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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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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能种橡胶，沙漠周边养龙虾，现在核电站也能养珍珠了。
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塘兴村的工业用海域，宁静的海面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一座核电站开创了一项全新的副

业——珍珠养殖，还培育出了在珠宝界被誉为“海水珍珠之王”的珍品澳白珍珠。
一片片养殖片笼悬浮于海上，孕育着大自然的瑰宝——白蝶贝。这种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海域的贝类以其独特的生态价值

与经济潜力，被誉为“珍稀瑰宝”。
核电站是怎么养珍珠的？核电站培育出的珍珠会有辐射吗？1月22日，带着这些问题，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海

南昌江核电站相关负责人。“我们利用核电站周边优良的水质资源和科研力量，不仅改善了白蝶贝的生长环境，还成功培育出了
直径达20毫米的高品质珍珠与澳白珍珠。在核电站周边海域养殖的贝类，受到的辐射水平远低于能对生物体产生影响的阈值，
核电站还会定期监测周边海域包括水质、放射性物质含量等指标以确保养殖环境的安全。”他说。

核电站里养出珍珠
白蝶贝是一种世界上最

大、最优质的珍珠贝，个体可
达30厘米。

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海
域的白蝶贝，不仅在澳大利
亚西北部有分布，我国广东
西南部、海南岛四周海域也
有分布。

白蝶贝对生态环境的要
求极为苛刻，需要水质清纯、
水温适宜且稳定，不能过冷
也不能过热，还需要丰富的
浮游生物为食物。

这样的生态环境在全球
范围内只有少数区域能够满
足，如大洋洲西北部海岸的
极小部分区域，那里人烟稀
少、水质清澈、水温适宜、台
风罕至。此外，白蝶贝产珍
珠的养殖技术相对复杂，需
要专业的养殖人员和精细的
养殖管理。

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
顾志峰告诉记者，白蝶贝产
出的珍珠颗粒硕大，表面莹
润光滑，其品质在珍珠中堪
称翘楚。“不过，由于其栖息
海域对水质和环境的极高要
求，人工养殖白蝶贝是一项
技术性极强的工作。”

近年来，通过先进的科
研手段与生态管理策略，海
南昌江核电站成功攻克了白
蝶贝养殖的技术难关，不仅
实现了高品质珍珠的量产，
还利用相关技术培育出了高
品质澳白珍珠。

顾志峰表示，在所有水
产养殖里，贝类的生态效益
最好。它以海水中的微藻为
食，不需人工大量投喂饲料，
所排出的废水也无多余杂
质，不会污染环境。“而且贝
类吃剩下的微藻还可以继续
生长，在阳光照射下进行光
合作用，为海洋中其他生物
制造氧气。”

2023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海洋牧
场。并提出了“蓝色粮仓”战略，开发利用海洋
和内陆水域资源，推动海洋渔业的健康发展。
其中在核电站养贝类培养珍珠就是开发利用
海洋生物资源的一种体现。

白蝶贝珍珠的成功养殖，不仅是海南昌江
核电站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亮点工程，也为海南
珍珠产业注入了全新动力。近年来，海南昌江
核电站通过产学研合作，不断推动白蝶贝养殖
技术的创新，成功培育出的澳白珍珠以其超大
颗粒和优良品质受到广泛关注。

“珍珠产业一直是海南特色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此前技术和环境条件限制了白蝶贝珍
珠的量产。”海南昌江核电站生态保护项目成员
说。海南核电的创新模式不仅优化了白蝶贝的
培育技术，还提升了养殖的科学管理水平，解决
了产业化过程中高品质珍珠稀缺的瓶颈问题。

将珍珠文化融入旅游产业，也吸引着大量
国内外游客。“我很喜欢珍珠饰品，看到这个新
闻，就很想去海南的核电站看看珍珠到底是怎
么培育的，而且能长到直径这么大，如果有机
会的话很想去现场买一些。”在接受采访时，游
客王琪告诉记者。

以清洁能源的力量守护蓝色海洋，用科技
创新助力珍珠产业发展，真正实现了能源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之路。在每一颗莹润珍珠
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海洋的馈赠，更是人与
自然共生的美好愿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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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与珍珠养殖看似毫无关联，
但在海南昌江，这两者却以一种独特的
方式实现了共生。作为我国地理位置最
南端的核电基地，海南昌江核电站周边
的环境绿草如茵、树木挺拔，宛如花园，
而距离基地仅1公里的养殖海域更是孕
育着白蝶贝。

为什么核电站能养珍珠？海南昌江
核电站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核电站
的清洁性是实现生态共生的关键因素。
核电发电过程中几乎不产生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同时我们对冷却水的处理采
用了严格的环保标准，确保排放的水对
海域无污染。”

白蝶贝的生长离不开优质的海洋环
境，而海南昌江核电站不仅保证了周边
海域的清洁，还通过科学手段助力贝类
健康成长。利用资源优势，科研人员深
入研究白蝶贝的养殖技术、疾病防治和
栖息环境监测，采用科学养殖管理方法，
从而克服了珍珠产业在规模化养殖中遇
到的难题。

针对公众关心的核电站养殖珍珠是
否存在辐射风险的问题，海南昌江核电
站生态监测小组成员告诉记者：“放心
吧！我们定期监测海域水质、放射性物
质含量等指标，确保养殖环境的绝对安
全。科学数据显示，核电站周边水域的
环境质量长期保持优良，养殖出的珍珠
完全没有辐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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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昌江核电站养殖的
白蝶贝珍珠成品。 刘玄 摄

新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