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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蝶贝是目前唯一能批量生产黑珍珠的珍珠贝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内开始进行黑蝶贝的研究和培
育，在人工育苗、苗种中间培育、插核术前处理、关键插核技术及术后休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目前

还没有达到规模化生产程度。在养殖及珍珠培育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苗种培育阶段暴发的外套膜流行病；

海洋环境恶化导致的高死亡率；插核后死亡率、脱核率高，造成存珠率不高等。针对黑蝶贝繁育、培育、插核等技

术的研究进展及养殖现状与问题进行述评，为黑蝶贝健康养殖的进一步研究及黑珍珠的规模化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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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母贝（Ｐｉｎｃｔｄａ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ｉｆｅｒａ）俗称黑蝶贝，是
我国主要的海水养殖珍珠贝类之一（金启增等，

１９９２；蒙钊美等，１９９６）。传统的黑蝶贝分布区域是
法属波利尼西亚环珊瑚礁海域、库克群岛、巴拿马岛

以及墨西哥海湾等地，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沿海

海域（包括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广东卤洲岛、广

西涠洲岛及台湾澎湖群岛等（严俊贤等，２０１５）。黑
蝶贝喜欢栖息在海水水质清澈、水流较缓、低潮线附

近至潮线下６０ｍ以内的浅海海底（谢玉坎，１９９５），
它们通过足丝吸附在珊瑚礁或海底岩石上，也有一

些生活在混有砾石的泥砂底质中。黑蝶贝的贝壳大

而坚硬，厚度适中，是制作贝雕等工艺品的优质材

料，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郑恒有，２００１）；《本草纲
目》中记载所产贝壳和珍珠可以入药；黑蝶贝的贝

肉大而肥厚，味道鲜美，是海鲜中的上品，在国内及

台湾地区、日本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黑蝶贝孕育的

黑珍珠以其稀有名贵、庄重典雅成为继钻石之后又

一显示尊贵身份的高档珠宝，享有“皇后之珠”和

“珠中皇后”的美誉（张帆，２０００）。黑珍珠分为润泽
幽深的孔雀绿、高贵神圣的酪乳黄、庄重典雅的银冰

灰、纯洁清新的乳亮白等品种，以其迷人色泽及细腻

致密珍珠质而成为其中的圣品（余祥勇和叶富良，

２００２）。

１　黑蝶贝养殖历史及现状

受地理分布区域的影响，最早开始批量养殖黑

蝶贝的是墨西哥，主要是依靠捕捞天然贝苗，为了获

取规格统一、品质稳定的黑珍珠，在１９世纪已经开
始培育黑蝶贝。随着黑珍珠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

１９０５－１９２２年，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苏丹建成黑蝶贝
养殖场（松井佳一，１９７６），与此同时亚洲的日本也
进行了一系黑蝶贝相关的研究，包括天然黑蝶贝的

采集及驯养试验、试插核试验等（和田浩雨，１９８２），
并在１９２７年取得育珠成功，产出第一批黑珍珠，人
工培育产品上市。在此之后的５０年里，日本一直走
在黑蝶贝养殖和研究的前沿，１９６３年日本科研工作
者在法属波利尼西亚进行插核试验，获得了直径达

１３ｍｍ的大颗黑珍珠（Ｓｈｏｈｅｉｓｈｉｒａｉ，１９８１），之后又
逐步在利尼西亚诸岛进行扩展推广，取得良好的效

果。我国最早对黑蝶贝的研究是１９７０年，通过人工
捕捞、插核的方式，在１９７１年收获第１批黑珍珠（蒙
钊美等，１９９５），但是这次试验的人工养殖黑蝶贝个
体小、插核后成活率低下且产的黑珍珠颗粒小，没有

取得理想的效果，试验没有继续进行。１９８６年南海
水产研究所再次开展黑蝶贝的试验，对幼虫培育、饵

料获取、插核技术等关键技术进行再次探索，并取得

一系列的研究进展，为我国的黑蝶贝研究奠定了科

学基础。现阶段我国的广西北海、广东湛江、海南三



沙等地沿海都有黑蝶贝的养殖育珠产业。受困于技

术革新较慢、插核后死亡率较高以及类似于大珠母

贝的流行病和海洋环境恶化等因素，黑蝶贝并没有

形成集约化的规模生产，所产的黑珍珠不能满足消

费需求。

２　养殖技术

２．１　黑蝶贝人工育苗
国内最早进行黑蝶贝人工育苗是在１９８４年，南

海水产研究所科技人员选择在海南省陵水县进行了

２次试验（黄国雄，１９８５），分别是天然繁育和人工授
精繁育２种形式，但这２种方式获得的仔贝数量均
较少，且繁育的仔贝生长缓慢、死亡率高，效果较差。

所以国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通过近海采集

天然母贝，采取半人工繁殖的方法进行黑蝶贝的繁

育，没有形成产业化。这期间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在

摸索中前行，也进行了一系列黑蝶贝人工繁育的研

究。符韶等（２００２）利用雄性２只、雌性１０只，在水
温３０℃充满浓藻的塑料盒进行亲贝人工催熟，对试
验结果进行统计，受精率达到了８６．３６％，且经过２０
ｈ的培养可以发育到直线绞合幼虫形态，研究表明
人工受精的成功率明显提高；黄海立等（２００８）研究
了投喂小球藻等７种不同藻类或微生物饵料对黑蝶
贝幼虫不同阶段的影响，筛选出幼虫不同阶段的最

适宜饵料种类，并认为投喂混合饵料最有利于幼虫

的存活、生长、变态，为黑蝶贝幼虫饵料筛选奠定基

础；邓陈茂等（２００５）开展了珠母贝、亲贝人工促熟
培育与催产的研究，实验采用温度递增法，同时采用

配合饲料、亚心形扁藻（Ｐｌａｔｙｍｏｎａｓｓｕｂｃｏｒｄｉｆｏｒｍｉｓ）、
三角褐指藻（Ｐｈａｅｏｄａｃｔｙｌａｒｔｒｉｃｏｎｒｕｔｕｍ）结合饲喂，有
效促进了亲贝的成熟，最后采用浓藻加阴干刺激法，

催产成功率达到１００％，为亲本诱熟探索了方法；黄
海立等（２００９）比较了使用不同方法对不同产地的
黑蝶贝亲贝经诱导后的成熟率、成熟时间、精卵排放

率以及繁育仔贝的成活率等的差异，为研究不同地

域黑蝶贝亲贝的人工催熟条件提供了科研基础。

２００４年以来，不断有公司在海南进行黑蝶贝的批量
养殖生产，其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

研究所和三沙海蓝蓝珍珠养殖有限公司联合攻关，

在三沙市羚羊礁建立海域 ２００ｈｍ２的黑蝶贝养殖
场，通过购买健康亲贝放养在泻湖内，自然产卵孵

化，人工采集天然苗，目前已经能达到养殖珠母贝苗

１０万粒、亲贝１万粒。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对黑蝶贝培育黑珍珠还处在一个产业化的起步阶

段，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工繁育技术并推广。

２．２　种苗中间培育
黑蝶贝种苗的中间培育指的是贝苗从５ｍｍ养

殖到３ｃｍ的这段过程，该培育阶段是黑蝶贝种苗培
育期生长、变态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流行病、食性

转化等因素造成高死亡率的时期。梁飞龙等

（２００８）２００４年利用（４．５±０．７）ｍｍ珠母贝稚贝在
陵水县黎安港的内湾性海区、雷州市流沙港内湾型

半开放性海区、三亚市六道湾放性海区进行了传统

式和网箱式养殖的比较，结果显示开放性海域的贝

苗的生长速度优于另外２种，网箱养殖模式的成活
率和生长速度都有显著提高，这与开放式的养殖环

境饵料丰富度密切相关。周银环和黄海立（２０１６）
报道了黑蝶贝稚贝生存水温是１５．３～３３．４℃，最适
生存水温是 ２３～３１℃，适合生长水温是 １７．８～
３３１℃，最适生长水温是２９～３１℃，该研究明确了
黑蝶贝稚贝生长的温度需求。黄海立等（２００７）研
究了珠母贝人工苗种中间培育的拱形笼吊养法、柱

形笼吊养法、网箱法、开放式吊养法４种养殖方法，
其中柱形笼吊养法成活率最高，光照强度 ３００～
５００ｌｘ、水深８～９ｍ成活率最高。陈明强等（２０１６）
进行了珠母贝人工苗种中间培育的研究，探讨了培

养模式及光照，水深需求等。劳赞等（２００９）报道了
珠母贝人工繁育优化技术，指出影响珠母贝附着幼

虫变态和幼贝存活的因素包括不同种类的附着材

料、通过分池培育、给予的光照强度、不同流速水和

冲洗附着材料等，研究表明选用附着绳为附着材料、

分池培育、给予冲洗能提高成活率但是随着水流速

度加快而下降，成活率降低。ＪｏｓｉａｈＨ等（２０００）研
究了附着材料和天敌对黑蝶贝稚贝生长和存活的影

响。ＤｏｒｏｕｄｉＭＳ和 ＳｏｕｔｈｇａｔｅＰＣ（２００２）研究了化
学材料对黑蝶贝幼虫附着能力的影响。严俊贤等

（２０１５）研究了影响黑蝶贝滤水率的因素，研究结果
为：随着ｐＨ升高，各种规格的黑蝶贝滤水率增加，
ｐＨ为８．６时开始下降，随着黑蝶贝体重的增加滤水
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滤水率与投喂的藻

的种类相关。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外对稚贝的

培养条件尚在摸索中优化。

２．３　插核技术影响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工培育黑珍珠的黑蝶贝

母贝壳长一般为７～１３ｃｍ，插核技术参考马氏珠母
贝的插核方法（毛勇等，２００３）。蒙钊美等（１９９５）研
究了母贝成熟度、插核位置、母贝排空体内的生殖腺

和肠胃食物时间以及母贝术后休养方式等条件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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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贝术后存核的最优条件，认为选择发育丰满成熟

度高的母贝、术后休养采取贝笼方式、二核插核、插

核前１４～１６ｈ进行处理为最优条件。冯永勤和曾
关琼（１９９９）进行了珠母贝插核育珠研究，壳长７～
９ｃｍ的母贝术后成活率最高，９～１１ｃｍ的成活率最
低；外套膜与插核小片颜色一致的插核存珠率显著

高于不一致的组合；比较了壳长、插核小片颜色对母

贝插核后死亡率的影响，避免人为失误造成过高的

死亡率；插核后母贝死亡的高峰发生在第１周、插核
后１个月内脱核百分比后半个月高于前半个月，并
且整个插核育珠期都有脱核情况的发生，这与企鹅

珍珠贝和白蝶贝脱核规律都不相同。邓陈茂等

（２００７）研究，术前处理的５个步骤（常规母贝清洁、
促性腺发育、刺激促使性腺排放、水层调整及休养管

理）有效地提高了母贝术后的成活率和存珠率。

ＪｏｈｎＨ等（２０００）使用化学药物松弛素、灭菌剂和物
理封闭技术，能有效加速珍珠的生长。

三沙海蓝蓝珍珠养殖有限公司在珠母贝插核前

利用抑制笼养殖数天、增加母贝的养殖密度、减少饵

料的摄食量，使母贝排空体内的生殖腺和肠胃中的

食物，增加珠母贝腹部的空间，有利于插核手术的进

行，从而降低珠母贝的术后死亡率、提高优质珠率。

由于母贝个体大，传统生产是在左袋左边位置插核，

存珠率很低，三沙海蓝蓝珍珠养殖有限公司采取了

左袋右边的插核技术，提高了存珠率。该公司现在

放养有珠母贝２０万只，年生产珠母贝珍珠２０００颗
左右，优质珠１０００颗左右，母贝术后死亡率由原来
的２０％下降到 ８％，存珠率由原来的 ５０％提高到
６６％，优质珠率由原来的３０％提高到４５％。

３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３．１　培育良种
黑蝶贝只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水质清澈、污

染小、环境良好海域，在我国的分布区域有限，且随

着近年来人们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加剧，海洋生态环

境恶化，黑蝶贝狭小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本就相

当有限的种质资源面临更大的挑战。现阶段我国主

要依靠捕捞野生黑蝶贝进行插核或育种子一代、子

二代进行养殖、插核育珠。这种方式造成了野生黑

蝶贝资源的严重破坏，种群濒临灭绝，难以为继，也

不能满足人们对黑珍珠的需求。另外人工捕捞的黑

蝶贝无论是亲贝还是繁殖的子贝，都具有很高的死

亡率，人工培育的黑蝶贝子贝培育到成贝，成活率不

到０．１％（李有宁，２０１３）。培育出生长速度快、抗病

性强、环境适应性广的品种成为第一要务。可以参

照合浦珠母贝育种方式，将不同地区的黑蝶贝采取

种内杂交选育的方式进行人工选育，采取正反交的

方式统计子代的成活率、生长速度、壳高、壳长、抗病

能力、性成熟时间长短等因素。综合评定各杂交后

代的生长性状，选育出最适合扩大生产的后代，通过

连续的种内自交或杂交，形成性状稳定的品种。对

获得国家认定的品种，建立起一套规范的种质资源

标准，并按照标准进行推广和规模化生产。

３．２　黑蝶贝的人工培育技术
现阶段我国关于黑蝶贝中间培育技术的报道并

不多见，黑蝶贝培育的过程各实验科研单位和养殖

场的报道也存在一定差异。实验研究可以在这方面

做进一步的探索。从饵料种类和饵料密度着手，针

对不同时期珠母贝的最适口饵料种类，配合出各个

阶段最好的混合饵料，加快养成速度。建立一套黑

蝶贝从种苗到成贝养殖过程中的关于生长温度、盐

度、吊养方法、水质环境、术前处理、插核技术、术后

休养的行业标准。尽量降低种苗培育中和插核手术

后的死亡率，降低脱核率，提高产珠率及优质珠的比

率。这个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摸索，是

一个周期长、后期收效大的实验过程。

３．３　病害防治
黑蝶贝养殖过程病害的发生是限制产业化发展

的关键因素。除亲贝近亲繁殖、环境恶化造成种苗

体质减弱外，频发的流行性病更是造成黑蝶贝种苗

批量死亡的重要因素（陈皓文，２００５）。与大珠母贝
相类似，外套膜病是导致黑蝶贝各阶段贝死亡的主

要病害。进一步的研究应向病害防治与免疫方向侧

重，采取预防和治疗相结合的方式，遏制流行病的发

生；同时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对病原进行探索，找出造

成死亡的真正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疫苗研制、生产

及微生态制剂的研发，如果是自身携带或共生菌从

分子遗传学的角度进行病原基因实施阻断表达的方

法，亦可利用杂交选育的方法，培育出具有抗逆性的

品种。

４　小结及展望

养殖珍珠贝最重要的目的是获取珍珠，黑蝶贝

也不例外。现阶段我国珍珠产业面临着严重危机，

主要原因是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大规模的使用大珠母
贝、马氏珠母贝、企鹅珍珠贝培育珍珠，只注重产量

而忽视质量造成了我国的“南洋珠”品质急剧下降，

在国际市场的名声遭到破坏，不能够有效地拓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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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渠道，我国的珍珠生产和加工产业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处于低迷状态，原本形成的珍珠规模化产业链

一度中断。现阶段我国珍珠产业正处在转型的关键

阶段，逐步从高产量低品质的珍珠生产向高档珠宝

生产方向转变。黑珍珠气质高贵独特，在消费者心

目中地位高贵，生产高品质的黑珍珠正是这次转型

过程中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应当抓住这次机遇，在

以后的研究与生产过程加大资金与技术的投入力

度，早日培育出性状稳定、抗病、抗逆性强的品种，为

后续的黑珍珠的培育打好基础。希望政府部门给予

更多的支持，相信只要培育出品质优良的黑珍珠，就

有希望引领中国的珍珠市场走向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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