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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水产研究所专家赴贵州开展鲟鱼人工繁殖技术培训 

  应贵州省水产研究所邀请，2012年 3 月 30 日，黑龙江水产研究

所副所长孙大江研究员和项目组成员马国军副研究员赴贵阳，对该所

科技人员进行了为期 3 天的鲟鱼人工繁殖技术培训。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和实地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内容包括亲鱼

成熟度鉴别、人工催产、活体取卵手术、孵化、产后亲鱼处置等人工

繁殖的整套技术。通过培训，贵州省水产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基本掌握

了鲟鱼人工繁殖的关键技术和操作流程，实现了被培训人员能够独立

完成鲟鱼人工繁殖操作的目标。 

贵州是我国鲟鱼养殖主产区之一，年产量接近 2000 吨，但其苗

种一直依靠省外供应。此次培训中，用于现场示范操作的雌性鲟亲鱼

8 尾（施氏鲟 2尾，西伯利亚鲟 6 尾），其中 7 尾产卵，获受精卵 40

万粒，鱼苗约 23 多万尾。这是贵州省鲟鱼人工繁殖的第一次成功，

对实现该省鲟鱼苗种的自给和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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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冷水鱼成为青海“热经济” 

 

新华网西宁 3 月 23 日电（记者徐文婷）“虹鳟鱼养殖一年就能上

市，每斤批发价在 13 元左右，我们的合作社一次就能挣回 30 万元，

没想到效益这么好。”世代生活在青海高原的 65 岁老人潘如成做梦也

没想到，养鱼居然成为了庄户人家的致富良方。 

天一露明儿，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水车村的养殖户潘如

成就乘着小船，给网箱的鱼儿喂食了。荡漾的水波中，虹鳟鱼上下翻

腾，争抢食物，个大的身长近 50 公分。“鱼苗是从美国引进的，成活

率在 96％以上，而且肉质鲜美、高蛋白、低脂肪，在内地市场供不

应求”潘如成说。 

化隆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海拔较高，气候恶劣，耕地不足。

近年来，随着苏只、公伯峡等水电站相继在黄河上游建成，利用库区

自然条件发展鲑鳟鱼养殖业成了当地农民致富的新渠道。 

2008 年，水车村 13 户村民每户出资 5 万元，政府补助 6 万元，

共计 71 万元，于当年年底成立了水车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思路对了，高原荒滩上也能生金”，从地道的农民迅速转变为

养鱼专业户，潘如成对此津津乐道：“除了规范养殖技术，渔业部门

还定期组织培训，从最基础的孵化、繁育、鱼病防治，到新产品、新

技术的应用等方面统统包括”。 

潘如成算了一笔账：过去自家种春小麦、油菜，完全靠天吃饭，

每年每亩地收成不过五六百元。如今自己入股当“老板”，合作社一

年分红就有 5 万元。 

鲑鳟鱼类，如三文鱼、虹鳟鱼、大马哈鱼，只能在低温水域中繁

殖、生长，因此被称为冷水鱼，由于养殖条件限制，国内冷水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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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范围并不广。 

随着黄河上游梯级水电站的开发，青海省内形成了 10 座大中型

梯级水库，为发展冷水鱼网箱养殖提供了 57．4 万亩的广阔水域。 

目前，青海累计建成网箱养殖面积达 109155 平方米，产值达 1

亿 3000 多万；2012 年虹鳟鱼产量达 2580 吨，占全国产量的 13％。 

“青海省已经开发的网箱养殖面积仅占总面积的 8％，如果对其

进行全面开发利用，相当于为高原百姓增加了 350 万亩耕地的产值。”

王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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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鱼养殖专家尹家胜研究员到辽宁指导哲罗鱼生产 

 

2013年 3 月 11-14日，尹家胜研究员亲临辽宁哲罗鱼养殖基地，

实地走访了鸭绿江太平湾水库辛宇公司和兴有公司的网箱养殖哲罗

鱼基地、凤城鸡冠山冷水鱼繁育基地及辽阳甜水冷水鱼养殖基地。通

过现场查看及养殖业主汇报，尹家胜研究员对凤城流水育苗池养殖越

冬一龄哲罗鱼苗的成活率和生长状况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下一步进

入网箱中，养殖二龄及商品鱼过程中所涉猎的分箱密度、鱼病预防、

养殖管理等几个关键节点上需要注意事项，并指出了网箱养殖一龄鱼

苗尚需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同时对即将开展的哲罗鱼苗种培育工作进

行了部署与安排。 

尹家胜研究员在新的一年养殖周期即将来临之际，来到辽宁冷水

鱼养殖基地指导哲罗鱼养殖生产，一定会推动我省哲罗鱼养殖产业的

发展，促进渔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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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鱼新品种——棕鳟引入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所与巴基斯坦渔业发展委员会

有计划的开展棕鳟的引种，在新疆开展其移植培育和养殖技术的研究

与示范。2012 年 12 月 20 日，新疆水产科学研究所从巴基斯坦引进

15 万粒棕鳟发眼卵，在由新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认定的隔离场区内

进行孵化。监管期内，由新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抽样进行动物疫病检

测，并实施定期监测。经过检测，所引进棕鳟发眼卵无相关疫病，在

30 天的监管期内无疫情发生。经新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批准，2013

年 1 月 22 日，棕鳟鱼苗转移至项目鲑养殖示范基地——新疆乌鲁木

齐县东沟冷水鱼实验场开展苗种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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