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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前的福建省渔用饲料工业正处在稳定发展阶段
,

安全
、

卫生
、

符合无公害生态要求已成为衡量饲料行

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

该文阐述了福建渔用饲料工业的现状
,

指出存在的问题
,

阐明渔用词料科技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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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用饲料的质量不仅决定了饲料本身的转化效

率
,

而且对养殖环境以及人类食品安全等起到决定

性的影响
,

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
。

2 0 0 5 年 9 月
,

农

业部渔业局李健华局长在全国水产养殖工作座谈会

上明确提出
,

要把解决渔用饲料问题当成一项重大

工程来抓
,

今后的发展更加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做保障
。

本文就福建省渔用饲料工业的现状
、

存在问题

及今后科技发展方向
,

阐述己见
,

借以抛砖引玉
,

以

期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

引导广大从业人

员参与我省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的研发
,

进一步提

高福建省渔用配合饲料的质量
,

支撑福建省渔用饲

料业与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

1 福建省渔用饲料工 业的发展现状

1
.

1 渔用饲料生产稳步发展
,

市场发展空间较大

我省渔用饲料业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

伴

随着水产养殖规模的扩大而迅猛发展
,

在经历了萌

芽
、

起步
、

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后
,

已建成了由高等院

校
、

相关科研机构 以及渔用饲料研发与生产企业的

专家们协同支持的渔用饲料工业体系 [l,
2〕

。

据 2 0 0 4

年福建省渔业统计资料表明
,

时产 I t 以上的企业 50

家左右
,

从业人员1 万多人
。

作为我国渔用饲料工业

重点省份
,

2 0 0 4 年我省渔用配合饲料产量总计约 55

万 t
,

产值 31 亿元以上
。

我省渔用饲料产量2 0 03 年和

2 0 0 4 年均占全省饲料产量的 19 % 一 21 %
,

高于全国

(8 %左右 )水平
,

特别是鳗鱼饲料产量占全国的50 %

以上图
。

2 0 0 5 年还推出了鳗鱼无公害系列颗粒饲

料
,

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

社会和生态效益
。

19 9 4 ~

2 0 0 4 年间我省水产养殖和渔用饲料产量见图 1
。

随着以养为主的工作思路延续
,

仅福建省渔用

配合饲料市场潜在需求量估计不低于 1 00 万 t
,

而 目

前生产的 50 多万 t
,

还包括供应外省的渔用配合饲

料产量
,

由此可见
,

渔用配合饲料市场空间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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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福建省 1 9 94 一 2 0 0 4 年的水产养殖产量及水产配合饲料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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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n P r o v i n e e f r o m 1 9 9 4 t o 2 0 0 改

注
:

图 l 数据来源于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1 9 9 4一 2。。4 年渔业统计资料
。

1
.

2 渔用饲料品种多样化

近几年
,

福建渔用饲料业在产品结构调整中得

到优化
,

企业更注重规模化经营
,

产业化程度不断

提高
。

大型渔用饲料企业管理规范
、

产品质量稳定
、

开发能力提升
,

在行业 中发挥
“

龙头
”

作用
,

带动

了渔用饲料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

福建省渔用饲料的

品种已发展到几乎涵盖所有海淡水养殖鱼
、

虾
、

蟹
、

龟
、

鳖
、

蛙
、

贝等 20 多种系列配合饲料
,

同时一些

新的品种如海参配合饲料等也在积极研发中
。

饲料

的形态从以粉料
、

硬颗粒料为主向污染少的浮性料

方向发展
。

产品除满足本省水产养殖生产的需求外
,

还远销 日本
、

韩国
、

澳大利亚
、

越南
、

斯里兰卡等

国家及国内两广
、

海南
、

浙江
、

江苏
、

上海
、

江西
、

两湖
、

四川
、

山东
、

河北等十几个省市区
。

我省渔

用饲料品牌在全国性的饲料博览会上多次被评为金

奖
,

成为全国名牌产品
,

受到养殖者的信赖 [1,
2〕

。

1
.

3 渔用饲料标准化体系建设步伐加快

随着人们对水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
,

饲料的质

量与安全备受关注
,

福建渔用饲料企业不断加快产

品标准化建设步伐
,

1 9 9 9 ~ 2 0 0 4 年先后承担了中华

鳖配合饲料
、

大黄鱼配合饲料
、

妒鱼配合饲料
、

蛙

类配合饲料
、

鳗鲡配合饲料
、

饲用鱼油等多项渔用

饲料行业标准的起草和修订工作
。

为了更好地服务

企业
,

健全行业标准
,

2 0 0 3 年 6 月 18 日福建省水产

饲料研究会成立了分支机构—
渔用饲料标准委员

会
,

围绕福建省水产养殖和渔用饲料业的前瞻性问

题
,

特别是在水生动物营养需求及饲料
、

新产品开

发
、

饲料加工装备
、

质量检测技术及标准化管理等

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

同时
,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加大了对渔用饲料的质量监督
,

饲料企业和从业人

员不断增强产品质量和安全意 识
,

有效地促进了我

省渔用饲料质量的不断提升
。

至今
,

我省渔用饲料

企业 已有 15 家顺利地通过了15 0
一

900 质量认证
,

其

中福 清 天 马 饲料有限 公 司 成 为 我 省 首 家通 过

H A A C P 认证的渔用饲料企业
,

且在 20 0 5 年 12 月 9

日天马饲料和海新饲料等 3 家企业饲料产品获国家

免检产品称号
。

1
.

4 渔用饲料行业管理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已颁布的与渔用饲料行业管理有关的

法律法规
,

这对促进渔用饲料业健康发展起到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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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推动作用
。

如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
、

《福建省标准化管理

办法》
、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

《允许使用

的添加剂品种目录》
、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

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
、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

他化合物清单 》
、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
、

《饲

料标签 》(G B 1 0 6 4 8一 1 9 9 9 )
、

《饲料卫生标准》 (G B

1 3 0 7 8 一 2 0 0 1 )
、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

量》 (N Y 5 0 7 2 一 20 0 2 )
。

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

施
,

对引导福建渔用饲料业健康发展 日益显效
。

2 福建省渔用饲料工业存在的 问题

近年来
,

福建渔用饲料行业在迅速发展过程中
,

也凸现了一些问题
:

2
.

1 渔用饲料工业规模偏小
,

规模效益低下

我省渔用饲料生产者多为中小型渔用饲料厂
,

使用者多是个体养殖户
。

渔用饲料企业的规模和产

量与畜禽饲料生产的大公司相比较小
,

效益较低
。

2 0 0 4 年福建省有50 家渔用饲料生产企业
,

其中

年产万吨的企业仅有 7 家
,

占总产量近 50 %
,

其余

4 3 家平均年产量只有 6 0 00 t
,

不少鳗鱼饲料厂年产

只有千余吨或几百吨
,

基本属于自给自足的模式
,

规

模和效益限制了其发展后劲
。

2
.

2 赊销
、

烂帐危及渔用饲料企业生存
,

影响了渔

用饲料市场的正常运转

赊销已成为目前众多渔用饲料企业争夺经销商

的法宝之一
,

这种销售模式风险较大
,

特别是赊销

额度大时会造成资金周转困难
,

而且当养殖生产由

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市场冲击导致生产减产或

亏本时
,

赊销饲料款往往难以收回
。

渔用饲料企业

无奈充当
“

银行角色
” ,

破坏了自身正常营运
,

危及

企业生存
。

2
.

3 渔用饲料主要原料鱼粉依靠进口
,

风险大

我国作为渔用饲料重要蛋白源的鱼粉年产量仅

30 ~ 4 0 万 t [ , 〕,

且质量 尚不稳定
,

每年需进 口 2 0 0 ~

1 50 万 t闭
,

马尾港年进 口鱼粉约 40 万 t
,

价格与质

量的波动加大渔用饲料企业的经营风险
,

而我省渔

用饲料原料体系尚不健全
,

这对我省渔用饲料企业

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较大的风险因素
。

2
.

4 渔用饲料科技投人不济
,

应用基础研究滞后

由于政府有关部 门领导和科研人员认识不到

位
,

中央文件对农业科技投入比例要求被地方政府

打折扣
。

同时尚未建立合理的投入增长机制
,

渔用

饲料基础研究投入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有限
,

欠缺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的福建省渔用配

合饲料科技发展计划
,

国家和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不

济
,

导致我省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的应用基础研究

严重滞后
,

如生态营养学
、

免疫营养学
、

营养代谢

等基础研究非常落后
,

营养平衡模式的研究
、

新饲

料原料的研发与应用
、

环保高能型饲料的研发与推

广
,

以及发酵型饲料等细节问题上的研究与生产之

急需差距甚大
,

连主要养殖品种饲料巫待研究的问

题也难以立项
,

导致新产品开发
、

产品结构优化等

工作进展迟缓
。

2
.

5 海水鱼类养殖配合饲料使用率低

目前
,

我国水产养殖中配合饲料使用率还不到

一半
,

特别是海水鱼养殖靠大量捕捞小鱼小虾做鲜

活 (冰冻 )饵料
,

我省也不例外
。

统计资料表明
,

2 0 0 4

年福建省水产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 60 %
,

海

水域养殖产量较 2 0 0 3 年增加 1 8 %
,

成为福建省海洋

渔业新的增长点
,

而海水鱼养殖配合饲料使用率仅

有 10 %左右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统计资料 )
,

直接

投喂生杂鱼冰鲜 (冰冻 ) 饵料约 80 万 t
。

这种养殖方

式严重破坏了海区的自然资源
,

造成鱼类资源衰退
、

养殖水域环境污染
,

诱发赤潮
。

加上生杂鱼冰鲜

(冰冻) 饵料存在营养成分不可控制
,

营养单调
、

不

均衡
,

一些矿物元素缺乏
,

硫胺素酶活性高
,

易引

起鱼体营养缺乏症
、

免疫力减退
,

生长速率低下
;
容

易携带病原体
,

传播
、

滋生疾病
,

商品鱼体色灰暗
,

肉质较差
,

该类饵料储存运输困难
、

浪费劳力
、

受

天气和资源限制
,

导致养殖效益低下
; 此外

,

在休

渔期间鲜杂鱼无法保证供给量
,

且一定程度上会和

人类产生争食现象等问题
。

鉴于直接投喂生杂
、

冰

鲜 (冻 ) 鱼饵料种种弊端及危害的严重性
,

根据农

业部第 31 号令 《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第 4

章第15 条
: “
⋯⋯鼓励使用配合饲料

,

限制直接投喂

冰鲜 (冰冻) 饵料
,

防止残饵污染水质
”

的规定
,

提

高海水鱼类养殖配合饲料使用 比率
,

是福建省渔用

饲料工业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巫待解决的问题
。

2
.

6 渔用饲料标准
,

特别是安全卫生标准滞后

虽然我国我省已经投入了一定的资金用于渔用

饲料标准的制定
,

每年也有一些与渔用饲料相关的

标准发布
,

但还是远远赶不上水产养殖品种快速更

新的需要
,

更难应对当今水产品进 口国绿色贸易技

术壁垒
。

况且
,

由于可供养殖的水产品种繁多
,

光

靠国家的努力
,

尚缺调动饲料企业 自己动手及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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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产标准积极性的机制
,

福建渔用饲料标准特别

是安全卫生标准滞后于生产发展 [sj
。

3 福建省渔 用饲料科技 的发展方向

根 据中央制定 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十一

五
”

规划建议的
“

积极发展水产业
,

保护和合理利

用 渔业资源
” ,

遵照 2 0 0 5 年中央 1 号文件第 18 条
:

“

加强建立安全优质高效的饲料生产体系
” ,

以及我

省推进海峡西岸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要求
,

编制

《福建省渔用饲料业
“

十一五
”

发展计划 》
,

划拨经

费
,

带动渔用饲料企业科技开发资金投入机制
,

支

持 《饲料发展计划》实施
,

壮大渔用饲料科技人才

队伍
,

落实自主创新
,

重点跨越
,

以
“

绿色
、

环保
、

可持续性
”

作为主题
,

彻底改变以往营养学研究单

纯以动物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模式
,

树立
“

以人为

本
”

的研究方向
,

系统研究营养与动物机体免疫
、

环

境
、

水产品质量以及人类食品安全的关系
,

并引入

现代生物学高新技术
,

推动无公害水产饲料的产业

化进程
,

推动渔用饲料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

3
.

1 选择重点养殖品种
,

开展基础营养学研究
,

企

求高端饲料产品

3
.

1
.

1 水产养殖动物 营养需求的重新评估与系统

研究 为适应现代水产养殖品种和养殖类型多样

化
、

方式集约化和市场需要多变的趋势
,

应对传统

水产动物营养学研究的实验方法进行改进
,

采用比

较营养学的方法
,

将生物学 (特别是食性 ) 和生理
、

生态等特性相近似的水产养殖动物分成若干类
,

并

选取代表性种类对其营养生理
、

营养需求和能量代

谢等重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困
,

尤其是弥补以往

对亲本和幼体营养生理
、

营养需求研究的不足
,

侧

重品种多样性和养殖模式多样性与营养需求之间的

关系
,

并建立标准化研究方法
,

以准确获得不同生

物学特性的动物
、

不同阶段
、

不同养殖模式与环境

条件下的大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的需求参数
,

尤

其是限制性必需氨基酸
、

必需脂肪酸
、

微量元素和

维生素等营养需求参数
。

特别是要强化亲体和幼体

营养需求研究
,

以便为开发亲体和幼体配合饲料提

供基础数据
。

3
.

1
.

2 加强水产动物营养免疫学研究 研究表明
,

日粮的营养水平影响水产动物的健康状况
,

水产动

物的健康状况反过来影响日粮的营养需要量
。

优质

的饲料可保证水产动物营养的供给
,

满足水产动物

对能量消耗和机体生长发育代谢的需要
; 同时

,

增

强免疫力
,

提高抗病能力
,

促进健康生长
。

当鱼
、

虾
、

蟹
、

贝饲料中某种营养物质缺乏或各种营养物质的

平衡失调时
,

均会影响其免疫功能
,

并可直接导致

鱼
、

虾
、

蟹
、

贝等养殖动物对各种寄生虫和病原菌

的抵抗力下降
。

营养和免疫的关系显著地影响水产

养殖生产
。

因此要加强水产动物营养免疫学的研究
,

通过建立敏感的免疫指标体系
、

研究营养免疫机理
、

开发绿色免疫调节剂等手段
,

运用营养调控技术手

段提高动物 自身抗病力
、

减少病害发生和抗生素使

用
,

改善动物生产性能
,

为无公害渔用饲料研发及

绿色健康养殖提供保障
,

这些均是水产动物营养免

疫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川
。

3
.

1
.

3 开展水产动物生态营养学研究 水产生态

营养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学科
,

它是建立在水

产动物营养学理论基础上
,

运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

观点
,

通过现代生物技术
、

加工工艺
、

饲喂方案等

措施
,

对水产动物与环境 (包括消化道内环境和外

环境 ) 进行营养调控的一门科学
。

它着重研究水产

动物营养与环境的平衡与和谐
,

包括饲料对环境的

污染
、

环境对饲料利用的影响以及动物体内外的微

生态平衡等
,

是研制环保型饲料的科学基础 [7.
“」

。

开

展水产动物生态营养学研究
,

必须融合现代水产动

物营养学和水产养殖生态学研究成果
,

以减少氮
、

磷排放和提高饲料 利用 率等作为指标
,

通过应用
“

理想蛋白质模式和平衡氨基酸
”

理论
,

优化饲料及

饲料添加剂配方
,

以降低饲料粗蛋白水平
,

提高饲

料 中氮的利用率
,

减少氮的排泄量
; 开发低蛋高能

且蛋白质可高消化
、

高脂高能
、

低氮低磷技术
,

应

用植酸酶以提高磷的利用率
,

以减少氮和磷排出体

外
;
使用 N SP 降解酶 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其抗营养作

用
,

充分释放饲料中可利用养分
,

降低对环境的污

染 ;
使用微生态制剂 以增强动物对肠道有害微生物

的抑制或通过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来预防疾病
,

从而促进动物生长和提高饲料转化率
,

营造良好的

水生环境
。

同时建立一套养殖生态环境评价的科学

方法
,

推广健康生态养殖
,

推进鱼
、

虾
、

蟹营养生

态学的研究图
。

3
.

1
.

4 强化营养与水产养殖动物 品质 关系的研 究

人们对水产品的消费已从
“

数量消费
”

转向
“

质

量消费
” ,

对其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

正朝着营养
、

风味和保健方向发展
。

研究表明
,

摄食与 自然水体

生物饵料营养组成有差异的配合饲料
,

加上不良水

质对肌肉成分的影响和在不规范条件下的近亲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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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渔 用饲料业的现状及其科技发展方 向

所造成的养殖品种性状退化等诸因素的作用
,

致使

养殖水产动物肉质 (口感
、

色泽等 ) 逊于野生水产

动物
。

研究显示
,

饲养模式
、

环境因子
、

饲料能量

及蛋白质
、

维生素 (A
、

E
、

C ) 及类胡萝 卜素可以

改善这一状况
,

但迄今有关该领域的研究较为缺乏
。

因此
,

必须从水产动物的营养生理角度出发
,

研究

风味物质形成和变化规律
,

探讨各类养殖水产动物

品质性状退化的原因
,

关注添加剂及药物残留对人

类食品安全性的影响
,

研究水产动物产品品质的营

养控制技术
,

采用相应的对策
,

如通过对高不饱和

脂肪酸与磷脂
、

维生素
、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营养

生理功能的深入研究
,

研制出营养保健饲料配方
,

生

产出全价人工系列饲料
,

结合科学的饲养方式
,

合

理投喂
,

以便生产出能保持天然状态下的体色
、

肉

质和风味的绿色水产品 [sj
。

3
.

2 加大渔用饲料研发力度

3. 2. 1 饲料原料资源开 发研 究 优质饲料源的紧

缺是 目前渔用饲料企业面临的一个大间题 [6j
。

采用

遗传改良
、

发酵
、

基因工程和膨化技术等措施研发

各种饼粕类以及肉骨粉
、

羽毛粉
、

肝末粉
、

血粉等
,

改善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结构不平衡
,

科学地添加

氨基酸等
,

使必需氨基酸之 间的比例协调
,

以提高

饲料的营养水平和蛋白质的转化率
,

同时添加适宜

的天然诱食剂
,

以改善植物性蛋白源的适口性
,

拓

展新的饲料源
。

(l) 鱼粉替代蛋白源的开发
:

养殖业每年需大

量进口鱼粉
,

尤其是白鱼粉
,

而 目前世界鱼粉资源

紧缺
,

饲料成本上升
,

因此
,

研发替代鱼粉的新饲

料源是当务之急
,

也是保证水产养殖业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
。

通过氨基酸平衡和理想蛋白质模式
,

以

及平衡的高不饱和脂肪酸需求
,

在廉价动植物蛋白

源中添加单体必需氨基酸替代或部分替代高价的鱼

粉 (或白鱼粉 ) 蛋白源意义重大
。

此外
,

要加强新

型发酵饲料原料的研发
,

以确保其质量稳定与安全
。

(2) 新型饲料添加剂的开发
:

添加剂是配合饲

料的核心
,

开发绿色无公害新型渔用饲料添加剂应

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和优先
「

发展的产业图
。

主要包括

生长促进剂
、

营养保健剂
、

中草药制剂
、

诱食剂
、

饲

料酶制剂
、

产品品质改良剂
、

免疫调节剂和抗应激

剂等的研究
。

随着水产健康养殖技术的推广
,

具有

调节水产动物 自身免疫力的天然保健剂的开发研究

和应用
,

具有较广阔的市场
。

渔用饲料添加剂的主要发展方向应该集中在添

加剂的无公害化
、

功能化
、

高效化
、

微量化
、

系列

化和专门化
,

在实现调节营养素的平衡性
、

微量元

素的有机化
、

维生素的性质稳定化
、

氨基酸的被膜

化
、

微生态制剂的有效化
、

中草药制剂的浓缩化等

几个方面开展大量的工作
。

3
.

2
.

2 强化配合饲料配方的研 究 有关配合饲料

质量的决定因素中
,

饲料配方是关键
、

饲料原料的

质量是基础
、

饲料加工技术是保障
。

渔用饲料配方

设计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饲料品质的好坏
。

现在

渔用配 合饲料 各项营 养指 标数据 主要参考 美国

N R C 和国内制定的一系列营养标准
,

但在使用这些

数据时应注意
:

N R C 和国内的一系列标准提供的水

产动物营养需要是在实验条件下其达到最佳生长时

的最低需要量
,

一般不包括余量
,

在实际生产上需

要加有安全余量
,

以补偿在加工和贮存中的损失及

由环境
、

饲料原料的成分变化
、

生物利用率的变化

引起的需要量的变化
。

一个 良好的渔用配合饲料配

方
,

一方面要以科学的营养标准为理论依据
,

运用

水产动物营养调控理论与技术
,

充分满足动物生长

与繁殖的需要
,

提高饲料利用率
,

降低营养物质排

出率
,

增进健康
、

预防疾病
;
同时又要考虑在生产

和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具体情况
,

并根据具体

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
,

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高品质
、

高效益的渔用配合饲料
。

开展不同水产养殖动物不同生长发育阶段
、

养

殖模式 (如池塘养殖
、

小网箱养殖
、

深水抗风浪网

箱养殖和陆基工厂化养殖等 ) 以及环境条件下的渔

用配合饲料配方的研究
,

开发更适合
,

具有高效
、

环

保和免疫功能
,

且可改善 口感和提高鱼类营养品质

的配合饲料
。

3
.

2
.

3 渔用饲料加工设备及加工工 艺研究

(l) 渔用饲料加工机械的系列产品开发
:

渔用

配合饲料在粉碎粒度
、

蒸汽调质及颗粒外观等方面

的要求较高
,

而且虾
、

蟹配合饲料尚要求极强的水

稳定性
,

这就要求专门的渔 用饲料加工机械来满

足 [10 〕
。

我国饲料机械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

现在完全

有能力自行设计和制造大中型渔用饲料成套生产设

备
。

福建省机械科学研究院 已经成功研制开发出

w FL 型微粉碎机及其密切相关PC 控制的关键技术

和配套设备
。

颗料饲料油脂在线添加产品主要质量指标在线

检测是急需的缺口设备
,

应及时投入力量
。

(2 ) 适合各种养殖品种系列配合饲料的加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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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设计
:

改进饲料加工工艺
,

如普通制粒的革新
、

沉

性与浮性膨化
、

最适粉碎粒度
、

最佳调制参数
、

后

喷涂
、

微胶囊和包膜技术以及挤压膨化技术等
,

改

善饲料性状
、

减少营养组分损失
、

提高利用率
,

保

证饲料可以满足水产动物的消化生理
、

营养需求和

摄食习性 [8j
。

以求最大限度减少饲料在水中溶失
、

防

止饲料中的营养素和添加物失效损失
,

提高饲料转

换率
。

3
.

2
.

4 实现无公害环保型渔 用饲料产业化 环保

型渔用饲料的研发是无公害健康水产养殖极为重要

的一环
。

通过保证渔用饲料的生产环境
、

生产过程

和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

把联合

国FA O 起草的 《优质渔用饲料生产规范》技术指导

与我省渔用饲料的生产实践相结合
,

融合良好操作

规范 (G o o d M a n u fa e t u r in g p r a e t ie e ,

G M p )
、

危害

分析和关键控制 点 (H a z a r d A n a ly s is a n d C r it ie a l

C o n tr o lP o in t
,

H A C C P )和卫生标准操作程序 (S a n -

it a tio n S t a n d。r d O p e r a t io n P r o c e d u r e ,

SS O P ) 的精

髓
,

应用产业化关键技术
,

提高渔用饲料消化利用

率
,

开发无公害饲料添加剂
,

改进加工工艺
,

实现

无公害渔用饲料的产业化
,

保证我国水产养殖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
。

3
.

2
.

5 开发 覆盖范围广
、

成本较低的渔 用浓缩料和

预混料 根据养殖水生动物的不同品种
、

不同生长

阶段以及不同区域饲料源的实际情况
,

并结合海水

养殖区的特点和习惯
,

研制和开发较理想的系列化

渔用浓缩料配方
,

使饲料产品高效率
、

低成本
、

养

殖者乐于采用
,

提高海水鱼类养殖配合饲料的使用

率
,

并逐渐过渡到渔用配合饲料替代鲜杂鱼进行海

水鱼类养殖
。

3
.

3 加强对渔用配合饲料生产的相关标准的研究
,

特别是安全卫生指标的研究

渔用配合饲料生产标准化问题必须提到议事日

程
,

然而有些企业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标准的制

定工作
,

一些企业标准制定随意性很大
,

缺少科学

性的原则
,

仅凭市场行情的变动随意更改相关指标
。

影响了产品质量的长期稳定性
,

也影响企业产品的

创优
、

创名牌工作
。

饲料生产经营的安全问题一直

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

饲料和食品安全卫生已经成

为继人口
、

资源和环境之后的第四大问题
。

追求饲

料产品绿色
、

环保
、

健康
、

安全和优质已成为我省

渔用饲料企业的新命题
。

从最近几年我国饲料安全

管 理 的实践 看
,

应 该加 强渔 用配 合饲料生产 中

H A CC P
,

渔用配合饲料生产中的 G M P 和渔用配合

饲料生产中的 SS O P 体系建立与实施工作
。

福建省水产饲料研究会渔用饲料标准委员会集

中了省内许多相关专家
,

专门为企业提供标准咨询
,

评审和制
、

修订技术服务
,

宜充分发挥其效用
,

促

进我省渔用饲料标准体系建设
。

3
.

4 应用信息技术引导渔用饲料业创新

充分利用福建省的信息技术优势
,

引导渔用饲

料业创新
,

即
:

加强渔用饲料配方技术优化软件以

及渔用饲料企业管理软件开发
,

加快渔用饲料喂养

效果模拟试验
,

更快速
、

便捷了解渔用配合饲料新

技术
,

制定更加合理的渔用饲料配方
,

研制饲料加

工生产过程主要质量指标在线检测系统和集约化养

殖的饲料投喂系统
,

以节约饲料资源
,

提高渔用配

合饲料效率
,

减少 N
、

P 排放
,

控制养殖 自身污染
,

提高产品品质
,

降低饲料成本
,

以提高我省渔业生

产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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