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产科技情报 2001，28(6) 243 

养殖渔业的传统技术与科技创新 

赵乃刚。 朱太由 汪朝珲 

(1．安徽省水产新技 术研 究所，奢肥 230088 

2．上海市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433) 

提 要 拄国养殖渔业的主体是池塘养鱼，长期的生产技木趣验积累形成丁一套经挤台理的生态养龟法t 

它与多种经营相关甚密．是农业复合生态结构中的重要组成 当前，来自资源、环境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压 

力对传统养殖渔业提出了挑战．节水、环保、高值水产品鼻殖等羹求越来越迫切}随着工业化养鱼的兴起t 

与养殖有关的各种现代科技必须加以应用，如生物工程、微生态 动物营养厦饲料、健康养殖以及病害防治 

等．从而使我国的养殖渔业尽快宴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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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nd fish culture is the main aquaculture industry in China．A set of eeologiea1 

methods for eeonomiea1 and reasonable fish culture has formed based on a 1ong—term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tial skil1． Due tO its close interrelation to the diversified 

economy， pond fish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complex 

agroecological structure．in addition，some factors such as fishery resources，environment 

and market requirements have issued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aquaculture． The 

requirements for saving—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igh quality of aquatic 

products are more and more urgent．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ed fish 

culture，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associated with aquacultural production 

including bioengineering，mieroecology，animal nutrition，animal feed，healthy breeding，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s have been used．Thus，aquaculture production can be 

developed to a real modern industry in China． 

Key words Aquaculture Traditional technical metho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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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产品年产量在近半个世纪中处于高速 

增长状态 据有关部门统计 。1999年全 国水产 

品总产量为4122．4万吨．比 1950年的 91万吨产 

量增长 45倍 ；其 中养殖产量 1999年为2396．3万 

吨(占总产量的58．1 )，比 1 950年的7．6万吨增 

长 300余倍 。养殖产量大幅度增长主要是池塘养 

鱼面积的迅速扩大。目前 ，我国水产品年产量已居 

世界首位 ，且其产量组成 以淡水养殖鱼类 占很大 

比重(约 占l／3强)，这是中国渔业的特色。如何认 

识这一现状 ，关系到我国渔业今后的发展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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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传统养殖技术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相适应．其历史功绩不可抹 

我 国养殖渔业 的主体是池塘养鱼．其特点足 

以鲤科鱼类为主要对象．采取多品种混养．充分利 

用水体李间及水 中的天然食料，这是模拟 自然 t 

态结构的一种创造。传统的池塘养伍方式原本聃 

根于鱼米之 乡．它与农业多种经营有着天然联系． 

构成复合生态农业．如太湖流域 的桑基鱼塘 珠汀 

流域 的蔗基鱼塘 、湖南的养鱼 种桔、种朵 养猪 

养鱼 三结合，以及南方丘陵地区较为普遍的稻 

养鱼等。这种因地制宜 的多种经营结合．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充分利用 了资源 ．可谓地 其利、物 

尽其用 因此，传统养殖渔业确实是大农业的 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活跃农村经济、为市场提供鲜 

活 商品、维护 良好的农业 生态结构 【水 { 保持 、等 

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 建国后 ．政府制定 r扶持水 

产养殖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如设立专 r J学府 卡丌剖 

研机构．培养 一大批专业 人 ‘ 通过科 技攻关．解 

决 了不少生产上急需 攻兜的难题 ；组 l可 范、推 

， ．普及水产养殖技术知识．从而使传统养殖渔业 

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扩展和提高。 

二、资源、环境和养殖产品质量制约着渔业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从市场需求 出发扩 大 厂养殖 

品种．过去被称之为“野 鱼”的 一些 肉食 陛名 贵鱼 

类·乃至以往只能靠野 生捕捞 的虾、蟹 、鳖等都纳 

人 _r人工养殖之列；沿海地区的海水鱼虾 养殖 ： 

在向规模 化发展．从 国外也引进 r不少优 良养殖 

品种 养殖渔业的生产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新l'nJ 

题不断涌现 ，传统的养殖技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牛产力的发展，水t资谭 

越来越显得宝贵，这对我们这样 个 人【I大国史 

是如此 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丁水资源并不宽裕的 

国家。据有关方面的资料报道，目前我国人均水资 

源量为 2200 m ，预计到 2030年固人 L『增加等 

素．人均水资源量为 l760 n1 ．接近“水 紧张国家” 

标准．未来的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 再者．江河湖 

海的水质状况是环境质量 的重要方 面 近年来各 

级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用水、促进经济发展．已 { 

分重视水源保护和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大力排除 

各种污染源 ，优化生态环境．这对养殖渔业也是 一 

个福音 可是传统养殖在强调高产密养的同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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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带来水体的富营养化 ．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有 

的地方(如风景区)对养殖生产已采取 了，限制性措 

施 义如．传统养殖产品(鲢、鳙等)有不少局眼 

件 ．+般泼水鱼宜鲜销而不适于冷冻加工贮藏；由 

肥水“促长”的鲜鱼．失 去原有 的风 味；且作 为商 

品．现有的养殖品种比较单凋．消费者的可选择性 

小 这砦因素束缚 r旧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影响 

r养殖渔业在经济上的地位巩固。如 7O年代中 

期．为缓解大 中城市副食品供应偏紧的问题．国内 

掀起 r域郊养鱼热潮，建立 丁一批商品鱼基地 ，养 

殖鱼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 ．但经不起市场筛选 ，销 

蛙未能保持多久便疲软 r下来 由于沿用老办法 

养鱼．产品不能段时更新 ，经营失利 

述情况表明．传统的养殖方式与水资源 、环 

保 、-仃场需求等不相适应 ．必须考虑建立节水型和 

环保 的 业化养殖方式 ．更多地借助于先进设 

备和科学技术．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高产、高效 、优 

质的特色渔业 ．这是实施渣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必要举措 一 

三、养殖渔业的现代化 

我国近海渔业捕捞资源亟待保护．面对 日益 

繁荣的国内外水产品贸易．养殖业担负着艰巨的 

任务。传统养殖生产基本上是靠手工操作 ．对 自然 

条件和天然资源依赖性较大，但它 目前仍然面广、 

量大， 农业经济关联甚密，是农村经济不 可缺少 

的部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对物质文化 

牛活需求的高涨．水产养殖的内容和范围必将进 

步 大．更多的水产 品将由天然采捕转为人工 

增养殖．为此必须创造 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养 

殖体 系 新型的养殖渔业应在生态效益 、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上体现更大的作用．除从当地的 自然 

条什出发．维持 一部分生态养鱼之外，尽快建立一 

批科技含昔高的都市渔业、出口创汇渔业 ，重视高 

值水产品的养殖．把养殖业与食品加工业，游钓、 

休阔等产业结合起来．刨品牌 、刨特色 ．加强信息 

技术『 用．改善市场服务体系 ．形成高效率的产业 

链．从 而促使渔业经济出现新的高涨。 

四、高新科技在养殖渔业上的应用 

L1)种质研究 

水产养殖的对象多数是利用野生种群的幼体 

(占种)加以圈养或池塘放养 ，为摆脱单纯依赖 自 

然资源所带来的被动．人工繁殖技术受到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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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家养”条件下经多代繁殖．了代的羟济性 

状会发生变异．反映在产品质量上表现为个体 变 

小、肉质变差、抗病力减弱、生长缓慢等．因此耵 j 

具有优 良性状 的原种保护是 一项 十分重要 的 

作 原种的认定是严肃的学术课题，经验型的选种 

是根据生物体的外形特征加 以鉴别 ．并不可靠 如 

生产实践反复证明，长江水系产的河蟹．其生K、 

肉质等性 能优于其它水系产的河蟹．巾】在大眼幼 

体(蟹苗)阶段则很难区分不同生态娄群的河蟹． 

在苗种采购上常常真伪难辨。种质是遗传性状的 

体现．故对物种的种质研究必须在细胞学、遗传学 

等层面上展开 当前 对原种实行有效的生志保护 

尤为重要 。 

f2)池塘微 生态研 究 

微生物的活动可促使有机物向无机物转化． 

它对 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生态平衡 _卜分重要 在水 

域生态系中同样如此．我国的池塘生态养鱼既把 

水体看成是饲养动物生存活动的空间．又视其为 

“原初生产力”(藻类植物)的转化之地，由此引出 

食物链的相关。推动和促进池塘物质流的转化速 

率取决于合成(光合作用)和分解(微生物的插动j 

两种作用的平衡协调 大量污物在水中积累导致 

水质恶化、鱼的肉味品质下降。微生物的代谢活动 

可分解复杂的有机物 ，加速物质循环 、改善水质． 

还能提高养殖对象的营养水平 ．增强免疫力。利用 

微生物的生理活动减少水 中有害物质 的浓度，恢 

复 原 初 状 态 的 过 程 称 之 谓 生 物 修 复 

(Bioremediation)。阿水中投放光台细菌{PSB】 

可降低 BOD、CO1)值．提高溶氧值 ．并使底 泥中 

的氯、磷元素释放 ．促进浮游生物生长 在封闭式 

水循环的养殖系统中，生物滤器c Biofilter，是吸 

收有机质、维持 良好水质的关键性结构．其净化功 

能是靠菌类 、藻类和原生动物组成的复侍体 微生 

物的代谢产物，如酶类、维生素 、抗生素等．在促进 

动物的消化吸收、抑制有害菌 、提高免疫功能 上也 

有帮助作用。 

(3)动物营养及生理学研究 

解饲养动物的营养需求是合理配制饲料的 

前提．越来越多的永生经济动物被纳^饲养范围． 

鱼、虾(甲壳类)、蛙(两栖类)、鳖(爬行类)、贝f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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鳃类)等各有各的营养需求 ．即使是同 一物种 ．在 

其 同的发育阶段，不但营养需求不一样，且摄食 

方式也有变化 因此有关水产动物的营养需求有 

大量工作要做 特别是海水鱼虾幼体时期的食料 ． 

随着动物的发育及生态习 陛的变化 ．营养需求变 

化也很快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不少成绩 ． 

但离蛮用尚有不小的距离 ，如微颗粒饲料还不能 

完全取代卤虫。 

在发育生理方面 ．有些动物容易早熟(如池养 

河蟹】．直接影响商品质量．对于河蟹早熟的环境 

因子已有多种解释，而在生理上的控制机制 尚不 

明朗 应用生长激素和蜕皮激素是水产养殖界比 

较关注的课题 ．在对动物的正常发育规律研究不 

太成熟的情况下盲 目滥用将会带来不 良后果。 

(4j健康养殖与病害防治 

在集约化养殖条件下，水产动物容易发生疾 

病 ，防治手段必不可少 但必须防止滥用药物的倾 

向．否则不仅带来水体污染 ，甚至某些药物还会在 

动物体内积累，有悖于绿色食品生产的要求 ，故应 

制 丁健康养殖措施．从生产源头上杜绝有害因子 ． 

保证食品卫生 要重视生物防治和免疫技术 已有 

报道 ．以基因工程(DNA 重组技术)手段制作的鳖 

病防治疫苗 对嗜水气单胞菌引起 的常见病有 免 

疫作用 借助分子生物学技术．针对常见病、多发 

病的致病菌 把具有保护性抗原的基因联结在一 

起 ．克隆到某一载体，制成多联基 因工程疫苗 ．这 

将对多种细菌引发的疾病起到免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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