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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变，
“大鱼大肉”已经不再是百姓餐桌上难得一见的
菜肴，吃鱼成为了百姓饮食中的常态。由于具备
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丰富等优点，大宗淡水鱼已
是国民主要的动物蛋白质来源之一，也成为了百
姓餐桌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我国人民的食
物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大宗淡水鱼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产业的发展，不仅保证了国内庞大的水产市场
需求，解决了百姓‘吃鱼难’的问题，还丰富了百
姓的菜篮子，而大宗淡水鱼养殖业也成为农民致
富、解决三农问题的强势产业。”国家大宗淡水鱼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戈贤平研究员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产量大养殖范围广

我国是世界上大宗淡水鱼养殖历史最悠久
的国家，早在公元前 460 年的春秋战国末期，世
界上出现了第一本养鱼文献———《养鱼经》，我国
养鱼史上著名始祖范蠡用文字详细记载了池塘
养鲤的环境条件、繁殖和饲养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养为主”的渔
业发展方针，培育出了建鲤、异育银鲫、团头鲂

“浦江 1 号”等一批新品种，促进了水产养殖向良
种化方向发展。配合饲料、渔业机械的广泛应用，
大宗淡水鱼养殖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大宗淡水鱼类主要包括青、草、鲢、鳙、鲤、
鲫、鲂 7 个品种，这七大品种是我国主要的水产
养殖品种，其养殖产量占内陆养殖产量的较大比
重，对保障粮食安全、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戈贤平介绍说。

据 2015 年统计资料显示，全国淡水养殖总产
量 3062.3 万吨，而上述七种鱼的总产量 2105.3 万
吨，占全国淡水养殖总产量的 68.7%。

其中，草鱼 567.6 万吨、鲢 435.5 万吨、鳙
335.9 万吨、鲤 335.8 万吨、鲫 291.2 万吨，产量均
在 290 万吨以上，分别居我国鱼类养殖品种的前
五位。鲂 79.7 万吨、青鱼 59.6 万吨，分别居我国
鱼类养殖品种的前七、八位。

戈贤平表示，在我国主要农产品肉、鱼、蛋、
奶中水产品产量占到 31%，而大宗淡水鱼产量占
我国鱼产量的 51.4%，在市场水产品有效供给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大宗淡水鱼产
业不仅养殖水平高、产量大，而且占有重要地
位。”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国家大宗淡水鱼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武汉）和
湖北省水产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华中

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熊善柏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大宗淡水鱼类的养殖范围广，主产
省分别为湖北、江苏、湖南、广东、江西、安徽、山
东、四川、广西、河南、辽宁、浙江等 12 个省区。湖
北年产量最高，基本上在 180 万吨以上。

“可以看出，产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珠江
流域和黄河流域。”戈贤平介绍，其中，青鱼主要
在长江流域养殖，草鱼在全国均有养殖，鲢、鳙作
为搭配品种在全国均有养殖，鲤鱼主要在北方地
区养殖，鲫、鳊主要在江苏、湖北等省养殖。

五大成果推动发展

大宗淡水鱼具有健脑强身、延年益寿、保健
美容的功效。发展大宗淡水鱼养殖业增加了居民
膳食结构中蛋白质的来源，为国民提供了优质、
价廉、充足的蛋白质，提高了国民的营养水平。

自 2009 年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成
立以来，大宗淡水鱼产业得到了又快又好的发
展。2015 年，我国大宗淡水鱼产量 2105.3 万吨，
较 2008 年增加 659.7 万吨，增幅达 45.6%。

在戈贤平看来，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体系的推
动是分不开的，“十二五”期间，体系共有 5 项新
成果对产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体系还在大宗淡水鱼类优良新品种培育、扩
繁及示范推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群体选
育、雌核发育、杂交选育和分子标记辅助等育种

技术，培育出了异育银鲫“中科 3 号”、福瑞鲤、长
丰鲢等 6 个通过国家审定的水产养殖新品种，并
培育了团头鲂、草鱼等新品系，这些良种已在中
国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推广养殖，并且构建了完善
配套的新品种苗种大规模人工扩繁技术体系。

此外，体系还突破了大宗淡水鱼主要病害防
控技术瓶颈，开展主要病害流行病学调查与防
控，建立病害远程诊断系统。

在养殖环境方面，传统的池塘养鱼，没有考
虑到对养殖环境的改善等。这些年体系开发了池
塘养殖环境调控技术，研发了很多新的养殖模式，
比如建立池塘循环水养殖模式；还创制数字化信
息设备，建立区域化科学健康养殖技术体系。

据统计，体系在五年时间里共设计构建标准
化养殖小区 400 多家，累计示范、推广 41.5 万亩。
与传统养殖技术相比，养殖产量提高 10%以上，
可降低养殖废水排放 20%以上、氮磷排放 10%以
上，累计应用新增产值 13.62 亿元。

“水产养殖里饲料是一个大头，成本占养殖
成本的 70%～80%，如何让饲料转化率更高，节约
成本，就必须在饲料上做文章。”戈贤平说，体系建
立了异育银鲫投喂系统进行合理投喂，生产 1 吨鱼
产品可减少 0.86 吨饲料投入，降低 31 千克氨氮排
放。合理投喂体系的应用，降低了饲料用量，提高了
饲料效率，改善了水质，经济、生态效益明显。

此外，在体系的支持下，还开发出淡水鱼类
加工系列产品，发酵鱼糜加工技术也获得突破。

现在，大宗淡水鱼类养殖业已从过去的农村

副业转变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农民增收
的重要增长点，“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大就
业、增加农民收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戈贤平表示。

内销为主 加工待突破

“目前，大宗淡水鱼还是以内销为主，整个产
业主要的销售还是在国内，不过也有少量出口。”
戈贤平说，国内也主要以鲜活消费为主。

熊善柏指出，由于我国居民喜食鲜活淡水鱼
的消费习惯、产业重视养殖业而较忽视淡水鱼加
工业发展等原因，我国淡水鱼加工业起步较晚，
发展也严重滞后于我国淡水鱼养殖业发展需要。

“淡水鱼加工业成为了淡水渔业新的增长点。”
根据加工保鲜方式，大宗淡水鱼主要被加工

成生鲜调理水产食品、冷冻鱼糜及其制品、风味
水产食品。加工副产品如鱼皮、鱼鳞、鱼骨等则被
加工成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肽、鱼骨粉等产品。

尽管近十年来我国淡水鱼加工产品产量及
加工原料量不断增加，但占全国水产品加工品总
量及加工原料量的比例低，分别为 17.9%和 24.7%。
淡水产品加工业发展体现出“后劲不足”的特点。

熊善柏建议，应该从产业体系建设的高度，
推进养殖、加工与物流业同步发展，大力发展淡
水鱼的鲜活物流和冷链物流业、生鲜调理水产食
品生产、新型鱼糜制品生产、风味即食水产食品
的生产等。

在体系的帮助之下，企业在加工方面不断发
展。“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售到美国、马来西亚、越
南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鲜活水产品 2015
年出口 13000 吨，加工出口冰鲜 6000 吨，深加工
约 300 吨，年创汇 7000 万美元；国内销售鲜活水
产品约 1500 吨，加工产品约 300 吨。”广东省中
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铨
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淡水鱼加工业的发展是目前的一个瓶颈，
今后是我们体系‘十三五’期间一个重要的工
作。”戈贤平说。

“以加工为重点，是促进大宗淡水鱼产业可
持续发展、增加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熊
善柏表示，下一步体系将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工
企业为核心、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技术依托组建
淡水鱼加工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提升产业内部
组织化能力和创新能力。

此外，体系还会重点开展基础研究和新技术
应用研究，创新大宗淡水鱼加工保鲜技术和产
品，大力发展淡水鱼加工和冷链物流业，以促进
养殖、加工与物流业的协同发展。

大宗淡水鱼，农民致富的强势产业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大宗淡水鱼池塘养殖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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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家农药残留标准
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本报讯 8 月 17 日，第二届国家农药残
留标准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京召开。据了解，
自 2010 年以来，农业部组织制定了 387 种
农药在 284 种农产品中 5450 项残留限量
标准，使我国农药残留标准数量比之前的
870 项增加了 4580 项。

据悉，近年来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制定
工作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规范标准制定，实现原理、程序、
方法与国际接轨。制定了《食品中农药残留
风险评估指南》《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制定指南》和《农药每日允许摄入量制定指
南》等技术规范。

二是完善标准体系，增强标准的系统
性和配套性。清理整合 17 部食品中农药残
留标准，形成统一的食品中农药残留强制
性国家标准。清理修订 413 部食品中农药
残留检测方法标准, 基本解决了鲜食农产
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严重不足及检测方法
与标准不配套的问题。

三是编制工作规划，增强标准制定的
前瞻性和计划性。编制了《加快完善我国农
药 残 留 标 准 体 系 的 工 作 方 案（2015—
2020）》，明确到“十三五”末，我国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数量将达到 1 万项，形成基本覆
盖主要农产品的完善配套的农药残留标准
体系。 （恩和）

辽宁省玉米生产补贴资金已下发

本报讯近日，辽宁省财政厅会同农委
联合下发通知，将《辽宁省建立玉米生产者
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印发各地执行，标志着
辽宁玉米生产者补贴正式启动。实施方案明
确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发放的范围、对象及补
贴依据，规范了玉米补贴面积核实统计程序
和补贴资金专户管理、“一卡通”发放的工作
流程。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补贴资金
管理，提高资金发放效率，确保资金安全，辽
宁省财政厅、农委制定印发了《辽宁省玉米
生产者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为补贴资
金发放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据悉，国家决定自 2016 年起，取消东
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玉米临时收储
政策，放开玉米收购市场，同时建立生产
者补贴制度，对玉米实际种植者发放补
贴。为加快补贴资金发放进度，日前辽宁
省财政厅已将中央财政下达的玉米生产
者补贴资金 56.9 亿元（不含调剂用于省级
种植结构调整资金）下拨各地，确保按计划
于 10 月 31 日前全部发放到玉米生产者手
中。 （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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