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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镁钙土壤调理剂》团体标准
获得通过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
应用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生态所）获悉，由中
国无机盐工业协会牵头，金玛（宽甸）肥业有限
公司、沈阳生态所、山东土木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的《硼镁钙土壤调理剂》
获得国家标准委员会审核通过。

据了解，硼镁钙土壤调理剂是针对我国大面
积土壤酸化、微量元素失衡而研制的一种中微量
元素，是对土壤具有修复功能的土壤改良剂。

硼泥及硼镁尾矿是我国特别是辽宁省硼
工业的废弃物，堆积如山，仅辽宁宽甸地区就
有 1000 万吨以上的存量，不仅侵占了宝贵的
耕地，也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如何有效利
用这一废弃资源是摆在科技工作者面前的重
要课题。

沈阳生态所高级工程师江志阳向记者介
绍，目前最经济、最有前景的技术手段是把硼
泥或硼镁尾矿低成本加工成硼镁肥料，硼泥
中富含镁、硼、铁、钙、硅、锰、钼等多种农作物
所必需的中微量元素，而有害重金属含量极
低。此外，硼泥中的镁是以碱式碳酸盐的形式
存在的，钙是以碳酸钙的形式存在，呈碱性，
因此对酸性板结土壤尤其有利。

江志阳表示，中微量元素肥料是我国粮食
增产和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该产品是中微量
型硼镁钙土壤调理剂，可以单独施用，也可以
与大量元素肥料混拌一起使用。

据悉，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类似的国家
或行业标准，严重影响着该产品的生产和市
场推广，也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编制中微
量元素硼镁钙土壤调理剂标准以适应市场和
生产的需要，对推动肥料产业的稳步发展是
很有必要的。”江志阳说。 （秦志伟）

中国—亚欧博览会
第三届中国优质水果推介活动揭幕

本报讯 9 月 21 日，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三
届中国优质水果推介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国
际会展中心揭幕。我国 9 个省（区）政府和企业
的 200 多名代表，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
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 14 个国家的
50 余名外宾参加了揭幕仪式。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出席活动并致辞。他
表示，农业部从 2013 年起，已成功举办两届优
质水果推介活动，活动集中展示了中国 10 个
省（区）16 类 200 余种优质水果，签订水果合同
和购销意向金额近 8 亿元。本届水果推介活动
进一步扩大了水果展示规模，这为中国和亚欧
国家的农业企业开展水果经贸合作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它必将促进更多的中国优秀农业企
业走进亚欧非国家，并将吸引“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企业“走进来”，相互开展农业交流与贸
易投资合作，推动沿线国家农业进步，提高人
民福祉。 （王方）

简讯

我国是世界上的贝类养殖大国，贝类增养
殖已经成为我国沿海海水养殖业的支柱之一。

近年来，中国的鲍螺、扇贝、蛤类、贻贝和牡
蛎产量总体呈上升态势，在各类别世界总产量排
名中稳居首位。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扇贝养
殖为驱动力掀起的我国海水养殖第三次浪潮，引
领了我国海水养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贝类产业已成为增加就业、拉动农村经济
发展、改善食品结构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
要行业。”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范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贝类产业前景
光明，可以大力发展贝类产业。

海水养殖进入 3.0 阶段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2016》数据，贝类
产业是我国海水养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产量占海水养殖总产量的 72%。

贝类产业具有养殖种类丰富、优势种显著、营
养级低等特点。目前规模化养殖的贝类达 20 余
种，其中牡蛎、蛤、扇贝、贻贝和蛏占据总产量的
60%以上。绝大部分养殖的贝类是双壳类，通过滤
食海水中的微藻和有机碎屑生长，对减排二氧化
碳、缓解水域富营养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贝类
养殖成为我国碳汇渔业的关键组成部分。

张国范介绍，贝类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各
地，山东贝类养殖产量占全国首位，其他贝类主
产省区按贝类产量从高到低依次是福建、辽宁、
广东、广西、浙江、江苏、河北。

“其发展模式南北方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张国范表示，由于明显的地理优势和养殖传统，
南方贝类主产区已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和产
业文化，例如浙江地区的蛤、蚶、蛏养殖。

回望近十年来的发展情况，“贝类产业链从
种质创新、健康养殖到精深加工等各关键环节都
取得了长足进步。”张国范说，我国贝类产业运行
总体平稳，食品质量安全状况总体向好。

当前，环境生态、基因组等大数据日渐丰
富，遗传改良技术和新品种不断涌现，新生产方
式日益成熟。“海水养殖已进入了 3.0 阶段，即
智能化海洋牧场阶段。”张国范表示。

据张国范介绍，该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区
域海洋生态系统，通过生物栖息地养护与优化，有
机组合增殖与养殖等多种生产要素，形成环境与
产业的生态耦合系统，建立生态化、良种化、工程
化、高质化、智能化的产业生产与管理模式。

体系结出累累硕果

贝类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对贝类产业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体系将全国优秀的贝类产业工作者集中

到一起，各研究岗位和综合试验站之间协调合
作，共同解决产业面临的问题，促进了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张国范说。

张国范继续介绍，依靠产业体系的建立，首
先，良种的培育示范推广显著提高了良种对产业
增产的贡献率；其次，高效生态养殖模式的建立显
著提高了产业的效益；第三，病害防控技术和预警
预报系统构建促进产业的稳定发展；最后，流通和
加工技术的突破带动产业升级。

通过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全产业链
技术的研发示范，有力支撑了主养品种产业的提
质增效，突出表现在鲍和扇贝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鲍产业方面，我国第一个贝类养殖新品
种“大连 1 号”杂交鲍及其选育品系在我国鲍产
业的覆盖度进一步扩大，并已成为主养良种。皱
纹盘鲍养殖新品种的产业化引领了我国第五次
海水养殖———“海珍品养殖”浪潮的兴起。“东优
1 号”杂色鲍新品种在福建、广东和台湾地区得
到大规模推广，使台湾地区原已濒临破产的杂
色鲍养殖产业呈明显复苏态势。

“我国的鲍年产量从不足百吨，发展到目前
的十万吨，年产值从几千万元到现在的百亿
元。”张国范介绍。

在扇贝产业方面，建立了扇贝育种制种、养
殖、病害防控、加工等产业链核心关键技术，在综
合试验站进行了集成示范并在产业中得到推广应
用，支撑龙头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有效提升了
产业技术水平，推动产业效益稳步增长。

“十二五”期间，贝类体系培育扇贝新品种 3
个并通过示范推广，提高了扇贝产业的良种化
率。其中，“中科 2 号”海湾扇贝已成为我国北方
地区海湾扇贝主养品种，累计养殖面积超过 16.7
万亩，直接经济产值超过 15 亿元。“蓬莱红 2 号”

栉孔扇贝较普通生产用种增产 53.46%，成活率
提高 27.11%，是国内外第一个采用全基因组选
择育种技术育成的良种。

此外，建立了多种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
式，实现高效绿色、环境友好的生态养殖。其中，
虾夷扇贝—海带筏式综合养殖模式，示范面积 5
万亩，示范区单产提高 12%，综合经济效益提高
18%。秦皇岛地区抑食海金藻褐潮的动态监测与
预警预报工作，有效规避了褐潮对海湾扇贝养
殖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通过贝类体系研发成果在獐子岛集团集成
示范和产业化，建立扇贝质量控制企业标准 6
项。獐子岛集团虾夷扇贝渔场成为中国首家通
过 MSC 可持续渔业标准认证的渔场。“该国际
认证为打破长期束缚我国贝类产业发展的鲜活
贝类产品难以外销的困境迈出了关键一步，对
中国扇贝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品牌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张国范说。

贝类体系能取得如此成绩，与务实创新的
体系文化密不可分。求真务实、学术诚信已成为
体系成员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贯穿到
研发示范等体系工作中。

高值化加工任重道远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贝类产业在种质创
新及高效生态养殖方面已跃居世界领先水平，

“但是，贝类加工对于整个产业来说发展相对滞
后，贝类高值化加工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国
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加工与综合研究室主任、
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章超桦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目前，国内市场的贝类主要还是以鲜活品

为主，因为受到区域的限制，收获后大多直接出
售，“大规模、长距离的运输，是我们体系里要攻
克的技术。”章超桦表示，现在关键的技术已经
解决，正在推广应用的过程中。

“从事加工的企业并不多，规模都比较小。”
章超桦说，整个加工的科技含量并不高，加工产
品也多以干制品、罐头等初级品为主；蛤类、贻
贝和扇贝等冷冻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品种，
产品形态原始单一，附加值有待提高。

“在高值化精深加工领域尚没有品牌化、产
业化的产品，贝类的高值化加工任重道远。”张
国范指出。

在章超桦看来，加工如果能做好，可以解决
经常遇到的贝类养殖增量不增效的问题。“加工
是第二产业，非常重要，我们也非常看好。”

随着贝类保活流通和加工技术的应用推广，
贝类产品逐渐从沿海地区辐射至内陆地区，国内
市场不断拓展，贻贝等产品的市场范围增加明显。
总体上，我国的贝类产业保持稳定的经济效益。

水产养殖要可持续发展

中国水产养殖发展要实现“高效、优质、生
态、健康、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遵循绿
色低碳、环境友好的发展理念。

“现在贝类产业发展遇到了很多突出的问题，
比如贝类养殖空间越来越小，由于一些人类行为，
生存空间被挤占。”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养殖与
环境控制研究室主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方建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要想吃到高质量的贝类产品，就要保护贝类栖
息地，给贝类足够的生存空间来繁衍生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贝类也是这样。在方建
光看来，我国本土的贝类品种是经过几百万年
驯化存活下来的优质品种，“因此，要保护‘土
著’种类”。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养殖技术与养
殖方式。“应该考虑环境容量、生态容量和养殖
容量，国家下一步应该把容纳量的评估放在首
位，科学养殖和生产才可以保证贝类的可持续
发展。”方建光表示。

张国范指出，通过实施以养殖容量为基础
的生态系统水平的养殖管理，推广健康养殖、生
态养殖等新生产方式，推动贝类产业提质增效，
就能充分发挥贝类产业的优质蛋白供给和生态
服务功能，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
推进的良好发展模式。

总体上，贝类产业还是较为粗放，“如何实现
精准生产，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张国范说，“特
别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我们认识得
还不是非常清楚，还需要我们联合攻关突破，以推
动贝类产业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使我国的贝
类产品市场更均衡、营养更丰富、食用更安全。”

“小贝壳”引领海水养殖产业“跃龙门”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山东威海的贝类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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