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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院要闻

“一种滩涂埋栖性贝类生物净化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

发布时间：2006-7-12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刘保忠等完成的“一种滩涂埋栖性贝类生物净化方法”，6月28日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该发明涉及滩涂埋栖性双壳贝类出售和加工前的净化吐沙处理技术。其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适宜生物饵料和

暂养环境，实现滩涂埋栖性贝类规模化快速有效吐沙净化的方法，它能将贝类消化道内的泥沙彻底排除掉，同时不影响

产品的品质和口味。 

    该发明具有如下优点：一是净化效果好。该发明采用人工培养的微藻活体，适合贝类自然的摄食需求，可以在保证

贝类肥满度和成活率、不影响产品的品质和口味的同时对滩涂埋栖性贝类体内泥沙进行彻底净化，提供一条滩涂埋栖性

贝类规模化快速有效吐沙净化的技术路线。二是速度快、效率高。采用该发明方法，可以在4—12h内完成贝类体内泥沙

的净化过程，效果明显，解决了现有技术无法有效地净化滩涂贝类消化道内泥沙的困难。三是采用的微藻的种类、用量

和使用方法简单，成本低，且保证了贝类产品卫生和食用安全。四是采用微藻活体作为饵料，对水质无不良影响，有利

于环保。五是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采用该发明能够有效地提高贝类产品的卫生状况，满足食用需求，将会提高产品价

格，扩大其销售和出口量。 

    传统的贝类吐沙净化方法，一般采用自然海水暂养的方式．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容易地排出壳内软体部表面的泥沙，

因为暂养环境下自然海水内饵料生物不足，消化道内的泥沙很难完全排出。在此环境下长时间的暂养会导致贝类肥满度

降低，死亡率增加，产品的品质和口味都受到影响。长期缺乏有效的净化吐沙方法，使得四角蛤等肠内含沙多的贝类，

很难达到卫生和清洁的要求，限制了其销售和出口，味道鲜美的贝类，其价格却始终在低端徘徊。滩涂埋栖性贝类的生

产和加工单位也曾经采用豆浆等代用品试图排净贝类消化道内的泥沙，因为该类代用饵料不适合贝类自然的摄食需求，

同时对暂养水体的水质造成很大影响，始终末取得很好的效果。该发明则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 

    （海洋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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