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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珍珠被誉为(宝石皇后)!养殖珍珠质量的提升是珍珠产业关注的焦点!也是珍珠研究领

域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着重介绍了评价养殖珍珠质量的 : 个方面内容!包括颜色$大小$形状$

光泽$光洁度$有核珍珠珠层厚度等% 详细陈述了各主要育珠贝种类及其产珠特点!它们所培

育的淡水无核珍珠和海水有核珍珠的质量情况!论述了不同规格$不同壳色育珠贝对所产珍珠

质量的影响% 重点介绍了作为制作小片供体的供片贝不同种类!以及供片贝不同年龄$不同壳

色对育珠贝所产珍珠质量的影响% 同时!阐述了插片手术过程中!化学药物因素$小片分离方

式$插片个数等插片手术工艺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此外!还从水质$水体微量元素$养殖深度$

养殖方式和养殖周期等几个方面系统探讨了外部条件对养殖珍珠质量的影响%

关键词! 珍珠& 质量& 标准& 影响因子& 进展

中图分类号! 0T#;7=&&&&&&&文献标志码',

&&珍珠素有%宝石皇后&之美誉)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中国珍珠总产量迅速提高"占据世界

T"U以上份额"但产值却仅占世界 #%U"产量与

产值形成强烈反差"珍珠质量不高是主要原

因*#+

) 致使我国珍珠质量不高的因素有很多"如

淡水养殖珍珠中大规格珍珠少(颜色单调"海水养

殖珍珠中珠层薄(光洁度差"育珠贝养殖种类少(

种质退化(病害严重(养殖技术落后等*$+

) 长此

以往"将严重影响我国珍珠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广

大养殖者的收益)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在珍珠科学养殖的

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进步"在珍珠贝生理*! 9=+

(人

工繁殖与育苗*#+

(病害防治*"+

(生态保护*: 9;+和

遗传育种*@+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对养

殖珍珠的产量提高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加强

养殖珍珠质量的影响因子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养殖珍珠质量"对促进我国珍珠产业良性发

展有重要意义) 养殖珍珠质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响*#"T 9#%+

"本研究以养殖珍珠质量标准为依据"从

育珠贝(供体贝(插片手术工艺(养殖条件等几个

关键的珍珠质量影响因素入手"重点介绍养殖珍

珠质量影响因子的研究进展)

#&养殖珍珠质量评价内容

珍珠质量分级标准是评价养殖珍珠质量的基

础性工作"对珍珠养殖有重要意义) $%%$ 年"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颁布了国家标准

,Qa>W#@;@# 9$%%$ 养殖珍珠分级-"确定了养

殖珍珠质量因素及级别评定规则) $%%@ 年对该

标准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国家标准,Qa>W#@;@#

9$%%@ 珍珠分级-"并于 $%%T 年 " 月 # 日起实

施) 在国家标准中" 珍珠的质量包括颜色

#O565N$(大小#LIEX$(形状#LDH_X$(光泽#6JLSNX$(

光洁度#LJNMHOXMIBILD$(有核珍珠珠层厚度#BHONX

SDIOYBXLL$等 : 个方面内容*##+

)

珍珠颜色主要指珍珠的体色(伴色和晕彩)

珍珠的体色包括!白色系列(红色系列(黄色系列(

黑色系列及其他系列'珍珠的伴色有!白色(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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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玫瑰色(银白色(绿色等'珍珠表面可能有晕

彩"可分为晕彩强(晕彩明显(有晕彩) 珍珠形状

分为正圆(圆(近圆(椭圆(扁平(异形) 珍珠的大

小"在正圆(圆(近圆形养殖珍珠中以最小直径来

表示"其他形状养殖珍珠中以最大尺寸乘最小尺

寸表示"批量散珠中可以用珍珠筛的孔径范围表

示) 珍珠的光泽"划分为极强(强(中(弱等几个等

级) 珍珠的光洁度"划分为无瑕(微瑕(小瑕(瑕

疵(重疵) 有核珍珠的珠层厚度"分为特厚(厚(

中(薄(极薄等级别*#$+

)

$&育珠贝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育珠贝是产生珍珠的母体"没有育珠贝就不

可能形成珍珠) 育珠贝的质量对所产珍珠的质量

有决定性影响)

$"!#育珠贝种类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产珍珠的贝类包括海水贝和淡水蚌"主要的

海水珍珠贝有马氏珠母贝#.)!1+%4% 6%$+#!&))$(

白蝶贝 #.)!1+%4% 6%;)6% $(黑蝶贝 #.)!1+%4%

6%$*%$)+)>#$%$和企鹅珍珠贝#.+#$)% '#!*,)!$

*#!+

"

主要的淡水珍珠蚌有三角帆蚌 # ?3$)0'&)&

1,6)!*))$(池蝶蚌#?3$)0'&)&&12/#*#/)$(褶纹冠蚌

#<$)&+%$)% '/)1%+%$和丽蚌#-%6'$0+,/%$) 育珠贝

种类不同所产珍珠质量也不一样)

马氏珠母贝又称合浦珠母贝"是培养海水珍

珠的重要贝类"广泛分布于我国广东(广西和海南

的沿海"所产珍珠颜色主要为白色(粉色(银灰色(

黄色等) $% 世纪 :% 年代中国成为马氏珠母贝养

殖珍珠的出口国"$%%$ 年后国内开展了马氏珠母

贝遗传育种研究*#=+

) 目前我国海水养殖珍珠中"

由马氏珠母贝生产出的珍珠占 T"U以上)

白蝶贝又称大珠母贝"它属热带(亚热带海洋

双壳贝类"分布区域为澳大利亚沿岸(西太平洋沿

岸的东南亚国家近岸*#"+

)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

南岛(西沙群岛(雷州半岛沿岸海域"是我国南海

重要的珍珠贝类) 用白蝶贝养殖出来的有核珍

珠"颜色主要为白色(灰色(金色等"不仅颗粒大"

色泽好"价格高"而且在国际珍珠市场上热销) 海

南曾利用白蝶贝培育大珍珠"于 #T@# 年收获一颗

高 #T GG(直径 #"7" GG(重 : P(桃子形(银白色

的大珍珠"它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颗珍珠"被誉为

%珍珠王&

*#:+

) 目前"白蝶贝资源稀少"在我国仅

海南有一定量的养殖)

黑蝶贝又称珠母贝"在众多的贝类所产珍珠

中"黑蝶贝所产海水珍珠色泽迷人"主要有孔雀

绿(酪乳黄(银冰灰(乳亮白等"珍珠质细腻致密"

是海水珍珠中的上等品*#""#;+

) 黑蝶贝是养殖价

值昂贵的产黑珍珠的珍稀种类"由于其数量稀少"

天然栖息地范围较有限"加上黑蝶贝人工养殖和

黑珍珠培育技术要求较高"所以由黑蝶贝产生的

黑色珍珠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其开发价值和

发展潜力很大) 目前"世界上黑蝶贝珍珠的两个

主要产地为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大溪地岛和库克群

岛的彭林岛和马居希基岛*#@+

"在我国养殖规模

很小)

企鹅珍珠贝又称翼贝"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

区"如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日本及我

国的广东(海南沿海"栖息于潮下带的水域或港

湾"营附着生活*#T+

) 企鹅珍珠贝具有个体大(生

命力强(壳内珍珠色泽优美"外套膜分泌珍珠机能

旺盛等特点"是生产大型海水附壳珍珠的优质育

珠贝) 其培育的附壳珍珠具有珠层形成快(颗粒

大(光泽好(商品价值高的特点*$%+

) 目前"在我国

海南与粤西南部海域已逐渐兴起企鹅珍珠贝的

养殖)

三角帆蚌是我国特有种"斧足运动能力小"对

插核插片的敏感性小"因此排核排片行为不强"固

核率和固片率很高) 淡水无核珍珠中"以三角帆

蚌所产的珍珠质量为最佳"珠质细腻光滑"色泽鲜

艳"形状较圆"是当前我国培育淡水珍珠的主要育

珠蚌"淡水珍珠大部分由它培育) 但三角帆蚌的

珍珠形成较慢"无核珍珠一般需要 ! [" 年才能

长成)

池蝶蚌原产于日本滋贺县的琵琶湖"它与我

国的三角帆蚌为同属不同种"是日本特有种"池蝶

蚌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与三角帆蚌十分相似"

育出的珍珠产量高(个体大"质量优) 本实验室通

过定向培育"获得了杂交优势显著的杂交组合.

池蝶蚌#

%

$ b三角帆蚌#

&

$

*$#+

"被全国水产原

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为新品种"定名为%康

乐蚌&"目前在一些区域推广养殖*$$+

)

褶纹冠蚌壳皮角质层带黄色"珍珠层也多带

黄色"棱柱层中往往沉积有多种色素形成的色

斑*$!+

) 褶纹冠蚌培育珍珠"成珠快"珍珠长圆形"

呈白或粉红色) 插片部位的壳间距大"产量

高*$=+

) 但褶纹冠蚌的活动能力强"斧足伸缩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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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大"所以排片与排核能力亦强"中心部的外套

膜很薄"贝壳较膨突"不便手术作业) 虽然珍珠分

泌细胞分泌力旺盛"但珍珠质粗糙"珠光也不及三

角帆蚌的强*$"+

"目前已很少养殖)

丽蚌属在我国的分布有十余种"其中较常见

的 有 背 瘤 丽 蚌 # -=/#%)$( 猪 耳 丽 蚌 # -=

$012#120,%$+)$(洞穴丽蚌#-=1%(#%+%$和绢丝丽蚌

#-=>)9$0&%$等*$:+

) 丽蚌是制作珍珠珠核及高档

工艺品的重要原料"可用作手术蚌育珠及药用"也

可作为水质评价的指标物种) 近年来"由于国内

外对丽蚌壳的大量需求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丽蚌

遭到过度捕捞"其资源急剧减少"有的种类甚至濒

临灭绝) 目前"丽蚌在我国有一定的养殖量"主要

作为生产珠核的原料)

$"$#育珠贝规格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n,<,等*$;+对日本马氏珠母贝研究发现"

育珠贝体质量和珍珠重量显著相关) 珍珠大小和

育珠贝规格有密切联系"育珠贝壳长(壳宽(体质

量等可量性状之间也存在着线性关系*$@+

) 所以"

对海水育珠贝进行良种选育时"可以用体质量(壳

宽作为主要选育指标)

本实验室发现同一种三角帆蚌相同群体"个体

大的所产珍珠相应也较大"在研究鄱阳湖群体三角

帆蚌同一母蚌的后代产珠性能与生长性状的关系

后发现"生长性状能代表产珠性能"蚌体质量和蚌

壳宽与产珠性能关系最为密切"应作为两个最主要

选育指标*$T+

"这与海水珍珠贝的研究结果类似)

$"B#育珠贝壳色对珍珠颜色的影响

淡水育珠蚌壳色深的产深色珍珠的比例大"

且深色珍珠多产于蚌体色深的部位) 在对 !" 只

不同壳色淡水珍珠蚌所产珍珠的颜色进行统计分

析后发现"体色为深色的育珠蚌产深色珍珠占总

产珠数的比例为 !!7:U"体色为浅色的育珠蚌产

深色珍珠占总产珠数的比例仅为 ##7$U

*##+

) 本

实验室比较分析了白色和紫色两种贝壳珍珠质颜

色的三角帆蚌所育珍珠的颜色"结果显示白色蚌

产白色珍珠的比例平均为 =@7;"U(紫色珍珠为

$7"!U"而紫色蚌产白色珍珠平均为 !"7=@U(紫

色珍珠为 :7%;U"白色蚌所育白色珍珠比例比紫

色蚌高 #!7$;U"可见三角帆蚌育珠蚌贝壳珍珠

质颜色对珍珠颜色影响很大*!%+

)

鉴于育珠贝壳色对珍珠颜色的影响"以壳色

为选育指标的珍珠贝良种选育已成为珍珠贝选育

的一大热点) 色度理论的发展为用仪器定量(客

观(准确地测量(评价珍珠和贝壳颜色奠定了基

础) 北京理工大学研制的 302A# 成像色度检测

分析系统"可以用来定量鉴测珍珠贝贝壳珍珠质

颜色与珍珠颜色*!#+

"目前在马氏珠母贝和三角帆

蚌等珍珠贝上得到了应用*!% 9!#+

) 另外"利用图像

扫描技术与0OI5B /GHPX等软件相结合的方法"分

析内壳颜色分布不均匀的贝类壳色也是未来珍珠

蚌壳色测定的一个潜在方向) `)*,],̀ /

等*!$+利用图像扫描技术结合0OI5B /GHPX软件对

枫树叶叶绿素进行分析"利用扫描仪将枫叶表面

图像扫描成图像"通过软件分析树叶表面图像各

种颜色比例"得出树叶表面颜色比例"并且建立了

颜色比例和树叶叶绿素含量的关系"实现了不通

过化学手段而只通过软件分析图像计算生物组织

内化学含量) 此外"利用图像扫描和软件分析颜

色的方法其它生物组织研究中也有应用*!! 9!=+

"值

得在珍珠贝壳色研究中借鉴)

!&供片贝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在培育珍珠过程中需要两类珍珠贝共同参

与!一类是育珠贝"小片插入其体内"属于受体

#D5LS$'另一类是供片贝"用于制作外套膜小片"

属于供体#Z5B5N$

*!" 9!:+

"供片贝作为供体对珍珠

质量有重要影响)

B"!#供片贝种类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目前"珍珠生产实践中大多数插核插片手术

使用的是同种异体移植#H665PNHMS$"即供体贝和受

体贝同种) 门摩西*!;+曾经对不同种类供片贝对

淡水珍珠质量的影响做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在

三角帆蚌中"插入褶纹冠蚌(背角无齿蚌(圆背角

无齿蚌(背瘤丽蚌制成的小片培育珍珠"所产珍珠

质量较好'在褶纹冠蚌中"插入背角无齿蚌和圆背

角无齿蚌制作的小片培育珍珠"所产珍珠珠形饱

满"珍珠颜色多为粉红色) `3Q/+Wj等*#"+对海

水的白蝶贝和黑蝶贝进行研究后发现"小片异种

移植对珍珠囊的形成影响不显著"但是对珍珠的

颜色和形状有显著影响"以黑蝶贝做育珠贝(白蝶

贝为供体贝所产珍珠的重量和珍珠层厚度都要高

于同种育珠贝插同种小片以及白蝶贝做育珠贝(

黑蝶贝做供片贝所产生的珍珠) 某一种育珠贝对

不同种类的供片贝可能有不同的排异反应而降低

它们结合后所产珍珠质量"相反"不同种类的育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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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和供片贝组织相互作用也可能结合了双方的优

势性状) 所以"值得对不同供片贝种类对珍珠质

量的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摸索出打破传统养

殖方式的新的插片技术)

B"$#供片贝年龄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利用不同年龄三角帆蚌制备的小

片所培育的珍珠质量有很大差别"日本学者认为"

选用 $ 龄蚌为供片蚌所形成的珍珠呈奶油色(金

色的较多"而且珠层厚'选用 ! 龄蚌为供片蚌则白

色珍珠居多'= 龄蚌为供片蚌所形成的珍珠白色

较多但分泌珠质能力差*$=+

) 虽然传统淡水无核

珍珠插片方法一般都是用低龄蚌制作珍珠小片"

但是各个年龄的小片对形成珍珠有何具体影响的

文献报道较少"值得进一步研究)

B"B#供片贝壳色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同样壳色马氏珠母贝作为育珠蚌"插入来自

不同壳色贝的外套膜小片"所产出的珍珠颜色比

例不同"来自深壳色的小片所形成的珍珠中深色

珍珠的比例比白色壳色的小片所产珍珠高

#"7TU [$=7=U

*$;+

) 在黑蝶贝产有核珠的研究

中发现"并不是所有插入育珠贝的小片都能生产

出高质量的珍珠"只有 #%U ["%U的小片产出珍

珠"其中只有 "U [#%U是高质量的黑珍珠) 本

实验室研究发现"三角帆蚌作为供片蚌对所产珍

珠颜色的影响比作为受体蚌的影响要大) 贝壳珍

珠质颜色为白色的三角帆蚌作为供片蚌制作的小

片"插入贝壳珍珠质颜色为白色的育珠蚌中"平均

产白色珍珠高达 :#7$!U(产紫色珍珠只有

%7T#U"紫色蚌壳供片蚌制作的小片插入白色育

珠蚌平均产白色珍珠 #%7::U(产紫色珍珠为

!;7T$U"同样是白色育珠蚌"白色蚌壳供片蚌制

作的小片比紫色蚌壳供片蚌制作的小片产白色珍

珠多"%7";U(产紫色珍珠少 !;7%#U

*!%+

)

=&插片手术工艺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用供片贝制作小片"插入育珠蚌"才能形成珍

珠) 插片手术过程中"制作小片(插入小片等手术

工艺对珍珠质量有重要影响)

G"!#手术中化学药物因素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珍珠贝在实施插片手术后体内免疫防御调节

增强*!@+

"在插入小片或小片h珠核后会出现手术

伤口*!T+

"如处理不好将对珍珠贝的伤口愈合和珍

珠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小片活力状态在人工培育

珍珠过程中非常重要"通常从外套膜切取小片后"

均需滴加含有营养(激素(抗菌素等的溶液"以增

强小片活力"有利于加快珍珠囊形成) 制片过程

包括开壳(剪除色线(剥膜(剪取外表皮(切片等步

骤"所切外套膜需消毒和擦除黏液"用小片处理液

浸泡后"切成小片备用) 用聚乙烯吡咯烷酮

#?4?$处理淡水无核珠小片"能加速育珠初期珍

珠层的增厚"显著提高珍珠质量*$=+

) 用金霉素处

理三角帆蚌和褶纹冠蚌小片和手术蚌"能促进珍

珠加速成长"加速珍珠囊的形成及提早分泌珍珠

质"并且可以有效的防治育珠蚌的细菌感染*=%+

)

在三角帆蚌有核珠培育过程中进行细胞色素 3

和蛋黄卵磷脂处理后"产珍珠直径大"珍珠层厚度

增加*=#+

) +(*W(+等*=$+对黑蝶贝育珠手术的研

究发现"用氰基丙烯酸盐黏合剂处理手术切口"能

降低带尾畸形珠的产生"提高珍珠质量)

近些年的研究中发现"运用抗生素 #金霉

素$(肌苷(?4?等单一药物无法达到抗感染(滋

养(促进伤口愈合的多重功效"同时滴片液的 _1(

渗透压等也无法保证与三角帆蚌蚌体组织相

适应)

G"$#小片分离方式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小片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珍珠质量) 在撕摸

法(削膜法和分膜法几种常见小片分离方法中"要

获得优质小片"以撕膜法较为理想) 因为这种方

法制成的小片较厚"它所带的结缔组织较多"容易

成活) 撕膜法分离外套膜内外表皮"伤口均匀一

致"是产生圆珠的一个重要因素*$=+

) 黄惟灏

等*=!+在三角帆蚌插有核珠过程中"进行不同方式

擦小片的实验"他们用海绵块擦小片条(棉球擦小

片条和不擦等三种方式处理小片的方法对比有核

珍珠质量"结果表明"成珠率!海绵块组 o脱脂棉

球组o不擦组"优珠率!脱脂棉球组o海绵块组o

不擦组"无论是成珠率还是优珠率"育珠小片用海

绵块擦和脱脂棉球擦比不擦明显要高"表明小片

不擦不利于有核珍珠的培育)

G"B#插片个数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淡水育珠插片手术中"每只育珠蚌插小片的

数量与珍珠的产量和质量密切相关"插片数是育

珠生产的关键技术参数之一) 在对 "; 只不同插

片数的珍珠蚌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插片数以

!# [!$ 为最适"插片数在 !# [!; 时"珍珠的绝对

产量(珍珠规格没有显著差异"但随着插片数的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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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李家乐"等!影响养殖珍珠质量的主要因子 &&

加"珍珠的月增重量反而呈下降趋势"而当插片数

小于 !% 时"珍珠增产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

)

"&养殖条件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插入小片的育珠贝"必须经过在一定的养殖条

件下培育"才能长大"才能形成一颗一颗晶莹的珍

珠"所以养殖条件对珍珠质量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J"!#养殖水体水质及微量元素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珍珠贝养殖环境会影响珍珠质分泌"影响珍

珠质量) 在中性水环境中"三角帆蚌能积极地从

外界水环境中吸收钙"并能旺盛地合成和分泌蚌

壳珍珠层及珍珠有机基质前体物质'持续的酸性

水环境导致蚌体钙严重丢失"并引起珍珠质分泌

细胞对有机基质前体物质合成和分泌能力减弱'

持续的碱性水环境虽能导致蚌体对钙的积累"但

珍珠质分泌细胞合成和分泌珍珠质有机基质前体

物质的能力减弱'水环境酸性或碱性程度越高"对

珍珠质分泌细胞的合成和分泌活动的影响越

大*==+

) 轻稀土和全元素混合稀土能显著促进三

角帆蚌珍珠质分泌"其促进程度大小顺序是!混合

稀土o轻稀土 o重稀土*="+

) 三角帆蚌珍珠层微

结构对珍珠光泽影响很大"使用铈盐能诱导珍珠

层微结构发生改变从而提高珍珠光泽*=:+

) 环境

中适宜钙浓度可促进三角帆蚌对钙质的吸收(贮

藏以及细胞的分泌活动"而过高和过低的钙浓度

会对蚌外套膜钙代谢活动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影

响到珍珠和蚌壳的正常生长*=;+

) 硫酸铜对三角

帆蚌珍珠光泽影响很大"提高硫酸铜处理浓度使

骨珠百分率上升"其上升幅度与硫酸铜浓度高低

及处理时间长短存在相关性*=@+

"说明了环境中毒

害作用因素对珍珠形成有不利影响) 不同浓度漂

白粉对三角帆蚌外套膜和珍珠囊细胞的超微结构

均有不同程度损害"表现为粗面内质网脱颗粒(网

腔扩张(线粒体基质电子密度改变等"在三角帆蚌

养殖过程中要慎重使用漂白粉*=T+

)

以上研究均表明"在珍珠的生产中"对于珍珠

贝养殖池塘消投放物和营养物质的使用要慎重"

不能仅凭养殖者的经验盲目使用"要结合科学数

据合理的利用药物和金属元素达到提高珍珠质量

的目的)

J"$#吊养深度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育珠水体各水层理化特性和生物学性状不尽

相同"张元培等*"%+的研究表明"封闭型育珠水域

培育三角帆蚌具有明显而较稳定的最佳育珠水

层"他们认为最佳育珠水层与透明度的关系式为!

最佳育珠水层#OG$ R透明度#OG$ b%7@) 对企

鹅珍珠贝的研究也发现"养殖水层影响贝体生长

率*"#+

"不同水层珍珠贝生长率差异能进一步影响

到珍珠质量*$T+

)

J"B#吊养方式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A*)a/(等*#T+对企鹅珍珠贝进行研究

后发现"用网兜和网笼二种养殖方式"在相同环境

中养殖相同时间"珍珠贝生长速率差异并不显著"

珍珠层厚度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网笼中养殖

生产出的珍珠"商品质量要明显高于网兜中养殖

的珍珠) 对刚出培育池的三角帆蚌幼蚌"采用网

箱加土浮吊方式培育"能确保蚌体生长速度快(规

格整齐(肥胖而又膜厚"达到接种规格从网箱取出

就可直接插种) 对三角帆蚌手术蚌的吊养方式从

最早的打孔拴绳吊养"发展为网笼和网夹吊养"使

蚌体成活率和珍珠质量得到提高"为了促进珍珠

生长和提高圆珠率"可用养蚌笼进行养殖*$=+

)

J"G#养殖周期对珍珠质量的影响

一般淡水无核珍珠养殖周期需要 ! [" 年"在

养殖周期内养殖时间越长"产出珍珠颜色越丰富"

珍珠直径和重量越大"圆形珍珠比例越高"强光泽

珍珠比例越高"高质量珍珠比例也越高*"$+

)

日本海水有核珍珠养殖时间一般为 $ 年"而

我国目前仅 @ 个月至 # 年"有些地方甚至一年收

$ 次"所以我国产的海水有核珍珠"珍珠层较薄(

珠光也比较弱) 对企鹅珍珠贝进行插核手术后"

分别养殖 " 个月(; 个月(T 个月和 ## 个月"发现

养殖时间不同珍珠层厚度和珍珠质量不同"养殖

T 个月所产珍珠质量要高于 " 个月和 ; 个月"但

是 T 个月和 ## 个月之间没有明显差异*#T+

) 以上

结果表明"养殖时间是珍珠质量的必要保证"但当

到达了一定时期后再继续养殖对珍珠质量的提升

作用不大) 不同的珍珠贝种类(插有核珍珠或插

无核珍珠对养殖时间的要求不同"不同季节和不

同区域的水体中浮游生物种类也不尽相同"这也

表明珍珠贝的养殖时间要根据不同种类(不同水

质参考科学的数据"摸索出不同条件下最适宜的

养殖时间"合理的进行养殖管理)

影响养殖珍珠质量的因素繁多"涉及的环节

多(机理复杂"近年来对养殖珍珠质量影响因素的

研究有了一定进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养殖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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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质量的提高"应继续加强对珍珠质量影响关键

环节的研究"得出科学数据"开发新技术"探索进

一步提高珍珠质量的方法) 同时"在养殖珍珠生

产环节中应遵循科学的方法"改革养殖技术"抛弃

盲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珍珠养殖质量的快

速提高"珍珠养殖产业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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