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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扇贝
再玩失踪

新春将至，海货市场逐渐迎来了旺
季。不过，獐子岛卧在海底的一众虾夷
扇贝，似乎再一次“跨物种”遇上了“黑
天鹅”。

2018年1月31日獐子岛披露，公司
发现部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
常，盘点及相关减值测试工作正在进
行中，预计年度归母净利润亏损5 . 3亿
到7 . 2亿元，公司股票于1月31日停牌
至今。

据大连本地养殖人员介绍，虾夷扇
贝经过约9个月的栽苗阶段长成稚贝，
然后就可以放入海里进行养殖，养殖
周期一般是3年，最后打捞上来。底播
是养殖虾夷扇贝的方式之一，深度一
般在30—50米的海底。据了解，獐子岛
底播虾夷扇贝的海洋深度约40米，附
近其他海岛的养殖深度有30米，海洋岛
则近50米。

2018年2月2日，獐子岛披露了初步
的底播虾夷扇贝盘点情况。1月31日，该
公司修订了《2017年度消耗性生物资产
盘点计划》，盘点点位数由原定的131个
增加至不低于280个，2018年2月1日的
盘点船只由最初的1条增加至6条，盘点
人员由8人增加至76人，其中会计师6
人。截至2月1日已累计盘点263个点位。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较春秋抽
测，年末盘点更具说服力，这与采用的
技术手段有关。常规的春、秋季抽测以
水下拍摄视频计算数量，依此估算存量
及产量；年末盘点则加大力度，除了运
用拍摄视频的科研船，传统的拖网捕捞
抽测也同时进行，两种方式综合起来进
一步提高准确度。

所在海域水温
曾出现异常

2017年夏天，长海县所在的北黄海
区域曾出现海水温度升高加快、海区浮
游植物丰度比往年低等异常状况，相关
海洋科研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此事。这
样的海洋环境并不利于虾夷扇贝的养
殖，而獐子岛即属于长海县海域内。

2018年2月2日獐子岛披露，基于相
关海洋研究专业机构近年在北黄海的

环境监测数据、产业调研情况及公司海
洋生物研发中心浮标、潜标月度例行调
查等数据，公司海洋牧场研究中心专家
等人员正在分析可能造成底播虾夷扇
贝存货异常的原因，分析报告预计2月4
日前能够基本形成。

同时，在近日召开的2017年度国家
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年终总结和考评会
议上，对我国黄海及渤海贝类养殖产业
发生的局部规模死亡、贝体消瘦和产量
下降等产业问题展开研讨，其中指出辽
宁长海县(獐子岛公司海域所在区域)、
庄河市等产业问题形势较严峻。

獐子岛披露，上述会议上，通过调
研认为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局部环境
异常，高温期提前且持续时间长、降水
和径流骤减导致海区饵料生物数量显
著下降；二是竞争性品种盲目扩张，养
殖规模过大；三是贝类养殖苗种高度依
赖异地输入，易形成环境应激；四是养
殖模式粗放单一，缺乏应对环境突变等
问题的预警机制。

扇贝生死
越来越难以琢磨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2017年夏

季大连周边持续高温对虾夷扇贝的养
殖会造成影响。该人士举例说，山东一
些养殖区域偏南，虾夷扇贝的养殖情况
一般；过了江苏根本就养不了。也有论
文显示，通过实验验证，高温是导致虾
夷扇贝夏季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原因。

科研人员对记者分析，极限温度、
养殖容量、饵料不足等因素，都有可能
造成虾夷扇贝死亡。该人士称，2017
年夏季大连周边雨水较少，导致陆地
径流少，海洋的水质很清，造成扇贝
的食物来源不足。“温度高，又吃不饱，
体质就会很弱。”多种综合因素下，之
后几个月虾夷扇贝死亡的概率就可能
上升。

2014年冷水团事件
或将重演

关于獐子岛的这场“风暴”起于
2018年1月30日晚间，獐子岛宣布公司
股票自1月31日开市起停牌，同时披露
正在进行底播虾夷扇贝的年末存量盘
点，发现存货异常，预计导致公司2017
年度全年亏损，年度业绩预测亏损5 . 3
亿-7 . 2亿元。一时间市场哗然，认为
2014年“冷水团事件”或将重演，而随着

事件的推进，人们对于上市公司是否知
悉扇贝的真实死亡时间产生了怀疑。

2月1日，一位獐子岛船员透露，
2017年11月份他所在船只捞上来的扇
贝确实存在大量死亡的情况，直至近期
捞上来的扇贝还有不少死亡，但相比去
年11月的数量已经大减。另一位船员则
表示，当日其捕捞上来的扇贝仍有三分
之一左右是死亡的。而对于死亡的扇
贝，公司的处理方法是“再扔回海里”。

需要说明的是，记者2月1日在码头
仅看到一艘运输船，并没有目击处理死
亡扇贝的情况，但有獐子岛村民向记者
展示处理死亡扇贝的视频。有船员还表
示，獐子岛在2017年五六月份的时候，
捕捞上来的扇贝就已经出现死亡的情
况，但那时候死亡的数量较少。

而上市公司獐子岛在2017年10月
25日公布了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
果，结论为“尚不存在减值的风险”。此
后，獐子岛还在2017年12月组织投资
者海上参观扇贝播种，同样没有发现
异常。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1月13日
-12月19日，獐子岛第二大股东和岛一
号 基 金 却 分 四 次 抛 售 獐 子 岛 股 票
199 . 85万股。

综合自每日经济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科学家
们2日在北京揭示了来自1亿年前的时
光“奇迹”——— 一件包裹着近乎完整古
鸟的琥珀。

鸟标本薄如煎饼，长约5厘米，有可
飞翔的硬质羽毛，显示已具较好的独立
生活能力。

“它如蜂鸟般大小，属白垩纪一种
相对原始的鸟类——— 反鸟类。”研究团
队负责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邢立达
副教授说。

包裹鸟标本的珀体长约7厘米，来
自缅甸北部克钦邦胡冈谷地，琥珀距今
约1亿年前，属白垩纪晚期的最早期。

标本沿冠状面剥蚀，而形如薄片，
部分皮肉损失，暴露出体腔内很多细
节。“这为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台北

市立大学曾国维教授说，“科学家形象
地称它为‘煎饼鸟’。”

2016年，人类首次透过琥珀看到一
只有头、颈、翅膀和腿爪的史前雏鸟。但
它缺失了像“煎饼鸟”这样的躯干部分。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美籍研究员邹晶梅说，相比蜥蜴、昆
虫类，琥珀中的鸟类包裹物极其罕见。

“煎饼鸟”虽无部分左翅与腿部，但仍是
迄今为止缅甸琥珀中发现的最完整古
鸟标本。

科学家认为，“煎饼鸟”也是目前存
于琥珀中的发育程度最高的古鸟。与之
前发现的雏鸟相比，“煎饼鸟”头颈部暴
露的初级飞羽，具有窄而深的羽轴和羽
支，羽片已闭合，说明它虽未“成年”，但
已能飞翔。

11亿亿岁岁小小鸟鸟藏藏身身77厘厘米米琥琥珀珀
中外专家首次发现迄今最完整古鸟

獐子岛海域处于世界公
认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
度，因强大资源优势，素有

“海底银行”之称，但“银行”
也会突然“抽贷”，獐子岛的
虾夷扇贝就因拥有神秘的

“失踪术”让这座小岛四年内
在资本市场两次掀起信任危
机。2018年2月2日，獐子岛披
露了最新进展，并公开披露
初步原因。

獐子岛贝类加工中心。

据每日经济新闻

扇扇贝贝去去哪哪儿儿了了？？
獐子岛故技重演，大股东提前精准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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