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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行业专项“雅鲁藏布江中游渔业资源保护及利用技术研

究”项目正式启动 

 

   “雅鲁藏布江中游渔业资源保护及利用技术研究”项目是由黑龙

江水产研究所牵头，联合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四川农业科学院水

产研究所、水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西藏大学农牧学院、西南大学等

研究单位共同申报，项目执行期 5 年，项目合同总经费 1473 万元。 

  该项目设立六项研究内容：雅江中游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雅

江中游渔业生态安全评价及对策研究；雅江重要鱼类人工驯养、繁育

技术研究；雅江重要鱼类种群修复技术研究；雅江中游地区主要养殖

鱼类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雅江中游渔业资源信息平台建设。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摸清雅鲁藏布江中游鱼类资源本地状况，

为其资源恢复、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建立重要鱼

类驯养繁育技术体系，为其资源保护、增殖放流及合理利用提供技术

支持；对该流域渔业生态安全进行科学评估，提出相应保护措施和对

策；对重要养殖鱼类进行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为该地区渔业产业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建立渔业资源信息库，为演讲资源养护及利用提供

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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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鱼养殖专家尹家胜研究员到辽宁哲罗鱼养殖基地

检查与指导 

        

2014 年 4 月 10-16 日,哲罗鱼养殖专家尹家胜研究员一行至辽宁

省哲罗鱼养殖基地，实地走访了丹东鸭绿江太平湾辛宇网箱和兴友网

箱养殖基地、本溪京溪鲑鳟鱼养殖基地、辽阳甜水金龙养殖基地、海

城市冷泉养殖中心。通过现场查看,尹家胜研究员对京溪鲑鳟鱼养殖

基地和海城市冷泉养殖中心基地养殖的哲罗鱼一齢苗种，皮色健康、

规格齐整,取得成活率在 95%以上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对鸭绿江太平

湾两个网箱养殖基地提出了安装抗风浪网箱以降低养殖风险的建议，

同时对增进辽宁哲罗鱼的养殖产业化步伐，实施繁殖以“点”、网箱养

成以“线”、苗种养殖以“面”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在哲罗鱼新的养殖周期来临之际，尹家胜研究员光临辽宁哲罗鱼

养殖基地，无疑将对辽宁的哲罗鱼养殖产业化发展是个很好的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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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所牵头开展雅鲁藏布江首次渔业资源科学考察 

 

4 月 16 日至 30 日，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牵

头，联合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

所、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西藏大学和四川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等

7 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组成“雅鲁藏布江渔业资源科学考察队”，

首次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林芝县至拉孜县近千公里江段开展了为期 15

天的联合科学考察，对 10 个重要渔业水域设置点的鱼类种类、地理

分布、群落结构、资源数量、产卵场、栖息地生态环境特征进行了调

查和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初步了解雅江中游的地理地貌、生态环境、

水域特征等情况，获得了大量的有关鱼类资源的第一手基础数据，掌

握了雅江中游地区渔业发展的基本概况，积累了丰富的西藏地区野外

工作经验。 

 

科考工作得到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项目“雅鲁藏布江

中游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经费资助，项目首席专家王炳谦研究员对考

察活动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李宝海院长为

考察队在藏期间的安全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按照考察行程和工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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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科考队员现场定位调查点地理信息、测定水质理化指标、采集浮

游生物、底栖动物，采捕鱼类标本，对渔获物进行形态学测量、生物

学鉴定、分子信息采集和统计等研究工作；与沿江各县渔业管理部门

开展交流，对雅江地区的渔业生产、科技力量、保护管理等情况进行

调研；参观走访由地方政府、企业建设的雅江土著鱼类养殖、增殖场

站,了解养殖及增殖放流工作开展情况；对沿江藏区居民宣传鱼类资

源的保护意义，得到当地民众对雅江渔业科研活动的大力支持。 

 

根据国家科技援藏的工作要求，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

产研究所主持的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雅鲁藏布江中

游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已经正式启动，将通过项目的全面实施为雅

江流域渔业资源的科学保护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为西藏培养渔

业科技专业人才和队伍，提升基础科研条件和技术水平，促进西藏高

原地区渔业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此次联合科考，是近年来在西藏地

区开展渔业科研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标志着该专项的科研工作已

全面实施，并为后续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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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活动得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及各参加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在汤旺河开展大麻哈鱼标志放流工作 

 

5 月 23 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联合黑龙江

省佳木斯汤原县农业局在松花江支流--汤旺河下游举行大麻哈鱼增殖

放流活动。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吴晓春、黑龙江省渔政处处长

张鸿军、佳木斯市渔政局局长谢刚、汤原县人大委员会副主任周昕，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战培荣研究员等专家领导出席并发表讲话，活动由

汤原县农业局副局长李永祥主持。 

 

在多年对大麻哈鱼栖息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着保护与恢复并

进的责任意识，黑龙江水产研究所资源研究室成员连续两年在汤旺河

开展大麻哈鱼标志放流活动。项目组克服了繁殖孵化设施简陋、工作

条件艰苦等困难，完善繁殖、孵化、驯化、培育等技术环节，经过近

7 个月精心孵育，大麻哈鱼从受精卵发育生长成健壮的稚鱼，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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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90%，鱼苗规格达到 8cm， 并对放流苗种已全部进行了耳石标

记。此次人工增殖放流大麻哈鱼苗共 15 万尾，较去年加大了放流规

模。大麻哈鱼栖息地重建与种群恢复工作受到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

重视和支持，并得到民众的广泛参与。 

 大麻哈鱼是一种高度生殖洄游性鱼类，持续开展汤旺河大麻哈

鱼增殖放流，对恢复松花江大麻哈鱼种群资源、重建大麻哈鱼栖息地

将会起到重要作用。此项行动对松花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珍稀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将起到积极作用。 

 

 

青海省已成为国内最大白鲑鱼主产区 

 

 从青海省农牧厅获悉，自本世纪初青海省从俄罗斯引进的白鲑

鱼，经过十年的技术攻关和推广，至 2013 年已发展到 6 家养殖场进

行规模养殖，产量达 240 吨，使青海省首次成为国内最大的白鲑鱼主

产区。 

 白鲑鱼是原产俄罗斯及北欧、北美等的高档冷水性鱼类，是世

界名鱼之一，在俄罗斯和北欧属高端消费品。从去年四季度开始，青

海省沿黄养殖场的商品白鲑鱼陆续上市，并在省内水产品市场、海鲜

酒店以活鱼和冰鲜两种形式销售。目前，各养殖场还积极开辟省外市

场，白鲑鱼以冰鲜形式批量上市，由于市场反映积极，前景看好，养

殖者的收入得到明显增加。（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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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美味千岛湖 

 

 自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播出以后，全国再次掀起一场美食文化

风潮，无论是美食达人还是专业老饕都对美食充满无限的神往和追求。

而就在中国•浙江•千岛湖，这个依山傍水的一个小镇，生活静谧、祥

和、融洽。这里慢慢享受生活，这里静静分享美味。殊不知，这里还

默默地成长着一群长相奇怪，体型巨大的鲟鱼。他们曾与恐龙共存，

他们曾经是清朝必备的贡品，他们曾为欧洲皇室提供必不可少的珍贵

鱼子酱，他们曾被人认为是水怪，他们充满神秘色彩。现如今他们出

现在了千岛湖，等待众人的认知，静待味蕾的品评。 

2014 年 5 月 27 日，杭州千岛湖鲟龙科技联合淳安县商务局、淳

安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淳安县千岛湖餐饮行业协会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鲟鱼擂台赛”，并聘请国家级酒店酒家评审员、国家级烹饪

技能比赛裁判员和国家级高级技师，来进行评判，众多酒店的厨师，

一展风采，重现鲟鱼宴大餐。 

 
  

活动现场气氛火爆热情，大师们全身心投入菜式创作，大赛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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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不紊的进行。端上来的每一道菜品都让人垂涎欲滴，一道道精妙绝

伦的菜式创作，也必定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本草纲目•鳇鱼》云：“其脂与肉层层相间、肉色白、脂色黄

如蜡。其脊骨及鼻，并鳍与鳃，皆脆软可食。其肚及仔盐藏亦佳。其

鳔亦可作胶。其肉骨煮炙及作炸皆美。" 

   22位进入决赛的厨政精英，66 道大菜随机抽签的创意出品，这

一切还不能够满足你的味蕾吗？栩栩如生的鲟鱼雕刻，喝上一口养生

肚，满足了视觉审美又丰富了味蕾的体验。一道金汤蛟龙戏秀水展现

出皇室专享的霸气，而这道龙腾鱼跃戏烟雨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不少清

凉，江南的阴雨绵绵被体现的淋漓尽致。鱼翅的凶猛穿梭煞有架势，

脱颖而出。 

      大师创作的菜品各具特色，川菜、粤菜、地方特色菜；中国风、精致西餐

风、喜庆婚宴风，难分胜负，着实给评委出了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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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尖上的千岛湖鲟鱼美味，在场的参赛大师都表现出高度的敬

业和探索精神，各位评委也从专业角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为这场

鲟鱼擂台赛增添严肃认真的氛围，而土生土长的 

千岛湖鲟鱼也终于登陆千岛湖人民的视野，让习惯冷水鲟鱼在这

个夏天十足的“火”了一把，得到千岛湖人民的高度认可和认知。 

千岛湖作为一个以旅游文化发展的城镇，鲟鱼产业是不是将成为

它的又一文化传播点呢？鲟鱼与有机鱼头的冲击会不会碰撞出火花

呢？不得而知，但美食无界限，任何好的食材最终都将被接受和发扬。

千岛湖鲟龙科技也将在这条鲟鱼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不断探索。

（来源：杭州千岛湖鲟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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