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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韩小伟

浒苔摇身一变，就能“变成”海参
的营养餐。8月23日半岛记者获悉，日
前，由黄海水产研究所水产疾病病理
与临床王印庚老师团队发明的“一种
浒苔型刺参生物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这种浒苔型海
参生物饲料，能显著提高海参生长率
和存活率。

■技术看点
浒苔成海参饲料主要成分

据悉，该发明以浒苔为主要成分
配制海参饲料原料，组合利用酶解和发
酵技术，通过碱性蛋白酶对饲料原料进
行酶解后，在利用酿酒酵母进行发酵处
理，获得一种能显著提高海参生长率和
存活率的浒苔型海参生物饲料。
据该专利发明专家之一廖梅杰副

研究员介绍，该成果是在青岛市民生计
划项目“浒苔生物饲料生产及利用技
术”支持下取得的，“从发酵菌株筛选到
配方优化、到发酵工艺优化，以及后期
的投喂策略制定，整个实验用了3年。”
进入21世纪，海参养殖业迅猛发

展，成为我国海水养殖单品种产值最
高的种类和沿海渔业经济的支柱性产
业，并推动了海水养殖第五次浪潮的
形成，为沿海经济结构调整和渔民就
业增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苗种生
产与成参养殖迅速发展，海参用饲料
需求量不断增加，而其天然的优质饵
料马尾藻和鼠尾藻不断减少，海参饲
料开始成为限制海参苗种与养殖生产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海参用饲料

研究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寻
找新的、大量、安全、低廉的饲料原材
料是水产养殖从业者的普遍需求。
随着近岸富营养程度的加大，浒

苔引发的“绿潮”成为沿海夏季常见的
有害藻类之一。对浒苔的相关研究表
明，浒苔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众多的
学者在其研究中发现，浒苔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和矿物元素，是一种安全的
大型海藻，可以作为食品、饲料、肥料
产业原料的一种新型海藻源，具有很
大的应用价值。

■变废为宝
解决海参海藻源短缺问题

海参属底栖动物，其消化系统相
对简单，自然界中主要以吞食水底周
围的泥土和腐殖质为食，对新鲜饲料

的消化吸收能力较弱。近年来，利用酶
工程和发酵工程等高新技术为手段进
行饲料原料的加工利用以生产生物饲
料，因具有易吸收、适口性好、消化利
用率高、增强免疫力等优点，已成为了
饲料原料开源节流的一个有效的新途
径，也开拓了国内外饲料业的一个新
兴的领域，成为适应21世纪人类食品
生产需要的第四代饲料技术。
目前，尚未见到有针对海参养殖

的生物饲料制备技术，因此，该专利技
术可以利用浒苔作为海藻源研发新型
海参饲料，既可实现浒苔绿潮的“变废
为宝”，还可解决海参海藻源短缺问
题，同时新型生物饲料还可提高现有
饲料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饲料和饲
养成本、解决饲料与养殖相关产业的
环境污染，为保障我国饲料安全、动物
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提供新的
技术产品。

□半岛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8月23日讯 23日半岛记者获

悉，日前，由黄海水产研究所房景辉副研究
员等发明的“向养殖筏架坠石处投放海参
苗种的装置”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据悉，黄海水产研究所浅海生态养殖模

式与技术团队通过改造浅海养殖筏架传统坠
石形态，使其兼备海珍礁的功能。该发明向养
殖筏架坠石处投放海参苗种的装置，使海参
底播苗种实现了定点准确投放，避免由于海
流作用将海参苗种冲走，节省了由潜水员投
苗的人工成本。该装置包括网袋、配重双环钢
圈、底部配重钢圈、投放承重绳、上提承重绳
等五部分，利用筏架根绳延伸部分向坠石处
投放海参苗种，操作人员在渔船上即可操作。

□文/图 半岛记者 韩小伟 通讯员
孙科强 刘军增 报道

本报8月23日讯 秋风飒爽，走在
平度市东阁街道北台村猕猴桃种植基
地，放眼望去，130多亩猕猴桃郁郁葱
葱，毛茸茸的硕果挂满枝头。前来采购
的客商、采摘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据悉，北台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的主

人刘大磊，原本在经营一家广告公司。
难以割舍心头的“故土”情结，四年前回
村流转了三百多亩土地，成立了家庭农
场，除了猕猴桃外，还种植大樱桃、葡萄
等高效特色水果。
决定发展高效特色农业之前，刘大

磊前往福建、云南等地外出考察学习一
年之久，再三考虑后，决定引进种植猕
猴桃。之所以选择猕猴桃作为基地的主
打产品，刘大磊看中的是它的市场前
景，以及管理起来用工也少，病虫害少，
几乎不用施加农药，绿色环保等优点。
而四年来，经过一次次淘汰、改良，他当
前已培育出了完全适应北方气候环境
的优良品种。“在我们当地种植猕猴桃，
气候、土壤、品种、成熟期……这些都要
面面俱到。而经我培育出的绿肉碧玉猕
猴桃，具有早熟、抗冻、耐储，变软后用
吸管可吸食等特点，味道也要比南方运
来的好。”

“他的这种猕猴桃品质上佳，从
2016年以来，我是第三次来收购他的
了。通过经销商，我将猕猴桃发到了北
京、上海等各大高端超市去，销量很好，
很受欢迎。”采购商徐秀芹说。
不仅前来采购的客商多，自猕猴桃

成熟后，散客的电话也是一个接着一
个。虽然一斤要10元钱，但由于品质有
保证，加上四年来积累起的过硬口碑，
这种猕猴桃得到了市民们的热捧。记者
看到刘大磊种植的猕猴桃个头硕大而

匀称，一个能够达到3两左右，亩产高
达6000斤，有50亩达到丰产期，年纯
收益在230万元以上。
“我是在微信圈里看到朋友分享
的信息，说这儿的猕猴桃基地开设采
摘活动，口感很好。这儿距离市区不
远，孩子还在放暑假，就开车带着孩
子前来玩玩。刚才吃了一个，果子酸
甜可口，比超市买的南方运来的好吃
多了。”带着孩子前来采摘、购买猕猴
桃的游客王玉好说。

“接下来我打算打造‘技术研发+试
验示范+生产推广’一条龙的猕猴桃创新
种植平台，吸纳想要种植的村民加入进
来，形成规模；然后建立‘标准化+品牌化
+大数据+物联网’的现代化高效特色水
果生产经营体系，在整个北方，全面提升
我们基地猕猴桃的市场竞争力，真正形成
一个成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谈及未来，
刘大磊如此表示。

浒苔摇身一变成海参“营养餐”
历时3年，黄海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发明浒苔型海参生物饲料

■相关新闻
投放海参苗种新发明
渔民渔船上即可操作

海参摄食后，浒苔型生物饲料被吃光了，只剩绿色条状物的海参粪便。（黄海水产研究所供图）海参摄食以前，投放浒苔型生物饲料。

▲ 猕猴桃
品质好 ，引来
客商和尝鲜市
民。

硕果满枝头，平度的猕猴桃熟了
50亩猕猴桃达到丰产期，亩产达60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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