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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螺旋藻养殖业发展非常迅速。自1989年在云南省程海湖建成我国第一座螺旋藻生产

中试基地及1991年在深圳建立我国第一家专业性工业化螺旋藻生产企业一一深圳蓝藻生物公

司以来，我国各地螺旋藻工厂纷纷建立[李定梅1995J。到1994年 已有30多家工厂，养殖产量达

到300多吨，1995年产量已达500多吨。1996年预计产量可达1000吨。在这5-6年时间，中国 已发

展成为螺旋藻养殖大圄。

由于我国对保健食品、饵料和饲料深加工等方面的研究滞后，虽然我国生产的螺旋穰产量

很高，但主要靠藻粉出口，内销数量相当有限，因此，如何打开国内市场是 目前急需解决的问

题。除了保健食品及其深加工外，水产养殖业应用虽 已开始，但还未能广泛推广应用。本文就螺

旋穰在我国水产养殖业应用研究现状、前景及对策加以阐述。

1 螺旋藻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1997-10-13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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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螺旋藻营养价值高，是一种优质饵料

螺旋穰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1克部粉营养相当于1千克各种藻类营养的总和。其蛋白质高

达60%'"'"'70%，且氨基酸种类多，必需氨基酸丰富，组成均衡合理，还含有各种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 r一亚麻酸含量高，适合水产动物繁殖、发育，增强食欲和抗病力，不

需要复杂加工即可被人和动物消化吸收。藻粉投喂不易下沉，不易败坏水质，因而螺旋藻比其

它饵料(代用饵料或鲜活饵料)都好，是 一种优质饵料。

1.2 螺旋藻可以提高育苗成活率

国内外研究都证明螺旋藻可以提高水产动物，特别是海珍品育苗成活率[吴琴瑟 1994J。

一般，对虾成活率能提高10%'"'"'20%，河蟹育苗成活率提高15%'"'"'25%，贝类及其它鱼类成活

率、育苗成活率均能提高，可为生产单位带来更大经济效益。

1.3 螺旋藻可降低育苗成本

除提高育苗成活率能降低育苗成本外，螺旋藻本身还能使饵料用量减少，提高饵料利用

率，并可部分或全部代替进口饵料，使饵料费用减少。如对虾可降低78.7%，和蟹和降低60%，

扇贝育苗饵料成本降低73.6%(周百成 1992)。

1.4 螺旋藻能提高幼体免疫力和活力

螺旋藻含有的多糖、r一亚麻酸等不饱和酸及胡萝卡素等成分可使幼体增强免疫力，提高

对细菌和霉菌的抵抗力，因而在育苗过程中可不加任何药物或减少药物用量[吴琴瑟 1994J。

1.5 螺旋藻可使观赏鱼类体色鲜艳

螺旋藻中的自一胡萝卡素含量很高，在动物体内代谢为虾青素，可有效地达到使体色更艳

丽漂亮，从而提高虾、珍贵鱼类、贝类的营养价值。用螺旋穰粉喂养锦鲤，不仅体重增长，体色更

艳丽(何培民等 1997)。

1.6 螺旋藻饵料使用方便

螺旋藻饵料及配合饵料使用都十分方便，无须复杂加工，优于其它代用饲料，也无须添加

培养设施，可部分或全部取代鲜活微藻。

2 螺旋藻在我国水产养殖业应用研究现状

已有报道，螺旋藻因具有高蛋白和丰富维生素而作为鱼类、虾、蟹的饵料，以代替其它饵

料。螺旋藻的饵料能改善饵料的转化率及卵的质量[Venkataraman 1993J，提高水产品的免疫

力和活力，并能使观赏鱼体色艳丽，从而提高水产品育苗效益。我国的台湾省己生产有"特级饲

料蓝穰粉"、"虾苗专用天然营养剂"，"专用营养剂-MOS200"型穰粉产品作为幼虾、幼鱼、幼

(1)周百成. 1992. 螺旋藻饲料在海水养殖中的应用和产业化问题. 螺旋藻产业化研讨会， 1�6. 

(2)何培民，张饮江，何文辉等. 1997. 螺旋藻对锦鲤生长和体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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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等饵料。日本用螺旋藻大量生产虾苗、鱼苗及增色饵料出售，全部或部分替代鲜活微碟，行销

国际市场。

我国大陆自1985年以来，对螺旋穰作为水产品育苗饵料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研

究成果。下面分述虾、蟹、贝、鱼类等方面应用研究现状。

2. 1 虾

何连金[1988J在福建进行过长毛对虾育苗(2-P)实验，实验水体微3和60立方米。结果表

明:使用螺旋藻组虾苗成活率83.3%，而使用角毛藻+蛋黄+卤虫组成活率为67.8%，角毛穰

+日本配饵组为67.8%，虾苗成活率提高5. 5%�15. 5%。在60立方米池实验组中，使用螺旋穰

为基础饵料的虾苗成活率为81.7 %，比施肥繁殖组(57%)及角毛藻组+微穰组(48%)虾苗成

活率高出33.7%�23. 9%。

顾天青等【1989J用16立方米水体池进行螺旋藻投喂中国对虾苗实验，结果表明，从 2)发

育到 23实验2组(螺旋穰)和实验3组(螺旋藻+豆浆)虾苗体长比对照组(豆浆)分别增长885μm

和690μm，从 2)发育的M2'实验2组(螺旋藻+轮虫)和3组(螺旋藻+豆浆十轮虫)比对照组(豆

浆+轮虫)体长分别增长757μm 和603μm。从 2)和M2'实验2组(53%)和3组(48%)，成活率比

对照组(11%)提高了37.42%。可见螺旋穰对虾苗生长、成活率都有明显提高。

张润泽等[1990J在河北进行螺旋藻配合饲料喂对虾育苗实验，其结果表明，从 2)到Mp

实验组l组(螺旋薄配合饵料一1PC 营养剂+1/2卤虫)虾苗成活率(88.6%)和实验2组(全部为

s-PC)(87.9%)对照组(豆浆+蛋黄+卤虫+山东微饵)(71. 3%)提高17.05%和16.6%。从

Md1到凹，实验2组成活率(88%)比对照组(75%)提高13%。

郑永久和刘克夫[1995J用日本油墨株式会社提供的螺旋藻粉在48立方米水池中进行对虾

育苗投喂实验。实验l组(每日投喂干粉10�15克)虾苗成活率为52.2%和实验2组(技喂15�20

克)成活率为59. 4%，比对照组(投喂蛋黄或蛋糕，成 活 率 37. 96%) 分别提高 14.55%和

21. 41%，平均增产54.47%。

农业部环境监测总站以螺旋穰为主要成分配成的饵料进行对虾育苗投喂实验，结果表明，

各期幼虾经过变态成活率明显高出对照组，23期高出20.5%，M2期离出19.5%，P)期高出

20% 'P3期为22.5%[李定梅1995J。

2.2 蟹

江苏江海特种水产养殖公司，在8只19.2立方米水池中，用螺旋藻作为中华绒整蟹 2)�23

的主要饵料进行了实验。实验组(螺旋藻为主)的成活率平均为50%，对照组(单胞藻为主)为

35%，高出15%。实验池共用螺旋藻粉2.1千克，蛋黄36只，卤虫116.5千克，倒鱼167千克。对照

组蛋黄232只，卤虫246千克，倒鱼114千克。螺旋穰不但能提高出苗率还能减少卤虫的用量，降

低了成本[陈国俊1995J。

吴琴瑟[1994J用螺旋穰作为锯缘肯蟹蚤状中后期饵料，于常规饵料比较，幼体成活率高，

活力强，幼体发育快k--2天。

湖南省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在中华绒整蟹育苗中，用螺旋藻配合饲料代替50%卤虫，其幼

体成活率比对照组提高25.2% .发育早1�2天，且蟹苗健壮[吴琴瑟 1994J。

1997年上海水产大学用螺旋藻喂养中华绒整蟹育苗生产实验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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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贝

目前我国养殖贝类主要为海湾扇贝和柿孔扇贝。1992年我国扇贝产量达32吨，1996年育苗

量 已达400亿左右。

中科院研制的 SB-A亲贝饵料主要原料为螺旋藻，经过实验证明其完全可以替代鲜活微

藻，且产卵量、孵化率都很高。D型幼虫成活率比对照组高出34.7% 01990年用5.8万只亲贝，饲

养实验证明效果良好，育苗时间可提前20天结束，6月上旬可达到高品规格，养成高品贝的育苗

时间也可从11-12月提早到9月中旬，因此，育苗、养殖单位都获利。另外，成本比培养活藻低，

可使扇贝育苗场在饵料上降低成本73.6%，多品种育苗场降低成本56.2%。仅据辽宁1991年不

完全统计，因采用该种饵料，创产值2000万元。由于使用藻粉还节省基建费，减轻劳动强度，降

低饵料费用，更重要的是减少风险，提高成活率，增加效益(周百成1992)。

鲍为底栖生活，幼鲍和成鲍都要投喂饵料。成鲍养殖为3-4年，多用海带和裙带菜为饵料，

但夏季无鲜海碟，需要配合饲料。中科院海洋所1985年开始研究螺旋碟配合饵料。用 H→891螺

旋穰配合饵料与日本饲料进行21万亩规模对比实验。结果表明，用螺旋碟喂养的稚鲍死亡率

低，壳厚为墨绿色，更接近野生鲍，深受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欢迎。饵料成本为日本饵料的一半.

仅占生产成本的3.7%(周百成 1992)。

福建省三曾县泥蚓站经过两周用螺旋藻培育泥蜡亲贝，成活率达100%，对该批亲贝进行

了催产，其催产率高达98%，受精率大92.7%，幼虫发育正常，效果比单胞穰好C何金连1988J。

灌江水产学院曾用螺旋藻进行海水珍珠贝育苗，其幼虫活力强，成长快，成活率高【邱春吟

2.4 鱼

螺旋藻添加到珍贵鱼类养殖中，使鱼的成活率提高15%-30%，同时还可以改善肉质，增

加光泽，特别是观赏鱼类因藻中含有自一胡萝卡素而体色显得美丽。日本的观赏鱼大多添加螺

旋穰喂养。

神尾寻司[1982J指出，红色素的鱼类如鲤、金鱼等用螺旋藻喂养后能使体色艳丽，生长和

繁殖能力明显增强。添加20%螺旋穰作为辅助性饵料喂养使鱼一年内产卵20次以上，一尾锦鲤

食用该饵料后5天产卵4次。

王启轮[1987J用螺旋穰喂养一个月后，鲤和蝙实验组分别比对照组体重高出19.5%和

13.8%。

周爱堂[1987J用螺旋藻粒状饵料喂养鲤、蝙、草鱼、鲤、蝙分别比对照组增高19.5%和

19.7%。

在饲料中添加螺旋藻能使真胡、石斑鱼等鱼类提高抗病力，减少死亡率，并且能改善体色，

提高商品价值[吴琴瑟 1994J。

3 螺旋藻在水产养殖业推广应用前景分析

(3)周百成. 1992. 见本文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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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需求量大

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1995年水产总产量达2500万吨，养殖产量为1350万吨，其中海水养

殖产量为410万吨，谈水养殖产量为940万吨。如果能把螺旋藻应用到水产养殖上并按0.1%-

1%添加到饵料中计算，每年需要螺旋瑛0.4-4吨，如果只有1%水产养殖使用螺旋藻，则每年

需40�400吨，可见需求量相当大。但我国 目前螺旋藻用于水产养殖只为10�20吨，且主要在海

水养殖中。

3.2 育苗需要优质藻粉

海水养殖，特别是海珍品育苗，投资很大。某些生产单位需要优质螺旋藻作为饵料进行育

苗，一是可以增加成活率，带来更大利益;二是提高抗病力，减少病害，从而减少风险。为了保证

育苗成功，使用的螺旋藻都是优质食品级，并且还特别指定需要进口优质碟粉。尽管其藻粉价

格高达40万元/吨，但从整个生产单位的效果考虑则是合算的，整个饵料成本费用也不会太高。

3.3 节省鲜活微藻基建投资

常规海产品(特别是·虾、蟹、贝等)育苗都要用大量鲜活微藻作为开口饵料，用鲜活微藻饵

料，具有较大局限性。一是要用一大笔资金建立微薄培育房;二是养殖技术要求高，不能老化，

更不能被杂藻、毒碟、原生动物污染p三是培养量大，且要及时供应。

扇贝育苗要求微穰培育池更大。饲养10万个扇贝的育苗厂(1000多平方米培育池)需建

1000平方米微藻培育池，每天需供应60-80吨藻液作饵料，海产品育苗往往是在初春开始，温

度较低，微藻繁殖难度较大，微穰培养还不能有原生动物、污染，微藻供应也难得以保证。用螺旋

藻饵料则能克服以上缺点，随要随用，不需任何加工。

3.4 目前存在的问题

日本 DIC 公司设在泰国的螺旋藻养殖场年产螺旋藻150吨，其中50-60吨作为饵料或饲

料用。日本总需求量为400�500吨，其中饵料为100吨。墨西哥Texcoco苏打公司建立的螺旋穰

养殖场年产300吨，其中100吨用于饵料或饲料;我国台湾省每年产量为300吨藻粉，其中120吨

用于虾苗和其它海珍品、观赏鱼类、鸟类的饲料。而我国大陆年产量 已达500-1000吨，用于水

产养殖的却只有10-20吨，相比之下，在水产养殖业应用十分滞后。

4 螺旋藻在水产养殖推广应用策略

(1)加强宣传，介绍国内外在水产养殖业应用的成功例子，使水产养殖工作者了解螺旋穰

作为饵料的优越性。

(2)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在国外特别是一些螺旋薄养殖发达国家，水产养殖业 已广泛应

用了螺旋碟，这主要是这些国家对基础研究技入较多，因而其研究成果能很快被企业家接受和

应用。在我国，虽 已有研究报道，但数量还是有限，再加上育苗风险较大，企业较为保守。因此我

国需加大水产养殖育苗的系统而全面基础研究，作出更令人信服的科研报告，逐步推广螺旋碟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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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螺旋穰养殖单位与育苗单位共同投资开发。螺旋藻养殖单位与育苗单位共同投资，用

螺旋藻进行水产养殖更大规格的实验，并建立示范点，逐步加快扩大应用规模。

(4)研制专用系列螺旋穰饵料产品。不同品种幼苗营养要求不同，不同发育期幼体饵料颗

粒大小要求不同，应研制各种不同规格的螺旋藻饵料或配合饵料系列产品来满足各种水产幼

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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