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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舟山市拥有优越的海水养殖生产条件，较适合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但随着该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海水养殖业

同样面临着许多挑战。“群岛新区”的确立，工业化水平的快速发展，使水产养殖的发展陷入两难。通过对舟山市海水养殖业现状

的调研，深入调查该区域目前海水养殖状况，在获得大量真实可靠的数据基础后对舟山海水养殖业现状进行剖析，认为促进新

区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关键是改变当地养殖模式，将海水养殖向集约化生产模式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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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几年来，海水养殖业发展迅速，模式不

断创新，技术水平日渐提高，已逐渐成为渔业增效、
渔民致富的重要产业。海水养殖业的大力发展不仅

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菜篮子，也促进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发展至今，海水养殖业已经成为我国海洋

渔业的重要支柱产业。提高海水养殖品种的质量是

我国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这对于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渔民增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也有重要意义[1]。
2011 年 7 月，舟山群岛新区正式成立，成为继

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第四个国家级新区。在不久的

将来，舟山市的船舶产业、海洋旅游业、现代渔业方

面都将会得到大力发展[2]。据统计，舟山市 2008 年

水产养殖总面积 14.98 万亩，总产量 12.25 万吨，总

产值 10.99 亿元，分别占市渔业总产量、总产值的

9.76%和 13.58%[3]。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在

2011 年 7—8 月，走访了舟山市主要养殖区域（定海

区、普陀区、岱山县及嵊泗县），并对从业人员进行

了大量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229 份，在此基础

上，对舟山海水养殖业现状进行分析阐述，以期为

在新区建设新形势下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参考。

1 舟山地区海水养殖现状
1.1 历史沿革和养殖品种分析

舟山市拥有悠久的水产养殖历史，海水养殖历

来是舟山市渔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业人员有

着丰富的养殖经验。2008 年浙江省海水养殖产量

84.05 万吨，养殖面积 96.14×103 hm2。舟山作为浙江

省重要的海产品出产地，其海水养殖产量为 11.38
万吨，占全省海水养殖产量的 13.5%；海水养殖面积

7.809 hm2，占全省海水养殖面积的 8%。2011 年 1—
11 月，全市海水养殖产量 9.73 万吨，产值 5.26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7.77%和 13.23%[4]。
舟山渔场作为我国最大的渔场，不仅有着丰富

的天然渔业资源，其海水养殖品种也多种多样，发

展进程包括了滩涂粗养缢蛏、浅海海带南移养殖，

坛紫菜及紫贻贝养殖，引进中国对虾、毛蚶等新种

类的围塘养殖、滩涂养殖，继而引入太平洋牡蛎、罗
非鱼、海湾扇贝、文蛤，开展了鲈鱼、美国红鱼、大黄

鱼等网箱养殖等几个阶段，特别是近十年来，水产

养殖业发展更为迅速[3]。
1.2 养殖格局及模式分析

目前，滩涂、浅海、围塘已成为了舟山市海水养

殖的基本格局。经过调研小组实地调查后发现由于

舟山存在海域分布差异，海水养殖存在明显的地域

性特点，例如嵊泗县以浅海养殖为主，网箱养殖大

多分布在东极岛，滩涂养殖区域分布较为宽泛，包

括了定海区、普陀区及岱山县，但占地面积相对较

小；海水池塘养殖分布在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的

居多，养殖品种以虾蟹贝类及海水鱼类为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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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的养殖模式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如嵊泗县

是以沿绳式养殖为主；定海区、普陀区及岱山县虽

有工厂化养殖分布，但仍以围塘养殖模式为主。舟

山地区养殖模式比例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舟山地区养殖模式比例分布图（数据来源调查问卷）

2 舟山地区海水养殖存在的问题
舟山地区海水养殖总体上存在基础设施部分

地方相对老化，生产、经营方式还比较粗放，从业人

员整体素质较低，组织化、产业化程度有待提高，抵

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较弱，产品流通不够通

畅，养殖风险大的问题，而鉴于“舟山群岛新区”的
建设，海水养殖还将出现养殖水域受污染及养殖面

积减小等问题。
2.1 海区污染

对于定海区、普陀区及岱山县的海水养殖业，

造成水域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 ①生活废水及工业

污水排放污染。这些污水的排放，对滩涂底质和近

岸水域污染相当严重。②捕捞渔船、养殖渔船排放

污染。③海水养殖自身排污。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

进行施肥、投饵、用药等生产活动，也能造成海水污

染及近岸海水富营养化，诱发养殖病害，在造成严

重经济损失的同时，加速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根

据问卷显示，因水体污染引发养殖品种死亡的共有

67 份，占所调查总数的 28%。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

速发展，工业化水平也不断提高。然而造船厂、货运

码头的不断增多，难免影响到周边水域环境，进而

导致海水养殖的养殖环境遭到破坏。而随着“群岛

新区”的确立，工业无疑将出现另一次腾飞，养殖海

区污染问题也将变得尖锐化。
2.2 自然灾害

海水养殖在存在巨额利润的同时也面对着巨

大的风险，对于以嵊泗县为主的浅海养殖，遭受的

主要风险是由台风造成的养殖设施毁坏，养殖产品

逃脱等问题。海水养殖、尤其是浅海养殖极易遭受

自然灾害的影响，此次调研获得的 239 份问卷调查

中有 149 份称其遭受过台风侵袭，占总量的 62.3%，

并造成其经济损失。例如 2011 年的 9 号台风，虽然

台风并未直接登陆，但嵊泗海域风力也达到了 13
级，台风过后，贻贝遭受损失面积达 2 万多亩[5]，许

多养殖户还未能及时收获便血本无归，更有甚者，

养殖设施都遭到破坏。
2.3 病害问题

由于近年来舟山海域水质环境不断下降，加上

气候复杂，病害检测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检测经费

稀缺等原因导致了病害检测困难，难以及时对病害

进行防治[6]。水产养殖产品的病害问题一直是困扰

着广大养殖户的难题，据调查报告显示：在走访的

且取得问卷的养殖户中有 68 户，存在由于病害发

生最终导致倒池现象的出现。
2.4 用地减少

目前，舟山市已发放养殖证面积达 5 433 km2

（约 8.1 万亩），全市无公害标准化示范养殖基地面

积达到 3 067 km2（约 4.6 万亩）[3]。新区建设离不开

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而营造“一体三区诸岛”格
局，需要利用大量的土地资源，然而，舟山地区陆地

面积有限，面对新区的腾飞，或将影响到水产养殖

面积。
2.5 市场波动

养殖同样存在市场风险，这是由于市场行情的

波动引起的，有时会供大于求会造成水产品销售不

畅，进而价格跳水导致海水养殖者的经营亏损。

3 应对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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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这也使得我国国民对生活的品质追求也逐步

提升，而海产品在提供足够的营养的同时还能满足

人们的口腹之欲，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的

养殖品种进入养殖场，养殖业的前景不可谓不好。
笔者就如何规避舟山地区海水养殖提出几点建议。
3.1 加大检测力度

职能部门可以引进或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保证

检测人员的质量。同时，开展培训班，对病害及防治

知识进行深入推广，加大资金投入，完善仪器设备，

确保能快速精确对病害进行分析，及时作出处理。
同时加大整合力度，形成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合

力应对病害[6]。
3.2 升级产业结构

近年来，舟山许多原有的养殖滩涂被围垦工

程、港口开发和临港工业占用开发，使滩涂面积大

为缩减。要充分利用和开发好剩余的滩涂面积，改

造滩涂条件，改进传统粗养方式，合理利用滩涂资

源，改进养殖模式。而传统的虾蟹贝类养殖大多仍

是以海水池塘养殖为主，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养

殖模式，在获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渔养民需要耗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生产力水平低下。养殖业生产

力水平的提高，必须要经过模式的革新。目前，舟山

地区海水养殖模式存在整体生产力水平不高的问

题，这是是制约海水养殖业发展的首要问题。现阶

段海水养殖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以新品种的引进、苗
种的培育及病害的防治等为主，海水养殖仍然是生

产力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含量的养

殖发展十分缓慢[7]。水产养殖生产力水平若要提高，

必须依靠科技的发展，提高养殖业的技术含量。“舟

山群岛新区”的正式确立更是需要养殖业开拓创

新，随着港口的建造与造船业的发展，海水养殖业

必将面临养殖范围缩小，养殖环境变差等问题，而

目前养殖产量的增加只能依靠养殖面积的增加和

选取改良的品种，如何改变这一僵局，是舟山海水

养殖发展的一个难题。
我国是第一个养捕产量比超过 50%的国家[8]，

而随着目前我国养殖水体不断恶化，养殖的效率也

将每况愈下。因此，走集约化工厂化循环养殖道路

是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3.3 建立保险制度

养殖生产者抵御各种风险能力普遍较弱，每当

遇到灾害性天气，渔养民就会遭到巨大的经济损

失。我国至今未出台任何一种关于海水养殖业的保

险制度，然而在调查过程中调研小组了解到，渔养

民迫切希望政府能出台关于海水养殖的保险制度。
政府可以通过吸取国外开展海水养殖保险的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以面对灾后迅速恢复生产为原则，

尝试此类保险。
3.4 开展地区品牌

由于现有市场上的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

者不能清晰地分辨出高品质与低品质，导致了高品

质水产品无法与低品质水产品拉开差价，而养殖加

工企业或者海水养殖合作社等有能力的团体就可

以建立自己的产品品牌，介入产品营销，进而提升

盈利能力，从而带动区域食品安全的质量。由政府

牵头组成海水养殖团体，设立严格的入会标准，组

成严格的监督生产流程，同时规范养殖技术，宣传

产品品牌可以有效解决营销人才匾乏、品牌建立成

本高、回报周期不确定等问题，这样不仅能使养殖

户提高收入，而且可以保证市场的供应。
区域品牌的建立还存在其他优势：①产业（区

域）品牌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③区域品牌对

提升产业的层次有重要意义。③区域品牌可以提升

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舟山群岛新区的确立，是海水养殖业产业升级

的一个契机，本文对舟山市海水养殖业现状进行简

要阐述，望能提供有用信息，同时对该区域海水养

殖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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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shan mariculture industry research

Jiang Yudong, Wang Jiteng, Han Tao, Jiang Huashuai,Pan Songming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00，China）

Abstract: Zhoushan has a superior condition to develop mariculture production. But 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aquaculture has to face many challenges. The establishment of “Zhoushan Archipelago
New Area”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mariculture catch in dilem－
ma.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f current culture situation of Zhoushan，changing the culture mode and
developing intensity mode is the key，which ca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iculture industry in“New
area”.

Key words: Zhoushan; mariculture; present situat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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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海洋所成功构建栉孔扇贝物理图谱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实验海洋生物重点实验室相建海研究员团队在海水养殖动物的基因组研究

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团队成员张晓军博士等成功构建了栉孔扇贝物理图谱，这是我国海水养殖动物

的第一个物理图谱。
栉孔扇贝（Chlamys farreri）是我国北方沿海一个非常重要的养殖贝类，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经济价

值很高，其产量曾达到贝类养殖总产量的 80%。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病害爆发、种质退化等原因，近年来

死亡情况持续发生，严重地制约了其养殖产业的发展。我国科研人员一直在开展栉孔扇贝的免疫学和基

因组学等基础研究，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2007 年，相建海研究员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栉孔扇贝高密度物理图谱建立及与遗传图谱的整

合”的资助。研究团队经过三年多不懈的努力，克服了细菌人工染色体（BAC）文库构建、BAC 指纹制备和

图谱组装等一系列难题，成功构建出栉孔扇贝高密度物理图谱。该图谱主要由 3 696 条 contigs 组成，平

均长度为 490 kb，包含了 63 641 个 BAC 克隆，覆盖扇贝基因组 1.5 倍；同时图谱上锚定有 10 587 个 BAC
末端序列和 167 个分子标记，其中 27 个标记同时存在于栉孔扇贝的遗传连锁图谱上，初步实现了遗传图

谱和物理图谱的整合；另外有 6 个与免疫有关的重要功能基因被定位到该物理图谱上。
物理图谱是从事基因组学研究重要平台，目前基于二代测序技术的全基因组测序已经非常高效和经

济，然而物理图谱仍然是一些复杂基因组测序组装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物理图和遗传图的整合也

是实现数量性状（QTL）定位和有效图位克隆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另外，通过比较多种物理图谱数据，可以

发现相近物种间基因组的同线性或共线性，这对阐明新基因的结构、功能，基因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物种

分子系统进化过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栉孔扇贝的物理图谱构建研究填补了我国水产动物基因组研究的技术和知识空缺，为加快我国水产

动物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

馆-综合》。
（www.bbwfish.com）

33第 1 期 姜宇栋，等 舟山海水养殖业现状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