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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水产养殖 

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① 
 

黄文钰   舒金华  许朋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210008) 

 

摘  要    据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水产养殖主要存在着渔业水环境保护；生产结构与日益增长的市场

需求不相适应；引种和育种研究力度不够；病害防治研究相对落后；市场影响因素估计不足等问题。因此，针对 

上述问题的解决，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以确保本地区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水产养殖；问题；对策；长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区内水面广阔，河湖众多，水产养

殖业发达。据统计，包括江苏（南京、镇江、杨州、南通、苏州、无锡、常州等市）、淅

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市）和上海市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水面面积 4339.2 km2，占该地区

国土面积 80893.0km2的 5.36%。1998 年区内淡水养殖水产品总量约 108.35 万吨，占该年

该地区淡水总产量 184.20 万吨的 58.82%，淡水养殖已成为本区内淡水水产品的主要来源。 

自 80 年代以来，本区淡水水产养殖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表现为产量的增长和特

种水产品比重的增加。淡水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对于改善本地区居民饮食及营养结构，增

加就业和发展经济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3]。但在淡水渔业的快速发展中，也存在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4～6]。 

 

1  存在问题分析 

1.1  渔业水环境保护的问题 

由于本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集聚，大量污水进入水体，对水体养殖形成了

直接的威胁。如淅江杭嘉湖地区 1997 年度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 56315.32 万吨，其中直接

排入江河湖库的有 32110.99 万吨；江苏省太湖地区 1998 年度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

156873.66 万吨。据统计，本地区 1998 年度共发生渔业污染事故 454 次以上，污染面积

50771.0hm2，损失鱼类 0.27 万吨以上，经济损失 3547.6 万元以上。上海市由于水体污染

而永久荒废的鱼池已达 6667.0 hm2,占上海市养殖水面的 1/5，造成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 

以 1997～1998 年度为基准，收集整理本地区主要水域 30 个测站的水质数据，利用均

值型环境污染评价法〔7〕，选取国家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中的标准值，对个别项目，

如高锰酸钾指数等，参考了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HZB1-1999）中�类水标准值，

进行评价（表 1）。结果表明，本地区综合质量指数 I值为 1.26，属重度污染，区内渔业水

                                                   
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9831070）、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项目(KZCX2-311)、中国典型流域湖沼系统资源环境动态过

程及优化管理特别支持项目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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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已受到污染物的严重冲击，整体而言，已不适合于渔业生产。 

从污染项目的分类质量指数 Q 可知，区内水域中主要污染物是石油类(其 Q 值达 5.80)

远远高于 2.0 的分界线；其次是非离子氨(Q 值为 2.52)和溶解氧(Q 值为 1.60)均属于重度污

染。从各测点的分类质量指数 Q 可知，参评的 30 个测点中，指数变动的范围在 0.26～6.86

之间。其中，苏州河网地区和南京河网地区污染最严重，Q 值分别为 6.86 和 6.24；其次是

常州河网地区和无锡河网地区，其 Q 值分别达到 3.61 和 3.39。从行政区整体来看，上海

地区和淅江的综合质量指数 I值分别为 0.68 和 0.65，属轻度污染，尚能用于渔业用水；江

苏地区综合质量指数 I值为 1.80，属重度污染，已不能满足渔业用水的要求。 

此外，高强度水产养殖伴随的饵料大量投入也给渔业水体带来了一定的污染。据测算，

养 l 吨淡水鱼，产生的粪便用当于 20 头肥猪的粪便量。而网箱养鱼由于饵料等的高投入，

污染更严重。若以 1998 年区内淡水养殖水产品总量 108.35 万吨，饵料系统为 1 计，投入

水体饵料为 108.35 万吨，即约有 3.56472 万吨总氮和 0.56342 万吨总磷进入水体。其中一

部分被鱼消耗外，大部分氮磷滞留于水体，加速了水体的富营养化。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

到:“不能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盲目追求产量、产值的增长”[8,9]。 

区内渔业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协调好水产养殖与水域环

境保护关系，维持水域良性生态系统，只有保护环境、保护物种，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合

理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促进本地区水产养殖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1.2   生产结构与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80 年代以来，本区水产养殖得到了大力发展。其中，江苏省淡水养殖总产量从 1980

年的10.54万吨增长到1997年的150.40万吨（图1），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84.0%。

上海市淡水养殖总产量从 1980 年的 1.41 万吨增长到 1997 年的 13.52 万吨（图 2），增长了 

图 1  江苏省淡水水产养殖产量增长图 

图 2  上海市淡水水产养殖产量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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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56%。传统养殖的“四大家鱼”,满足了居民“数量型”和“温饱

型”消费市场的需要。但自 90 年代以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特种水产品

种的要求越来越高。如 1999 年春节,全国各大城市的淡水鱼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压塘现象， 

特别是以往受市民欢迎的草鱼、鲫鱼等出现了销售难的现象。而市场上提供的特种水产品

不论在数量、品种和质量上与需求均有一定的差距 (表 1)。表 1 显示，1997 年度，三角洲

地区特种水产品总量为 7.62 万吨，占本年度三角洲地区淡水养殖总量 111.08 万吨的 6.9%。

养殖品种以河蟹、青虾、鳗鱼、罗氏沼虾、甲鱼、牛蛙、革胡子鲶和罗非鱼等为主。 
 

表 1  1997 年度长江三角洲地区特种水产品产量 
 

地区 
养殖总面积 

( hm2 ) 

总产量 

( t ) 

特种水产 

养殖面积 

( hm2 ) 

特种水产 

占总面积 

（％） 

特种水产品 

产量 

( t ) 

特种水产品 

占总产量 

（％） 

南京市 33947 81591 13833 40.7 10655 13.1 

无锡市 17387 71098 4780 27.5 3617 5.1 

常州市 30360 93542 16993 56.0 5889 6.3 

苏州市 66247 213488 14000 21.1 7790 3.7 

南通市 35700 71659 11087 31.1 6856 9.6 

扬州市 41820 133575 25493 61.0 9371 7.0 

镇江市 21127 60649 6087 28.8 11434 18.9 

杭州市 12687 70000 3807 30.0 2294 3.3 

湖洲市 17413 70000 5227 30.0 3150 4.5 

嘉兴市 17440 110000 5233 30.0 3154 2.9 

上海市 32000 135205 2067 6.5 12000 8.9 

合计 326128 1110807 108607 33.3 76210 6.9 
 
按三角洲地区总人口 5361.91 万人计，人均特种水产品量仅 1.42kg，与世界人均水产

品占有量 22.90kg（1997 年）相比，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稳定“当家鱼”的同时，要根

据市场需求，对养殖的品种，因地制宜地进行结构调整，适当提高特种水产品在总产量中

所占的比重，以提升本地区居民消费质量。因此，在稳定常规鱼种生产的同时，发展优质

高产的特种水产品是未来水产养殖的方向。 

1.3   引种和育种研究力度不够 

引种是为市场提供更优质的水产品品种，而育种是为规模化养殖提供苗种保证。目前 

本地区水产养殖的种群混杂、种质退化比较严重，水产养殖的繁殖基地混乱。由于急功近

利，亲本小型化已屡见不鲜。如异育银鲫采用“只生一胎”的方式繁殖后代；辽蟹南移，种

质混杂，正宗长江水系中华绒螫蟹种质退化等。 

在引种上，重点应突出经济养殖种类，重点开发国内原产良种，适当而适时地引进国

外优良品种，解决本地区内良种少，覆盖率低的局面。 

在育种上，由移殖驯化、杂交育种转为生物技术育种，包括雌核发育、人工诱导多倍

体、体细胞育种、转基因育种等。一般 5～6 尾亲鱼随机交配的第 1 代和 25 尾亲鱼随机交

配的第 5 代、可使养殖性能降低 8％左右。 

目前，本地区养殖的品种以河蟹、青虾、鳗鱼、罗氏沼虾、甲鱼、牛蛙、革胡子鲶、

罗非鱼、鳜鱼、加州鲈、淡水白鲳、珍珠等为主。近年来，河鲀、鲟鱼、黄鳝、长吻危、

乌鳢、斑点叉尾鮰、大口胭脂鱼、淡水石斑鱼、泥鳅、日本锦鲤、散鳞镜鲤、红鲤（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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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鲟、史氏鲟、大鲵、美国青蛙等有所发展。如河鲀在上海青浦、苏州昆山和无锡等地

养殖，采用当年河鲀（此时性腺尚未发育，无毒性）上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引种和育种方面，上海市做了大量工作①，如从国内引进外国新种：日本白鲫，短

盖巨脂鲤（淡水白鲳），罗非鱼 Tilapia 中的 3～4 种，大口黑鲈（加洲鲈），斑点叉尾鮰，

革胡子鲶，罗氏沼虾等。 

但目前市面上水产品的品种乃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的需求，品种的引进和训化有待进一

步加强。特种水产品苗种生产不稳定，影响了特种水产品养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如上海

市 1998 年罗氏沼虾苗投放量为 10.8 亿尾，而上海本市生产仅 5.2 亿尾，自给率不足 50%；

河蟹自给率也仅 14%。 

1.4   渔业病害防治研究相对落后 

目前本地区对淡水养殖，特别是特种水产品养殖中出现的病害，进行了研究[8],且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本地区在养殖中各种苗病、虾病、鳖病、鳗病等鱼病仍时有发生，其造

成的损失比较严重，往往是毁灭性的。据上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调查②，1998 年上半年常

规鱼养殖中渔业的发病率为 30%；对虾养殖生产因病害影响至今仍没有完全恢复；甲鱼、

罗氏沼虾、河蟹等也有病害发生。并且，随着养殖品种、养殖规模的扩展，宜渔环境的恶

化和养殖管理上的失控，在集约化程度逐年提高的情况下，养殖的病害此起彼伏，病害的

种类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如自 1993 年对虾患病以来，上海市对虾生产一直难以恢

复，1993 年对虾总产量仅 0.0455 万吨，对虾病害带来的损失有目共睹。江苏等地养殖河

蟹发生的抖抖病害，使渔民蒙受重大损失。去年本地区工厂化养殖中牙片苗种的大量死亡，

有的网养于夏季炎热时死鱼大量发生。如常州滆湖 1999 年由于病害和水灾等原因，草鲫

鳊和特种水产品大量死亡，大部分网围养殖户亏损，亏损面为 85%，其中青虾产量仅 1100

吨，比 1998 年减产 30%。 

近年来，本地区鱼类养殖中，常见一种由淋巴囊肿病毒引起的鱼病到淋巴囊肿病毒病。

其在网箱养殖中感染率达 60％以上，危害很大。另外，80 年代以来，伴随着鳖病的发生

和蔓延，使养鳖业跌入低谷。一般而言，野生鳖抗病力极强，人工集约化养殖后，由于生

态环境的变化和管理不善，鳖的暴发性疾病容易发生，疾病种类主要有病毒病、细菌病、

真菌病、寄生虫病等，新病不断出现。在网箱养鱼中，近年来病害亦呈上升趋势，尤其细

菌性、病毒性的疾病频频出现，最后导致死亡。 

在 1999 年 10 月举行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发布会”上，将“天然淡水水域水产规模

化及防疫技术”列为“中国 21 世纪 16 亿人口食物安全关键技术”之一。因此，开展渔业

病害的防治研究，对于减少鱼类死亡率，增加鱼类产出率和渔民的收入，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 

1.5  市场影响因素估计不足 

    市场信息一直是水产养殖业的首要问题，特别是特种水产养殖业。成功的养殖业者能

够及时了解市场的需求，有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而大部分的养殖户往往凭经验来决定养

殖品种和规模，对于市场因素的影响很难把握，经常出现产销不对路的现象，损失比较大。

因此，养殖户和养殖企业需要依托各种渠道开展市场调查，尽可能掌握国内和国外的市场 
                                                   
① 陈马康. 上海淡水渔业情况。 
② 顾道良. 上海水产工作的现状及发展思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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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了解不同区域的消费特点和消费的形势，掌握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拓展多元市场， 

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人力进行

研究，定期和不定期发布水产品市场信息和建议，如中国渔业信息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利于水产养殖户决策时参考。 

 

2 对策分析 

2.1 加强渔业水环境的保护 

影响本地区的主要污染物是石油类、非离子氨和溶解氧，是由于航运排油和生活污水

等有机污染造成的。治理渔业水环境，须注意： 

(1) 加强渔业水环境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 加强船舶燃油系统的改造和维护,减少燃油的跑、冒、滴和漏等。 

    (3) 建立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减少有机物的入水量。 

    (4) 加强工业污染源的达标治理，新建企业必须实行“三同时”。 

    (5) 实行生态农业规划及实施，控制面源污染。 

    (6) 实行生态渔业养殖，在保证水体良性生态循环的前提下合理养殖。特别是本区内

湖泊和河汊，严格控制围网养殖规模，保护水草资源，防止水体向藻型过渡。 

2.2  研究销售，开拓市场，努力提高特种水产品产量，丰富居民生活的菜蓝子 

    (1) 掌握信息，避免盲从〔10〕。调查分析各地区人群的消费水平和习惯，以市场导向指

导水产品养殖的品种和规模，减少盲目生产所带来的重大损失，生产市场真正需要的产品。 

  (2) 利用已有信息渠道，如专业期刊、水产会议、信息交流、市场情况和网上信息进

行综合分析，再决定投资方向。 

  (3) 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利用现代技术提高单产量，扩大市场供应量。 

  (4) 大力发展设施渔业在特种水产品养殖中的应用，特别是在上海市和无锡、苏州、

杭州等人多地少地区的应用。 

  (5) 注意品牌的培植和宣传，以品牌占领市场。 

2.3  重视种质的重要性 

  (1) 重点开发国内原产良种，适当而适时地引进国外优良品种。 

  (2) 实行工厂化育种，规范苗种的质量，为生产持续不断地提供良种种苗。如目前本

地区中华绒螯蟹、红螯螯虾、马氏沼虾等人工繁殖苗种质量是制约养殖的最大问题。 

  (3) 加强科技投入，促进特种水产引种和育种技术的深入研究，保障特种水产养殖的

健康发展。 

  (4) 注意生产过程中的选优复壮和提纯复壮，避免近交衰退。 

  (5) 运用克隆技术于水产种质的保存和珍稀水生动物的保护，逐步使本地区淡水养殖

良种覆盖率达 60%以上。 

2.4  加强渔业病害防治研究 

  (1) 普及渔业病害防治知识，确立预防为主，积极治疗的方针。 

  (2) 实施健康养殖，从养殖的各个环节及操作技术上形成严格的操作条文。 

  (3) 进一步加强病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新鱼药的开发生产〔11〕。 

  (4) 加强病害防治网络建设，及时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水产养殖中，减少病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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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加强检疫工作，不论是从国外还是国内其它地区引进的原种和良种，均须执行国

家有关检疫的规定，以防病害的进入。 

 

3 小  结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淡水水产养殖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1998 年区内淡水养殖水产品总

量约 108.35 万吨，占该年本地区淡水总产量 184.20 万吨的 58.82%。自 80 年代以来，本

区淡水水产养殖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本区淡水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和区内社会

经济发展带来的水环境污染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区内淡水水产养殖业面临着

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及对策的探讨，将有助于本区内水产养殖的

健康发展，促进区内水产养殖业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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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可快速操作，有利于提高采样密度，测量精度能满足实际生产要求的新传感技术，

同时需要进一步改善空间分布信息的定量描述与定量处理方法。部分参数将可用扫描方式

通过安装于作业机械上的传感器连续来采集，以实现信息快速采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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