

路 。 

6 结语 

刺参养殖业是我省新兴起 的一项发展速度快 、规模大 、品位高、效益好 、市场潜力大的黄金产业 ，也是我国 

海水养殖的朝阳产业 。山东省作为我国刺参养殖业的主产地 ，初步构建了刺参养殖优势产业带 ：以烟台、威海、 

青岛等地区为原主产区的刺参养殖属优势产业带，主导着行业的发展，其龙头地位和作用 日益彰显；东营、滨州 

二地市属开发引进刺参养殖新兴产业带 ，证明在我省西部沿海实施“东参西养”、拓展刺参池塘养殖思路是正 

确的，并且发展空间很大 ；以日照、莱州地区为主的深水井大棚工厂化养参属新模式优势产业带 ，有效利用 了 

由于大菱鲆药残事件而导致处于半闲置和闲置状态的深水井大棚，对于发挥原有设施资源，调整养殖产业结构 

意义重大。然而，我省刺参养殖业也面临着上述亟待解决的问题，相信只要政府正确引导，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科技人员潜心研究，企业积极参与，渔民大力配合，我省刺参养殖业定会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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