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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提高山东省海洋水产种业的发展水平,促进海水养殖业和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总结山东省海洋水产原、良种产业的发展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

表明:山东省海洋水产原、良种产业具有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品种多、覆盖面广,代际连续性

较强以及原、良种场建设全国领先的特点;目前仍然存在海洋水产良种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水产企

业良种研发能力较弱以及国家级原、良种场的作用未有效发挥的问题;今后应重点推动育种技术

进步,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模式,树立品牌意识,建立良种独立技术体系,加大对水产企业的

支持力度,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以及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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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developmentlevelofmarineaquaticseedindustryinShandong

provinceand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aquacultureandfisheryeconomy,in

thispaper,the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marineimprovedvarietyindustryinShandongprov-

incewassummarized,theexistingproblemswereanalyzed,and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

andsuggestionswerepropos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marineimprovedvarietyindustryin

Shandongprovincehadthecharacteristicsoflatestartbutrapiddevelopment,largevariety,wide

coverage,strongintergenerationalcontinuity,andtheleadingleveloftheoriginalandimproved

varietyfarmconstructioninChina.Atpresent,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suchlikelowdegree

ofmarketizationofmarineimprovedvariety,weakresearchanddevelopmentcapabilityofaquatic

enterprisesandthefunctionofnationaloriginalandimprovedvarietyfarmshadnotbeenexe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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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Inthefuture,weshouldfocusonpromotingtheprogressofbreedingtechnology,pro-

motingtheintegrateddevelopmentpatternofbreeding,propagationandpopularization,increasing
awarenessofimprovedvarietybrands,buildingindependentseedtechnologysystem,addingsup-

porttoaquaticenterprises,strengtheningtheprotectionofgermplasmresourcesandestablishing
marketaccesssystem.

Keywords:Marinefishery,Marineculture,Aquaticproduct,Originalandimprovedvariety,

Modernseedindustry

0 引言

海洋水产种业是海洋水产业的上游产业,为海

水养殖提供优质的种子来源和物质基础。2011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

意见》,确立了种业产业的基础性、核心性和战略

性。随着水产良种培育技术和苗种生产技术的快

速发展,我国跃居世界第一水产养殖大国,2016年

水产养殖产量达5142万t,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

的60%以上[1]。

海洋水产业是山东省第一大海洋产业,2016年

全省海水产品产量达795万t,占全国海水产品总

产量的23%,实现经济总产值1201亿元[2]。海洋

水产业的发展依靠现代海洋水产种业体系的构建,

推动海洋水产种业实现现代化是山东省从海洋渔

业大省转变为海洋渔业强省的关键。

1 山东省海洋水产原、良种产业的发展特点

1.1 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快

原、良种通常指经中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并经农业部公告的人工改良品种以及具

有优良经济性状和生产性能的原种[3]。1991年,中

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1996年,

首批海洋水产新品种获得认定,相关水产原、良种

场建设以及规章制度建设逐步展开。

虽起步较晚,山东省海洋水产原、良种技术发

展迅速:在1996年全国首批获得认定的3个海洋水

产新品种中,山东省仅占1个;在2016年全国获得

认定的6个海洋水产新品种中,山东省包含5个。

此外,山东省不断实现海洋水产良种研发“零”的突

破,成为我国海洋水产种业发展的“领航员”,我国

首个大菱鲆、牙鲆、中国对虾、凡纳滨对虾、杂交鲍、

海带、龙须菜、三疣梭子蟹和长牡蛎等良种均在山

东省研制成功。

1.2 品种多、覆盖面广

随着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山东省培育成功的

海洋水产原、良种的品种越来越多、覆盖面越来越

广,涉及鱼类、虾类、贝类、藻类、参类和蟹类等。截

至2017年年底,山东省共培育出海洋水产原、良种

47个,占全国总数的60%。其中,藻类主要包括海

带、龙须菜和裙带菜,贝类主要包括扇贝、牡蛎、文

蛤和鲍鱼,鱼类主要包括大菱鲆和牙鲆(图1)。

图1 截至2017年年底山东省和全国海洋

水产原、良种数目

由图1可以看出,在山东省获得认定的海洋水

产新品种中,研究开展较早和分类学中较低等的品

种居多,而研究起步较晚和分类学中较高等的品种

很少。

1.3 代际连续性较强

山东省良种技术发展速度较快和培育品种较

多的原因之一是良种研究的代际连续性,有的品种

甚至已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出现一代、二代和三代

品种。如,1997年由山东东方海洋股份公司选育的

“901”海带,经不断杂交和选育,在近20年中先后培

育“东方2号”“东方3号”“东方6号”和“东方7号”

海带系列品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培育的中国对虾“黄海”系列、中国海洋大学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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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荣福”海带系列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培育

的海湾扇贝系列均有2~3代的新品种。代际连续

选育具有基础牢固的优势,可在已有研发的基础

上,进一步改善良种性状,培育新品种较容易。因

此,随着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长牡蛎、三疣梭子蟹

和牙鲆等一代选育良种也必将走深化发展和纵向

发展之路,从而培育更优质的新品种。

1.4 原、良种场建设全国领先

原、良种场是收集、保存和选育优良水产品种

的重要平台,尤其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是良种输

出的重要渠道,为各苗种繁育场和养殖场提供优良

原、良种的亲本和苗种。1996—2015年,全国已建

成81个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其中海洋水产原、良

种场仅有22个[4],山东省达13个,约占全国总数的

60%,主要培育海带、大菱鲆、魁蚶、黑鲪、花鲈、刺

参和半滑舌鳎等重要养殖品种,为全省和周边地区

海洋渔业的发展提供优质苗种(表1)。

表1 山东省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

原、良种场 隶属机构 所在地

烟台海带良种场 山东东方海洋股份公司 烟台市

蓬莱大菱鲆良种场 天源水产有限公司 烟台市

荣成魁蚶良种场 崂山海水养殖苗种有限公司 威海市

黑鲪原种场 泰华海珍品有限公司 烟台市

威海花鲈原种场 裕隆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威海市

威海刺参原种场 山东西港水产集团公司 威海市

半滑舌鳎原种场 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 烟台市

黄河口大闸蟹原种场 惠鲁水产养殖公司 东营市

黄盖鲽原种场 蓬莱宗哲养殖有限公司 烟台市

刺参原种场 山东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

蓬莱虾夷扇贝良种场 烟台海益苗业有限公司 烟台市

牙鲆原种场 威海圣航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市

大菱鲆良种场 威海市中孚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市

此外,山东省的省级原、良种场建设也快速发

展。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已建设省级海洋水产

原、良种场50余个,数量居全国首位,品种覆盖中国

对虾、牙鲆、大菱鲆、海蜇、缢蛏、半滑舌鳎、黄盖鲽、

圆斑星鲽、梭子蟹和刺参等,为山东省海水养殖业

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

2 存在的问题

2.1 海洋水产良种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目前山东省培育成功的海洋水产良种很多,但

大多数仍处于推广示范应用阶段,与产业化还有一

定的距离,导致良种覆盖率较低。一方面,由于海

洋水产良种培育技术主要来自科研机构,缺少专人

负责新品种的推广和转化;另一方面,良种培育技

术的前期研发有国家项目支持,而良种获得认定后

项目也随之结束,缺少配套资金支持良种的后续推

广和转化。此外,研究人员往往注重良种培育技术

的创新性和独创性,而对市场需求考虑较少,导致

研发成果难以与市场衔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良种

的市场化。

2.2 水产企业良种研发能力较弱

1996—2017年山东省培育成功的47个原、良

种中,绝大多数由科研院校独立或牵头研发,由企

业独立或牵头研发的仅有7个。企业多为联合科研

机构,在良种培育过程中起辅助作用。

山东省拥有多个实力雄厚的水产企业,但能够

独立开展良种培育的不多,主要包括3个原因:①企

业多以生产为主,配套平台设施不完善,良种培育

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能力较弱;②良种研发需要不

断的试验和验证,至少需要5~6年,有的甚至需要

几十年、经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看到成效,而企业须

考虑项目短期的投入和产出,难以自主开展良种培

育工作;③良种研发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国家和

地方政府的项目支持,由于项目资金多偏重于科研

院校,自负盈亏的企业只能望而却步。

2.3 国家级原、良种场的作用未有效发挥

国家级原、良种场是实施良种技术推广的重要

平台,但目前并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制约良

种的市场化和产业化。①山东省的国家级原、良种

场仅有半滑舌鳎、海带和大菱鲆等少数品种,且每

个品种仅有1~2个国家级原、良种,一些重要养殖

品种如鲍鱼和牙鲆等仍缺乏相应支撑,未形成“遍

地开花”的局面;②已建成的国家级原、良种场大多

以苗种育繁为主,规模较小,大多缺乏技术研发部

门和自主研发能力,无法实现育、繁、推的一体化;

③各国家级原、良种场均为独立个体,缺乏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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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平台,与省级原、良种场也未形成上下贯

通的联合机制,仅可单线带动少数养殖场和繁育场

发展,在横向和纵向均未形成原、良种平台体系,示

范作用有限[5]。

3 发展建议

3.1 推动育种技术进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经中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认定的良

种中,选育种和杂交种的占比越来越大。但从总体

来看,我国以品种改良为核心的“种质工程”研究明

显落后于发达国家,选育和杂交技术仍较传统[6]。

山东省海洋水产良种选育技术在国内处于领

先地位。应借鉴国外经验,针对大菱鲆、刺参和扇

贝等主养品种,深化选择育种和杂交育种技术,开

展其遗传性研究,以制定具体可行的选育和杂交方

案;开展海水鱼类和贝类多倍体育种技术研究,重

点开展多倍体生物养殖性能研究,推动其产业化;

加强分子标记技术、基因芯片技术和细胞工程技术

等现代遗传育种技术的基础研究,为构建现代海洋

水产种业体系和推动海水养殖业发展奠定基础。

3.2 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模式,构建现代海

洋水产种业体系

目前山东省的海洋水产良种培育技术已有较

好的基础,但仍存在育苗单位数量多、规模小和技

术设备落后等问题,制约良种的后续推广和产业化。

应重点开展主要品种的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遗

传育种中心建设,完善现代保种育种体系;推动各

级良种场和苗种繁育场建设,完善原、良种繁育体

系;增强各级水产推广站、示范基地和企业的技术

实力,强化示范推广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集中

海洋水产龙头企业、各级良种场、推广站和示范基

地等的力量,着力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模式,

建立横向和纵向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

共同开展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和推广等工

作,构建现代海洋水产种业体系和推动海水养殖业

的可持续发展。

3.3 树立品牌意识,开发特色产品

目前消费者对海水产品的认知仍停留在物种,

未深入到具体品种,与对大米等农作物的认知相距

甚远。根据山东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发布的“山

东省名牌产品名单”,截至2017年山东省海洋领域

的名牌产品有200余个,却无海洋水产良种入选。

海洋水产良种没有自己的品牌,就无法吸引消费

者,严重制约产业发展。

应着力打造山东省海洋水产品牌和实施水产

苗种品牌战略:选取“黄海1号”和“黄海2号”中国

对虾、海大金贝、“鲆优1号”牙鲆以及“东方6号”海

带等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品种,打造专有品牌,注

重品种的科技创新和保质保量,加大宣传力度,提

升品牌形象,形成具有国内市场占有率和国际市场

竞争力的名牌产品,进而实现苗种产品对产业链的

贯穿和渗透。

3.4 建立良种独立技术体系,带动产业链发展

良种技术的发展可以形成全新的产业,并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如,大菱鲆(多宝鱼)和大西洋鲑

(三文鱼)等品种已形成重要产业和名牌产品,有力

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

针对山东省沿海地区的特性,选择对虾、牙鲆、

海带和梭子蟹等开发潜力较大的养殖品种,从良种

选育、饲料生产、疾病控制、质量安全检测、繁育设

施建设和苗种流通等各技术环节分别突破,建立

“一品种一产业”的独立技术体系[7],并做大做强,依

靠良种的开发应用和推广转化,推动海洋渔业产业

链的良性发展,从而促进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

3.5 加大对水产企业的支持力度,培育现代海洋

水产种业集团

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以及市

场带动作用。发达国家的企业是技术研发的主体,

我国也应大力培育海洋水产苗种龙头企业,将技术

研发和成果转化的重心向企业转移。

一方面,继续加强海洋水产企业与实力较强的

科研机构的合作,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组建研发平

台,共同开展海洋水产良种的研发工作,其中科研

机构可为企业提供种质创新和品种培育技术,企业

可承担苗种生产和销售任务;另一方面,充分发挥

政府的引导作用,鼓励海洋水产企业加大技术研发

投入,建设和完善企业技术中心,提高技术创新能

力,逐步培育产、学、研、推一体化的现代海洋水产

种业集团,实现海洋水产良种市场的商业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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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保障可持续发展

积极构建海洋水产原、良种遗传种质资源保护

体系,保障海洋水产遗传资源基础。①成立原种自

然保护区,并制定相关管理措施,加强对海水养殖

品种野生群体的保护,防止因过度捕捞、环境破坏

和生物入侵等造成群体灭绝或种质退化,将建设海

洋生态牧场与科学放流相结合,保护和恢复生物多

样性;②积极开展遗传种质资源普查和保存,运用

家系、精子和胚胎冷冻以及胚胎干细胞培养等技术

保存遗传种质资源,建设遗传种质资源库;③大力

开发和推广DNA条形码和DNA分子标记等现代

生物技术,有效检测亲本家系和群体亲缘关系,避

免近亲繁殖导致的遗传种质丢失,提高人工养殖种

质资源的鉴定和保护水平。

3.7 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加强质量监管

目前我国水产苗种市场仍处于自由状态,对苗

种的监管仅限于是否含有违禁药物等方面[8],而对

苗种的质量和性状等缺少限制,导致良种在苗种市

场优势较小。

应针对海洋水产苗种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对苗

种的质量和性状等作出具体要求,不符合要求的苗

种不能进入生产和交易环节;成立苗种质量监管部

门,构建苗种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强苗种质量监

控和跟踪,提高良种的市场竞争力,推动海水养殖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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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湿地治理的重要参考
———《辽河口湿地水生态修复技术与实践》书评

河口湿地是河流入海的最后屏障,具有清除污染物、调节区域气候和提供生物栖息地等多项重要生态

功能。河口湿地治理已成为当前环境污染治理的热点之一。

辽河是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河流,流域面积21.9万km2,是我国7大河流之一。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

辽河已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明确指出辽河流域

“水生态系统结构退化严重,生态功能衰退明显”,并将辽河盘锦河口区作为14个优先控制的水污染防治单

元之一,以达到“提高饮用水源地安全、改善水环境质量、恢复局部水体水生态”的目的。

作为辽河保护区优先控制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辽河口湿地水生态修复是实现“一条河和一块湿地全

面生态恢复”的重要保障。辽河口湿地位于石油化工城———盘锦市的西侧,其污染状况具有特殊性,即石油

烃污染严重。在此背景下,数十位环境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历时5年,在对辽河河口区水质改善和湿地水生

态修复技术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很强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即《辽河口湿地水生态修复技

术与实践》。本书较系统地介绍辽河河口区油田、稻田和苇田的污染物来源和环境行为特征,分析油田烃类

有机污染物消减、稻田氮磷面源污染防控、苇田河蟹养殖废水污染阻控和退化湿地生境修复等技术理论和

方法,并对部分技术进行示范,最终构建辽河口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体系。本书不但为河口湿地水生态环

境提供修复技术和方法,而且为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提供有益参考。(海洋出版社 鹿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