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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实用角度出发，结合科研实践和文献资料，主要阐述了刺参生物学和生理生态学特征、刺参池
塘养殖的一般技术环节、刺参养殖池塘生物种类多样性、刺参养殖池塘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池塘刺
参健康养殖理论。
本书内容新颖，图文并茂，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和实用性强。
出版本书势必对当前正在蓬勃发展又存在巨大风险的刺参养殖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丰富了刺参养殖
的专业知识，为海洋水产的健康养殖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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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刺参的生物学特征及生理生态学研究概况　　第五节　刺参的生态分布和习性　　一、
地理分布　　刺参主要分布在北太平洋沿岸浅海，属寒温带种，它主要分布在日本、朝鲜及俄罗斯的
远东近海；在我国它主要分布在辽宁的大连、旅顺、长海等地近海，尤以长海县的大长山、广鹿、獐
子、海洋等诸岛岩礁地带产量最大。
此外，辽宁省的瓦房店及绥中县的止锚湾等地近岸也有分布。
其次，河北的北戴河，山东的长岛、烟台、威海、龙口、青岛等地沿海以及江苏的连云港均有分布，
其分布的南限为连云港的平山岛。
　　二、栖息环境　　刺参多栖息在水深3～15m的浅海中（辽宁省长山岛海域可达35m），生活在水
流小、无淡水注入、海藻繁茂的岩礁底或底质较硬的泥沙底。
刺参是一种能耐受很强压力的动物。
从几米到几千米水深都能存活，但它一般多生活在水深3～20m的海底。
刺参喜欢栖息于岩礁、乱石底质，并有丰富的海藻资源。
刺参长期生活在光线不足的昏暗海底，喜欢弱光，特别是在刺参的繁殖期内，产卵和排精一般在夜间
进行，遇到强光刺激身体就会收缩。
刺参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它摄食时离开所在的岩礁，在暴风雨或风浪到来之前，它需要寻找安全
的场所。
夏季水温上升，刺参要选择既安全又安静的场所进行夏眠。
因此，岩礁、碎石、海藻丛是刺参的首选栖息地，刺参还能以海底大量堆积的牡蛎壳和贻贝壳作为栖
息场所。
　　三、运动与摄食　　刺参白天蜷伏在乱石缝隙中间，夜里以其腹部的管足作为运动器官，在运动
时辅以肌肉的收缩和伸展，向前做波浪式的匍匐运动。
刺参没有视觉器官，但感官很灵敏。
我们发现，刺参的触手、疣足和腹部的管足主司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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