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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虾养殖的现状
、

研究进展与存在的若干问题

刘瑞玉
’、

胡超群
’、

曹登宫
’

(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 1)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广州 5 103 0 1)

对虾养殖业是中国海水养殖的重要产业
,

对虾养殖产量和养殖规模曾在八十

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居于世界前列
,

年产量达 20 万吨
,

年产值近百亿元
,

产生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为国家沿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但

是
,

19 9 3 年养殖对虾病害的爆发性流行
,

导致整个对虾养殖产业的严重减产
。

19 94 年全国养殖对虾产量仅有 6 万吨 ; 不仅对虾养殖业本身经济损失巨大
,

而

且相关的对虾加工和外贸出口等行业也受到严重影响
。

九十年代中后期
,

中国大

力加强了病害防治
、

养殖模式改造和新品种引进
、

改良等研究工作
,

有的种
,

如

斑节对虾
,

养殖有所好转
。

特别是近几年凡纳滨对虾养殖和健康防病养虾技术的

开发
,

促进了对虾人工养殖产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

养虾业又出现了新的发展高

潮
。

一
、

对虾养殖主要进展

继 19 8 8
,

19 9 1 年青岛引进凡纳滨对虾 (L 1’亡op
e n a e u s o n n

翻
e j

,

俗称南美

白对虾 ) 用人工植精方法繁殖成功之后 (张伟权
,

19 9 3)
,

19 9 8 年广东
、

海南再

次从美国引进该种
,

进行人工养殖
,

发现凡纳滨对虾在池塘养殖条件下
,

亲虾发

育过程中也具有雄虾先熟
、

雌虾后熟的发育规律
,

建立了亲虾人工强化培育和人

工诱导自然交配产卵的新技术
,

突破了以前采用移植精荚进行人工授精难以大批

量生产虾苗的局限性 (胡超群等
,

2 0 0 1
,

2 0 02 )
。

采用新的技术不仅可以自行培

育大量亲虾和虾苗
,

而且可以在国内完成凡纳滨对虾整个生活史周期的全人工培

育和传代
,

从而建立了我国 自己的凡纳滨对虾规模化全人工繁育技术模式
。

接着
,

过滤海水
、

净化海水等对虾集约化防病养殖技术在南方先后建立
,

并大规模推广

应用于养殖生产
,

凡纳滨对虾的养殖单产得到大幅提高
。

在广东
、

海南
、

广西进

行凡纳滨对虾集约化养殖
,

养殖单产普遍达到 巧一 30 吨/公顷/茬
,

加上对虾白

斑综合症病毒 (WSSV )
、

桃拉病毒 (TSV )
、

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 (I HH N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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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种细菌快速检测试剂盒及检测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到基层育苗和养殖单位
,

各

种防病技术措施的应用
,

促进了全国对虾养殖产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

2 0 01 年

全国养殖对虾产量己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

达到 30 多万吨 ; 到 2 0 0 3 年全国养殖对

虾的产量己接近 80 万吨
,

其中在海水中养殖生产约 50 万吨
,

在河口和内陆地区

生产约 3 0 万吨
。

通过加强对虾病害防治和养殖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

凡纳滨

对虾养殖技术的推广和防病养虾技术的发展
,

使我国在新世纪的头几年成为世界

第一对虾养殖大国
,

对虾饲料工业
、

加工出口和相关产业也发展很快
,

实现了对

虾养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

回顾近年来
,

特别是 19 9 8 年以来中国的对虾人工养殖研究的发展过程
,

我

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进展
:

1
.

凡纳滨对虾全人工繁育技术的建立和推广应用

在刘瑞玉的建议下
,

张伟权于 1 9 88 年首次自美国 T e x as 州将第一批凡纳滨

对虾幼苗引进青岛
,

并在 90 年代初采用人工植精技术培育出少量虾苗 (张伟权

等
,

19 93 )
,

但一直未能进行大批量和规模化生产
。

19 9 8 年胡超群等再次引进凡

纳滨对虾
,

在华南迅速建立了人工强化培育和诱导自然交配产卵的繁殖新技术
。

通过进一步研究
,

2 0 0 0 年终于突破了全人工规模化繁育难题
,

实现亲虾和虾苗

培育的规模化生产 (胡超群等 2 0 0 1
,

20 0 2 )
。

与此同时养虾户还自美国夏威夷等

地和台湾直接购进虾苗用于生产
。

目前亲虾和虾苗均由国内生产
,

其生产培育技

术已辐射到东南亚地区
。

凡纳滨对虾全人工繁育技术的建立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

义
,

一是克服 了中国养殖对虾生产长期依赖于捕捞海区天然亲虾或进 口野生亲虾

用于培苗生产的弱点
,

有利于天然对虾资源的保护
; 二是解决了国内长期以来存

在的虾苗紧缺和价格昂贵的问题
,

满足了生产需要
。

2
、

对虾集约化防病养殖技术的建立和推广应用

以过滤海水
、

净化海水
、

高位池
、

膜底池塘
、

中央排污
、

立体增氧等为特点

的对虾集约化防病养殖系统在我国华南地区的建立
、

优化和推广应用
,

大大提高

了对虾养殖单产
,

而且还有效遏制了病害的流行
,

这一模式目前已经成为养殖规

模最大
、

单产最高和养殖生产最为稳定的对虾集约化养殖模式
。

不仅华南地区广

泛采用
,

东南亚也在大量推广
。

集约化防病养殖模式的应用
,

不仅提高了单位面

积的产量
,

有利于节约大量滩涂和土地资源
,

也为养虾废水的集中处理创造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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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有利于国家有关环保政策措施的推行
。

3
、

遗传育种和 SP F种苗培育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明对虾 (Fe 朋er oP en ae us ch z’n en sz’s) 的三倍体和四倍体培育己获得成

功
,

并进行了规模性生产实验
。

经过多代培育和筛选
,

一种生长迅速的中国明对

虾新品种
, “

黄海 1 号
”

也选育成功
,

正在推广
,

扩大生产规模
。

中国明对虾和

凡纳滨对虾的无特定病原 (SPF) 种苗和家系培育技术已经建立
,

己显示出良好

的生长和繁殖性状
。

虽然国外研究表明抗特定病原 (SPR) 的凡纳滨对虾生长性

状不佳
,

但对虾多倍体和 SP F家系培育技术的建立
,

为我国对虾良种选育技术的

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

4
、

对虾病害的深入研究和快速检测技术的推广应用

随着对虾病害研究的不断深入
,

几种对虾主要病毒
:

白斑综合症病毒 (WSSV )
、

桃拉病毒 (TSV )
、

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 (IHHNV) 和黄头病毒 (YHV)

等的基因组序列
、

传染途径和检测方法先后被国内外阐明
。

国内已发明了相应的

对虾病毒和细菌病原快速检测试剂盒
,

建立了快速检测技术
。

这些技术 已成为亲

虾
、

虾苗检测的主要手段和进行病害预防的主要依据
。

二
、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应采取的措施

1
.

产量大幅增加
,

出口遇到阻碍
,

效益受到明显影响

根据农业部渔业局统计
,

2 0 0 3 年我国养殖对虾总产量达到 7 8 9 3 7 3 吨
,

其中

凡纳滨对虾 (南美白对虾 ) 6 05 2 59 吨
,

占 76
.

7% (包括海水养殖 308 , 47 吨
,

内陆养殖 29 6 31 2 吨
,

) ; 斑节对虾 (Pe na
e
us ~

o do n ) 51 08 6 吨
,

占 6
.

5% ; 日

本囊对虾 (施二s
uP en e u S

.

j’a 尸O 刀z’c u s
,

日本对虾 ) 42 4 00 吨
,

占 5
.

4 % ;
中国明对

虾及其他种类 61 685 吨 [注
:

中国对虾统计有误
,

实际上广东现无养殖中国明

对虾
,

但养殖产量统计为 12 5 67 吨 ; 作者认为统计年鉴中的
“

中国对虾
”

应是

包括中国明对虾
、

新对虾类和其他明对虾类在内的几个种的产量 ]
,

共占 7
.

8%
。

2 0 0 3 年全国对虾出口产值为 10
.

7 亿美元
。

但自 2 0 0 3 年下半年开始
,

美国对中

国出口的对虾进行反倾销调查
,

引起国内的虾价全面下跌
,

2 0 0 4 年下半年开始
,

欧盟恢复从中国进口养殖对虾
,

价格略有回升
,

但不明显
。

众所周知
,

欧盟的食

品安全措施是最为严格的
,

我国的养殖对虾能够出口欧盟
,

表明我国近几年对于

养殖对虾产品质量的控制是卓有成效的
,

制约出口的关键障碍并不仅仅是质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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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而是一个涉及国际市场开拓和国外贸易壁垒保护的复杂问题
。

2
.

技术水平低
,

种苗质量难以保证
,

养殖周期延长

在凡纳滨对虾的全人工繁育和养殖技术得到迅速推广应用和大规模产业化

后
,

由于商品虾市场价格大幅降低
,

引起虾苗价格大幅下降
,

前几年万尾虾苗价

格 2 00 一 3 0 0 元
,

目前降到几十元
。

而国内对于亲虾和虾苗培育技术缺乏规范的

标准
,

许多生产单位 以牺牲质量为前提
,

大搞价格恶性竞争
; 直接用大个体成虾

进行虾苗培育
,

并在育苗生产中少用或不用卤虫
,

大量使用低质人工代用饵料
,

造成亲虾和虾苗质量下降
; 不进行严格检验致使虾苗带病

,

成活率和成功率降低
,

直接影响了成虾养殖的生长速度和养成商品虾的质量
。

实际上
,

严格按照技术要

求进行亲虾培育
、

检测
、

繁殖和培育生产出的虾苗
,

仍然能保持 19 98 一 199 9 年引

进后的生长速度
。

因此
,

目前不少养殖场出现的凡纳滨对虾生长速度降低
、

收获

虾个体小
、

养殖周期延长的问题
,

究竟是种质退化所致
,

还是由于育苗和养殖技

术水平低以及营养不足问题
,

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3
.

新病害开始流行
,

病害控制须高度重视

由于 2 0 0 2 年以前凡纳滨对虾亲虾供不应求
,

国内许多养虾单位盲 目进 口未

进行严格检疫的亲虾
,

造成桃拉病毒 (TSV ) 和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

(工HHNV ) 开始在我国养殖的凡纳滨对虾群体中流行
。

据我们检测
,

目前多数生

长缓慢的凡纳滨对虾的虾苗是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感染所致
,

而相当

多的
“

红体
”

和
“

暗死
”

症状是由桃拉病毒 (T SV) 引起
。

因此
,

在我国养殖凡

纳滨对虾中新流行的 TSV 和 IHHN V 病害及其控制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由于养虾生产发展过快
,

环境污染病害流行加重
,

种苗质量良荞不齐
,

部分地区养殖技术设备落后
,

目前
,

加之

养成中发现的疾病已上百种
,

危害严重的仍是 wSSV
、

TS v
、

IHHNV 等病毒和弧菌
。

在各种疾病的发病致病机理和传播途径研究的基础

上
,

总结出综合防治的技术路线一 一即从苗种
、

饵料
、

环境调控等诸多方面控制

疾病的发生
,

坚持以预防为主
,

能有效遏制虾病的大规模流行
。

4
.

集约化养殖是发展方向
,

但 目前水平较低
; 老化虾池急需改造

虽然早在上世纪 9 0 年代许多专家就提出我国应大力发展对虾集约化养殖

(刘瑞玉等
,

19 9 6 )
,

但真正的集约化养殖直到 90 年代后期才开始发展
,

在华南

地区养殖凡纳滨对虾以后
,

对虾集约化养殖才规模化发展起来
。

从 目前的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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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看
,

集约化的对虾防病养殖模式
,

不仅是提高产量
、

节约土地的有效方法
,

也

是预防病害发生和流行的最有效手段
。

2 00 3 年对虾养殖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广东
、

海南
、

广西等华南三省区养殖对虾总产量达 4 84 1 39 吨
,

占全国产量的 61
.

3%
;

平均单产达 5 Z n 公斤 / 公顷
,

为全国平均单产的 2
.

6 倍 ; 上海的养殖面积不大
,

仅 4 5 0 公顷
,

但集约化程度高
,

单产达到 5 9 08 公斤 / 公顷 ; 集约化程度最高的

海南达到 8 01 2 公斤/ 公顷
。

但是
,

集约化程度低
、

老化虾池最多的山东
、

辽宁
、

河北三个传统养虾大省的总产量仅为 1 1 1 179 吨
,

占全国总产量的 14
.

1% ; 平均

单产很低
,

只有 72 4 公斤 / 公顷
,

相当于全国平均单产的 35
.

7%
。

虽然 20 0 3 年全

国海水对虾养殖单产达到 2 0 2 9 公斤 / 公顷
,

比过去历史上最高的 1 9引 午高了近

·

1 倍
,

但仍然很低
,

只相当于 目前集约化养殖产量水平的 1/ 10 左右
。

粗放式
、

半集约式的对虾养殖池
,

不仅产量低
,

而且是病害滋生和流行的主要源头
,

病害

防御起来也非常困难
。

因此
,

应该大力发展集约化养殖
: 要淘汰不适宜集约化养

殖的虾池
,

减少养殖面积
,

将条件较好的老化虾池改造成集约化防病养殖的虾池
,

是我国一 一特别是北方三省对虾养殖今后发展的主要任务
。

19 90 年代初
,

中国有 2 0 0 多万亩虾池
,

主要集中在华北
,

养殖虾种主要是

中国明对虾 ; 但自 19 9 3 年对虾白斑病毒综合症爆发筱
,

生产规模和产量一直未

能根本恢复
。

这些虾池面积大而浅
,

质量差
,

使用已久
; 如何改造提高

,

才能扭

转生产
,

恢复中国明对虾大规模养殖
,

是北方养虾业要认真研究解决的迫切问题
,

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

1) 调整产业结构
。

对池塘大自然换水条件好的
,

可改养经济效益较高的刺

参
。

〔例
:

大连瓦房店将原 11 万亩虾池改造成 9 万亩池养殖刺参
,

养殖 18 个月
,

2 0 0 3 年亩产 1 00 一 12 5 Kg
,

售价每公斤鲜参 100 元
。

收入较好
。

〕养殖种可更换
,

改养海哲
,

妒鱼等
。

2) 更换养殖种
。

过去单一养殖中国明对虾
。

现可因地制宜养日本囊对虾和

凡纳滨对虾
。

青岛等地许多砂底虾池
,

改养日本囊对虾每年可养二茬
,

每茬单产

近 10 0 斤
,

每斤售价 20 一 40 元
,

效益很好
。

3) 改变养殖模式
。

过去单一
“

半精养
” ,

亩产 100 一 2 00 斤
,

现可因地制宜
,

搞高密度精养
,

或粗放式养殖
,

鱼虾蟹混养等
。

山东即墨市许多老虾池
,

粗养中

国明对虾
,

每亩放苗 5一 6 千尾
,

收大规格虾百斤
,

售价约 50 元每斤
。

斤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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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10 元多
,

效益明显
。

5
.

养殖对虾种苗贾量的提高

在养殖实践中发现
,

不同虾种在我国经过多年养殖以后
,

种苗的质量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
,

中国明对虾和凡纳滨对虾均存在这一问题
。

凡纳滨对虾 自 19 88
、

199 1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引进
,

发展了人工植精技术 ; 19 98 年又由中国科

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引进
,

发展了自然成熟交配和育苗技术
,

人工养殖在北方和

南方迅速发展
,

至今 已 16 年
。

目前
,

全国养殖所用的凡纳滨对虾种虾
,

绝大部

分来自海南广东等地
。

苗种质量开始出现较多问题
,

特别是生长缓慢
,

个体差异

大
,

病害多发
,

死亡严重等问题较多
,

必须尽快采取措施
。

建议在温度较高的海

南广东等地
,

加强凡纳滨对虾种良种选育工作和我国其他经济虾种的种质资源保

护和全人工繁育研究工作
,

研究和开发优质种虾饲料
,

控制种苗繁育环境条件
,

改进和提高养殖对虾的种苗质量
,

大量培育健康苗种供应全国
。

6
.

营养与饲料效率的提高

近几年来
,

全国建立了不少配合饲料厂
,

可充分供应养殖生产
,

对提高产量

和产品质量起了显著作用
,

减少了病害传播与环境污染
。

但对于虾的营养需要研

究了解不够
,

饲料质量效率常常不高
,

影响产品质量
。

最近
,

因养虾效益下降
,

许多养殖户使用廉价低鬓配合饲料或鲜杂鱼虾
,

造成水质环境污染
,

又影响虾的

生长
。

这些现象
,

必须尽快纠正
。

7
.

养殖种类格局须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中国是世界上养殖对虾种类最多的国家
,

而且南北气候差异很大
,

各地消费

习惯也有很大不同
。

根据各地市场需求进行多种类
、

多品种的对虾养殖
,

可以取

得最佳经济效益
。

从 目前的情况看
,

由于 )
、

L纳滨对虾具有生 长速度快
、

易人工繁

育
、

出肉率高
、

适应盐度范围非常宽广等优点
,

预计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将一直是

我国的主养对虾种
。

而且
,

凡纳滨对虾与目前我国养殖的海水和淡水虾类相比
,

明显具有单产高
、

适合于集约化养殖的优势
。

2 0 0 3 年全国海水养殖对虾平均单

产 20 2 9 公斤 / 公顷
,

凡纳滨对虾为 3 4 58 公斤 / 公顷
,

斑节对虾为 2 0 4 9 公斤 / 公顷
,

日本囊对虾为 728 公斤/ 公顷
,

中国明对虾及其他种为 11 70 公斤 / 公顷
,

以凡纳

滨对虾单产为最高
。

我国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淡水养殖罗氏沼虾年产量约为

6 0 0 0 公斤 / 公顷
,

改为养殖凡纳滨对虾后
,

年产量提高到 12 0 0 0 一 15 0 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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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

最近两年
,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罗氏沼虾养殖池和部分淡水养鱼池被改成凡

纳滨对虾养殖池
,

20 0 3 年广东省内肺养殖凡纳滨对虾近 巧 万吨
,

绝大部分来 自

珠江三角洲地区
。

但是
,

凡纳滨对虾的风味 (口味 ) 本身不如日本囊对虾和中国

明对虾
, “

淡水养殖
”

的凡纳滨对虾
,

其风味更远不如高盐度海水养殖的凡纳滨

对虾
。

因此
,

在非常注重对虾风味的国内市场
,

适当养殖日本囊对虾和中国明对

虾应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

在 目前全球已经养殖过的对虾中
,

凡纳滨对虾属于中等

大小个体的虾种
,

养成的个体规格小于细角滨对虾 (乙z’t oP en
a e u s st

.

刀I厂口st 二z’s
,

也称蓝对虾 ) 和斑节对虾
,

因此
,

发展细角滨对虾和斑节对虾养殖
,

在大规格商

品虾市场上比凡纳滨对虾更具竞争力
。

8
.

内陆养虾发展很快
,

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要高度重视

凡纳滨对虾在盐度低至 0
.

5 一 1 的淡水中仍能存活生长
,

而淡水由于地理的阻

隔不易受到海水中的对虾病毒污染
。

因此
,

近年来国内纷纷发展凡纳滨对虾的
“

淡

水养殖
” 。

据农业部渔业局统计
,

2 0 0 3 年我国内陆养殖的凡纳滨对虾达到了 29
.

63

万吨
,

比对虾发病前我国历史上最高的养殖对虾年产量还要高几万吨
,

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

除了内蒙
、

吉林
、

贵州
、

云南
、

西藏和青海 6 省区外
,

都有凡纳

滨对虾的养殖 ! 凡纳滨对虾的
“
淡水养殖

” ,

就是通过直接向淡水中加入海水
、

卤水或海水结晶 (海水晶 )
,

抽取地下海水加到淡水中以及利用盐碱地上的淡水

池塘直接养殖等方法
,

先用盐度为 5 一8 的海水进行凡纳滨对虾的虾苗暂养
,

然后

逐渐淡化养殖直到养成收获
。

由于凡纳滨对虾体液的等渗点在盐度为 20 左右
,

因此
,

凡纳滨对虾在盐度 1 5一20 之间生长最快
。

这样
,

在
“

淡水养殖
”

条件下
,

就出现盐度越高
,

凡纳滨对虾生长越快的现象
。

长此以往
,

内陆大规模养殖凡纳

滨对虾的地区
,

淡水中的盐度将会逐渐增加
,

土地也将会缓慢出现盐碱化
。

因此
,

对于我国发展越来越快的凡纳滨对虾内陆养殖问题
,

急需进行科学评估和严格管

理
,

以避免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
。

9 资源增殖研究与实践

人工培育鱼虾种苗
,

放流于 自然海区以增殖资源和渔获量在海洋渔业生产中属

于用人力改造 自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的举措
,

在水产业发达的国家很受重视
。

西

方称为 R e s o u r e e e n ha n e e m e n t
,

S e a r a n e h in g
,

日本叫栽培渔业
。

早在 19 9 0

年代中期
,

日本栽培渔业年产量就达到了 50 万吨
。

近年来增殖实验和生产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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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展
。

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

不少海域开展了鱼虾种苗人工培育和放流

增殖实验及生产
。

中国明对虾
、

日本囊对虾
、

褐牙虾
、

黄盖蝶
、

海蚕
、

刺参
、

菲

律宾蛤仔等
,

增殖对象种类不少
,

尤其是对虾
、

蛤仔增殖已取得显著增产效果
,

已使胶州湾蛤仔年产量成倍增长
,

到 20 万吨以上 ; 中国明对虾放流增殖效果更

加明显
,

19 8 6 ~ 19 9 0 年
,

除渤海沿岸外
,

黄海海洋岛渔场
、

胶州湾及山东半岛南

岸
,

东海象山港
、

东吾洋共放虾苗 35
.

39 亿尾
,

捕捞增产 7 6 66 吨
。

辽宁省对虾

增殖生产获得更大成功
,

迄今一直继续进行
,

成绩显著
; 海蚕和 贝类也获得增产

。

该项 目属于
“

人类改造自然
,

利用优越环境
、

增加资源
”

的重大举措
,

由于决策
、

资金和其它 (如病害流行 ) 问题
,

在 19 93 年对虾白斑病暴风流行减产以后因缺少

虾苗未能继续扩大发展
,

基本停顿
。

领导部门应把这一举措作为取得渔业生产持

续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总结经验
,

在沿岸和近海海域全面扩大实施下去
。

政府部门必须大力支持
、

加强领导
,

制定发展规划
,

逐步实施
,

拨出一定经费
,

以求持续增加产量
。

科学技术上必须培育大量健康优质苗种放流
,

放流后要跟踪

调查研究幼虾生长移动分布情况
,

改善栖息环境
,

取得增殖对象在海域的栖息活

动和种群增长情况的确切资料数据
,

分析肯定放流效果和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
,

扩大增殖效果
。

三
.

结语

中国大陆沿岸虾池很多
,

目前对虾养殖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

形势可喜
。

但

是要保持持续发展仍存在不少 问题
,

须认真考虑
,

谨慎处理
。

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

当前在对虾育苗和养成中的技术水平仍然较低
,

表现在缺少成功的把

握
,

已有的经验还不能普遍推广提高
,

赶不上生产的需要
。

与此同时
,

目前北

方黄
、

渤海沿岸平均单产仍然很低
,

同南海各省差距极大
。

如何迅速赶上去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必须认真研究
,

找出办法与措施
。

此外
,

中国明对虾是

中国的地方特有种
,

生长快
,

肉质好
,

但 目前养殖技术落后
,

缺少抗病高产的

管理技术
,

养殖面积偏小
,

单产总产都太低
。

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找出有

效办法
,

将新的养殖技术开发出来
,

使之再次成为主要养殖种
。

此外
,

必须认

真研究以凡纳滨对虾为主导种的中国养虾产业的发展前景以及会出现的问题
,

提出有效保证生产发展的策略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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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信
,

21 世纪中国的养虾事业会有更大的创新发展
,

取得新的进步和

成就
,

人们殷切地期盼着政府和领导部门大力加强管理
、

引导和支持养虾生产

者走科技兴国的道路
,

争取科学技术的帮助
,

改革提高生产模式与水平
,

保证

养殖生产的持续发展
。

主要参考文献

1
.

胡超群
、

张吕平等
,

2 0 0 1
,

集约化防病养殖技术及其在三种对虾养殖中的应

用
。

第三届全国海珍品养殖研讨会论文集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等
,

青岛
,

.

45 一51

页
。

2
.

胡超群
、

任春华等
,

2 0 0 1
,

凡纳滨对虾和细角对虾规模化全人工繁殖技术的

研究
。

第三届全国海珍品养殖研讨会论文集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等
,

青岛
,

1 17 一 12 2 页
。

3
.

胡超群
,

2 0 01
,

过滤海水防病养虾系统与对虾 良种选育工程
。

((2 1 世纪中国

海洋开发战略》
,

2 9 2 一3 0 2 页
。

海洋出版社
。

4
.

胡超群
、

任春华等
,

2 0 0 1
,

凡纳对虾和细角对虾全人工繁育与病毒检测技术
。

水产种苗关键技术及加入 WTO 以后我国水产品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讨会论文

汇编
,

5 4 一5 8 页
。

广东水产学会
。

5
.

Liu
,

R u i一 y u (J
.

Y
.

L iu )
.

2 0 0 3
.

The p r e s e n t s t a t u s o f m a r i e u lt u r e in

Ch 1n a
.

In : Che n g She n g Le e & An d r ia V e n t u r a (e d
.

) St a t u s o f

Aq u a e u lt u r e in Ch in a
.

PP
.

l一 1 1
.

6
.

刘瑞玉等
,

19 96
,

对虾暴发性流行病及其防治研究的进展
。

第二届全国人工

养殖对虾疾病综合防治和环境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19 9 6
,

183
一 186 页

。

7
.

刘瑞玉 2 0 0 2
。

关于对虾类 (属 ) 学名的改变和统一问题
。

加快动物学论文

集 4 : 106 一 124
。

8
.

张伟权
,

19 9 3
,

南美白对虾全人工授精技术研究
。

海洋与湖沼
,

2 24 (4)
: 4 28

一 4 3 1
。

9
.

张吕平
、

胡超群等
,

2 0 0 3
,

华南沿海三种养殖对虾虾苗白斑综合症病毒及桃

拉病毒的调查
。

甲壳动物学论文集
,

4 :

41 0一4巧
,

科学出版社
。

【终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