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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包

括依次通过拉绳相连的浮子、支撑架和配重块，所

述的支撑架包括中心杆、与中心杆滑动连接的滑

套以及若干围绕中心杆圆周方向布置的扇形支撑

板，扇形支撑板上设有若干海藻培养砖，所述中心

杆的顶部设有连接座，所述扇形支撑板与连接座

在竖直面上转动连接，滑套和各个扇形支撑板下

表面之间分别铰接有支撑杆，所述的滑套和连接

座之间通过拉簧连接，相邻扇形支撑板相对应的

侧边缘在滑套处于滑动行程上止点时相互紧贴，

所述的浮子上设有放气阀。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

一种便于海藻幼苗附着生长，对于生长初期的海

藻幼苗提供较好保护，提高海藻成活率的同时便

于集中投放和方便管理的海藻幼苗养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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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其特征是，包括依次通过拉绳相连的浮子（1）、支撑架（3）和

配重块（4），所述的支撑架（3）包括中心杆（302）、与中心杆（302）滑动连接的滑套（303）以

及若干围绕中心杆（302）圆周方向布置的扇形支撑板（305），扇形支撑板（305）上设有若干

海藻培养砖（7），所述中心杆（302）的顶部设有连接座（306），所述扇形支撑板（305）与连接

座（306）在竖直面上转动连接，滑套（303）和各个扇形支撑板（305）下表面之间分别铰接有

支撑杆（304），所述的滑套（303）和连接座（306）之间通过拉簧（301）连接，相邻扇形支撑板

相对应的侧边缘在滑套（303）处于滑动行程上止点时相互紧贴，所述的浮子（1）上设有放

气阀（2），所述浮子的顶部设有开口朝上的贮存筒（207），贮存筒（207）内设有小浮球（206）

以及与小浮球（206）连接的回收缆（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其特征是，所述的放气阀（2）包括在浮

子（1）内竖直布置的导向套（202）、可在导向套（202）内腔中滑动的活塞（203）以及作用于

活塞（203）的限位弹簧（201），与支撑架（3）连接的拉绳（6）其上端与活塞（203）连接，导向

套（202）内腔顶部设有阀体（205），阀体（205）内设有连通浮子（1）内部和外界的放气通道

（208）以及控制放气通道（208）开闭的阀芯（209），阀芯（209）的下端设有可与活塞（203）

接触的帽沿以及阀芯复位弹簧（2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其特征是，所述的海藻培养砖（7）在扇

形支撑板（305）上均匀布置，相邻的海藻培养砖之间设有间隔，所述扇形支撑板（305）上设

有若干与间隔位置对应的通水孔（307）。

4.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或 3所述的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其特征是，所述贮存筒（207）

的底部设有用于缠绕回收缆（10）的绕线筒（11），绕线筒（11）的上方设有隔板（12），隔板

（12）上设有若干通孔（12a），所述贮存筒（207）侧壁的底部设有排水孔（13）。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其特征是，所述的海藻培养砖

包括砖体（7b）和盖体（7a），所述砖体（7b）上设有向上开口的凹槽（702），砖体（7b）顶部设

有可盖合凹槽（702）的盖体（7a），盖体（7a）与砖体（7b）之间转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其特征是，所述砖体（7b）的侧壁均设

有流通孔（703），所述盖体（7a）至少有两个，相邻的盖体（7a）边缘之间设有间隙（701）。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其特征是，所述的放气通道（208）的开

口处设有使放气通道（208）单向朝外排气的单向阀（14）。

8.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或 3所述的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其特征是，所述中心杆（302）

的底部设有滑套定位座（5），所述滑套（303）侧面的底部设有限位槽（303a），滑套定位座

（5）的上表面设有与滑套（303）底部相配合的沉槽（5a），所述沉槽（5a）的边缘设有偏心布

置的旋转块（16），旋转块（16）的侧面设有与限位槽（303a）相配合的卡接面，旋转块（16）上

设有可使卡接面与限位槽（303a）锁紧的扭簧（17），沉槽（5a）的底部设有可上下滑动的触

发块（18）以及与触发块（18）配合的触发块复位弹簧（19），触发块（18）上设有用于定位旋

转块（16）的旋转块定位销（18a）。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其特征是，所述的扇形支撑板

（305）向下凹陷，所述支撑架（3）在扇形支撑板（305）相互紧贴时其外表面呈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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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洋藻类养殖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海藻在中、高纬度海域间潮间带下区和潮下带浅水区海底丛生，作为支撑植

物与其他浮游生物、游泳动物和底栖动物以及与之共存的环境因子共同构成近岸生态系

统。以大型海藻为支撑的海藻场具有很高的初级生产力，同时形成复杂动植物食物网能够

富集 N、P等富营养化盐，克制“赤潮”爆发，保护海洋环境。海藻场创造的经济价值很大，海

藻本身有工业、食用、医用价值，海藻场更提供了鱼类索饵、避敌、产卵的场所。然而，根据最

近观测结果显示，海藻场正在消失，同时海藻生物多样性下降。

[0003] 目前就海藻场的修复已有一些研究，主要有建立自然保护区，减少人为活动的破

坏；进行人工繁殖生物学的研究和相关工作，如室内人工育苗和苗种中间培育。人工育苗

时，多采集成熟种藻在实验室内进行精卵排放、合子萌发，附着在固着基上、长出幼苗，虽在

贝壳、岩石等附着基上幼孢子体附着良好，但不易将之投放在海水中；维尼纶绳制成苗帘在

海面挂养，但苗株生长不健壮，管理较为不便；直接在潮间带岩石上喷洒孢子水，孢子成功

萌发并固着生长的概率太小。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在海藻场内繁殖海藻时，对海藻幼苗的初期保

护不足致使海藻存活率低下，管理不便的不足，提供了一种便于海藻幼苗附着生长，对于生

长初期的海藻幼苗提供较好保护，提高海藻成活率的同时便于集中投放和方便管理的海藻

幼苗养殖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包括依次通过拉绳相连的浮子、支撑架和配

重块，所述的支撑架包括中心杆、与中心杆滑动连接的滑套以及若干围绕中心杆圆周方向

布置的扇形支撑板，扇形支撑板上设有若干海藻培养砖，所述中心杆的顶部设有连接座，所

述扇形支撑板与连接座在竖直面上转动连接，滑套和各个扇形支撑板下表面之间分别铰接

有支撑杆，所述的滑套和连接座之间通过拉簧连接，相邻扇形支撑板相对应的侧边缘在滑

套处于滑动行程上止点时相互紧贴，所述的浮子上设有放气阀，所述浮子的顶部设有开口

朝上的贮存筒，贮存筒内设有小浮球以及与小浮球连接的回收缆。浮子、支撑架和配种块

通过拉绳连接，可以方便地投入到海水中，通过浮子和配重块作用，使得支撑架能处于悬浮

状态，便于进行观察和管理，海藻培养砖处于海水中上层区域，便于海藻得到充足阳光和养

分。滑套处于滑动行程上止点时，扇形支撑板相互靠拢紧贴，便于海藻幼苗在海藻培养砖上

附着生长，提高海藻幼苗的存活率，起到较好保护作用。当海藻生长后重量不断增加时，扇

形支撑板在重力作用下围绕连接座转动，使得滑套克服拉簧的弹性力向下移动，实现扇形

支撑板的展开，扇形支撑板之间的间隙增大，相互分离，支撑架内外的海水流动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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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海藻的生长速度。通过放气阀作用将浮子内空气排出，支撑架可以下沉，同时贮

存筒内的小浮球上浮，以便于管理者识别从而及时打捞。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放气阀包括在浮子内竖直布置的导向套、可在导向套内腔中滑

动的活塞以及作用于活塞的限位弹簧，与支撑架连接的拉绳其上端与活塞连接，导向套内

腔顶部设有阀体，阀体内设有连通浮子内部和外界的放气通道以及控制放气通道开闭的阀

芯，阀芯的下端设有可与活塞接触的帽沿以及阀芯复位弹簧。这样当出现恶劣天气，风浪较

大时，活塞可以推动阀体，对浮子进行放气操作，实现支撑架的自动下沉从而躲避风浪，对

海藻起到良好的保护。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海藻培养砖在扇形支撑板上均匀布置，相邻的海藻培养砖之间

设有间隔，所述扇形支撑板上设有若干与间隔位置对应的通水孔。设置通水孔可以提高扇

形支撑板两侧水体流动，实现较好的水体循环。

[0009] 作为优选，所述贮存筒的底部设有用于缠绕回收缆的绕线筒，绕线筒的上方设有

隔板，隔板上设有若干通孔，所述贮存筒侧壁的底部设有排水孔。通过在隔板上设置通孔以

及在贮存筒侧壁设置通水孔，可以方便将雨水或者溅入贮存筒的海水排出，浮子未下沉时

小浮球能保持在贮存筒之中。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海藻培养砖包括砖体和盖体，所述砖体上设有向上开口的凹槽，

砖体顶部设有可盖合凹槽的盖体，盖体与砖体之间转动连接。在砖体内设置凹槽可以增加

砖体的表面积，提高海藻的附着率，设置盖体也可以对凹槽内的海藻幼苗提供保护。海藻幼

苗生长后悔将盖体打开，使得盖体也成为附着表面，从而进一步提高利用率。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砖体的侧壁均设有流通孔，所述盖体至少有两个，相邻的盖体边缘

之间设有间隙。设置流通孔和间隙可以提高砖体内外水体的流通。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放气通道的开口处设有使放气通道单向朝外排气的单向阀。设

置单向阀从而避免海水进入到放气通道中。

[0013] 作为优选，所述中心杆的底部设有滑套定位座，所述滑套侧面的底部设有限位槽，

滑套定位座的上表面设有与滑套底部相配合的沉槽，所述沉槽的边缘设有偏心布置的旋转

块，旋转块的侧面设有与限位槽相配合的卡接面，旋转块上设有可使卡接面与限位槽锁紧

的扭簧，沉槽的底部设有可上下滑动的触发块以及与触发块配合的触发块复位弹簧，触发

块上设有用于定位旋转块的旋转块定位销。当支撑架完全展开后，触发块可以对滑套进行

定位，避免滑套反复滑移，保证海藻稳定生长。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的扇形支撑板向下凹陷，所述支撑架在扇形支撑板相互紧贴时其

外表面呈球形。通过凹陷来提高扇形支撑板的表面积，海藻培养砖在扇形支撑板形成倾斜

或者垂直的立面，模仿陡峭海底岩礁的环境，使藻株生长良好，同时能够构建相对稳定的小

环境，对海藻幼苗起到良好保护。

[0015] 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方便进行海藻幼苗的集中投放，方便观

察和管理；（2）实现幼苗的初期保护，提高存活率，保证海藻的增殖效果；（3）能在大风浪来

袭时自动下沉从而躲避大风浪，降低海藻被破坏的损失，对海藻起到良好的保护；（4）下沉

后小浮球浮出水面，通过回收缆方便进行打捞和回收；（5）回收并更换海藻培养砖之后即

可投入下一轮的海藻养殖，便于海藻的采收以及整体的重新利用，降低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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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 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7] 图 2是本实用新型图 1中支撑架的半剖图；

[0018] 图 3是本实用新型中浮子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 4是本实用新型中海藻培养砖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 5是本实用新型中扇形支撑板展开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 6是本实用新型图 5中 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中，浮子1，放气阀2，限位弹簧201，导向套202，活塞203，阀芯复位弹簧204，阀

体 205，小浮球206，贮存筒207，放气通道208，阀芯 209，下密封盖210，支撑架3，拉簧301，

中心杆302，滑套303，限位槽303a，支撑杆304，扇形支撑板305，连接座306，通水孔307，配

重块 4，滑套定位座 5，沉槽 5a，拉绳 6，海藻培养砖 7，盖体 7a，砖体 7b，间隙 701，凹槽 702，

流通孔 703，回收缆 10，绕线筒 11，隔板 12，通孔 12a，排水孔 13，单向阀 14，转轴 15，旋转

块16，把手16a，旋转块定位孔16b，扭簧17，触发块18，旋转块定位销18a，触发块复位弹簧

19。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4] 如图 1 所示的实施例中，一种海藻幼苗养殖基，包括浮子 1、支撑架 3 和配重块 4，

三者通过拉绳进行连接，其中，支撑架 3如图 2所示，包括中心杆 302、滑套 303 和若干扇形

支撑板305，中心杆302竖直布置，滑套303可沿着中心杆302上下滑动，中心杆302的顶部

设有连接座 306，扇形支撑板 305 在连接座 306 上围绕中心杆 302 圆周方向布置，可在竖直

面上相对连接座 306 转动。扇形支撑板 305 上设有若干海藻培养砖 7，海藻培养砖 7 在扇

形支撑板305上均匀布置，相邻的海藻培养砖7间隔排列，扇形支撑板305上设有若干与间

隔位置对应的通水孔 307。滑套 303 和各个扇形支撑板 305 下表面之间分别铰接有支撑杆

304，滑套 303和连接座306之间通过拉簧301连接，扇形支撑板305向下转动时，带动支撑

杆 304 推动滑套 303 向下滑动，拉簧 301 被拉伸。相邻扇形支撑板 305 相对应的侧边缘在

滑套 303 处于滑动行程上止点时相互紧贴。扇形支撑板 305 向下凹陷，从而提高扇形支撑

板305的表面积，海藻培养砖7在扇形支撑板305形成倾斜或者垂直的立面，模仿陡峭海底

岩礁的环境，使藻株生长良好，支撑架 3 在扇形支撑板 305 相互紧贴时其外表面呈球形，能

够减缓海流对于海藻培养砖 7的冲击，有利于构建相对稳定的培养环境。

[0025] 如图 3 所示，浮子 1 上设有放气阀 2，包括在浮子 1 内竖直布置的导向套 202、可

在导向套 202 内腔中滑动的活塞 203 以及限位弹簧 201，限位弹簧 201 为压缩弹簧，连接活

塞 203 和导向套 202 底部，此外与支撑架 3 连接的拉绳 6 其上端与活塞 203 连接。导向套

202 上端固定有贮存筒 207，导向套 202 下端固定有下密封盖 210，通过贮存筒 207、下密封

盖 210将浮子 1进行密封。导向套 202内腔顶部设有阀体 205，阀体 205内设有连通浮子 1

内部和外界的放气通道 208 以及控制放气通道 208 开闭的阀芯 209，导向套 202 和贮存筒

207上也有与放气通道208相对应的出气孔，从而形成畅通的气路。阀芯209的下端设有可

与活塞 203 接触的帽沿以及阀芯复位弹簧 204，当活塞 203 向上推动阀芯 209 时，阀芯 209

将放气通道 208 打开，浮子 1 内的空气可以通过放气通道 208 排出。活塞 203 上可开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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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活塞 203 上下运动。放气通道 208 的开口处设有单向阀 14，使的浮子 1内的空气只能

通过放气通道 208 单向朝外排气，而外界的空气和海水无法进入到放气通道 208 中。除此

之外，浮子 1上应当设有气嘴以方便对其进行充气。

[0026] 此外，浮子的顶部设置的贮存筒 207，其开口朝上。贮存筒 207 的底部设有绕线筒

11，绕线筒 11可以单独转动。绕线筒 11的上方设有隔板 12，隔板 12上方设有小浮球 206，

小浮球 206 位于贮存筒 207 内。小浮球 206 连接有回收缆 10，回收缆 10 缠绕在绕线筒 11

上。隔板 12 上设有若干通孔 12a，贮存筒 207 侧壁的底部设有排水孔 13。

[0027] 如图 4 所示，海藻培养砖包括砖体 7b 和盖体 7a，砖体 7b 上设有向上开口的凹槽

702，砖体7b顶部设有可盖合凹槽702的盖体7a，盖体7a与砖体7b之间转动连接。海藻培

养砖 7 采用六边形轻质泡沫混凝土制成，砖表面镶嵌有贝壳、藤壶、海岩碎片等，使其粗糙

易于藻类的固着器抓牢，贴近原生态，使藻株更容易固着及繁殖。盖体7a和砖体7b均采用

相同材料制成，当盖体7a将凹槽 702盖合后，海藻培养砖形成中空结构。盖体7a至少有两

个，相邻的盖体7a边缘之间设有间隙701，砖体7b的侧壁均设有流通孔703，以便于水体流

通。

[0028] 扇形支撑板305展开后如图5所示，滑套303位于滑动行程的下止点，拉簧301被

拉伸，此时扇形支撑板305之间的开度最大。结合图6所示，中心杆302的底部设有滑套定

位座5，滑套303侧面的底部设有限位槽303a，滑套定位座5的上表面设有与滑套303底部

相配合的沉槽 5a，沉槽 5a 的边缘设有偏心布置的旋转块 16，旋转块 16 的侧面设有与限位

槽 303a 相配合的卡接面，旋转块 16 上设有可使卡接面与限位槽 303a 锁紧的扭簧 17，旋转

块16通过转轴15进行定位。沉槽5a的底部设有可上下滑动的触发块18以及与触发块18

配合的触发块复位弹簧 19，触发块 18 上设有用于定位旋转块 16 的旋转块定位销 18a。初

始状态时，旋转块定位销18a作用于旋转块定位孔16b上，使得滑套303的底部能顺利进入

到沉槽5a内；当滑套303的底部能顺利进入到沉槽5a内时，滑套303的底部向下压动触发

块 18，使得旋转块定位销 18a 离开旋转块定位孔 16b，旋转块 16 在扭簧 17 作用下转动，使

得卡接面进入到限位槽303a中并与之锁紧。此外旋转块16上还设有一体的把手16a，以方

便手动扳动把手 16a 从而转动旋转块 16，解除滑套 303 的锁定状态。

[0029] 投入海域使用前，先将海藻培养砖用改性尼龙绳串联起来，用海水浸泡 24 小时。

盖体 7a 上和凹槽 702 内均镶嵌有贝壳、海岩碎片，将盖体 7a 打开后平铺于育苗池底，等待

海藻孢子体萌发及附着。待海藻幼苗长至可下海培养的规格时，将载有海藻幼苗的海藻培

养砖 7 移至扇形支撑板 305 上，同时将盖体 7a 关闭。铺好海藻培养砖后，整个装置可投入

海域使用。在海面上用缆绳定位浮子 1，每个装置之间相距 1.5m 或更稀疏。根据所养殖藻

类的生理特点和不同发育时期的需求，可以调整拉绳 6长度以适应水下的垂直位置。

[0030] 在投放之后，随着海藻幼苗的生长，从而将盖体 7a 顶开，之后重量不断增加，扇形

支撑板305在重力作用下围绕连接座306转动，使得滑套303克服拉簧301的弹性力向下移

动，实现扇形支撑板 305 的不断展开。扇形支撑板 305 的间距增大，相互分离，以便于海水

流入到支撑架3内形成水体交换。当台风等恶劣天气来临时，海中风浪较大，浮子1随着海

面拨动幅度较大，拉绳 6受力较大，活塞 203 经过限位弹簧 201 回弹后，可以推动阀体 205，

对浮子1进行放气，装置整体浮力减小，使得支撑架3自动下沉从而躲避风浪。同时由于浮

子放气后浮力减小而下沉，贮存筒207没入海水中，小浮球206受到海水浮力作用可以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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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以方便管理者在恶劣天气过去后进行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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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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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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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说  明  书  附  图CN 204350797 U

10



        4/5 页

11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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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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