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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水产种业“金名片”
活的养殖鲳鱼、大黄鱼，你见过吗？
在日前举行的宁波农博会上，银鲳、大黄鱼活体展示区吸引

了众多市民围观，大家都为能见到活的鲳鱼、大黄鱼而啧啧称奇。
作为海洋大市的宁波，其水产种业发展情况如何，宁波如何

擦亮现代渔业“芯片”？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农博会水产活体展示区设在
主会场厅，一排大型水族箱里，银
鲳、大黄鱼等欢快地游动着，吸引
了市民围观。

其中，银鲳的体形足有手掌
那么大，周身银光闪闪。岱衢族
大黄鱼，体形健硕，身长约40厘
米，周身散发着金光，十分好看。

“能够看到活体的银鲳，真是
让人大开眼界！”市民邬大妈说，

“在宁波人的印象里，鲳鱼是无法

人工养殖的，捕捞上来后很快就
会死掉，一般市场上是没有活体
鲳鱼的。”

“我听说宁波的人工养殖大
黄鱼技术有突破，但从来没有见
识过活体的人工养殖大黄鱼，今
天算是一饱眼福了。”市民卢先
生说，“宁波的岱衢族大黄鱼体
形很漂亮，大黄鱼人工养殖能减
少野生捕捞，对保护海洋生态很
有好处。”

银鲳、大黄鱼活体展示很受追捧

记者了解到，银鲳、大黄鱼的
繁育和品种研发是宁波最有代
表性的两大水产科研成果，走在
全国前列。那么，目前其技术的
攻关进程以及成果如何？记者
采访了相关科研工作的负责人。

据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银鲳和岱衢族大黄鱼
人工繁育及品种研发，是宁波市
海洋与渔业研究院联合宁波大
学、港湾水产公司历经数十年攻
关的科研项目，如今已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特别是人工养殖岱衢
族大黄鱼，已经实现了良好的产
业化，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深
受市民欢迎。人工养殖技术的突
破，是宁波的骄傲，也为海洋生态
保护作出了贡献。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
院长沈伟良介绍说，我市的银鲳
人工繁育技术和新品种培育，在
国内起步较早，已经研究了20多
年，目前已培育出了耐低温、速生
等品系。

在人工繁育和养殖技术上，

以宁波大学为主的科研单位正在
努力攻关，现已实现全人工繁育
和规模化的育苗。

不过，银鲳的产业化、规模化
养殖还在进一步攻关。目前银鲳
的网箱、池塘、公船养殖模式正在
进一步测试中，科研人员希望通
过测试，能够建立一个比较稳定
的、规模化的养殖模式。目前规
模化养殖技术突破进展顺利，可
以说距离产业化推广只差“临门
一脚”了。

相较于银鲳，岱衢族大黄鱼
的人工繁育、品种开发以及产业
化推广则相对成熟。我市从本世
纪初对大黄鱼种质进行采捕、保
活、繁育，到目前已形成了较完整
的产业链。

如今，宁波已有两大人工养殖
大黄鱼的新品种，分别是宁波大学
培育的“东海1号”和宁波市海洋
与渔业研究院培育的“甬岱 1
号”。岱衢族大黄鱼的种质资源，
已经在浙江、福建一带进行了大规
模的推广应用。

宁波水产种业科研取得一定成效
位于象山三门湾三门口的象

山一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是
一家专业养殖大黄鱼的合作社，
他们养殖的大黄鱼正是宁波自己
培育的品种。该合作社负责人张
进程说：“我们养殖宁波本地大黄
鱼已经很多年，宁波的养殖大黄
鱼品种很不错，体形健硕，还能全
雄繁育，品相好，口感也很好，很
受市场欢迎。”

此外，宁波象山西沪港也是
养殖大黄鱼主产区，养殖大黄鱼
成为当地黄避岙乡的主要产业。
因为西沪港水温相对较高，大黄

鱼可在春节前夕采捕上市，抓住
春节市场，为当地村民带来良好
的经济效益，大黄鱼成了当地的
富农产业。

目前宁波养殖大黄鱼活鱼批
发价为27元/斤左右，市场价零
售价在60元/斤以上。黄避岙乡
大黄鱼的养殖面积达到3000余
亩，年产2500余吨，年产值超过
1亿元。

据介绍，在全国，岱衢族大黄
鱼的良种覆盖率达到了50%以
上。这对于高品质大黄鱼养殖的
产业链，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

科技成果转化,促百姓致富增收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宁波
需要进一步提升养殖银鲳、大黄
鱼的产业化水平。银鲳养殖技术
还处于产业化的攻坚阶段，接下
来需要不断为产业化铺路，通过
产业配合反推技术突破，加快科
技转化应用。而大黄鱼养殖技术
相对比较成熟，养殖难度已经不
大，核心难点还是在产业配合、进
一步做大市场上。

“水产种业发展比拼的是全
方位能力，‘育繁推’一体化的体
系建设是重点。”作为老水产人，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
申屠基康深入比较过宁波与青
岛、厦门等沿海城市的水产育种
特点。在他看来，宁波虽然在一
些品种上具有先发技术优势，但
在种源保护、扩繁体系、人才储
备、品牌拓展等方面还存在较明
显的短板。

“以大黄鱼为例，论性状特
色，我们敢说宁波的‘甬岱1号’

不会比其他任何品种逊色，但由
于扩繁场地不足、种源知识产权
保护难等客观因素限制，岱衢族
大黄鱼种苗的市场占有率增长不
快。”申屠基康说，这不能简单归
因于机遇问题。

“海水鱼苗种研发不是繁育
出来就算成功了，我们越来越体
会到，必须要在育种技术、养殖模
式、产业发展上形成新突破，市场
打开了才算成功。”象山港湾水产
苗种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万土说，
科研需要与更多产业企业形成紧
密合作，发挥整合聚集各方资源
的作用。

成果转化、用地保障、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瞄准海洋种业现
代化目标，宁波还需补齐更多短
板。目前宁波水产科研正在加大
产业配合，描绘规模化水产产业
园发展前景，不断擦亮现代渔业

“芯片”，打造水产种业“金名片”。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严舒玮

推进产业化，还需补齐更多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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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活体展示。

““ ””两两条条鱼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