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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参池塘养殖中夏眠期水质维护与底质改良技术分析
孙长青

大连金普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辽宁省大连市，116100；

摘要：刺参作为重要的海水养殖品种，其养殖产业在我国渔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刺参在夏季高温期会

进入夏眠状态，此时池塘水质与底质状况对刺参生存与健康影响显著。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刺参池塘养殖夏眠期面

临的挑战，系统阐述水质维护与底质改良的关键技术。通过对相关技术原理与实际应用的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技

术措施，以改善夏眠期刺参养殖环境，提高刺参养殖成活率与品质，为刺参池塘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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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刺参是一种具有高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海洋生

物，我国刺参养殖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海水养

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全

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编制的《中国渔业

年鉴（2024）》中指出，全国海参养殖面积 433.59 万

亩，比 2022 年增长 15.6%，总产量 29.2 万吨，比 2022

年增加 4.35 万吨，增长 17.5%，约合 29.2 亿只，其中

刺参养殖占比在一半以上。刺参池塘养殖方式推广速度

较快，养殖面积逐年扩大，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渔民

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然而，刺参对养殖环境要求较

为苛刻，特别是在夏眠期，高温等因素极易导致池塘水

质恶化和底质污染，严重影响刺参的生存与生长。如何

在夏眠期有效维护水质、改良底质，成为刺参池塘养殖

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深入研究相关技术，对保障刺参

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刺参池塘养殖中夏眠期面临的挑战

1.1 水温升高引发的水质波动

随着夏季气温上升，刺参池塘水温逐渐升高。当水

温达到 20℃以上时，刺参开始进入夏眠状态。水温升

高会导致水体溶解氧含量降低，因为氧气在水中的溶解

度与水温呈反比。同时，水温升高还会加速水体中各种

生物和化学反应速率，如微生物代谢加快，导致氨氮、

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生成速度增加。这种水质波动若不

加以控制，将直接威胁刺参的生命健康，使其免疫力下

降，易感染疾病
[2]
。

1.2 夏眠刺参代谢变化对水质的影响

刺参进入夏眠后，其生理代谢发生显著变化。活动

量大幅减少，摄食基本停止，但其呼吸作用仍在持续。

此时，刺参对水质的敏感度更高。由于刺参在夏眠前大

量摄食积累能量，夏眠期其排泄物和残饵等有机物质在

池塘中持续分解，消耗大量溶解氧，同时产生硫化氢等

有害气体。这些物质在水体中积累，改变了水质的化学

组成，破坏了水体的生态平衡，增加了刺参患病风险。

1.3 水体微生物群落失衡风险

在正常养殖状态下，刺参池塘水体中存在着相对稳

定的微生物群落，包括有益菌和有害菌。然而，夏眠期

水温变化、水质波动以及有机物质积累等因素，会打破

这种微生物群落的平衡。有益菌的生长繁殖可能受到抑

制，而有害菌如弧菌等则可能趁机大量滋生。微生物群

落失衡不仅会影响水体中物质的正常循环和转化，还可

能引发刺参的各种疾病，如化皮病等，严重影响刺参养

殖的经济效益。

2 刺参池塘养殖中夏眠期水质维护技术

2.1 精准调控水位与水温

在刺参夏眠期，水位与水温的精准调控对于维持刺

参适宜生存环境极为关键。养殖者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尤其是气温走势，以此为依据对池塘水位进行适时调整。

随着夏季水温逐步攀升，应循序渐进地加深池塘水位。

这是因为水具有较高的热容量，适当加深水位能够有效

缓冲水温上升速率，降低水温波动对刺参的不良影响。

通常而言，建议将水位维持在 1.5 - 2 米的区间范围

内
[3]
。在此基础上，还可通过搭建遮阳设施来辅助调节

水温。例如，在池塘上方合理铺设遮阳网，能够显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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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阳光直射强度，进而减少水体对太阳辐射热量的吸收。

另外，引入低温水源也是调节水温的有效手段。养殖者

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抽取深层海水或地下水，经过必

要的检测与处理后，将其与池塘水按适宜比例混合，从

而精准调节水温，为刺参营造稳定且适宜的夏眠环境。

2.2 优化增氧方式与强度

夏眠期水温升高，水体溶解氧含量降低，这对刺参

的生存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优化增氧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仅依赖传统的叶轮式增氧机，还应

积极结合微孔增氧技术。叶轮式增氧机虽能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水体溶氧，但在溶氧均匀度方面存在不足。而微

孔增氧技术通过微小孔径的曝气装置，能使氧气更为均

匀地扩散至水体各个区域，显著提高增氧效率，有效减

少水体局部缺氧现象。具体实施时，需依据池塘面积和

刺参养殖密度，科学合理地设置增氧机的开启时间与频

率。在高温时段，刺参对氧气的需求更为迫切，此时应

适当延长增氧时间，确保水体溶解氧含量始终保持在 5

mg/L 以上。充足的溶解氧不仅能满足刺参夏眠期的呼

吸需求，维持其正常生理功能，还能够促进水体中氨氮、

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氧化分解，改善水体化学环境。

2.3 合理使用水质改良剂

水质改良剂在夏眠期刺参池塘水质调节中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角色。以沸石粉为例，其具有独特的吸附性

能，能够有效吸附水体中的氨氮、重金属离子等有害物

质，从而净化水质。与此同时，定期投放微生物制剂也

是优化水质的重要举措。光合细菌、芽孢杆菌等微生物

制剂，在水体中能够发挥多重功效。它们能够高效分解

水体中的有机物质，降低化学需氧量，减少有机污染物

的积累。这些有益微生物还能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繁殖，

通过生态竞争的方式，维持水体微生物群落的平衡。此

外，微生物制剂在代谢过程中能够调节水体 pH 值，使

其稳定在适宜刺参生长的 7.5 - 8.5 范围内。然而，

在使用水质改良剂时，养殖者务必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

的要求，并结合池塘实际水质状况，精确控制用量和投

放频率。不当使用可能会破坏水体生态平衡，对刺参及

其他水生生物造成负面影响
[4]
。

2.4 加强水体监测与预警

构建完善的水体监测体系是保障夏眠期刺参池塘

水质稳定的核心环节。养殖者需要定期对池塘水体的多

项关键指标进行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温度、溶解氧、pH

值、氨氮、亚硝酸盐等。通过持续监测，及时掌握水

质变化动态，为后续的水质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在监测

手段上，可灵活采用便携式水质检测设备进行现场快速

检测。同时，定期采集水样送专业实验室进行全面分析

也是必不可少的，实验室检测能够提供更为精确和详细

的水质数据。此外，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对监测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预测，能够提前预警水质恶

化风险。一旦发现水质指标出现异常，养殖者应迅速采

取相应的调控措施，如适量换水以稀释有害物质浓度、

增加增氧设备运行时间提高溶解氧含量、针对性投放水

质改良剂等，确保水质始终处于稳定且适宜刺参生长的

状态。

3 刺参池塘养殖中夏眠期底质改良技术策

3.1 物理清淤与底质疏松

在刺参夏眠期来临之前，养殖人员应该对池塘开展

一次全面且细致的物理清淤工作。池塘底部长期积累的

残饵、粪便以及死亡藻类等有机淤泥，会不断消耗底质

中的溶解氧，并且释放出氨氮、硫化氢等有害物质，严

重影响刺参的生存环境。因此，采用合适的机械清淤设

备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可以选用吸泥泵，它能够有

效地将池塘底部的有机淤泥抽吸出来，显著减少底质中

有机物质的含量。完成清淤工作之后，还应当对底质进

行疏松处理。此时，可使用耙子等简单工具，对底质进

行适度翻动。疏松底质能够增加其透气性，为底质中的

好氧微生物创造更为有利的生存条件。好氧微生物在充

足氧气的环境下，生长和代谢活动会更加活跃，进而加

速有机物质的分解。一般来说，疏松深度应控制在 10

- 15 厘米左右。这是因为如果疏松过浅，难以达到改

善底质深层环境的目的；而如果疏松过深，则可能会对

处于夏眠状态的刺参造成过度扰动，影响其正常的夏眠

进程。所以，严格把控疏松深度，在不影响刺参夏眠的

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改良底质环境，是物理清淤与底质

疏松工作的关键。

3.2 生物修复技术应用

生物修复技术作为改良夏眠期刺参池塘底质的有

效方式，值得养殖者重视并合理应用。在实际操作中，

可以投放一些具备底质修复功能的生物。例如贝类，像

缢蛏、蚬子等双壳贝类，它们具有滤食的特性，能够主

动摄取水体和底质中的有机颗粒，通过自身的生理代谢，

将这些有机污染物转化为自身的营养物质，从而减少底

质污染
[5]
。除了贝类，蚯蚓也是一种有效的底质修复生

物。蚯蚓在底质中穿梭蠕动，通过翻动底质，能够改善

底质原本紧实的结构，使其变得更加疏松多孔。这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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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变化有利于水分和氧气在底质中的渗透，为有机物质

的分解转化提供更好的条件。同时，蚯蚓的排泄物还能

为底质提供丰富的营养，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此外，

接种耐低温的有益微生物菌群也是生物修复的重要环

节。例如反硝化细菌，在夏眠期水温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它们依然能够保持活性，将底质中的硝酸盐转化为氮气

排出。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底质中的氮含量，减轻了

水体富营养化的风险，还能修复底质的生态环境，为刺

参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生存空间。在投放这些生物和微

生物菌群时，要充分考虑池塘的实际情况，包括养殖密

度、底质污染程度等，合理确定投放种类和数量，以确

保生物修复技术能够发挥最大功效。

3.3 化学改良剂合理施用

化学改良剂在刺参池塘夏眠期底质改良中有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但必须合理施用。以过氧化钙为例，在

底质改良过程中，应该适量使用过氧化钙。过氧化钙具

有独特的化学性质，它在水中能够缓慢释放氧气。这一

特性对于改善底质的氧化还原电位至关重要。底质中许

多有害物质，如硫化物等，在较高的氧化还原电位下，

更容易被氧化分解，转化为无害物质。同时，过氧化钙

在释放氧气的过程中，还能对底质的 pH 值起到调节作

用。合适的 pH 值环境对于底质中微生物的生长和刺参

的生存都非常关键。通过调节 pH 值，能够改善底质的

化学环境，使其更适宜刺参的栖息和生长
[6]
。另外，聚

合氯化铝等絮凝剂也可用于底质改良。在使用时，应根

据底质的实际情况，如悬浮颗粒和有机物质的含量，准

确控制用量。

3.4 构建生态底质环境

构建生态底质环境是实现刺参池塘底质长期稳定

改良的重要途径。在池塘底部种植水生植物是其中一个

关键步骤。例如苦草和伊乐藻，这些水生植物具有较强

的吸收能力，能够摄取底质中的营养盐，如氮、磷等。

通过吸收这些营养物质，水生植物有效地降低了底质的

富营养化程度，减少了因营养过剩导致的底质恶化风险。

同时，水生植物的根系在底质中蔓延生长，能够起到固

定底质的作用。特别是在水流或风浪较大的情况下，根

系可以防止底质流失，维持底质的稳定性。此外，水生

植物还为刺参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和躲避场所。刺参在夏

眠期间，喜欢栖息在隐蔽、安全的环境中，水生植物的

存在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除了种植水生植物，还可以

在池塘中设置一些人工礁体
[7]
。人工礁体能够增加底质

的表面积，为微生物提供更多的附着空间。微生物在礁

体表面附着生长，形成丰富的生物膜。这些微生物在生

物膜内进行各种代谢活动，参与底质中物质的循环和转

化，进一步促进底质生态系统的完善。

4 结论

刺参池塘养殖夏眠期水质维护与底质改良对于刺

参养殖的成功至关重要。希望通过精准调控水位与水温、

优化增氧方式、合理使用水质改良剂及加强水体监测等

水质维护技术，以及物理清淤、生物修复、合理施用化

学改良剂和构建生态底质环境等底质改良技术，可以有

效改善刺参夏眠期的养殖环境。然而，实际养殖过程中，

需根据不同池塘的具体情况，综合运用这些技术，并不

断探索和优化，以实现刺参养殖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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