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建国后的采珠和养贝

第一节 珍珠场的建立与发展

合浦珍珠，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滥采，到了清末，珍珠资源已经受到了严重

的破坏。建国前夕，珍珠生产陷于没落，驰誉于世的合浦珍珠业已名存实亡。为

了发展合浦珍珠事业，1956 年 10 月，合浦县药材公司向合浦专署水产局报告，

“关于合浦珍珠生产意见”，1957 年 3 月，合浦地委决定由地委农村部，组织“合

浦珍珠调查组”，对合浦珍珠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研究。作出了恢复和发展合浦珍

珠生产的具体方案。同年 9 月，合浦渔业部负责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和组织珍珠试

采。10月下旬，专署水产局养殖科，仿造珍珠螺网四张，于白龙杨梅池一带进行

试捕工作。捕获 200 几个珠贝，在有珍珠的 22个贝中，共取珍珠 90余颗，其中

一个珠贝竟有小珠 70几颗。

1958 年 3 月 26 日，在白龙附近的火禄村建合浦珍珠养殖试验场。这是合浦

有史以来第一个珍珠养殖场。场长为骆振意。当时只有两个技术干部，3 个工人。

6月，珍珠场工人由 3人增到 40 多人。人工养殖珍珠第一道难关就是贝源问题，

为了解决贝源，人们跟风浪搏斗，白天下海用拖网捕捞贝苗，晚间退潮时提灯在

海滩上拾贝，甚至潜入 10 米深以下的海底石缝摸捞。将采回的珠贝饲养在室内

人工珠池中，让珠贝繁殖。当珠贝苗长到婴儿指甲大时，再移到海中珠池养殖。

这个时候要注意，在阳光直接照射下，海水中浮游生物的繁殖比贝苗快，嫩小的

贝苗经不起浮游生物的进攻和侵蚀而会夭折。养珠工人为了战胜难关，便得割革

遮光，掏沙过滤，战胜病虫害，攻克了这度难关。在冬天水温急剧下降时，室内

珠池的贝苗又受到威胁。为了使贝苗安全过冬，人们又烧木糠，提高室内温度，

用脸盆盛火炭在珠池水面上来回拖动，以增高水温，让珠贝安全过冬。经过工人

们辛勤劳动。九月，合浦县第一批人工养殖的马氏珠贝（马氏珠贝即阿古屋贝

pin cta da mar tensi 又叫合浦珠母贝）终于成功了。



经过一年孵化的贝苗，再养殖一年，珠贝便可进行人工插核手术。11 月 24

日，合浦白龙珍珠场将珠贝迁到北海南澫放养。

同年 11 月，合浦婆围公社珍珠场建立。山口、白沙、南康、营盘等公社的

珍珠场也相继成立。全县各珍珠场共采珠贝苗 446 万个，其中山口 8 万个，白沙

8万个，南康 30万个，营盘 400 万个。12 月 19 日，合浦专区白龙珍珠养殖场人

工殖珠成功。

1958 年营盘公社先后共建了 11个珍珠养殖场。

1959 年 2月 7日，合浦珍珠养殖试验场改为湛江地区珍珠养殖场。是年全县

珍珠养殖场有：山口公社的沙田珍珠养殖场、白沙公社的沙尾珍珠养殖场、党江

公社的马头珍珠养殖场、西场公社的大坡珍珠养殖场。

1962 年 4 月，中南局拨款 4 万元给合浦，为养殖珍珠之用。1963 年 2 月 4

日，合浦县委决定在合浦营盘玉塘建办合浦珍珠场。

1963 年 1月 1日，县委为了发展珍珠生产，合浦县水产局接受营盘婆南珍珠

场为县、社合办的珍珠场，名为“合浦县珍珠场”。

1963 年 5月，合浦县水产局呈报广东省，将合浦珍珠场纳归为国营企业。为

了更好地发展插核珍珠。6 月 7日，合浦珍珠场建珍珠插核棚。同年 12月 14 日，

合浦珍珠场制订了 1964 年珍珠养殖生产发展规划。

1964 年 1月 1日，合浦珍珠场归广东省水产养殖公司经营，成立广东省水产

厅养殖公司，合浦珍珠养殖场婆围分场。

为了保护珍珠的自然资源，广东省水产厅发布函件《关于征求制定珍珠贝繁

殖保护条例修改意见》。

“文化大革命”期间，合浦珍珠养殖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场领导被揪斗，

技术员被排斥，工人停工闹革命。是时合浦珍珠生产已停滞，珍珠减产。十一届

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珍珠生产走上了正常轨道。合浦珍珠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1982 年合浦珍珠产量 35.8 市斤，育贝 506 万只。近年来，在开放改革，搞

活经济的大好形势推动下，我县珍珠生产有了较大发展。1986 年珍珠产量为

383.66 市斤，比 1980 年珍珠产量翻了四番。

1987 年即使是受灾年，合浦珍珠场也生产了珍珠 331.6 市斤。1988 年合浦

县国营、集体、个体珠场全面发展，已由 1962 年的两个珍珠场发展到目前的 82

个场，养珠面积扩大到 200 多亩，从业人数为 1000 余人。人工繁殖珠贝苗 22000

万只，有大、中、小珠贝 9000 万只，植核 240 万只，1989 年收珠 568.1 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