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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珍珠的养殖(8学时)

第一节
 

概述(2学时)

第二节 马氏珠母贝的生态习性(0.5学时)

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1学时)

第四节 珍珠的植核(3学时)

第五节 珍珠的培育(1.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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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年前“智人”（现代人类），捕捞蚌类发

现——珍珠（玩物、装饰品）。世上现存最古老的

一串珍珠首饰 2400多年前从伊朗西部波斯王离宫

遗址出土。

我国有关珍珠记载 ：3000多年前 ，秦始皇生

父吕不韦是一位大珠宝商；2000多年前，战国时

代，珍珠已成为广泛流通的商品 ；1700年前，西

晋、大官僚石崇，三斛珍珠换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美

女“绿珠”。

第一节
 

概述
 一、

 
珍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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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著名的珍珠：

“亚洲之珠”——1682年，采自波斯湾，重121g  
（605克拉），100多年后由波斯国王送给清朝乾

隆皇帝。1799驾崩，殉葬裕陵，1909年为八国

联军所盗，1918于香港被法国神父买去，现存

法国。

”真主之珠“——1934.5.7，菲律宾，巴拉旺湾，

一个小孩潜水被巨贝所夹淹死，巨贝被剖，中含

一颗巨大珍珠——6350g（214mm×139），

为世界上最大的真珠。1969年美国医生哥普治

好珍珠主人酉长儿子的病，遂送哥普（当时价格

400万美元）。

第一节
 

概述
 一、

 
珍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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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养殖的历史：
在我国宋代《文昌杂录》记载了养殖珍

珠的方法：“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饲
其开口，急以珠投之。

 
频换清水，经两秋

即成真珠矣”
13世纪，我国已有用佛像作核育成佛像

珍珠的做法。在国外，博物学家林奈，把石
灰质小球放置于外套膜处，五年后小球成为
有柄的真珠。

1893年，日本御木本辜吉运用我国河
蚌育佛像珍珠方法获得半圆附壳珍珠。

第一节
 

概述
 一、

 
珍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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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西川藤吉把外套膜小片与珠

核一起插入贝体内形成有核游离珍珠，逐渐

在日本推广，1966年产量146吨，达历史

最高峰。

我国珍珠养殖始于60年代，原湛江水产

学院熊大仁教授从日本引进养殖技术，并在

南海培植成功，9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至

90年代末达到了年产30吨的高峰。

第一节
 

概述
 一、

 
珍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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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经常出现采珠过度，珍珠贝被捞尽，
因而合浦发生过多年都不产珠的现象。东汉顺帝以
前，由于合浦地方官贪得无厌，采珠过度而使得“珠
迹不见”。后来孟尝任合浦太守，实行休养生息，使
珍珠贝得到保护和繁衍，于是合浦又开始出产珍珠
了。由此而形成了我国的成语“合浦珠还”。

目前，我国海水珍珠年产量在20-30吨，产地为
湛江（占70%），北海（占20%），海南（占10
%）。

国际上，日本海水珍珠年产约10吨，塔希提黑
珍珠产量约15吨，沃州南洋珠产量约10吨。

第一节
 

概述
 一、

 
珍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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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二、

 
珍珠的定义、性质、用途

（一）定义
贝类、外套膜分泌细胞、CaCo3结晶、壳角蛋白、
交互重叠、核心。

（二）性质
1、成分：理化近似贝壳

（1）主要无机成分：CaCo3 占90%以上，还有
一些Mg、Si、Mo、Fe盐。

（2）微量元素：Cu.Mn.Na.Zn.Ti.Sr.Pb.Bd.Ag.
Ni.Go.Se.Ze。

（3）主要有机成份：壳角蛋白，由十八种氨基酸组
成，还含有 牛磺酸 ，少量的

 
仆啉和色素，有

机物含量占4—6%，污珠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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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二、

 
珍珠的定义、性质、用途

2、颜色：桃红——Mn最多、Mg、Na、Zn、Si、
Ti较多——最好；

金色、奶油色——Cu、 Ag，
金色珠金属种类最多；

银色——Mn、Na、Ti；
绿色——金属种类最少；

银灰——有机物多；

白色——有机物少。

3、比重：天然珠2.68~2.78，蚌壳珠2.7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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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二、

 
珍珠的定义、性质、用途

（三） 用途
1、装饰：图１ 、２ 、３ 、4

 
。

2、药用：安神定惊、明目、

收敛生肌、清凉解毒；图图11 、、22
3、保健：珍珠链的保健功效，如图4-４；

4、美容：珍珠粉的美容功效，如图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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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三、

 
天然珍珠的成因和人工养殖珍珠的原理

（一） 天然珍珠的成因
1、内因说：病变，分泌细胞脱落于外套膜结缔组

织中增生形成 珍珠囊 分泌珍珠；
2、外因说：外物、壳膜间、下陷时粘上分泌细胞，

在结缔组织中增生形成珍珠囊分泌珍珠；
3、畸形增殖说：外来刺激（机械、化学）发生

病理及机能变化，分泌细胞增生形成珍珠囊分
泌珍珠。
共同点：外套膜分泌细胞在结缔组织内增殖形
成珍珠囊分泌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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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三、

 
天然珍珠的成因和人工养殖珍珠的原理

（二）人工养殖珍珠的原理：
分泌细胞——小片；外物——珠核；

结缔组织——生殖腺。

1、珍珠囊的形成过程及其机能变化：如图4-７
贴片

 
分化

 
形成珍珠囊

 
高柱状细

胞（不稳定，分泌壳皮质）

 
圆柱状细

胞（不稳定，分泌棱柱质）

 
扁平状细

胞（稳定 状态、分泌珍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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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三、

 
天然珍珠的成因和人工养殖珍珠的原理

切片技术

 
片贝选择

（年龄、生理状态）；

整个过程速度取决于

 
切片位置；

小片使用速度。

贝生理状况

 
15.5℃ 17~25天；

24 ℃ 7~17天；

30 ℃ 5~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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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三、

 
天然珍珠的成因和人工养殖珍珠的原理

2、钙的吸收和分泌

（1）食料中Ca++ + CO2＋ Ｈ２

 

Ｏ

 
CaCO3 分泌

于贝壳上

（2） 海水中Ca++ + 内侧上皮的碱性磷酸酶

体内Ca++ +CO2 Ca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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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三、

 
天然珍珠的成因和人工养殖珍珠的原理

3、壳角蛋白的形成：

粘液多糖

珍珠囊上皮细胞中的粘液细胞分泌

 
+ Ca++ 

碱性蛋白

磷酸盐

代谢过程形成的

 
变性

 
壳角蛋白。

其他无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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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四、产珠的贝类和珍珠的种类

（一） 产珠的贝类

十四个科—如鲍、牡蛎、江珧、蚌、珍珠贝等等。产优

质珠的多属珍珠贝种类，目前养殖的有：马氏珠母贝

（图4-8）、珠母贝（黑蝶贝）（图

 
4-9）大珠母贝

（白碟贝）（图4-10）、企鹅珠母贝（图 4-11）。

（二）珍珠的种类

1、按生产水域分：淡水珠、海水珠（马氏珠——南珠、

东珠、南洋珠、黑珍珠）；



第七大节 16/16 16

第一节
 

概述
 四、产珠的贝类和珍珠的种类

2、按贝类品种分：鲍珠、蚝珠、珍珠，但把珍珠层美

丽者统称珍珠；

3、来源分：

（1）天然珍珠：袋珠、耳珠、粟粒珠。

（2）人工养殖：

① 有核珠—蚌壳制核：统珠；良珠；尾巴珠；异形珠；

污斑珠；污珠；薄层珠；壳皮珠；棱柱珠；复合珠；素珠。

② 无核珠：淡水珠，形状不规则。

③ 附壳珠：半圆核植于壳——膜夹层。

五、珍珠养殖的现状及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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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氏珠母贝的生态习性
 一、生活环境

（一）栖息深度：0—20+m；

（二）底质：泥沙、沙、石砾、岩礁；

（三）水温：适宜 15~30℃，最适23~25℃，13℃

代谢机能下降，10 ℃闭壳，6~8 ℃1天内大量

死亡；

（四）比重：1.015~1.028；1.020~1.025最适；

1.006 两天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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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氏珠母贝的生态习性
 二、繁殖

（一）生物学最小型： ♂ 17.5×17.5×5.0 mm ；
♀ 26.0×23.0×7.9 mm；

（二）性别：♂/♀
（三）性比：低龄 —— ♂>♀ ；高龄—— ♀>♂ ，

存在性转现象，见于1~2龄。

（四）繁殖季节：3~5月，9~10月，15℃初始发育

温度，20℃成熟，22℃少量繁殖， 25℃大量

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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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氏珠母贝的生态习性
 三、发生

（一） 精子、卵子：精全长60um ，卵直径 48 um ；

（二） 担轮幼虫：4~6h；

（三） D型幼虫：53×64 um ，孵化时间20~40 h；

（四） 壳顶初期：90×94um ，经历7d；

（五） 成熟幼虫（眼点）：173×174 um ，经历16d；

（六） 变态期幼虫：壳长218~241 um ，经历18d；

（七） 稚贝：次生壳。见 图4-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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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氏珠母贝的生态习性
 四、生长

五、
 

活动习性
（一）20~21点活动力最强；

（二）夜间才分泌足丝；

（三）贝壳较日间旺；

（四）阴影反应。

足

 
龄（龄）

 
1          2             3             4           5

壳 高（cm）

 
4.64     5.82        7.27       7.82      8.06

生长率（%）

 
100      20.3        19.0        7.0        5.2



第八大节 5/16 21

第二节
 

马氏珠母贝的生态习性
 六、敌害

（一）食害生物：虫、鱼、贝（骨螺、嵌线螺、

章鱼）、凿贝才女虫；

（二）病原菌：对施术贝污染；

（三）附着生物：藤壶、蚝、海鞘、水螅、

苔藓虫、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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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
 一、养殖场的选择

（一）海湾中央至湾口；

（二）底质沙至泥沙、沙泥、泥；

（三）退潮水深 1-5M（打桩）或6~20M（浮筏）；

（四）W.T＞13℃；D＞1.013；

（五）水面平静、水质肥沃、潮流畅通、适量淡水

注入。

易犯黑

 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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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
 二、养殖器材

（一）标粗笼：
网 袋—20×25cm2、25×30cm2 ，网目如下表；

支撑架

 
—竹架、铁线框、包装带。

（二）养成笼：
锥形笼（湛江）、四方笼（广西）、片笼（育珠、

网目3cm）（见图 4-3.1）。

（三）吊养设备：
木桩（长、短）、木竹排、浮子延绳筏 （图43.2）。

分级

 
1       2       3       4       5         （级）

网目

 
80     60     40     20     12  （孔目/英寸）



第八大节 8/16 24

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
 三、贝苗的中间培育

（一）中间培育密度：

1~3mm商品苗

 
2~3 个月

 
2cm 过程。

（二）培育设施：

以木、竹排为好，操作场不受潮水控制，水质好。

（三）培育管理：
四勤——看、刷、除、分。

培养级别

 
1     2        3      4        5

网目大小（目）

 
80    60     40     20     12

密 度（粒/袋）

 
5千

 
3千

 
2千

 
1千

 
5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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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
 四、母贝的养成

（一）养成方式：
 1、长桩吊养（见图）：适于泥或泥沙底，可打桩，退潮

水深2~3米以上，广东。

木桩：4~6m，尾径10cm，尼龙薄膜包扎防凿穴贝类。

绳缆：φ1 cm聚乙烯绳，每条10~15m。

优点：（1）抗风浪性能强；

（2）适于浪大流急地方；

（3）成本低。

缺点：（1）生活水层不固定；

（2）水浅混浊影响生长；

（3）操作时间受潮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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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
 四、母贝的养成

2、短桩吊养（见图）：适宜沙底，退潮仍有0.5~1m
水深的 浅滩，见于广西营盘。
木桩：1~2m，尾径5~10cm，摇入地0.5~1m，

柱距10~15m，尼龙薄膜包扎防凿穴贝类。
绳缆：φ1cm 聚乙烯绳，每条10~15m，供四方笼

吊挂，但笼子着地。
优点：（1）抗风浪性能强；（2）操作方便，退潮徒

步操作；（3）成本低。
缺点：（1）生活水层不固定；

（2）操作时间受潮水限制；
（3）受底栖敌害干扰较大；
（4）退潮时水太浅易受寒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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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
 四、母贝的养成

3、浮筏吊养：适于浪小，最低潮仍有5~6M
以上的海区，见于湛江、 海南等地。

结构：竹筏或木筏+浮桶+边锚

优点：水层恒定、水质较清、潮流畅通、

生长快、操作方便；

缺点：抗风力差、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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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
 四、母贝的养成

4、浮子延绳筏吊养：

适于浪大，水深海区，用于吊养母贝。

优点：水层恒定，抗风性能强，生长快；

缺点：操作不方便，不适于育苗及育珠。

1.2M1.2M

ΦΦ

 
1.0cm1.0cm

ΦΦ 2222cmcm
浮力浮力

 

66kgkg

60~10060~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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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殖管理

1、调整养殖密度：

2、调节养殖水层：
夏冬深吊——防晒防寒；
春秋浅吊——加强摄食；
雨期深吊——避开表层淡水；
避开附着生物附着水层——多毛类，藤壶等。

分疏：2cm（250个/笼）

 
逐渐分散

 
5cm （50个/笼）

网目： 1cm                         2.0cm                     3.0cm

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
 四、母贝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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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除贝体、网笼附着物：

影响水流、争夺O2 及饵料、妨碍开壳。

（1）、先切断足丝（忌拉断）；

（2）、用刀削去附着物（忌砸断壳缘及铰合部）；

（3）、尽量缩短离水时间（忌日晒）；

（4）、网笼附着物难清时即换笼、晒笼。

4、清除敌害：螺、蟹、鱼等。

嵌线螺在营盘极多，1个/笼常见。

5、预防自然灾害：

（1）台风：深吊、加固设施、浮筏应转移至避风港；

（2）洪水：深吊、转移、保证比重1.010以上；

（3）寒潮：深吊、深移；

（4）高温：深吊、深移。

第三节
 

珍珠贝的养殖
 四、母贝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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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一、植核季节

见图 4-4、4-5
春季：2月下旬—5月上旬，18—28℃ ；

秋季：10月—12月上旬，28—20℃
（此季营盘不插）。

原因：18℃以下珍珠层形成慢，即12月
过后入冬珍珠层形成慢；

28℃以上繁殖体弱 ：高温+消耗；

入秋贝体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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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二、植核贝的术前处理

（一）定义
植核前用一定的方法去除生殖细胞并调整贝的生理活

性以便插核手术，从而达到提高成活率及珍珠质量的

做法。

（二）经术前处理的育珠效果
1、成活率提高10~18%，成珠率提高15~20%（收成

珠数/插核珠数）；
2、珍珠质量提高 20~43% （正常珠比率）。

（三）术前处理后生理状态恢复快
1、植核后生理状态恢复快，见

 
。

2、珍珠囊细胞由高柱状

 
扁平状快，珍珠质分泌快。



第九大节 1/16 33

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二、植核贝的术前处理

（四）术前处理的方法
1、场地选择：流速缓慢或底质沙、岩礁、砾石海区；

2、抑制用笼具：

（1）小网目网笼；

（2）密编竹笼；

（3）木板笼（底为网片）；

（4）新型塑料笼。

3、抑制要求：

（1）贝体健康、有充分营养积累；

（2）切断足丝，除去附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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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二、植核贝的术前处理

4、处理方法：
（1）冬季—生殖腺形成期（2~3月，15~18℃）

A、特点—营养足，生殖细胞极少或未形成，活
力强。

B、方法—抑制成熟及活力：抑制笼，70%容
积，深吊（5M以下或海底），等待
达标使用。

（2）春季—生殖腺成熟及排放期（4~5月，22~25 ℃ ）
A、特点—生殖腺接近成熟或成熟待放，活力强。
B、方法—去除生殖细胞及抑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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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二、植核贝的术前处理

a、疏养（30%）浅吊（20~60cm）：O2 多、饵丰、

WT高 成熟 ；

b、抑放：切断足丝、去除附着物、竹笼密（70~80%）

深吊（5m）。

c、促放：

白天浅吊法：20-60cm，潮流冲击；

夜间浅吊法：20-60cm，夜活动习性，更易排放；

水池综合法：浅滩筑池，阴干3~4h后放入池促放；

日晒法：切断足丝，日晒1—2H，浅吊促放 ；

水槽升温充气刺激法：

d、休养：排放后把贝放入抑制笼中吊回海区休养1周 。

水槽催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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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二、植核贝的术前处理

（3）初夏—繁殖期过后（5~6月，25~28℃）
A、特点—生殖腺排空，活力因环境而异：

环境好，活力强；环境差，活力弱。
B、方法—调整活力：活力强者：密养、深

吊；活力弱者：疏养、浅吊（达到活力
适中）。

（4）秋季—10~12月，28~20℃
A、特点—生殖腺饱或不饱或空；活力强；
B、方法—综合上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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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二、植核贝的术前处理

5、术前处理所需时间：短则1~3周，长则1.5~2个月，

稚贝活力调整情况。

6、经过术前处理的母贝达到下述要求（七个观察指标）：

（1）晶杆长度缩短1/5~1/6，重量减少30~50%，以

以40%为好；

（2）提离水面多数开壳缓慢；

（3）开口时开口器有粘着力又不费劲；

（4）不长鳞片；

（5）大多数贝体只长1~2根足丝；

（6）鳃、外套膜、闭壳肌黑色素变淡；

（7）生殖腺乳白色半透明，丰满富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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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二、植核贝的术前处理

7、进行术前处理应注意的事项：

（1）用于处理的贝应发育良好、健壮、有充分的

营养积累，无病虫害；

（2）70%贝体达到要求即可，追求100%将使部

分贝体过弱，适得其反；

（3）加强检查，及时调整处理强度（为密度、深

浅、时间等）；

（4）防止抑制不均，经常调整贝在笼内相对位置；

（5）严寒、酷暑应尽量缩短离水时间；

（6）及时移去处理过程死贝；

（7）若生殖腺萎缩成橘红色，应降低拟制强度并延

长休养时间至10天使成乳白色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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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三、植核贝的处理

（一）排贝：
把完成术前处理的贝取回切断足丝，然后紧挨在

排贝笼中，不容贝体有开壳的空间，把笼子放在

水池中一段时间，使贝缺氧，在离水时能自动开

口，便于开壳手术，减少开口损伤。

方法：

高温期—当天排贝当天用，排贝时间1~3H；

低温期—晚上排贝第二天用，但密度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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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三、植核贝的处理

（二）栓口：
开口器、木塞 （图），注意事项：

1、木塞大小与贝体相适应，如7.0cm
高贝用小于1.7cm宽塞；

2、开口器用力均匀不伤贝壳及闭壳肌；
3、木塞位置应恰当；
4、不造成外套膜收缩；
5、20分钟内做完手术。

栓口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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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三、植核贝的处理

（三）植核用贝的选择
1、小片贝：健壮、大型；鳞片发达，放射

线明显；外套膜色泽鲜艳，中厚。
2、手术贝：下列贝不能用来插核：

（1）生殖腺不多，但软体部稀松；
（2）无生殖腺，软体部成水肿状；
（3）生殖腺处于成熟期和放出前期；
（4）生殖腺萎缩呈橘红色；
（5）外套膜收缩离开外套线；
（6）鳃大部分脱落或烂鳃；
（7）足变硬、闭壳肌受伤；
（8）黑心肝（多毛类、穿孔海绵寄生）；
（9）排贝时间过长贝体太弱或贝破损大于1cm2。

3、两种贝比例：

 
手术贝：小片贝=1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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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四、外套膜细胞小片的制备

（一）外套膜外侧上皮的分泌机能

1、最边缘（生壳突起）——壳皮质；

2、稍内缘——棱柱突起；

3、内
 

缘——珍珠质。

边缘
 

> 中央

4、分泌速度
 
腹缘

 
> 背缘

右壳
 

> 左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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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四、外套膜细胞小片的制备

（二） 外套膜的切取

1、位置

甲：唇瓣下开始切，供插小核；
乙：甲丙之间，供插大核；
丙：肛门之下，插中、小核用。
其中

 
上：分泌慢，不适合作小片；
中：分泌适中、纯、适作小片；
下：分泌快但杂质多、不适合作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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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四、外套膜细胞小片的制备

2、切取依据：色线－粘液细胞组成的灰黑色线条，位于

外侧上皮表面。以色线内外各50%或内4外6、内6 
外4切取分泌细胞。

3、大小及形状：以正方形为好，大小以下表为好，

太大易形成异形珠，太小分泌速度慢。

表、小片大小与珠核关系

公式： mm×系数=小片边长mm     实际使用小片

4.5~6.0×0.5=2.25~3.0          2.5~2.6
6.0~7.5×0.45=2.7~3.4          2.7~3.1
7.5~9.0×0.4=3.0~3.6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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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四、外套膜细胞小片的制备

4、切法：（4-1、4-2 、4-3 ）
（1）切开闭肌，防收缩；
（2）肛门下、唇办下、集束端－色线间各切一刀；
（3）外侧朝上，用脱脂棉吸足水后抹去污物及粘液，

置于玻片上；
（4）按4：6、5：5、6：4比例先切外后切内缘，外

侧6时，奶咯、金黄色珠比例高。

小片制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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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四、外套膜细胞小片的制备

（三）外套膜小片的染色和药物处理
1、染色

目的：便于观察及消毒。
原料：红汞（3%海水溶液），兼有消毒作

用；结晶紫、 食品红——适量，仅
染色。

2、药物处理
目的：提高珍珠质量、数量。
原料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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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四、外套膜细胞小片的制备

（1）1/5000荧光色素伊尔明诺K海水溶液，浸3分钟；
（2）0.5g蛋黄卵磷脂与海水混合成乳状液涂于小片上，

渗透后用；
（3）1/5万金霉素海水将红汞稀成2%溶液浸小片，插

植工具及珠核用1/10万金霉素处 理，提高成活率；
（4）1~5%聚乙烯吡咯烷酮（PVP）海水溶液促进小片

顺利形成珍珠囊，商品珠率高，白色珠多，黄色珠
下降。

3、注意事项：
小片经上述处理后要保持润湿尽快使用，从切取至

植核不超过20分钟，一个小片员可应付7—8个植核员所
需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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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五、植核方法

（一）珠核
材料—背瘤丽蚌、多疣丽蚌、猪耳丽蚌

（壳厚， 比重及膨胀系数与珍珠接近）。（见图）
各种珠核规格如下表

小核

 
中核

 
大核

 
特大核

3.1~5.0            5.1~7.0         7.1~9.0        9.0以上（mm）

24000-5800      5000-1900    1800-900    大于900（粒/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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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五、植核方法

（二）插核位置和数量（见图）
1、位置：

（1）腹脊—插大核，注意别压挤肠道；

（2）泄殖孔与围心腔之间位置—插中小核、小心

别捅进围心腔；

（3）唇办与泄殖孔之间—插小核、现多不用。

2、数量：

大中核 2个，大核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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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五、植核方法

（三） 植核方法：

（4-14 、4-15 、4-14 、 4-17 ）
工序：手术贝检查

 
开切口

送

 
核

 
愈合

 
开口

 
送小片。

通道

 
送

 
核

 
送小片。（此法为主）

送小片

 
送核。

工具使用顺序如下：

平板针

 
切口刀或前导针

 
通道针

 
送核器

推核器

 
小片针。

插核过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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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五、植核方法

（四） 植核后施术贝的处理：

去木塞

 
室内水池流水暂养

 
中午及下午各装

入休养笼

 
系标志牌、记录贝数、插核数

送往休养场。



第十大节 4/16 52

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五、植核方法

（五）保证珍珠质量的几个植核关键：

1、小片外侧应贴珠核，否则形成：素珠、一个有核
珠和一个无核珠、畸形珠；

2、小片应全面紧贴珠核，否则形成：污斑珠、尾巴
珠、素珠；

3、珠核不得与缩足肌接触，否则因其收缩造成：脱
片、 污珠、尾巴珠；

4、开切口时不得损伤足丝腺，否则可引起污染死亡，
或足丝腺部分细胞引入珍珠囊内分泌杂质使珍珠
形成斑点；

5、不能损伤消化盲囊及肠道；
6、切口大小适中，以比珠核直径略小为好，太大引

起脱核或脱片，太小插不进珠核。



第十大节 5/16 53

第五节
 

珍珠的培育
 一、施术贝的休养

（一）休养的目的

1、使生理活动从被抑制状态逐渐恢复正常，防止剧

烈运动加大创口、减少死亡；

2、使小片在形成珍珠囊前不发生或少发生位移，防

止脱核或脱小片，或小片不贴切而形成素珠、畸

形珠等。

（二）休养场的环境

水面平静，流速缓慢；WT<＝28℃、D>=1.016；
水深>=5M；水清、底质好；敌害生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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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珍珠的培育
 一、施术贝的休养

（三）休养方法

根据施术贝活动的强弱决定抑制的强弱：

1、强抑制方法：

竹笼（高10~12cm、长宽各35cm）+网盖（60个/笼）；

2、弱抑制方法：珍珠笼外罩3~5 mm网目之网布，

放养密度为平时（30只/ 笼）的1.5~2倍（45~60 
只/笼），最好吊养在浮筏上，水层 3~5M为宜。

3、新型休养笼： 术后休养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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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的培育
 一、施术贝的休养

（四）施术贝在休养期的变化

1、形成壳缘鳞片时间：20天（80%），无术前处理的

40天（20%）；

2、能正常分泌足丝时间：3周（大多数），2周（50%），

1周（极少分泌）；

3、鳃、软体部色素变黑时间：10天后，若10天仍黄色，说

明休养场及方法有错；

4、死亡高峰期：5~7月份以第2~3天；3~4及8~10月以

第4~5天；

5、吐核高峰期：腹嵴第10天、泄殖孔第4~6天;夜间脱核量

为日间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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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的培育
 一、施术贝的休养

（五）休养期的确定

依据：珍珠囊形成时间及施术贝恢复正常生理活动时间

实验认为：20~25天为好，至少10天以上，因7天内生

理极混乱，第七天 才逐渐恢复正常。

（六）休养期间的管理工作

1、及时清除死贝：头6天内，低温期二天检查一次，高温

期每天一次，死亡高峰过后2~4天/次。要求：露空短、

动作轻、尽量减少刺激。

2、做好记录统计工作，判断植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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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的培育
 一、施术贝的休养

植核员姓名：×××，标志牌形状：△

 
，标志牌颜色：绿色

施术日期

 

牌号

 

当天插贝数

 

总核数

 

休养期死亡数

 

脱核数

 

休养结束日期

 

余贝数

97.3.8       1      216             432        35               105         4.3                181
3.9            2      205              410         31           85          4.4               174
…… …… …… …… …… …… …… ……



第十大节 10/16 58

第五节
 

珍珠的培育
 二、珍珠的育成

（一）育珠场的环境

一般要求：

风平浪静，潮流畅通，水深5M，沙、泥沙底，少量

淡水注入，水肥，13℃≤Wt ≤ 30℃；D1.018-
1.020（雨季≥1.013）。

比重

 

海况

 

成活率

 

饵料

 

珍珠分泌速度

 

透明度

 

光照

 

珍珠系统主色

高

 

稳

 

高

 

少

 

慢

 

高

 

强

 

奶酪、金黄-营盘

低

 

不

 

低

 

多

 

快

 

低

 

弱

 

白色、粉红-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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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珍珠的培育
 二、珍珠的育成

（二）育珠水层

1、珍珠质分泌量与水层：1、2、3m较多，0.5，4m较少；

2、珍珠颜色与水层：4M粉红色多，0.5，3.0m次之；1－
2m最少；0.5，1，2，3m黄色珠多，4m较少；

3、珍珠光泽与水层——3、4m最好，2、1m次之，0.5m
最差。

综合考虑：育珠前期着重珍珠分泌量，后期着重颜色及

光泽。

（三）育珠笼具
片笼；锥形笼；四方笼。（4-20、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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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的培育
 二、珍珠的育成

（四）育珠时间

现在一般10－12个月，提倡12—15个月，以珠层达到

0.4mm以上为度。

（五）育珠期间管理工作：

1、去除网衣：休养期用于控制水流及回收珠核的网衣；

2、调节养殖密度：30-35个/笼；50－60个/片笼；

3、调节水层：春秋浅吊，夏冬及汛期深吊；

4、清除死亡及附着物：要求——时间短、动作轻、避直射光；

9月份离水30分钟会使珍珠囊：扁

 
高柱状

 
分泌有机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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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珍珠的培育
 二、珍珠的育成

（六） 育珠结束时做好下列统计工作检查育珠效果

植核员姓名：×××；

 
牌子形状及颜色：△，绿

育珠日期

 

牌号

 

贝数

 

总核数

 

育珠期死亡数

 

余贝数

 

开珠贝数

97.4.3       1         181        327              20           160       260
4.4          2         …… …… …… …… ……

育珠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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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珍珠的培育
 三、珍珠的收获

（一）收获的季节

1、视珠层厚决定采收时间：

小核0.60mm      
过去，珠层厚度

 
中核0.75mm    养2年。
大核0.90mm

现在珠层厚度0.4mm以上即可采收

 
养1 年。

2、视珍珠光泽最好的月份采收：
12月~2月，13℃<Wt<17 ℃，光泽最好；
7、8月光泽最差。
原因：水温低，母贝健壮，分泌结晶大，形状规则，

光泽量好；水温高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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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珍珠的培育
 三、珍珠的收获

（二）收珠的方法：
以小刀切断闭壳肌取珠，肉可食或深加工利用。

（三）收获量：

1、由植入珠核大小、数量、死亡率、吐核率等因数所决定。

2、目前的生产水平：育珠成活率仅40%，插1万贝可收获

珍珠1.5~3.0市斤，平均2市斤，市价值7000元。成本

每1万贝约5000~5500元，利润1500~2000元。

3、每插1个贝成本核算：母贝费 0.10元/只，珠核费0.20元
/只，插核费0.10元/只，管理费0.04元/只，工具费0.06
元/只，设备费0.05元/只，合计0.55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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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珍珠的培育
 三、珍珠的收获

4、每插1万贝留核情况及死亡情况：

（1）休养期成活率60%左右；

（2）育珠期成活率70%左右；

（3）留核率=4200只贝×0.8粒/贝÷18000粒

=3360/18000=18.7% 。

（四）珍珠采收后的处理：

用肥皂水洗涤、漂净、凉干，存于干燥处。若保

持潮湿，会长一层薄膜，影响质量。

珍珠的采收及总结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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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述天然珍珠成因及人工养殖珍珠原理。

2、试述目前我国海水珍珠养殖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3、比较母贝养成的方式及优缺点。（作业题）（作业题）

4、试述术前处理的方法。（作业题）（作业题）

5、完成术前处理应达到什么要求？（怎样才算完成术前

处理？）

6、术前处理应注意什么事项？

7、那些贝不能作为手术贝？

8、外套膜小片的药物处理方法有那些？（举出4种以上）

9、施术贝在休养期有什么变化？休养期如何确定？

10、概念：珍珠、术前处理、手术贝、排贝、施术贝。

本章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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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海水珍珠粉（食用胶囊）纳米海水珍珠粉（食用胶囊） 返回本节返回本节
返回本章返回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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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珍珠活肤眼贴膜纳米珍珠活肤眼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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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珍珠护肤品纳米珍珠护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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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珍珠护肤品纳米珍珠护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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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核工具



第七大节 /16 79
返回本节返回本节
返回本章返回本章



第七大节 /16 80
返回本节返回本节
返回本章返回本章



第七大节 /16 81
返回本节返回本节
返回本章返回本章

剪取外套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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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母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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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母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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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珠母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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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珠母贝马氏珠母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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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未成熟卵；、未成熟卵；

 22、已成熟卵；、已成熟卵；

33、受精卵；、受精卵；

44、极叶伸出；、极叶伸出；

55、、22细胞期；细胞期；

66、、44细胞期；细胞期；

77、、1616细胞期；细胞期；

88、桑椹期、桑椹期

99、囊胚期；、囊胚期；

1010、担轮幼虫期；、担轮幼虫期；

1111、、DD型幼虫期；型幼虫期；

1212、、DD型幼虫期；型幼虫期；

1313、壳顶前期；、壳顶前期；

1414、壳顶后期；、壳顶后期；

1515、变态幼虫期。、变态幼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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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子延绳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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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附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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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珍珠贝的植核
 二、植核贝的术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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