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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从选题，前期准备，到实践与反思，收获
颇丰。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的总结，第⼀一是通过我们的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我们对我们的命题，有了具体和切实的调研成果，形成完整的调研报告。
第⼆二是我们通过这⼏几⽇日的实践活动，引发了我们⼀一系列的思考。 

在三下乡的第⼀一天⾥里，我们去了海⼤大⽣生物集团总部。总部在中国海洋⼤大学
浮⼭山校区附近，距离适中，建筑森然。 

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究浒苔的爆发情况和利⽤用现状，进了⼤大门就看到了梁
经理，他带我们去到了总部办公的地⽅方。办公的楼层井然有序，长廊两侧是办
公区域，⼤大家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走廊墙壁上是宣传展板，主要展出了⼀一些
浒苔的处理过程。 

我们了解到，海⼤大⽣生物集团利⽤用⾃自⼰己的“海状元”号采集了⼤大量的浒苔，并通
过⼀一系列的转化，最终成为绿藻肥料。海⼤大⽣生物集团对浒苔的利⽤用以⽣生产化肥
为主，品种繁多，样式齐全，针对不同的⽣生产需要产有不同利⽤用价值的肥料，
如颗粒肥、膏状肥等。⽽而且，海⼤大⽣生物集团利⽤用浒苔等海藻作为原料⽣生产的海
藻肥料产品已经畅销全国、遍布全球五⼗〸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浒苔的采集量毕竟是有限的，仅仅是季节性在第⼀一海⽔水浴场和第⼆二
海⽔水浴场集中爆发的浒苔的量，并不⾜足以⽀支撑浒苔利⽤用的产业化。因此，海⼤大
⽣生物集团的浒苔来源主要是来⾃自深海打捞。原料量是⼀一个问题，浒苔的商业价
值又是⼀一个问题，商业价值有限，因此不断的技术创新便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前往中国科学院第⼀一海洋研究所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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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大量漂浮浒苔主要来⾃自苏北浅滩海域，这与其独特的环境特征和当地
⼤大量养殖筏架有关。海洋局的宋洪军教授向我们介绍：青岛海域每年暴发的浒
苔绿潮都来⾃自苏北浅滩，他们研究发现，苏北浅滩紫菜养殖筏架上会有很多种
浒苔，但只有⼀一种会从筏架上脱离下来并通过洋流等作⽤用来到青岛。⽽而今年浒



苔来青与往年相⽐比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根据调查得知，今年⽐比较特殊的地⽅方就
是发现浒苔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马尾藻，⼀一开始马尾藻的数量是浒苔的好⼏几倍，
但是随着洋流作⽤用浒苔和马尾藻⼀一同由南往北漂移，浒苔越来越多，马尾藻越
来越少，最后到达青岛海域⼏几乎全是浒苔了。国家海洋局⾃自从2009年就开始调
查研究浒苔来源，根据往年的数据浒苔每天漂移10公⾥里左右，⽣生物量10天就能
翻10倍，20天就能达到100倍，虽然⽣生长速度⾮非常快，根据教授讲解，我们了解
到今年浒苔的数量⽐比往年同期明显要少，但不是历年来最少的，根据分析认为
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源头上浒苔数量少了，马尾藻占了⼀一⼤大部分，浒苔可
能受马尾藻的影响，两者⽣生长相互影响；再⼀一个原因就是浒苔的⽣生长环境发⽣生
了变化，今年青岛海域的⽔水温⽐比往年偏低，盐度、营养物质等。影响也是浒苔
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同时向⽼老师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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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7⽇日，我们前往海⼤大⽣生物集团胶州⽣生产基地。 
我们想参观浒苔的处理⼯工艺，但是由于处理⼯工艺涉密，因此⽆无法近距离进

⾏行对处理⼯工艺的细致了解。浒苔的采集量较⼤大，⼀一个夏天所捕捞的浒苔所产出
的浒苔粉⽤用⿇麻袋装起来，可以垒到仓库的天花板。可以看出浒苔的集中爆发所
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样也会带来⼀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浒
苔爆发的季节性。除去夏天的集中爆发，青岛地区的浒苔含量⾮非常少，因此海
⼤大⽣生物集团需要从远海通过⾃自⼰己的打捞船去捕捞采集⼤大量的浒苔，这种原料紧
缺的问题会导致原料采集的成分⾮非常⾼高。由于成分⾼高昂，所产出的浒苔粉的价
格也因此会有上涨，因此经济效益虽然可观，但是对企业的壮⼤大与扩张⽆无疑是
⼀一个不⼩小的问题。 

对于浒苔的打捞问题，根据公司⼈人员介绍以及查阅公司相关资料，我们得
知，早在20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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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研的同时，我们制作的科普⼿手册，为我校的⼩小学、⾼高中夏令营进⾏行科
普⼩小讲座，我们认为浒苔爆发是⼀一项我们⾝身边的海洋环境及社会问题，我们有
责任科普宣传正确的知识。 

我们发现，⼤大量的群众缺乏对浒苔爆发问题的认知，或是不了解它爆发成
因、或是不了解其是否对环境和⼈人类有害等等。我们认为要提⾼高群众的认知⽔水
平，从谈虎⾊色变变为合理认知，积极治理，从源头上减少其爆发的⼏几率。 

⽇日本在各地NPO的组织下，开展了各项浒苔治理⼯工程，不仅成功动员了当
地相关社会组织等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协作，⽽而且还丰富了当地的社区⽣生
活。⽇日本东京湾浒苔治理⼯工程中，在两个NPO团体的组织策划之下，三番濑地
区从2000 年夏季起每年组织当地市民开展多次⼤大规模浒苔清理活动。具体流程
包括参加者渔港集合、乘船⾄至船桥海滨公园、进⾏行浒苔打捞回收、回到渔港、
对所回收浒苔进⾏行清洗和晾⼲干、由⼤大地守护协会的冷藏柜暂时保存、进⾏行回收
再利⽤用等环节。市民⽤用来装填浒苔的⽹网是渔业协会平时⽤用于捕捞的渔⽹网，便于
控⽔水且能反复使⽤用；活动当⽇日中午的盒饭是当地渔民义务烹饪的渔师饭，所⽤用
⼤大⽶米则是⼤大地守护协会成员农家提供的⾃自家⼤大⽶米。⽇日本浒苔治理过程中的当地
居民⾼高度参与令⼈人印象深刻，相反，许多其他国家的国民却甚⾄至未能形成浒苔
治理的社会问题意识。从完全不同的治理效果中可以看出，居民参与的主体意
识是问题的关键。换⾔言之，不仅仅是让居民参与到浒苔治理的各环节中去，⽽而
且要在治理过程中充分培养居民的⾃自主⾃自治意识，让居民真正成为各项活动的
主体，⾃自由、主动、⾃自发性地参与到海洋环境应急管理中。 
       浒苔爆发已然⼗〸十年，对其的开发和利⽤用已初步成熟，但每年耗费巨⼤大的⼈人
⼒力物⼒力打捞加⼯工，影响环境。⽽而群众的认知程度确实⽋欠缺，政府应该积极引导，
让民众⾃自由、主动、⾃自发性的参与到海洋环境应急管理中。从意识的根本上上
治理⽔水质，组⽌止各种有害藻类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