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30万尾岱衢族大黄鱼苗在象山港增殖放流。
本报记者 贺元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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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磊 翁云骞

“缺乏人才，我们种质研发的品种比较
受限，技术还比较传统，规模做不大。”宁波
一家海洋育种企业负责人在采访中向记者
吐露心声。记者发现，宁波的海洋育种企
业普遍规模较小。企业主反映，过去主要
靠“土专家”的经验搞育种，受制于人才缺
乏，制约了产业发展。

海 洋 种 业 振 兴 ，人 才 是 第 一 要 素 。
长期以来，宁波由于缺少科研机构，海洋
种质创新起步晚，起点也较低。采访中
记者真切感受到，从科研院所到育种企
业，普遍对人才充满渴望。这些年，各方
面对海洋种质创新日渐重视，可喜的变
化正在发生。宁波从小打小闹的“土专
家”开始，逐渐引进高级科研人才，打造
科研体系。

过去，作为象山首届乡土专家，徐万
土七上岱衢洋采捕野生岱衢族大黄鱼，
成功选育出国家审定的两个新品种大黄

鱼“东海 1 号”和“甬岱 1 号”，辐射带动千
余户渔民增收。现在，从初出茅庐的水
产学博士到重大农业攻关项目主要负责
人，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王亚军用十
多年时间开辟出一条人工养殖东海银鲳
的新路。

如今，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已经明显呈
现出高科技、高投入、大规模的“两高一大”
特征，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来支
撑。宁波海洋种质创新正在加快培育引进

“正规军”，打造正规化平台。随着有利于
人才资源成长的良好氛围形成，一个以市
场主导、科企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
业体系正日趋完善。

海洋种业振兴，关键是人才

拟穴青蟹育苗技术取得突破，宁波海洋育种再迈一步

海洋大市，擦亮现代渔业“芯片”
本报记者 应 磊 翁云骞 通讯员 金晓巍 孙 展

最近，象山县发布拟穴青蟹“甬台 1 号”新品系规模化繁
育技术，经专家现场查验测量，夏季规模化育苗成活率达到
15%，远超行业水平。宁波海洋育种再度“上新”。

保障粮食安全，既要在陆地上精耕细作，也离不开耕海
牧渔。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水产品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
国家。作为渔业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海洋种业正成为沿
海各城市竞逐的新赛道。

剑指海洋中心城市，宁波近年来持续发力海洋水产种质
研发，基本形成涵盖鱼、虾、蟹、贝、藻等多个领域的全方位育
种格局，产业化育苗品种近 20个，年产值超 5亿元，但相较青
岛、厦门、大连等海洋育种大市，宁波在种业产业链打造、龙头
企业培育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海洋大市宁波，如何擦亮海洋水产种苗这一现代渔业“芯
片”？

最近这段时间，宁波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欢连续奔波在
内陆多个地区，指导盐碱地青蟹养殖。“盐碱地养的青蟹从
产量、个头、品相来看，都达到了高标准，很受市场欢迎。”王
欢说，今年以来已经有 10 多万只青蟹苗养在了内陆地区。

宁波蟹“爬”到新疆、陕西、宁夏等地，盐碱地水域“长”出
海鲜。“青蟹移民”的故事，是宁波海洋种质加快抢占市场的一
个缩影。

因海而兴的宁波不仅制造业发达，渔业在地方经济中也
占据重要地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海以大黄鱼、鲳鱼等为
代表的经济鱼类资源量开始急剧减少，也是从那时起，当地海
洋水产养殖业驶入快车道。

搞养殖离不开好品种。我国海水养殖的数次产业浪潮均
发端于优良种苗培育技术突破。以虾为例，2002年，科技部、
原农业部把对虾抗病毒选育工作纳入国家 863 计划项目，最
终成功选育出“中兴 1 号”，国内南美白对虾养殖规模由此迅
速扩大。

宁波人爱吃海鲜，对海洋水产苗种开发具有天然敏感
性。上世纪80年代初，象山县水产部门和部分渔民就开始琢
磨培育苗种，养鱼养虾，在浙江比别的渔区早走一步。

2007年，宁波启动岱衢族大黄鱼原种开发和种质资源保
护工作，当地海洋渔业部门联合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
成立联合攻关小组。

“我们是全省最早繁育出大黄鱼苗种的企业。”站在养殖
箱旁，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万土自豪地说。
在养殖厂房内，我们看到鱼群不时跃出水面。“产卵期大黄鱼
对声音很敏感。”在徐万土的记忆里，相比其他鱼，除了“敏
感”，岱衢族大黄鱼更“娇气”。

那几年，天蒙蒙亮徐万土就喂鱼，天黑透了，还站在网箱
边仔细投饵⋯⋯日复一日天天如此，为的是 8 尾野生岱衢族
大黄鱼能成功繁育下一代。“它们有光的时候是不吃料的，但
凡有光，就会游到网箱深处。”徐万土说，2010年，他们成功培
育出子一代岱衢族大黄鱼15万尾。

目前，宁波市大黄鱼养殖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年产值超
1.6 亿元。这几年，港湾水产还将目标瞄准大黄鱼全雄育种。

“雄性大黄鱼体型好、成活率高，深受养殖户欢迎。我们就做
市场的领跑者。”公司副总经理陶顺顺介绍。

凭借敏锐的嗅觉和快速的响应，宁波种业人在快速变化
的市场缝隙里找到机遇。宁海滩涂盛产蛏子，但养殖群体大
小不一、生长缓慢、雨季死亡率高等问题始终困扰着蛏农。
浙江万里学院团队 7 年攻关，选育出缢蛏新品种缢蛏“甬乐 1
号”，目前已在全省育种企业规模化生产商品苗种超 300 亿
粒。面向方兴未艾的中高端海蟹养殖，象山培育出远海梭子
蟹新品种“兰花蟹”，亩均效益高，抗病性强，受到不少蟹农
青睐。

持续开展的增殖放流为海洋种业发展提供了契机。为让
曼氏无针乌贼重现东海，象山来发水产育苗场与宁波大学海
洋学院教授蒋霞敏联合攻克运输难等难题，通过增值放流打
响了名头。在此基础上，来发水产选育出更具市场前景的虎
斑乌贼。“有建德高山上的养殖场尝试养殖，我们已为他们提
供了种苗和技术。”企业负责人黎盛说。

紧盯市场，提前布局，宁波海洋种业加速发展壮大。眼
下，宁波岱衢族大黄鱼、拟穴青蟹、缢蛏等育种成果已成为“金
字招牌”。岱衢族大黄鱼苗种占到全省养殖需求量的 90%以
上，包括兰花蟹在内的不少良种填补了中高端水产市场的
空白。

宁波青蟹“移民”内陆
盐碱地水域“长”出海鲜

位于象山黄避岙乡的港湾水产苗种有
限公司养殖池里，一尾尾银鲳鱼苗快活游
动。这群生机勃勃的“小精灵”即将发往全
国各地的养殖工船和“中试”基地。

银鲳号称“世上最难养的鱼”。将这味
珍馐实现产业化养殖是很多人的梦想。港
湾水产与宁波大学团队合作，用 20 多年时
间突破了采捕保活、病害管理、亲鱼养成等
行业共性难题。

“我们对野生银鲳食性进行研究，发现
其食道中有 70%残饵是水母。将水母与专
用饲料混合投喂后，银鲳摄食率有了极大提
高。”陶顺顺介绍，针对银鲳“天生小嘴”的特
点，团队专门设计了挂于水中的料台，鱼游
过来就可吃到饲料。鱼“吃得好，住得好”，
病害问题迎刃而解。

攻克银鲳“投喂难”“防病难”“育苗难”三
大难题，象山实现银鲳规模化繁育，填补了国
内空白。如今，象山县苗种繁育基地每年可
繁育银鲳鱼苗50万尾，银鲳苗种率先在“国
信一号”养殖工船试养，产业化前景看好。

作为公认的“长跑”产业，水产育种投资大、
周期长、科技含量高。银鲳规模化繁育，是宁波
借力科研创新做强种业竞争力的一个缩影。

“我们与省内外 10 多家单位达成产学
研合作，持续开展探索性研究。”徐万土说，他
们不但实现银鲳规模化繁育，还成功培育出
耐低氧大黄鱼 F2 代等特色品种。2022 年，
港湾水产成功入选国家水产种业阵型企业。

种质创新必须从基础研究做起。这些
年，宁波一方面通过提前布局水产育种重大
攻关项目，激励院所和企业抢占细分乃至

“定制化”市场，一方面积极搭建“科研院
校+育种企业+渔技部门”产研学一体化育
种体系，围绕“卡脖子”难题技术开展攻关。

从宁波大学水产养殖学专业毕业后，陶
顺顺扎根港湾水产从事鱼类苗种繁育研
发。“我们通过基因编辑实现预期目标，这个
过程就像给头发编个花再接回头上去，不会
改变鱼类本质。”“编花”过程枯燥且漫长，陶

顺顺带领团队从大量样本中筛选出提高鱼
类性状的基因，加快优良品种选育。

加大研发力度，引进专业人才。截至
2023 年底，宁波通过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
发布 7 个，此外，还培育东海银鲳、拟穴青
蟹、日本囊对虾和缢蛏等本地特色新品系
20 余个。“对一个科研资源并不丰富的城市
来说，有这样的成绩非常不容易。”宁波市海
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申屠基康说。

种业面向市场，种业创新成果需加快从
实验室走向推广繁育一线。

今年7月，象山（宁波大学）水产种业创
新研究院签约揭牌，双方将依托各自资源优
势，形成“1+N”的多点辐射种业创新格局，
打造种业新概念、新技术和新模式策源地。
宁海县早已集聚两大种业“巨头”，一个是中
国海洋大学领队的超级“种质学院”，另一个
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带
队的宁海研究中心。

记者注意到，象山、宁海等地搭建的水
产种业研究平台并不是单纯搞学术研究，而
是向育、繁、推一体化的全链条延伸。“从产
业链上游的苗种技术研发，到中游的养殖设
施与装备设计，再到下游的产品加工，研究
院致力解决渔业产业发展全流程的‘卡脖
子’难题。”宁波大学党委副书记吕朝锋说，
未来目标是建成国内一流现代种业科技创
新平台（基地），同时为象山吸引更多种业优
势资源。

在宁海蛇蟠涂现代种业先行区，占地
300 多亩的宁海超级“种质学院”不但布局
了高端实验室，还有配套的企业产业园、示
范养殖塘等。借助当地布局的“最强大脑”，
宁波华大海昌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突破青蟹
人工繁育技术难关，今年选育的青蟹种蟹越
冬存活率超85%，产业化推广正在提速。

“人工培育蟹苗的适应能力及抗病性表
现都优于野生蟹苗，经济效益也好。”与华大
海昌开展合作的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副院长柳海介绍。

20多年科研攻关
“世上最难养的鱼”实现规模化繁育
20多年科研攻关

“世上最难养的鱼”实现规模化繁育

日前，浙江首座深远海半潜式养殖平台
被顺利拖至象山外海海域，开始“到岗”试
用。该平台长 82 米、宽 32 米，预计年产优

质海产品 90 万尾。“大规模深水养殖水体
可模拟野生大黄鱼生长环境，使

产品尽可能接近野生质量。”
平 台 投 资 主 体 负 责 人

介绍。
养殖场景升级迭

代，对海洋种业的创
新发展提出了新要
求。这几年，宁波在
海 洋 水 产 育 种 上

“全面开花”，种质创
新能力已经进入国内
第一梯队，但距离青

岛等海洋种业强市仍
有较大差距。

作为老水产人，申屠基
康详细比较过宁波与青岛、厦

门等沿海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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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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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业发展比拼的是全方位的能力，育繁
推一体化的体系建设是重点。“海水鱼苗种

研发不是繁育出来就成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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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万土说。

以银鲳为例，这几年，港湾水产主动开
展银鲳网箱养殖实验，研究不同水质、气候、
网箱规格、放养模式下的最优组合，目前已
选定深水网箱纵向并组排列、顺流摆放为最
佳组合。“我们在舟山新建了养殖基地，还与
青岛的企业合作探索养殖工船养殖模式。”
徐万土介绍。

宁波目前拥有国家级水产种业阵型
企业两家，但无论从产能规模还是推广
模 式 看 ，距 离 行 业 一 流 水 平 还 有 较 大
差距。

这其实也是浙江的痛点。“种业企业
在品种创新、品种选育能力等方面不够强
大。”省农业农村厅种子管理站站长施俊
生期待，未来需要像港湾水产这样的种业
阵型企业与更多科研单位、企业形成紧密
合 作 ，发 挥 整 合 聚 集 各 方 资 源 的 主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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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正在谋划建设全市域的水产
种业新型主体，并在宁海、象山等地规划建
设种业园区，通过集聚研发、繁育、养殖、培
训、金融等业态，提升对行业优质资源的整
合吸纳能力。“作为海洋大市，宁波有能力也
有潜力培育水产育种的新质生产力，提升海
洋种业发展能级。”申屠基康对未来充满
信心。

补齐更多短板 打开市场才算成功

位于象山海域的岱衢族大黄鱼养殖基地俯拍。

▲ 科研人员开展育种相关研究。
▶ 人工繁育的银鲳亲鱼。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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