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建国后的采珠和养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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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誉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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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调查研究和进行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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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得割草

遮光，掏沙过滤，战胜病虫害，攻克了这度难关。在冬天水温急剧下阵时，室内

珠池的贝苗又受到威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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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e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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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珍珠场”，陈兆广兼任支书，沈芝珊

任副支书兼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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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间（1966—1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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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珍珠产量翻了四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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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人工育苗和管养

珍珠贝是发展珍珠养殖的物质基础，只有掌握人工育苗技术，才能真正掌握

珍珠生产的主动权。合浦沿海的七大天然珠池，面积约 60 万亩。这里表层水温

为 18—32℃，平均为 23.5℃，海水比重为 1.015—1.022，平均为 1.018；海水

PH 值为 8—8.3，平均为 8.1；海水含氮量为 0.2 毫克／升；溶解为 4—6 毫克／

升；砷和铅的含量小于 0.01 毫克／升；浅海多为砂底质或石砾底质；潮差 4—5

米；周围没有大的江河流入，海水透明度大于 6米。是得天独厚的天然珠场。这

些珠场很适合马氏珠贝（即阿古屋贝又叫合浦珠母贝）的生长。合浦县从 1958

年以来，主要是进行珍珠贝的养殖。

珍珠贝是发展珍珠生产的物质基础。为了培育珍珠苗，我县珍珠场从 1958

年 8月中旬开始进行采苗工作。珍珠场的职工白天用网拖捕和潜水捕捞，晚上退

潮时提灯在水较浅处的海滩捉摸珠贝。大船每次下网 2—3 张，小船每次下网 l

—2张。同年 12 月底共捕采到珠贝 110000 个。

从珠池海区采捕到的珠贝，主要是用来养殖育苗。合浦沿海靠岸的海湾，洪

水过多，不宜珠贝生长。外海的海滩，风浪很大，也不适合珍珠贝的繁殖。当时



珍珠场的职工，将从天然珠池捞捕回来的珠贝，暂时放在白龙港内的出入水道池

中，但九月三日，受到暴风雨的冲击，便死了 1580 个，随后，被抢救的珠贝移

植到外海（杨梅池）放养，于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又遇到七、八级的台风，又

打死了 600 多个，被打伤的珠贝还要陆续死亡。

鉴于在白龙附近海滩放养珠贝的巨大损失，于是合浦珍珠场请示专署水产局

的同意，在九月十三日将剩余的 1331 个珠贝迁往北海南澫靠岸的海滩放养。可

是在 10月 9 日，珠贝又被大风浪打死 1000 个。此后，捕捞到的珍珠贝也放在南

澫海湾养殖。南澫海湾虽然背北风，风浪平稳，而东南及西南风仍然很大，也是

个不宜长期放养珠贝的场地。为此，还需要选择一个风浪平静的海湾作为养殖基

地，或是筑防风堤加以保护。

为了解决当前采捞天然珠贝苗的困难，和适应今后扩大发展珍珠生产的需

要，于是采取人工育苗试验。1958 年 8 月 15 日，合浦县珍珠场设置了采苗附着

基（即竹、竹尾、珠贝壳、旧海箔等）有垂下和平面安放的两种试验。9 月 11

日的台风把珍珠场设置在附近海中的珠苗附着基，完全打得无影无踪。因此珍珠

场采取了移植采苗的措施。9月 23 日，把珠苗附着基放到南澫珠贝养殖池中，进

行采苗试验。在养殖池中凡是水深 5—9 公尺的海区，便用中层垂下放养，距海

底 2 公尺。珠苗附着基安放到南澫养殖池中，经过 90 天后的检查，发现有无数

似芝麻般的幼苗群集附着在竹笼、铁线笼、稻草绳、麻绳等阴面，附着密度每一

市寸长 0.2 市寸宽的竹片竟有 20—60 个贝苗之多；单计算 50只竹笼，便有珠母

贝苗 50 个，这一次竟采到一百万至三百万个珠苗。采苗成功给珍珠生产带来了

美好的前景。

1958 年间，合浦珍珠养殖场曾在营盘公社的啄罗、乌泥、牛屎港及沙田、沙

尾等处进行珠贝试养，但都由于被烈日曝晒，风浪打击，淡水淹浸，流沙复盖等

原因而不能成功。



由于在北海南澫附近放养珠贝，路程遥远，运输和管养都不方便，最后选择

到现在的放养场地“红人塘”。这个场地干潮时海水也保持相当的深度，既防止

烈日曝晒而至水温提高，造成珠贝死亡。又由于涨潮和干潮时相距时间不长，故

在严寒的冬天或烈日曝晒的夏天，不致于温度的下降和盐度的锐减而致珠贝死

亡。

珠贝育苗试验成功，管养更是一个重要环节。管养就是掌握珍珠贝的命运。

从刚孵化出来的小贝到长成可插核的母贝，需要二三年时间，这段时间珍珠贝的

命运，始终掌握在管养者手里，可见管养的重要性。管养是一门科学，管养者要

有海水学知识、生态生理学知识，还要懂得经营管理等科学知识。在珠贝管养中，

珍珠贝常发病害的防治，是珠贝的养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凿贝才女虫是寄

生在珍珠贝壳上的致命病害，俗称黑壳病，也称黑心肝病。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曾给珍珠养殖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七十年代后期，合浦珍珠场曾采用饱和盐水侵

渍患病的珍珠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近年来，用电击法可使凿贝才女虫从贝壳

里爬出来，然后被电死，珍珠贝才免遭其害。

珍珠场的管理人员在管养中做到“四勤”：勤观察、勤清洗污泥、勤换笼、

勤除病虫敌害。一年四季的各个季节，珍珠笼的吊养水层不一样；春天浅吊，夏

天深吊，秋天中吊，冬天深吊。对需要催春的珠贝，在一天之内吊养的水层也不

一样，这要根据水温高低、饵料生物等因素，随时调整悬挂的水层。珍珠质量的

好坏，也是由管养人掌握。在珍珠收获的前几月，把珍珠笼移到海水比重低的海

区，进行分装养殖，珍珠的色泽就较好。

合浦县从 1958 年开始养殖珠贝，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养贝育苗和管养的经

验。

近年来，在开放、改革、搞活经济的大好形势推动下，人工育苗有了新的突

破，每立方水体出苗量平均为 12万只稚贝，提高出苗量为 30—50 万只。目前育



苗水体 1000 多立方米，年出苗量 2—3亿只，为我县发展珍珠养殖业提供了可靠

的种苗基础。

要使南珠珠苗繁殖得好，除了科学管理外，必须使珠贝有良好的水质和良好

的自然环境，这才能保障南珠的质量和产量。

然而建国以后，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的排污，农药使用的污染和群

众生活排污，以及河流污染物入海等，致使沿海海域的海水水质的化学成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和海水受含砷等有毒物质的污染，造成沿海珍珠资源受到很大的破

坏，使珍珠产量下降。沿海海水的污染来源主要有三个因素；（一）工业的排污。

沿海的工厂（合浦化肥厂等）排泄工业用水的废水、废渣造成对沿海的污染。开

放改革以来合浦东南沿海的化肥厂生产大量化肥、硫酸等产品。产量逐年增大，

现在化肥厂每天排出废渣 5886 吨/日，主要是流酸渣，废渣含砷、硒和氟酸钠量

较多。根据防疫站化验被污染的海水砷的含量高达 189.93mg/kg—841.12mg/kg。

（二）农药使用的污染。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农药杀虫是一项重要措

施。合浦使用农药数量较多的有“六六粉”、“滴滴涕”、“乐果”、“敌百虫”等。

根据 1965 年至 1980 年统计，十六年间用去化学农药 12972.51 吨，平均每年使

用 810.8 吨，由于使用农药较多，对农田附近的大小河流的水质也受到不同程度

的污染。

（三）船舶含油污水的污染。沿海渔船和运输船百分之八十是以机器作动力，

船的往来较大，排出的机舱水、洗舱水和压舱水，都含有大量油类，这对于沿海

海水所造成的污染，大大影响了合浦珍珠贝的生长。还有乡、镇群众生活排污和

河流污染物入海，都是使沿海珠池受到了污染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人工植珠及其技术革新

我国人工养殖珍珠，历史最为悠久，早在宋代便开始人工植珠。宋代庞元英

在《文昌杂录》中云：“谢景温有一养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择光莹园润者，取



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开口，急以珠投之。濒换清水，夜置月中……经两

秋即成珍珠矣。”这种利用假核进行人工育珠的作法，开创了有史以来人工育珠

之先声。到了十三世纪，我国劳动人民便发明了有名的佛像珍珠。当时的方法是

用半球状或佛像状的物体，插入背角无齿蚌的外套膜和贝壳之间，经过若干时期

的培育，剖蚌去肉，即可得半球状或佛像珍珠。十六世纪欧州才从珍珠成因的神

秘观点转入科学的臆测。到了十七世纪初，欧州人才知道珍珠和贝壳的性质相同。

而我国劳动人民在十三世纪便懂得用插核人工育珠了。

合浦珍珠虽然举世闻闻，但由于历代封建王朝连年逼迫珠民采捕，致使合浦

珠苗受到极大的破坏，几乎达到珠苗灭绝的境地。为了恢复合浦珍珠生产，一九

五八年三月，合浦在白龙附近建立了第一个珍珠养殖场。并于同年四月廿五日，

开始第一次进行人工植珠试验。当时是用贝壳敲碎磨圆作珍珠核，用镊子夹贝壳

球（珠核），直接插入珠贝的内脏，经过一周后检查，大部份插入的壳球（珠核）

被排出，只有 14%左右的壳球附在贝壳内包上珍珠簿层成为附壳珠。

五月一日至十日进行第二次人工插核，这一次是在外套膜与贝壳之间，在外

套膜的上面贴近生殖巢的范围开一个伤口，插进贝壳球。经过检查有 60%的贝壳

球被排出，留存的壳球也同样得挪壳珠（即附壳珠）。

六月三日至廿三日，进行第三次插核试验。这一次是吸取以上两次失败的教

训。将珠核从鳃轴或足的上皮开刀插入外套膜下，贴在近生殖巢处，这样滑出的

机会比前两次少，留在外套膜下的贝壳球，经过一周后检查，有形成珍珠层的可

能。同时也试验取另外一贝的分泌珍珠质细胞在植核的附近。可是因殖进去的细

胞片太大（约 0.7 公分左右）有引起发臭致死的情况。

九月廿四日，进行第四次插核试验，这一次是根据以上三次插核经验，加以

改进。在珠贝体内，用平针轻轻的抹开鳃和唇，可以看到生殖巢为止。靠近足的

表皮（即唇鳃的相接处下方在生殖巢范围）开一个伤口，把贝壳珠送进生殖巢与



肝脏之间的上面外套膜下，同时移植珍珠质细胞片 2—3 公厘平方左右。并且把

小片先后检查，结果生长良好，留核率约百分之七十。植片与不植片的办法，经

过三十天内同样有珍珠簿层包上得游离珍珠，这样人工养殖珍珠宣告成功。

十一月，进行第五次植核试验，这一次手术方法与第四次一样，植细胞片与

不植细胞片插核两种方法同时进行。结果表明，植细胞片的方法不但手术复杂，

而且需要时间长。不植细胞皮的手术较为简便，且费时无多。从十一月开始，合

浦珍珠场便开始正常的插核工作。

一九五八年插核成功，宣告合浦珍珠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植珠成功后，经过两个来月的检查，得出了选择植珠的最佳位置，是将珠核

植在外套膜下生殖巢范围的正下方，这样珍珠层生长良好，光泽晶莹。植在肝脏

之间或肝脏上面的，往往先被肝脏分泌物涂抹，影响包上珠核的珍珠层，这样珠

核上的珍珠层便呈赤褐色，色泽显得无光。故在施手术的整个过程中，植珠的位

置是否正确，决定将来珍珠的形成与珍珠的光泽以及珍珠的质量关系是非常密切

的。

现代养殖珍珠的方法，主要在贝体内外套膜中培养，使其首先形成珍珠囊，

然后产生游离珍珠。这种养殖珍珠的方法，要注意重视如下的操作过程。

珍珠母贝的选择：要培育出优质的珍珠，就必须选择优良的母贝品种。我县

沿海珠池有马氏珠贝和维氏珠贝，也有少量的白珠贝、黑珠母贝及短翼珍珠贝。

我县珍珠场通常用马氏珠贝，马氏珠贝又叫阿古屋贝光亦称合浦珠母贝。适用的

珠母贝，要求个体健康，生命力强，二至三龄的母贝个体最为适宜。对母贝生殖

腺肥满的个体，首先要采取催产或抑制两种方法处理，以清除其生殖腺的干拢。

若不这样做，在母贝施行手术时，就常常会引起生殖细胞外流，导致珍珠的污染，

势必影响珍珠的质量。

对珠母贝进行插核手术，是一次施行精细的外科手术，是人工养殖珍珠的关



键程序，这就需要插核人熟练地掌握插核技术，使珍珠贝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从而达到减少吐核率，提高质量之目的。在合浦，每年春暖花开和秋高气爽的季

节，温度在 15℃—20℃之间，育珠技术工人，便开始繁忙的珍珠贝插核工作。

合浦珍珠养殖场普遍采用淡水蚌壳制成的珠核，容易被珠母贝接受，核的大

小 10.1 至 10 毫米之间，由于淡水蚌壳珠核的成分，主要是钙盐和珍珠贝壳的成

份差不多，所以人们又叫它钙核。

合浦养殖珍珠的插核，一般选用 2 至 8毫米的钙核。每只珠贝插一个核，比

较理想。这核贝的负担少些。但是，事实上人们通常要在贝体内插两个核以上，

这不仅可以避免珠贝脱吐钙核后继续盲目养殖，而且大小组合起来，可以增加珍

珠的产量。

插核手术前，应做的外套膜小片的准备工作。在壳下面，有一层乳白色的外

套膜包住内脏。珍珠的形成和外套膜有密切关系。外套膜如有极小一部分陷入体

内，或者人为地造成这种情况，则陷入的一小片外膜的表皮细胞，即自行分裂增

生，形成囊状，称珍珠囊。其表皮细胞的内侧分泌一种与表壳相同的物质，以此

为珍珠核，以后继续分泌珍珠质，一层覆盖一层地包裹，最后形成珍珠。所以，

插核同时植入细胞小片对形成珍珠的意义相当重大。

插核后的珠贝，最初要放进养体笼里，笼养 2 至 3 周，放置在环境变化小的

平静水域。让手术的母贝安静地愈合刀伤。一般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刀口即能

愈合，三个星期即可形成珍珠囊。然后，再将形成珍珠囊的母贝移到育珠场放养。

含核的珠母贝喜欢在海水清沏，水流不急的水底多石砂土的浅海里生活。海

水温度保持在摄氏 15至 25 度之间，太冷或太热对珠母贝的生长都不利。冬季，

珍珠贝要冬眠，所以要特别注意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寒潮和台风的袭击。

经过多年的实践，现已总结出一套先核后片，先片后核和滚珠推片的先进植

核法，过去育珠期较长，需要 2—3 年时间，近年来，采用“PVP”和“ATP”等



处理小片新技术，缩短了育现周期 50—60%，其珠质甚佳，而且成活率也有了较

大的提高，珍珠产量连年上升，产量由1980年的13.6公斤上升到1989年的568.1

公斤。植珠技术已接近国际水平，现在每个植核员平均每天可插珠核 300 颗。

第四节 珍珠的等级

据《南越志》云：“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公分，分为八品。有光彩

一边平似覆釜者名趟珠，珰珠之次为青珠、滑珠、螺珂珠、官雨珠、税珠、葱符

珠、稗珠。”

古代也有按珍珠重量分类的：八百颗珍珠重一两的，称“八百子”。一千颗

珍珠正好一两的；称“正千”。颗粒大的珍珠，一颗重七分的，称为“七珍”。一

颗重八分的，称为“八宝”。

根据珍珠在贝体内形成的位置，及其质量的优劣，珍珠共分为四品：一等品，

珍珠形状为园球或半圆球状，直径在一厘米以上，表面为玉白色、全珠细腻光滑、

闪耀珠光。二等品、珍珠虽园球或半园球，长圆形，腰鼓形，其大小不分，色泽

较次于一等，表面呈玉白色、浅粉红色、浅黄色、全珠细腻光滑，闪耀珠光。三

等品，珍珠形状为园球形、半园球形、长园形、腰鼓形、扁块形、棒形等，表面

呈玉白色、浅粉红色、浅黄色、浅澄色，全珠光滑、有细皱纹和珠光。四等品，

形珠形状不观则、表面为玉白色、粉红色、浅黄色、浅澄色，有明显的皱纹或沟

纹、全珠基本有珠光、但珠光面不小于全珠表面积的 80%。

上述四种天然珍珠，称为等内珠。而生珠、污珠、附壳珠，僵珠和嫩珠，均

属等外珍珠。生珠、亦称滑珠、表面暗淡无光、质较松脆。污珠、表面暗淡、色

深、内部中空、杂质较多。僵珠、亦称半骨珠、半光珠。表面部份暗淡无珠光、

淡处质较松脆易碎。嫩珠、由于养育期短、全珠灰白或灰黄色、暗淡光弱、形如

稗谷。附壳珠、又叫搭壳珠、是养殖珍珠中的次品。

附一 合浦县珍珠养殖场概况



合浦县珍珠养殖场，位于县城东南 60公里的营盘乡彬塘村。创建于 1958 年

3 月 26 日，总驻地分东、中、西三片，总场部没在中片、青山头沙滩。1959 年

为合浦县营盘公社珍珠场、1962 年改为合浦珍珠场、1964 年为合浦珍珠养殖总

场、合浦分场、属广东省水产厅辖，1969 年为合浦珍珠场，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合

浦珍珠公司养殖场，至今不变。

建筑面积为 538 平方米，养殖面积为 360 亩。育苗水体为 370 立方米。固定

资产原值 1002484.98 元。

总人口为 224 人，其中干部、职工 78人，日工 117 人，家属 29 人。

全场分 14个生产队，其中 11个队负责插贝，3 个队负责育苗养贝。场部没

办公室，负责人事及宣传工作；财务供销科负责财务收支、产品销售、采购等工

作；加工厂生产珍珠首饰品、主要产品有珍珠项链、珍珠手链、珍珠介指、珍珠

耳坠等。

全场有插核技术人员 60人：切片技术员 22人，育苗技术人员 12人。

（附表）

合浦县珍珠场基本情况

（公斤）

年份 职工人数 面积 育苗情况 育苗情况 产品销售 备注

合计 行政 技术 工人 亩
水体
(m3)

幼贝数
(万只)

插贝
(万只)

收珠
(kg)

售珠
(kg)

总产值
（元）

总成本
（元）

1969 35 3 2 30 8 0.5 10 3.5 735 41344

1970 36 3 3 30 10 1 2 6.2 0.4 3792 50094

1971 46 3 5 38 12 48 32 3.8 6.36 3.2 25925 53253

1972 49 3 5 41 32 48 136 1.1 7.803 1.0 13121 50012

1973 43 3 5 35 32 48 134 0.2 1.3 01 2.0 29636 62726



1974 62 3 2 57 32 48 133 5.4 3.28 0.7 16432 70404

1975 69 3 2 64 45 48 84 6.6 1.352 0.1 10346 70606

1976 68 3 2 63 45 48 61 8.1 3.579 0.1 5578 66927

1977 64 3 2 59 50 124 350 9.7 23 9.0 58532 82607

1978 65 5 2 58 70 124 365 11.5 48 21.0 99824 114927

1979 71 5 2 64 70 124 354 8.9 14.2 14.0 80667 123389

1980 79 5 2 72 120 124 49 9.8 9.4 9.1 62424 129512

1981 80 5 2 73 120 124 250 11.3 8 36.7 96973 115781

1982 104 5 2 97 140 195 771 8.1 11.65 12.0 107470 142382

1983 101 5 3 93 120 195 790 6.0 1.5 2.1 93667 150859

1984 102 5 3 94 160 195 1316 20.0 20.5 32.0 175280 102970

1985 116 4 1 111 160 195 860 8.3 11.5 10607 90617 44019

1986 116 4 112 160 195 1860 50.0 64 64 498925 249389

1987 250 1300 31

1988 131 7 400 410 6316 57 37.5

1989 73.60

1990

1991

合浦县营盘乡珍珠场基本情况

年份 职工人数 面积 育苗 育珠情况 总产值 总成本 备注

合计 行政 技术 工人 (亩)
水体
(m3)

产量
(万)

插贝
(万)

收珠
(kg)

售珠
(kg)

(元) (元)

1972 26 2 24 18 6 10 1.5

1973 26 2 24 18 10 20 O．6

1974 28 2 26 18 10 20 1.6



1975 28 2 26 24 16 40 2.1 0.61 38433 35210

1976 30 2 28 24 16 36 2.5 1.1

1977 35 3 32 24 20 395 4.9 1.8

1978 41 3 38 34 20 153 3.1 7.5 59432 46837

1979 52 3 49 34 60 253 3.0 5.1

1980 56 3 53 40 60 163 3.1 4.2 3.6 85843 68033

1981 57 3 54 45 60 360 4.2 6.5 1.7 123251 89259

1982 77 3 74 45 160 250 0 6.25 0 135179 108043

1983 76 3 73 60 160 650 4.2 5.6 5.6 68755 54210

1984 95 3 92 60 160 900 10 16.53 16.3 112850 80403

1985 106 4 102 60 160 1300 16.3 21.1 20 168788 67503

1986 116 4 112 100 180 1160 60 127.5 94 842000 200000

1987 300 180 1500 132.8

1988 113 4 200 400 1500 90 151.5 71 700000

1989

1900

附二 合浦县珍珠公司概况

合浦县珍珠公司，位于廉州镇还珠大道中段。为五层楼房建筑，建筑面积为

974 平方米，宿舍为 677 平方米。有干部职工 14人，日工 44 人。

公司设有办公室，有行政管理人员 6人，下设珍珠首饰加工厂一间，有职工

5人，日工 11人；珠核厂一间，有职工 5人，日工 33人；商场门市部一间，服

务员 4 人。

合浦县珍珠公司，建于 1985 年 3 月，为合浦水产局辖，该公司任务是扶植

合浦沿海各珍珠场的珍珠生产，收购珍珠，生产珍珠饰品等。

1988 年 7月建成合浦县珍珠公司大楼。楼下没商场门市部，主要经营珍珠饰



品，玉器及金银首饰。二楼设公司办公室及珍珠首饰加工场。产品有珍珠项链，

珍珠手链，珍珠戒指，珍珠耳坠，珍珠胸花等产品。四楼设珍珠核加工场，该场

与县冰厂合营，主要是用淡水蚌壳加工成珠核，供应合浦县各珠场插核之用。1986

年生产珠核及珍珠首饰品总产值为 26万元：1987 年总产值为 100 万元：1988 年

在受灾情况下总产值为 80万元：1989 年总产值 3366000 多元。该公司生产的珍

珠饰品，除销售全国各地外，远销美国、西德、香港及东南亚各国，深受国内外

消费者的赞赏。

附三 合浦县水产职业学校概况

合浦县水产职业学校，在营盘乡青山头海堤之西。1985 年秋创办，为县、乡

两级管理。占地面积 100 亩，有教学大楼两幢，共 720 平方米，学生宿舍一幢，

800 平方米；教工宿舍一幢 72 平方米，学生饭堂(平房) 234 平方米，还有供生

产和学生实习用的，从贝苗孵化到养珠用的珍珠养殖场。该校共有五个班，学生

198 人，教职员工 34人（其中公办 21人，编内民办人员 7人，自筹民办 6 人）。

学校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就读，为农村培养具有水产（珍珠）养殖专业知识和操

作技能的初级水产技术人员。学制三年，学生毕业后，发给职业高中毕业证书，

学校负责向用人单位推荐录用。首届毕业生 72人，其中 59 人分别被广西区珍珠

公司、北海市珍珠公司、合浦县海水养殖开发公司等单位录用，被录用的学生大

部份已成为珍珠养殖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