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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世界在不断的科学探索中前
行。

站在
'(

世纪回溯珠宝的历史，最璀璨
的无疑是珍珠。珍珠的美丽、珍奇和神秘，
连同流传久远的珍珠神话，一直被世人所
关注。

当人类的脚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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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人们惊奇
地发现，在世界的东方古国，有一位名叫谢
绍河的珍珠研究者，以其从淡水无核珍珠
到“淡水有核珍珠”再到“附壳造型珍珠”
的科学探索之旅，震惊了整个世界，从而完
成了珍珠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谢绍
河研究的第二代淡水有核珍珠可与世界
“南洋珍珠”相媲美，造型珍珠复合模核技术属全球首创，在
成功开发大珠母贝技术之后，这位世界珍珠研究引领者，又
在“南海大珍珠”研发中取得重大突破，续写着令世界瞩目
的“绍河珍珠传奇”。

在星光灿烂的世界现代科学殿堂里，终于又多了一位
黄皮肤的中国人身影。他历经万难取得的珍珠培育科研成
果放射出耀眼的海洋之光……

摘取皇冠之顶明珠的东方学者

谢绍河的珍珠研究科学探索之旅，是在导师熊大仁的
带领下起步的。

熊大仁教授是国内外水产界享有盛名的珍珠研究专
家、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现代珍珠养殖创始人，被誉
为“中国现代珍珠之父”。

在谢绍河的记忆里，童颜鹤发、面色黝黑、穿着干净俭
朴的恩师总有一种慈祥的仪态和表情，虽然岁月的白云已
经爬上了他的两鬓，但先生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乌黑的面
庞，饱满的前额，眼镜后面一双会笑的眼睛，使人感到一个
学者的雍容风度。他在课堂上常说的一句话：“世上很难说
什么是办不到的，因而昨天的梦想，可以说是今天的希望，
并且还可以成为明天的现实。”

谢绍河生长在汕头南海边新溪镇六份村，童年跟随父
亲到海边捕鱼，从小便对水产生兴趣。青年进入湛江水产
学院读书后，受导师熊大仁影响，养成了“敢为人先”的性
格。熊大仁的人生与对珍珠事业的热爱，深深地影响着谢
绍河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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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熊大仁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旋即自费留
学，经推荐免试进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动物学研究室，
在动物学主任驹进卓教授指导下研究动物形态生态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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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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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终止学业，携带
有关珍珠人工养殖的资料和一套珍珠插核手术工具毅然归
国。上海沦陷，他任教的复旦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为联合大
学内迁四川重庆，战火纷飞，辗转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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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被委任为
暨南大学水产系主任，从此开始珍珠养殖研究。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珍珠养殖大国，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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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就有
养殖珍珠的记录。但这些发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
而湮没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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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却在日本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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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岛羽有
一个叫御木本幸吉的青年，成为近代人工珍珠养殖的开创
者。接着，见濑辰平（

'$;:

）和西川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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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成功养殖了
正圆珍珠。使日本的珍珠养殖业迅速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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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独
霸世界珍珠市场。对此，熊大仁为中国珍珠养殖的衰败凋零
深感痛心，他立志要让珍珠养殖业在中国复兴，发出“中国
不成为珍珠王国，死不瞑目”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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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把南珠生产搞上
去，要把几千年落后的自然采珠改为人工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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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毛
泽东主席视察广州水产馆时指示：“旧社会劳动人民辛辛苦
苦采珠进贡皇帝，现在我们养殖珍珠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
服务。”在开国领袖的激励下，当年，熊大仁教授便翻译、出
版了《珍珠的研究》一书，抱着振兴祖国育珠事业的宏愿，带
领水产系学生来到北海实习、研究，指导培育出中国第一批
海水人工有核珍珠。

那是何等壮怀激烈的岁月啊！当时的养殖场，只有几
间简陋的茅棚，几件简单的工具，没有仪器设备，没有科技
资料，没有实践经验，一切只有从零开始。熊大仁凭着他对
珍珠贝生态学的精深研究，参考从日本带回的资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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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编写了《珍珠的养殖》一书，从珍珠贝的生态、珍珠
的成因，到珍珠养殖作业每道程序的操作技术要求，作了详
尽系统的论述。这是我国关于珍珠养殖的第一本专著。

人工育珠首先要研制培育珍珠的珠核，没有磨核机，熊
大仁同他的学生，硬是用三角锉把厚实的蚌壳一锉一锉地
磨出第一批珠核，迈出了试验第一步。插核是珍珠养殖技
术的核心环节，头几次试验都失败了，插入的核珠不是排
出，就是造成育珠母贝死亡。熊大仁与大家一起反复试验，
终于摸索出把珠核植入在内脏团生殖腺的部位，成功养殖
了我国第一批海水珍珠。随之，指导李伟新夫妇等老师进
行了淡水无核珍珠养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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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由熊大仁、吴教
东、何筱洁等人组成的河蚌养殖珍珠小组，养殖淡水无核珍
珠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河蚌珍珠养殖的复兴。而海水育
珠，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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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处理细胞小片缩短育珠期，熊大仁又一
次取得成功，这项成果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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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熊大仁足迹踏遍祖国的江河湖海，培育了成百上千的

珍珠养殖人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珍珠养殖。终使中
国淡水珍珠产量和出口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

谢绍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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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在湛江水产学院毕业后，留在熊大仁
刚建立起来的珍珠研究室工作，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被老
师称为“最得意门生”。

恩师德智，深深感染着青年学子。谢绍河早就听说，熊
大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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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就被评为教授了，抗美援朝时期，为支援国
家，自愿要求将自己二级教授待遇降为三级，从原每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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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降为
%(;

元，这一降就是
%;

多年。他每月自己订
阅国内外杂志、报刊、书籍就花掉大半工资，有些本可报销
的文具用品、标本等都是在他自己的工资中开销。学校在
唐家湾生活困难时期，为了节约买燃料的钱，师母经常捡树
叶回来烧饭。为给学校节约费用，熊教授出差时，若乘坐的
车船到达目的地是下半夜，他总舍不得花钱开房休息，经常
就地找个地方坐着休息，一直坐等到天亮立即办事。

谢绍河清晰地记得，他初到熊教授家，师母给他端来一
杯茶，谈完事后，他杯中的茶水没喝完就要走了，当他转身
打招呼时发现，熊教授正将他喝剩下的茶水慢慢倒入自己
杯中留着继续喝呢。师从他这些年，没有看到他添过一件
新外衣，而他最后一套“新衣”中山装，还是谢绍河的爱人连
夜裁缝赶制的，不过他穿时已经是永远离开他们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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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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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是谢绍河应当永远铭记的日子。那
天他到熊教授家时，恩师有意问他是否喜欢研究淡水珍珠，
学生回答老师“喜欢”，老师便向他谈了很多有关珍珠的研
究和发展思路，要他主攻淡水河蚌植核育珠课题，并拿出两
份他珍藏的在江苏、江西等省讲课时的技术资料和河蚌无
核珍珠的位置图给他，希望他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当
他看到老师书房中最显眼的位置上摆出他们师徒俩的合影
相片时，泪水顿时涌出眼眶。老师的信任让他深感责任重
大，但仅仅过了五天，恩师就因心脏病突发而与世长辞了。
“皓首回眸思教泽，心香一瓣报师恩”。先生的形象有如

丰碑，愈远愈显，弥仰弥高。已多年过去，可老师头戴草帽，觅
寻标本，不顾海浪咆哮，不管烈日当空，稳坐在颠簸的小船上
顶着酷暑工作的身影仍时常浮现在眼前，让他泪水长流……

谢绍河接过的，不仅仅是恩师传给他的珍珠研究接力
棒，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强志气、治学精神与高尚品格。

可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谢绍河能完成老师的
遗愿吗？他能够成为中国几代珍珠人的期盼，摘取那颗光
耀天穹的皇冠之顶的明珠吗？

世界，大睁着充满期待的眼睛。

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世纪攀登

谢绍河的发明之路，充满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以惊
人的顽强毅力，开始向摘取王冠之顶明珠的阶梯攀登了。

河蚌植核培育淡水有核珍珠，堪称世界珍珠研究的一
大难题，不用说欧美，就连珍珠研究历史悠久的日本，攻关
多年也未能取得突破。为完成熊大仁的夙愿，谢绍河向学校

领导写报告，要求学校“立项”研究开发淡水有核珍珠。可报
告写了一份又一份，都如石沉大海，不见回复。

谢绍河口出狂言要攻克世界难题，这不是蚍蜉撼树、螳
臂当车、痴人说梦吗？

他欲哭无泪，站在星空下仰天长叹：恩师在上，吾当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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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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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家乡来人让他从心底燃起希望之火，
汕头市龙湖区新溪镇六份村新开挖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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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的吃水蓄
水池，村干部请他帮忙，一起到当时的南海县南庄镇广东省
水产养殖淡水良种场，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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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插片的无核珠蚌，目的
是为了“生物净化水质”之用。一个念头忽然在他的心头闪
过：何不向恩师学习，利用寒暑假期，走出校门，回归自然，
在劳动实践中开展淡水有核珍珠研究呢？可当时他的月工
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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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走一趟粤东就要花去大半，只好依靠妻子为他
人缝制服装、日夜不停，争取多点收入提供他搞珍珠研究。

在那些心情激荡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个繁星满天的
夜晚，谢绍河在池塘边的简易工棚里彻夜不眠，他想到“明
珠射体而孕西施”的美丽传说，想到如何改变河蚌从植片培
育“无核珍珠”转入植核培育“有核珍珠”。要知道，原有技术
是在河蚌外套膜植入细胞小片培育“淡水无核珍珠”，养殖
周期长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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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珍珠形状不规则经济价值低，致使中
国淡水珍珠产业处于国际被动地位。要扭转落后局势驱动
产业转型升级，就必须研究生产“淡水有核珍珠”！

谢绍河将“淡水有核珍珠”分代研究逐个击破：第一代
技术是在外套膜中植核育珠，因外套膜很薄，外侧细胞层和
内侧细胞层夹着结缔组织，总厚度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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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且肉质
很嫩，难以植入

"

毫米以上的圆核育珠；第二代技术则是在
内脏团中植核育珠，因内部器官复杂肠系发达，没有像海水
珠母贝那样的生殖腺核位，植核育珠难度更大。河蚌植核手
术时造成死亡率、脱核率高，成珠率低，难怪日本人自海水
育珠成功后，便开始试图采用池蝶贝植核培育有核珍珠，至
今已有百年了，没有成功。中国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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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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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开始
便有人涉足这一课题，十多年的奋斗竟也无一人成功。

谢绍河的面前横挡着万仞高峰，需要他以百倍的勇气
与坚忍不拔的毅力，去攀登翻越啊！

为攻克这一世界难题，谢绍河毅然放弃了提拔为学校
教务科长的机会，而是以外聘服务方式与学校签了三年合
同，干脆回家乡专心攻克淡水有核珍珠养殖技术。被许多
人说成他是一个痴心不改的青年人。

一次次艰难跋涉，一次次跌倒失败，从哪里跌倒再从哪
里爬起继续前行。乡下的科研条件极差，什么事情都要他亲
手去做，三年时光转瞬即逝，合同结束时，谢绍河迎来职业
生涯最困难时刻，此时学校的珍珠研究室已经大不如前，校
方决定将归来的谢绍河安排在科研处，何去何从？在痛苦中
挣扎的他不得不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

谢绍河决定“辞去公职”的消息一经公布，校园内无异
于发生一场大地震。有人说谢绍河胆子太大了，怎敢砸自
己的饭碗？也有人说这么优越的工作岗位丢了太可惜，开始
家里爱人也不同意，有一要好的老师劝说他，绍河啊，社会
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你不要想出去以后会……意思是说发
大财。他心里装着高山与大海，别人怎会知晓呢？他坦诚相
告：我不是为了赚大钱，而是为了实现老师的遗愿，为了我
所热爱的珍珠事业。

是啊，在此关键时刻，有谁不为这位痴心不改的珍珠科
研工作者捏一把汗呢？科研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有一次他连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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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夜亲手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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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手术蚌。还有一次，做实验缺
乏成熟河蚌，又没钱去买，夜深之时，他在工棚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位老者给他上课，黑板上写着“老蚌生珠”四个字，他
为了上前看清楚，身子一动，将床铺边桌子上的珍珠手术工
具推倒，自己惊醒了，手表指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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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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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起来一边继续
工作一边喃喃自语：这梦想真是有趣儿，他给我解决了一道
难题了，是不是恩师熊大仁教授在托梦提示呢？为何不将池
子里的两千多只“老蚌”（无核育珠蚌）拿来一用？再做一次

植核育珠试验？
经过几天的筹备，终于在这些老蚌中植入了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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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的珠核，使育珠试验得以进行下去（后来研究出再生有
核珍珠）。每天关注水温，每夜仔细观察，要知道，这一育珠
周期就是

#

周年，再植核育珠周期也要
%

年时间啊！
水温、比重、水流、氢离子浓度、溶氧量、混浊度；影响珍

珠生态的因素，影响珠层本质的因素，影响珍珠质分泌量的
因素，影响珍珠颜色和光泽的因素；寒潮与夏热引起的死
亡，秋季缺氧与淡水过剩引起的死亡，污水流入与病害动物
引起的死亡，生理变化与人为影响等诸多因素引起的死亡
……，在海水育珠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他去思考，结合淡水
育珠有太多的困境需要他用智慧去破解。

无情的岁月记录着一个攀登者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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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在
新溪镇六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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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蓄水池搞试验；
'$&"

年初试培育出淡
水有核珍珠产品

"

公斤；
'$&&

年取得初试成功后，进入中
试植核育珠生产，收获中试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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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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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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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个令世界珍珠界振奋的日子。在
广州白天鹅宾馆召开的中国珠宝首饰进出口交易会上，世
界珍珠界的权威人士何乃华先生在招待会上郑重宣布：“中
国研究成功，率先培育出‘淡水有核珍珠’，产品将在本次交
易会推出！”。宣布者表情兴奋，声音抖动，会场沉静片刻立
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个大圆润，珠光闪烁，光彩照人，让人爱不释手。原本没
想到会的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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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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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特别是日本珍珠界
有七、八十人闻讯从日本“包机”赶来会场，只为亲眼目睹刚
刚问世的“淡水有核珍珠”的风采。谢绍河研究成功的“淡水
有核珍珠”像待嫁的新娘，一露面便惊艳了世界。

'$$:

年
'%

月
'(

日，谢绍河的技术成果由广东省科委
组织专家现场鉴定，确认此为“世界首创”，开创了河蚌植核
培育淡水有核珍珠新纪元！

一个月前，也就是
'$$:

年
''

月
';

日，一位最尊贵的客
人来到谢绍河科研现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胡锦涛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视察了绍河
珍珠科技园，亲眼目睹了收获世界第一批规模化生产的“淡
水有核珍珠”，并语重心长对谢绍河说：“要注重保护技术，在
竞争对手面前立不败之地。几年后你得成为中国珍珠大王”。

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还亲自命笔，将谢绍河的科研
成果命名为：“绍河珍珠”。

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到汕头调研时，对谢绍
河的科研工作也给予肯定和鼓励。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巨大鞭策，使谢绍河重走恩师之路，
先后在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安徽省池州市高岭乡、茅坦
乡，福建省诏安县、福清市，浙江省海宁市，江苏省盱眙县等
设立养殖育珠示范基地，并风尘仆仆辗转全国珍珠产区，向
养殖户讲授养殖课程，指导珍珠技术。带动全国珍珠养殖户
上万家，年产淡水有核珍珠高达

";;

吨，原珠产值达到
';

亿元以上，累计产量约
";;;

吨，包括深加工增值
%>#

倍，
总产值在

%;;

亿元以上……
%;''

年，谢绍河被评为全国农村科普带头人。
按说，谢绍河珍珠研究取得了如此成就，该释然了吧？

不，一个声音仿佛在遥远的天边召唤着他，恩师像一座路
标，指引他向前、向前、再向前！

他开始向更高的巅峰攀登。
早在

'#

世纪，我国就开始尝试利用河蚌进行佛像珍珠
的研究，但由于当时条件差，技术落后，未见真正养殖出佛
像珍珠。目前我国主要依靠海产企鹅珍珠贝培育附壳珍珠，
也有人采用大珠母贝培育附壳珍珠，但其产品局限于半圆
型珠，没有造型珍珠。谢绍河深知，中国珍珠产量高但产值
低，是世界珍珠产量大国，而不是产业强国，何时才能实现
珍珠强国梦呢？

要实现珍珠强国梦，就必须实现珍珠多元化生产，开发
新产品，为珍珠产业开创新的产业链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谢绍河突破模核材料、结构、形态构造，模核与贝壳珍
珠层、模核与外套膜外侧细胞层的吸附，养殖育珠模式三大
难题。登上“造型珍珠”高峰时，人们才发现，谢绍河新近推出
的发明专利技术，将褶纹冠蚌应用于植模核培育造型珍珠比
使用三角帆蚌更胜一筹，出产的造型珍珠光泽度好，色调均
匀，珍珠形象清晰，优质珠比例达到

#;?

。该技术充分利用湖
泊天然河蚌，培育多元化产品的造型珍珠，增加珍珠产品的
文化内涵，塑造出传统、宗教、现代、人文文化等形象。

谢绍河的“造型珍珠”又一次成为全球首创！
%;;(

年
''

月的一天，当谢绍河拿着北京奥运会吉祥
物“福娃”造型珠来到北京四环中路

%!(

号奥运组委会大楼
时，不由得让所有人睁大惊异的双眼。轮廓自然，图像清晰，
光泽柔和，形态高雅的“福娃珍珠”让人万分惊艳！

谢绍河
#'

年的河蚌育珠研究，终结了世界只有淡水无
核珍珠的历史，创造了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淡水有核珍珠、
定型无核珍珠、再生有核珍珠、附壳造型珍珠、游离造型珍
珠、内脏造型珍珠和内脏囊大珍珠七大独特专利产品。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授权谢绍河主持的广东绍河珍珠有限
公司修制订淡水珍珠国家标准。

已经到了让中国珍珠走向世界的时刻了。中国珍珠人
期盼的一个激动人心的黄金时代———中国珍珠时代真的到
来了！

世界珍珠研究巅峰的“绍河时代”

“南航”大型客机呼啸升空，再经奥克兰转机飞行十多
小时之后，降落在充盈着一片蔚蓝美丽的南太平洋岛国库
克群岛。这是

%;'%

年
#

月
(

日，谢绍河应库克群岛海洋渔
业部长之约，来访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海岛之国考察探讨
珍珠产业发展。

作为世界珍珠研究引导者，谢绍河受到只有最尊贵客人
才能享受的风情歌舞晚宴热情招待，他与库克群岛珍珠协会
成员广泛接触交流，首相还指示部长专门安排了一场由中国
珍珠专家谢绍河主持的技术见面会。经过几天的考察，更使
谢绍河对中国“南海大珍珠”未来的憧憬油然而生……

海岛的夜晚是那样沉静，似乎只有海涛有节奏地低吟
着。夜不能寝的谢绍河的思绪却飞越大洋，落在广东湛江。
那是

%;;&

年
"

月，在党委书记刘卫国、校长何真的诚邀下，
谢绍河接受了广东海洋大学聘任珍珠研究所所长。

广东海洋大学人才济济，群星闪烁，堪称中国海洋经济
人才的摇篮。谢绍河领导下的副所长杜晓东教授、高级工程

师邓陈茂教授、邓岳文博士、童银洪博士、刘
永教授、符韶和梁飞龙教授等，人人手中都握
有硕果。谢绍河担任所长

"

年来，主持和参与
了包括国家基金、国家支撑计划、

&!#

计划、
星火计划、公益性项目及省市等科研项目

";

余项，在徐闻、雷州等地建立珍珠养殖试验与
示范基地

#

个，完成了“淡水池塘养殖高品质
有核珍珠”、“马氏珠母贝规模化养殖与育珠
技术研究”等重大课题。先后获省、市科学技
术奖

"

项，其中“附壳造型珍珠和优质海水珍
珠养殖及加工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获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并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

多项，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

多篇……
利用大珠母贝植核培育海水大珍珠是谢绍河当前正在

进行中的新课题，在太平洋岛国生产的珍珠称为“南洋珍
珠”，世界总量只有

#*"

吨
@

年，南洋珍珠价格比中国“南
珠”高出百倍。要知道中国海水珍珠产业需要转型升级，关
键在于攻克大珠母贝养成技术瓶颈，开创培育中国特色的
“南海大珍珠”。

可是，太平洋岛国有着大珠母贝的天然资源优势，繁殖
育苗养成母贝成活率高。我国繁育的大珠母贝幼苗，原有技
术一直未能养成母贝，谢绍河的研究“多管齐下”采用不同
养殖网笼，放养密度、回流动态以及不同季节调节吊养水层
的科学管养措施，调节大珠母贝幼体活力、控制神经机能方
法，使幼贝顺利度过生长敏感期。

%;''

年
''

月，由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组织的国家贝
类体系首席科学家张国范研究员等

"

位专家现场验收。首
批由人工繁殖育苗养成至提供植核育珠的母贝，成活率达
到

"?

以上的好成绩，养成的大珠母贝已于
%;'#

年
#

月进
行初试植核育珠，在国内尚属首例。

大珠母贝是世界公认培育大型优质海水珍珠的理想母
贝。其优势个体大、生命力强。珍珠分泌速度快，珠质细腻，珍
珠光泽好，有“银唇系”产银白色珍珠，“金唇系”产金黄色珍珠。

开创我国大珠母贝养殖育珠新时代，并将出产的珍珠命
名为“南海大珍珠”，推动我国海产珍珠从小型低端转向大型
高端产品升级；制订大珠母贝多次植核（

%*#

次）和植模核规
程，提高培育游离珍珠和附壳造型珍珠的高效育珠技术……

难怪世界珍珠协会主席何乃华发出这样的感叹：“国际
上既精通淡水珍珠养殖技术，又精通海水珍珠养殖技术的专
家只有谢绍河”、“二十一世纪，是珍珠的绍河时代”。

扬起风帆的“绍河珍珠”希望之舟，已开始新的世纪起航！

发掘海洋经济的惊世之举

谢绍河是一个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学者，
是一个紧密结合实际面对困难坚持理想与信念的科学家，
是一个不为名利所动追求科学梦想，永远着眼未来甘为科
学献身的人。为表彰谢绍河珍珠研究的突出贡献，粤东潮汕
星河国瑞科技奖评委会决定授予他“特别奖”，谢绍河将所
得奖金

";

万元捐赠给家乡六份学校设立“助学育才”基金。
在颇具战略思维的区委书记黄建固、区长王小辉及汕头经
济特区发祥地龙湖区委、区政府的鼎力支持下，谢绍河又开
始了新的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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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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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
究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时强调：要
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出发，进一步关心海洋、认
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这是中国最高决策者发出的新的动员令啊！
谢绍河最新推出的发展南海环礁岛海洋生态牧场经济

计划、实施《南海大珍珠生态牧场研究与产业化》课题，不正
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发出的号召的积极回应吗？

由主持人谢绍河提出，以广东海洋大学为主持单位、广
东绍河珍珠有限公司为实施单位的南海生态牧场研究开发
项目，正是在学习党的十八大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和党中
央精神基础上，意在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维护国家南海
海洋权益结合起来，开发南海环礁岛养殖大珠母贝培育“南
海大珍珠”，增殖“鱼、虾、贝、藻、参”五类海珍品。选择黄岩
岛为示范基地，既可宣示国家领海主权，又可以“珍珠造极、
牧场效应”创造黄岩岛生态牧场经济百亿产值，示范带动南
海诸多环礁岛生态产业发展千亿产值经济。

实施体制创新，组建百家珍珠合作社在“深蓝”中产出
安全、营养、健康的海珍产品，让众多游客到“南国”体验碧
海蓝天、人海和谐、珍珠闪耀的新兴产业温馨。新型增养殖
模式既可创造环礁岛生态产业经济，又绿化净化海洋环境，
造福子孙后代福泽全人类！

这是何等浓烈的爱国情怀与诱人的海洋经济开发计划啊！
谢绍河足足用了一年时间深入课题调研及精心谋划，

期间受到广东海洋大学校长何真、副校长章超桦、党委书记
关志强、副书记向献兵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受到汕头市委邢
太安常委、市海洋与渔业局黄文魁局长等校友的精心指点。
才使这一“大海南”海洋资源开发计划得以不断深化完善。

养殖南海大珍珠是海洋生态产业中经济效益最好，结
合多品种增养殖模式创造经济价值和修复生态环境效果最
好的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在海南岛建立国家级大珠母贝良
种繁育中心，在三沙市黄岩岛建立示范基地，开展热带海
参、大型海藻、大砗磲繁育技术研究与放流增殖。推广中国
“南海大珍珠”珠宝饰品、珍珠贝壳和大砗磲贝壳高级工艺
品及食药健海洋生物制品，创造黄岩岛百亿产值，带动南海
环礁岛千亿经济，打造中国南海大珍珠国际品牌，圆中华民
族千年珍珠梦，“绍河珍珠”和谢绍河的“南海环礁岛千亿经
济计划”必将放射出更加耀眼的海洋之光……
“绍河珍珠”将成为中国珍珠产业递给世界的一张最亮

丽的名片。
一座“海洋生态牧场”丰碑将在南中国海昂然崛起！
民族复兴，国家至上。有太多的工作需要谢绍河和中国

海洋经济开拓者们去完成，有太多的梦想与目标等待他们
去实现。

光秃的头顶，宽阔的前额，慈祥和善闪烁着智慧光辉的
眼神，思想像珍珠一样闪光……谢绍河仿佛看到，恩师熊大
仁正在天国向他微笑呢。

有什么还能比看到恩师的微笑更令他欣慰呢？

海 洋 之 光
———世界珍珠研究引领者谢绍河的科学探索之旅

朱建华

熊大仁教授与谢绍河（右）在研究马氏珠母贝育珠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