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团头鲂

全球水产养殖大会
将发布“上海宣言”

! ! ! !除了“江海 !"”，王成辉心中还
有一片最牵挂的地方。那儿环山苍
翠，河谷边的鱼池里，静静游弋着上
万条鲑鱼。这片依山傍水的地方位于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喜马拉
雅山脉中段，海拔 ##$$多米。
“亚东鲑鱼的生存、繁衍环境极

为特殊，对水温要求高、尤其是孵化
期水温必须控制在 $%&!至 "!

间———就是池塘结了一层薄冰的时
候。”王成辉介绍，“此外，还必须在无
污染、不含泥沙的清澈活水里养殖。”
!$"'年 &月，受亚东县之邀，上海海

洋大学派出专家团队，助其突破亚东
鲑的规模化人工繁育及养殖技术瓶
颈，王成辉是其中一员。

谁能想到，专家团队第一次踏上
亚东的土地，就吃了闭门羹。当地很
多人，家里都是养牦牛的，根本没有
养鱼的经验，更多人觉得鱼类很神
秘。困难远不止这些。亚东鲑怀卵量
少，一条 !$$$克重的母鱼，平均仅有
#($$粒左右的卵子，而常见鱼类的
怀卵量有 "$$万粒左右。另外，亚东
鲑鱼孵化期长，一般冷水鱼的孵化期
不超过一个月，而亚东鲑鱼的孵化期

却长达 ""$ 天……这都对人工繁育
提出了高要求。
“我们把当地百姓请到身边，和

我们一起工作。”王成辉回忆，“首先
是打消了他们对鱼类的神秘感；其
次，‘以工代训’模式让他们拿到了补
贴，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六年时间
内，这支来自上海的科技服务团队在
亚东建成了 "个繁育基地、#个鱼种
培育基地、"个成鱼养殖产业园和 '

个工厂化养殖车间。慢慢的，当地藏
民从牧民变身为渔民。

在没有养殖亚东鲑鱼之前，当地
人都以打工或上山采药为经济来源；
自从有了鲑鱼养殖基地，都有了固定
收入，生活有了盼头。“亚东鲑鱼年产
业收入超 "$$$ 万元，# 个乡镇 (')

户 !#!"人受益。”王成辉笑着表示，
“亚东鲑鱼产业成为该县脱贫奔小康
的四大特色产业之一，助力亚东县成
为西藏第一个脱贫摘帽县。”

! ! ! !“乒乓外交”的故事家喻户晓，可
“牛蛙外交”的故事你听说过吗？又是
一年开学季，在欢迎新生的第一课
上，上海海洋大学的辅导员绘声绘色
地讲起了这段历史。"*+!年，学校青
年党员教师苏锦祥被委派前往古巴
接收赠送给中国的 !$$对、&$$只食
用型牛蛙，并费尽周折将古巴牛蛙安

全带回国。令人惊喜的是，牛蛙的存
活率达到 *),，这在当时的交通和技
术条件下，可谓是奇迹。随后，牛蛙在
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开始养殖，多年
后牛蛙养殖已遍布全国各地。至今，
国内牛蛙种苗仍然是古巴的牛蛙。
“现在，上海水产科研人也以‘渔’为
媒介，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水产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期间，
中国已经为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
了 !$$$多名水产养殖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才；!$"$年以来，中国先后派出
了近 !$$名专家赴 &$多个国家和地
区担任水产养殖的技术顾问，指导当

地水产养殖技术发展。
在日前农业农村部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局长刘新中表示：很多发展中国家
甚至不发达国家，发展水产养殖业的
愿望非常强烈，受制于没有技术，中
国渔业要为他们提供苗种、技术。
“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后，和前苏

联、日本等国家都开展水产的科技合
作。近两年，学校还为澜沧江、湄公河
流域国家传授稻渔综合种养技术，为
东盟等 !$多个国家培养各类水产科
技人才。”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书记王
宏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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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
学院教授冷向军的办公室里，放
着一把蚕豆。“这和养鱼有什么
关系？”来访者心里都会犯嘀咕。
他为大家讲起故事：“水库工人
把吃不完的蚕豆泡软，丢进水里
喂鱼。一年下来，草鱼的口感变
得爽脆。”
无心插柳柳成荫。为什么用

蚕豆喂养的家鱼就能“脱胎换
骨”，成了冷向军团队一直想拉
直的问号。“大家总是怀念鱼虾
‘小时候的味道’，在渔业产量已
不再是问题的今天，我们更要从
口感和营养入手。”

这是无数和冷向军一样的
水产科研人，为让国人“吃好鱼”
而默默奉献的一个缩影。
“水产品，是人类摄取优质

蛋白的重要来源，更是一日三餐
难得的美食。”冷向军说。别看现
在水产是餐桌上的常客，可上了
年纪的人也记得，曾经“吃鱼难”
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全
国水产品年总产量只有 &' 万
吨，人均占有量仅有 $%(千克，
相当于平均每人一年才能吃上
一条鱼。
转变发生在 "*('年，国家

明确了渔业发展“以养殖为主，
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
宜，各有侧重”的方针。无论是沿
海还是内陆，一场由传统捕捞向
人工养殖的改变，悄然影响着中
国这个农业大国。经过近 &$年
的发展，到 !$!$年，中国水产品
总产量已达 +'&'万吨，已连续
#!年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
&+%)'千克———这意味着今天中
国人平均每人每周都可以吃上
一条重 $%*千克左右的鱼。
“中国也是世界上养殖水产

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
业国家。”冷向军告诉记者。他拿
出一组数据：水产蛋白占人均动
物蛋白消费量的 "-&以上，水产
养殖已经成为目前蛋白质转化
最高效的生产方式；我国渔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 +$,，在大
农业中处于领跑位置。

与鲂结缘 选育良种
! ! ! !《小雅·鱼丽》有云：“鱼丽于罶，
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全球水产
养殖联盟终身成就奖的首位华人获
得者、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李思发的一
生，就和“鲂”结下不解之缘。
“团头鲂是我国特有地方鱼种。

"*+$年以来，团头鲂由野生鱼变成了
养殖对象，由于不注意保护种质，经
济性状严重退化，养殖发展受到严重
制约。”他决定以湖北淤泥湖团头鲂
为基础群体来选育良种。

鱼类性成熟时间大多要两三年。
要选育出良种，至少要经过 +.(代才
能见效。也就是说，产生一个新鱼种，
研究周期将长达一二十年，谁也不能
保证这期间会遭遇怎样的变数，更不
能保证等来的一定是鲜花和掌声。老
教授回忆，选育团头鲂历时 "+年，除
了要应对各类意外因素，筹集必要的

研究经费更不容易。一个科研项目立
项不可能横跨 "$多年，只能四处申
请项目筹钱。

老人的手上布满斑点，连脸上都
有，那是长年挑鱼留下的印记。团头
鲂“浦江 "号”的每一代鱼都要历经 &

次挑选，有两次是在年底气温极低时
进行，不能戴手套，否则会没有感觉。
"万条鱼中只能挑出 #到 &条，每一
代至少要挑出雌雄各 !$$条。为了以
防万一，也为了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完
成育种，李思发在黄河、长江、珠江三
个不同的生态系统里都设置了试验

点，挑鱼的工作量成倍增长。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思发

终于选育成功团头鲂“浦江 "

号”，!$$$年被农业部审定公
布为推广良种———这是世界
上草食性鱼类首例选育良种。
让老人高兴的是，截至去年
底，中国水产养殖种类已达到

#$$种以上。
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上海市河

蟹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王成辉的
身上。他自 !$$&起开展良种选育工
作，立志要培育出个体更大、形态更
好、生长周期更短的本地大闸蟹。后
来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名为“江
海 !"”的“沪牌”大闸蟹爬上百姓餐
桌，也在全国各地的养殖场里生根落
地。这只“沪牌”螃蟹青壳、白肚，身强
体壮，更重要的是具有上海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扭转了上海长期以来有河
蟹种源、无河蟹良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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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郜阳）今天
起至 !'日，第四届全球水产养
殖大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大会
将就面向 !$#$年的可持续水产
养殖提出发展方向和应对方案。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会以
“面向食物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
水产养殖”为主题，旨在全面总
结近十年全球水产养殖发展成
就，分析全球水产养殖发展的机

遇、问题和挑战，提出未来十年
水产养殖发展方向和主要措施，
并发布促进全球水产养殖业可
持续发展的“上海宣言”。

大会将围绕中国水产养殖
贡献、全球水产养殖状况和“上海
宣言”等举办三场主旨报告会。

全球水产养殖大会由联合
国粮农组织发起，每十年举办一
次，此次会议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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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鲑鱼 人工繁育

以!渔"为媒 传经送宝

无心插柳
蚕豆喂鱼

小时候，妈妈总是和我们
说，多吃鱼，吃鱼聪明。
如今，被称为“四大家鱼”的

青、草、鲢、鳙，是大大小小菜市
场价廉物美的美食。让国人的
餐桌从“有鱼吃”到“随意吃”，上
海的水产养殖科研者们作出了
巨大贡献。

每十年举办一次的全球水
产养殖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此
次会议是首次来到中国。今天，
记者就从草鱼、团头鲂、鲑鱼和
牛蛙这四种水产品开始，来讲讲
申城水产养殖科研者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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