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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三下乡实践活动的第⼀一天。为了探究浒苔的爆发情况和
利⽤用现状，我们前往了海⼤大⽣生物集团总部。总部坐落于海⼤大浮⼭山
校区⼤大门处附近⼀一座⾼高⼤大的建筑中，⼗〸十分⽓气派。我们⼀一进⼤大门便
见到了等候我们多时的梁经理，他带着我们乘坐电梯来到了总部
办公的地⽅方。 

出了电梯门，便是贯穿楼层的长廊，所有的办公区域都分布在
长廊两侧。⾛走廊上摆放了许多绿植，很有⾃自然的感觉。长廊两边
的墙上贴着许多宣传展板，从这些展板上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些浒
苔的处理过程。原来，海⼤大⽣生物集团捕捞浒苔的主要场所在远海，
公司通过⾃自⼰己的“海状元”号捞取⼤大量浒苔后，通过特殊的⼯工艺将
浒苔⼲干燥、碾成粉末，最后转化为绿藻肥料，从⽽而将影响景观环
境的浒苔转化为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高科技产品。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调研，梁经理把我们带到了会议室。会议室
的⼀一⾯面墙前摆放了许多展品，⼤大家都好奇的过去观察了⼀一番。墙
上摆满了海⼤大⽣生物集团的各种荣誉牌匾和证书，前⾯面则整整齐齐
的摞着海⼤大⽣生物集团的各种产品：这些产品以化肥为主，既有⽐比
较亲民的颗粒肥，也有供应⾼高级经济作物的膏状肥；既有满⾜足农
业⽣生产需要的肥料，也有为家庭园艺量⾝身打造的肥料，总之种类
⾮非常齐全，但全部都是以浒苔为原材料开发出来的。产品的前⾯面
则是⼏几个精致的玻璃标本瓶，⾥里⾯面陈列着浒苔粉和浒苔化肥的各
种形态。 

之后我们在会议室⾥里观看了海⼤大⽣生物集团的宣传⽚片，对这个企
业有了更多的认识。海⼤大⽣生物集团起初是我们海⼤大的校友在海⼤大
创⽴立的⼩小公司，⽽而如今已成为了具有多个⽣生产基地、市场遍布世
界各地的⼤大型企业，⽽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企业不断的⾃自主研发、锐
意进取。虽然他们现在的产品已经⼗〸十分多样，但他们依旧在开发
新的产品、探索新的领域。梁经理告诉我们，他们最近已经开始
研究浒苔转化为饲料的可能性了。这也让我们认识到，不断创新
对于⼀一个企业有多么的重要。 

之后，我们便结束了海⼤大⽣生物集团总部的初步调研。但这只是
⼀一个开始，之后我们将前往位于胶州的海⼤大⽣生物集团⼯工⼚厂，实地
体验浒苔转化的全过程。 
       我们去到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海洋研究所。 

我们和⽼老师讨论了浒苔的相关问题。我们了解到原来浒苔的起



源地在江浙⼀一带，过量养殖导致的⽔水体富营养化是浒苔爆发的主
要原因。浒苔随着洋流漂浮，于每年的六七⽉月汇集在青岛，才使
得青岛的海滩变成“草原”。但从⼋八⽉月开始，由于青岛的⽓气候变化，
浒苔就会⼤大量减少，即浒苔是⼀一种只在六七⽉月周期性爆发的灾害。
回想起来，来的时候在⼀一浴确实没有看到许多浒苔呢。 

我们从⽼老师那⾥里了解到，青岛季节性集中爆发的浒苔并⾮非青岛
本地区的产物，⽽而是从江苏⼀一带随着洋流漂移过来，在“Who 
made the world’s largest green tide in China?”这篇由国家海洋局的
⽼老师们的论⽂文中，详细描述了浒苔是从哪⾥里迁移并如何迁移、乃
⾄至在青岛胶州湾爆发的过程。⽽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其实今年青
岛地区的浒苔量有所下降，⽽而更多的是⼀一种马尾藻，引起了我们
深思。 

⼤大型绿藻的⽣生长动态模型⾮非常复杂，需要通过地球物理与⽣生态
模型相耦合进⾏行全⾯面⽽而细致的仿真，涉及到多个交叉领域，同时
也是⼀一个多层次的模型，从区域浒苔的⽣生长动⼒力学，到⼤大范围的
浒苔聚集乃⾄至⽓气候与洋流部分都需要多个领域的知识汇集。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大型绿藻的⼤大范围仿真模拟可以给我们可靠地预
测⽅方法，进⽽而更加有⼒力的控制绿藻⽣生长，避免其在不必要的时间
进⾏行爆发。 

我们还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今年浒苔的爆发量⽐比去年减少了三
分之⼀一，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马尾藻。⽽而且在胶州湾底有着⼤大
量的浒苔孢⼦子，每年都会⼤大量萌发。 

在绿潮发⽣生过程中不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人体健康 和⾷食品安
全产⽣生危害,其在近海⼤大量增殖 的过程中可有效吸收⽔水体的富营养
化物质,对⽔水质清洁具有重 要的作⽤用。但其在近海⼤大量聚集堆积死
亡后,在细菌分解作⽤用下,因体内⼤大量的蛋⽩白质以及糖类化合物的溶
出、降解,将对近岸海域的⽔水质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前,对聚集
的绿藻主要通过⼈人⼯工和机械采收的⽅方式进⾏行清理。 

看来浒苔处理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三下乡的最后⼀一天，我们也前往了最后的⽬目的地——海⼤大⽣生物



集团的胶州⽣生产基地。我们坐车前往胶州，⼀一开始路上⼤大⾬雨滂沱，
但到了胶州附近便开始放晴了，可见胶州距市区的距离之远。 

⼀一进⼯工⼚厂⼤大门，⼀一种波⼒力海苔的⽓气息便扑⾯面⽽而来，⼗〸十分明确的
表明了这是⼀一个和海藻有关的⼯工⼚厂。宽阔的空地上伫⽴立了数个巨
⼤大的⼚厂房，许多的叉车拉着货物穿梭其中，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
⼈人们来来去去，⼀一派忙碌的景象。 

做我们向导的主任先带我们去了浒苔处理⼚厂房，只见⾥里⾯面有两
个巨⼤大的机器，由于处理是涉密的，我们只⽅方便远远的观望。每
天公司打捞的浒苔便是从这个机器进去，转化为⼲干燥、细密的浒
苔粉的。主任告诉我们，这个机器的⽇日⽣生产量可达数百吨，实在
是令⼈人惊讶。 

之后我们前往了浒苔粉仓库，仓库⼗〸十分宽敞，⼀一眼望不到头，
所望之处全是⼀一袋⼀一袋整齐摞到接近仓库天花板⾼高度的浒苔粉，
不敢想象⾥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浒苔。主任说这便是⼀一个夏天所捕捞
的浒苔的数量，我明⽩白为什么浒苔灾害会被称为“爆发”了。 

仓库中也有桶装的浒苔粉，桶盖上写着“⼀一级浒苔粉”，有些是
汉字，有些则是英⽂文。我们打开抓了⼀一把，就像绿⾊色的抹茶粉⼀一
样绵软细腻，只有鲜明的绿藻味道提醒我们它的本质。 

再往前则是产品仓库，叉车忙忙碌碌的穿梭着，将产品运往世
界各地。海⼤大⽣生物集团以最⼤大限度利⽤用浒苔为⽅方向，提取出浒苔
粉中最具营养价值的浒苔多糖制成了营养价值很⾼高的膏状肥；⽽而
剩下的纤维素等物质则制成价格低廉的颗粒肥；⽽而浒苔粉本⾝身也
可以进⼀一步加⼯工为饲料。此外他们还将浒苔和其他的绿藻混合，
结合⼆二者的优势制成了双藻混合肥。 

⽽而这些肥料的研发与⽣生产基地则位于⼯工⼚厂最⾥里处。由于涉密，
我们只在门⼜⼝口稍作参观。基地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其前部是研发实
验室，后⽅方则是⼚厂房，实现了科研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 

海⼤大⽣生物⾃自筹资⾦金建造了排⽔水量3700吨的浒苔海上移动处置平
台“海状元1号”，该船舶具备⾃自动收集和承接渔船、转运浒苔的能
⼒力，作为可移动的海上浒苔处置平台。此外，“海状元1号”可协同
30艘渔船组成“1+X”打捞编队，另组织近百艘渔船作为应急保障船
队，对划定的近海重点保障区域进⾏行打捞和清理，使以上区域的
漂浮浒苔基本做到了少登陆和不登陆，在近三年的浒苔处置⼯工作
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胶州⽣生产基地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特点，就是基地前部是研发实
验室，后⽅方是⼚厂房。科研过程与⽣生产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研发实验室承担着公司的创新技术的使命，给海⼤大⽣生物集团⼀一直
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新的市场需求，与⼚厂⽅方的紧密结合，会加强研
究与实践的沟通与交流，⽆无疑会使整个研发⽣生产流程的效率⼤大⼤大
提⾼高。 

最后，我们参观了⼚厂区门⼜⼝口附近的温室⼤大棚，这⾥里是检验产品
成效的实验室。⼤大棚⾥里种有番茄、黄⽠瓜等经济作物，它们在浒苔
肥料的滋养下茁壮⽣生长着。⾄至此，我们看到了浒苔被利⽤用的全过
程，结束了我们丰富的三下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