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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晚报》 《北京晨报》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皮口镇，是大连周边
海域养殖海参最大的一片区域，由于养殖户大量
添加抗生素等药物，导致近海物种几乎灭绝。事
件曝光后，4家知名海参养殖、加工上市企业均否
认牵涉其中。

清理海参圈使用漂白剂

皮口镇面积有93平方公里，密密麻麻分布着
大量的海参养殖圈。一般海参圈每5年要清理一
次，即把水放完后把海参捡走，然后清理圈内淤
泥，再用生石灰杀菌。随后，潮水会把养殖圈里的
生石灰和清理出来的废物排放到近海，完成整个
清理过程。

记者调查发现，每当海参圈放水的时候，
周边会有死鱼，这对于近海的候鸟是一种威
胁。据一名海参养殖场老板介绍，他们清理海
参粪便或污渍，使用的都是次氯酸钠和医用双
氧水。最终，清理海参圈的废水被排到海里。

次氯酸钠含有漂白剂成分，具有腐蚀性，与医
用双氧水一起一般用于物体表面消毒。曾有研究
表明，漂白剂过量对鱼有毒性和潜在致癌性，如果
大量使用漂白剂和石灰类化工原料，直接排放可
导致近海浮游生物死亡。

在育苗池中添加抗生素

为了提高海参幼苗成活率，防止生病，养殖户
会在育苗池里大量添加抗生素等药物。“撒青霉
素，消炎、杀菌。”一名大连市长兴岛的海参养殖户
说，“隔三四天换一次水，池中有一根管子，放下
来，水就排走了。”

海参养殖添加大量的药物已不是秘密，除了
抗生素，还要投药杀死海参圈里的其他生物，以防
止其与海参争营养，所以海参圈周边水质较差。

乌鱼、对虾等已“灭绝”

记者走访了解到，为追求经济利益，近几年围
海养殖海参迅速兴起。有渔民表示，在皮口镇附
近海域，乌鱼、对虾等生物现在已经“灭绝”。

目前，渤海湾的辽东半岛至山东半岛一
带，海参圈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几万公顷连
成一片。近海养殖产业密集对近海海域造
成污染，渤海湾生态系统现在已经处于亚健
康状态。

4家大型企业否认牵涉其中

记者了解到，皮口镇区域有众多经营海产品
的企业，其中包括4家上市企业：獐子岛集团、东方
海洋、好当家、壹桥苗业。9日下午，有记者以消费
者名义联系了这4家企业。

这4家企业有的表示出产的海参来自无公
害海域，没有用抗生素，有的说其公司的海参不
是圈养，而是投入海底养殖等，均否认牵涉该事
件中。

渤海湾海参养殖大量使用抗生素，四企业否认牵涉其中

这样的海参你敢吃吗
□据 浙江在线

浙江省义乌市女孩小倩烧伤已经近10天，在这段时
间里，小倩做了一次大手术，目前病情稳定，但还没有脱
离危险。（相关报道详见本报9月5日B07版）

9日，事发烧烤店加盟总店的董事长王艳在义乌当
地一个论坛上发帖，表达对小倩一家的歉意，并称自己
会承担责任，尽最大努力帮助小倩一家解决问题。

同学祝福让她平静

现在，小倩的妈妈周女士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
以陪伴小倩，小倩虽然不能说话，但可以用嘴形进行沟通。

“今天去看小倩，她好像心情不好。”周女士说，这几
天，小倩的意识慢慢清醒，她知道自己病得很重，所以心
情不好。

为了让小倩心情好起来，周女士把同学发来的语音
微信播放给她听。“小倩，你要快快好起来，要知道我们
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小倩，孤独的时候多想想我们，就
会好一点儿。”

听着同学们温馨的祝福，小倩平静了一些，她努力
点头回应。

目前已筹善款52万余元

小倩的医疗费，一直是压在周女士心头的一块石
头。小倩的主治医生王帆曾表示，第一期的治疗费最起
码需要80万元，后期的治疗费也不菲。

好在小倩的遭遇经过网络曝光后，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关注，很多热心人士为她捐款。

周女士向记者展示了汇款短信，密密麻麻不计其
数……截至10日15时35分许，周女士的爱心账号已经收
到2470笔市民捐款，共筹得善款52万余元。

收到这么多善款，周女士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我非
常感谢他们，真想一个个上门答谢”。

吃烧烤被烧伤女孩
已获52万元捐款
事发烧烤店加盟总店董事长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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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池外散落着抗生素瓶子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