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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菱鲆(Scophthatmus maximus)是原产于欧洲的
天然良种, 它的开发养殖对欧洲水产业产生了巨大
影响, 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关注。因大菱鲆
具有对生态环境适应能力强, 并能适应低水温生活, 
生长速度快, 品质好等特点, 所以, 成为各国竞相引
进的对象[1]。 

中国鲆鲽鱼类人工繁殖研究开始于 1959 年, 并
于 1965 年获得初步成功, 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才开始进行规模化人工养殖[2]。1992 年, 中国首次
从英国引进大菱鲆良种, 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和产
业推广, 达到了年周期内分批采卵、多茬育苗, 育苗
平均成活率达 17%、年出苗量超过 100 万尾的世界
先进技术水平。同时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温室大
棚＋深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模式 [1-3], 有效提高了中
国北方大菱鲆养殖业的设施条件和技术水平, 成为
中国北方海水养殖的支柱产业。大菱鲆引种工程被

誉为中国当代最成功的海水鱼类引种范例, 其养殖
产业化技术体系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海水养殖第 4
次浪潮的形成和发展 [4],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大菱鲆人工养殖大国, 大
菱鲆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在产业布局、种质改
良、成本效益、市场销售等领域均面临一系列亟待

解决的难题, 而尽快研发新的养殖模式、完善质量管
理体系和优化升级贸易格局将为大菱鲆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铺平道路。 

1  国外大菱鲆产业的发展概况    

大菱鲆肉质细嫩鲜美, 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法

都能符合东、西方人的口味, 兼有运输、贮存容易和
鱼文化的讲究 [1], 所以在欧美和日本市场上深受消
费者青睐。目前大菱鲆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

美国、东亚和东南亚, 年需求量约 10万 t。英国和挪
威早在上世纪 70~80 年代就投入大量资金对大菱鲆
养殖进行研究(FFI, 1996)[5]。欧洲大菱鲆人工养殖始

于 20世纪 90年代初, 目前主要集中在西班牙、法国、
英国及北欧等国。除此之外, 亚洲和美洲也有多个国家
引进试养, 其中智利的大菱鲆养殖业已初具规模[1,2]。

西班牙是欧洲最大的大菱鲆生产国, 也是欧洲市场
大菱鲆的主要供应国[6]。近年来, 随着西班牙市场对
鱼类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养殖鱼类产量也随之
增长, 其中养殖大菱鲆的产量已占西班牙养殖水产
品总产量的 94.2%。与此同时, 销售量也在持续增
长。如表 1所示, 2010年 1~4月, 西班牙大菱鲆出口
总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7%, 最大进口国为意大利。
2006年, 西班牙 Pescanova渔业集团在西班牙北部加
利西亚的拉科鲁纳投资 5000万欧元新建一家大菱鲆
养殖场, 这家养殖场是目前欧洲最大的大菱鲆养殖
场, 年产量超过 4 000 t。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 西班
牙的大菱鲆养殖主要采取陆基型养殖方式, 全循环
水养殖的比例占到 75%以上 [4-5,7], 养殖技术水平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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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年 1~4 月份西班牙大菱鲆出口总量与 2009 年

同期对比 

2010年 2009年 从西班牙进口 
大菱鲆的国家 1~4月出口量 (t) 

较 2009年增长
(%) 

意大利 503 495 2 

法国 246 142 73 

葡萄牙 141 171 -17 

希腊 0 58 -100 

德国 30 13 127 

英国 11 9 28 

荷兰 13 3 290 

其他 28 19 51 

共计 972 909 7 
 

2  中国大菱鲆产业现状 

2.1  生产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大菱鲆年产量约 5~6 万 t, 

是欧洲的 8倍[8], 养殖产量和产值均远远超过欧洲同
期水平, 中国大菱鲆养殖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已
经得到确立。截至 2005 年, 全国沿海的大菱鲆养殖
工厂已有六七百家, 面积达 500 万 m2左右, 年产商
品鱼 5万吨左右[4], 产值超过 40亿元人民币, 约占世
界人工养殖总量的 1/2, 中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
大菱鲆人工养殖大国。 

大菱鲆产业的快速发展使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

大菱鲆养殖经济圈。以主产区山东为例, 形成了北起
烟台, 南到日照, 东起威海, 西至潍坊和东营的产业
链。现有大菱鲆养殖工厂 500家左右, 养殖面积达到
400万 m2左右, 形成了一个年产值达 30多亿元的大
产业, 居全国首位。山东大菱鲆养殖业还辐射带动了
辽宁、河北、天津、江苏、浙江乃至福建、广东等

沿海一带的发展, 新的养殖园区不断涌现。尤其北方
沿海的工厂化养殖面积平均每年以 30%左右的速度
递增, 大菱鲆现已成为中国北方沿海工厂化养殖鲆
鲽鱼类的主导品种[2,9-10]。  

2.2  加工与消费情况 
近年来, 中国大菱鲆的加工和综合利用也开始

发展起来, 相关企业已发展到几十家。大菱鲆全身是
宝 , 除鱼肉可以食用外 , 其他部位也有很高的经济
价值。鱼肉可做成各种加工制品。鳍边由于含有丰

富的胶质, 可被制成保健和美容食品。加工下脚料则
被进一步开发利用, 例如可从鱼皮中提取胶原蛋白, 
从鱼骨中提取硫酸软骨素等。这种变废为宝的方式, 
充分利用了加工的副产品 , 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 
同时也减少了由于大量丢弃而造成的环境污染。 

中国海洋渔业所生产的水产品约 3/4 用于直接
消费, 而其中的一半以上以鲜活水产品的形式销售, 
另外一小部分则经过加工后再销售给消费者。中国

养殖鱼类的消费方式以鲜活为主, 这与欧美市场水
产品加工制品的消费比例较高形成鲜明对比。在中

国的饮食文化中鱼被人们赋予了“平安团圆、富贵

有余”之意, 所以相比较加工制品而言, 中国人更喜
欢吃整鱼[1,11-12]。 

2000 年以来, 国内大菱鲆的消费曾出现过爆炸
式的增长 , 这也使大菱鲆的价格一路飙升 , 最高峰
时每千克出场价格一度达到 300 元左右。但此后的
“多宝鱼事件”使国内大菱鲆消费迅速降温, 价格一
度跌到 45元/kg。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逐步回稳, 目
前大菱鲆价格维持在 50元/kg左右[7,13-14]。  

3  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回顾中国大菱鲆产业的发展过程, 可以从中汲
取许多经验教训。目前大菱鲆产业仍面临着一些问

题和制约因素, 主要包括:  

3.1  产业区域分布不均衡 
全国大菱鲆的养殖基地主要集中在山东半岛 , 

占全国的 70%以上。这种过于集中的养殖格局[7], 造
成了养殖企业间对养殖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另外, 
一些地方产业发展的政策随意性比较大 , 近年来 , 
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建设涉海工程等原因挤
占养殖区域的现象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
的稳定性。同时在品种选择上, 一些地方管理部门缺
乏科学合理的引导 , 使得各产区间形成无序竞争 , 
不利于优势互补[15]。 

3.2  地下水资源匮乏 
大菱鲆的发展离不开可供开采的海水资源, 水

资源约束是大菱鲆养殖业面临的重大问题。就目前

国内养殖模式而言, 开放式流水养殖方式仍然占主
体, 这种养殖模式由于耗水量大, 当采水强度过高、
开采量超过了自然补给量时, 就会导致地下水位不
断下降。目前许多养殖区的水资源呈现出严重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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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 这种不符合再利用原则的养殖模式今后并
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约束, 影响大菱鲆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6,15-19]。 

3.3  苗种退化比较严重 
大菱鲆作为一种外来品种, 引进后缺乏品种更

新, 近亲繁殖易造成种质退化, 抗病力下降。目前, 
国内养殖所用的大菱鲆苗种主要是国产的, 由于大
部分大菱鲆苗种生产企业所用亲鱼为人工养殖而成, 
由此培育出的苗种经过几代繁育后呈现出种质下降

的趋势 , 再加上部分企业育苗技术力量薄弱 , 生产
的苗种白化率较高, 表现出机体抗病力下降、生长速
度缓慢、携带病原体几率较高等缺陷[2,6,20-21]。 

3.4  比较效益降低 
 “多宝鱼事件”的发生, 使大菱鲆不断受到其他

高档海捕鱼类和水产品的冲击, 导致销量受到很大
影响 , 价格一再下滑 ,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局
面。此外, 由于初期海水养殖的利润率高, 进入成本
较低, 山东半岛及环渤海鲆鲽鱼类产业经济圈出现
了大批的工厂化养殖企业和个体养殖户, 养殖产量
大幅度上升, 导致价格不断下降。养殖成本随着物价
上涨, 能源、饲料、人力、物流、设施建设等一系列
的费用都在不断增加, 加之国际经济危机等不利因
素的影响 , 导致大菱鲆产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 , 比
较效益降低。 

3.5  市场竞争力下降 
近年来, 国内养殖大菱鲆在市场竞争中主要面

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产品附加值低。目前国内大菱
鲆的消费方式仍然主要以鲜活和整鱼为主。烤鱼片、

速冻食品、快捷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较少[1]; 二
是市场相对狭窄。消费场所通常是以酒店为主, 新的
消费方式有待培养; 三是内陆地区认知度低。由于进
货渠道等原因, 只有在一些有规模的大城市才能买
到 , 而且价格普遍相对较高; 四是与新品种竞争缺
乏优势。中国消费者对新品种十分热衷, 因此新品种
的上市利润极高, 养殖企业和养殖户更愿意将资金
投入到新品种的养殖中。 

4  未来发展方向 

国内大菱鲆产业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 仍存
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取长补

短, 是摆在整个产业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4.1  研发新的养殖模式 
中国的海水养殖产量长期保持在世界总产量的

70%左右。且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海水养殖业一直保持
着 10%左右的年均增速, 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水产养
殖产量增长率不仅低于中国, 而且比重还在不断下
降, 中国的海水养殖业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随着
国民对水产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水产养殖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 预计在未来 10~20年, 中国的海洋
渔业产量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但增长速度将有所
放缓[22]。 

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 若要使养殖产业达到更
理想的效果和获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需要大力开展
大菱鲆养殖新模式的研究与开发, 探索多元养殖模式。
目前, 国内大菱鲆养殖方式多是采用开放式循环流水养
殖模式, 具有用水量大、对自然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等缺
点, 而且对地下海水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 只有普及
封闭式循环水养殖模式,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厂化
养殖。国内有些大菱鲆养殖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

著的进展, 建成的循环水养殖模式具有示范意义。与开
放式流水养殖模式相比, 封闭式循环水养殖模式由于对
养殖用水进行循环利用, 其用水量大大减少, 在水资源
短缺的地方优势犹为明显。加之其对外排水较少, 对自
然环境污染也大大减少。另外, 还可结合不同的养殖优
势, 实施“海陆接力”和“南北接力模式”的养殖方式, 推
动大菱鲆养殖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1,16,17]。 

4.2  推进产业技术研发 
大菱鲆产业经过近 20 年发展, 已经拥有较好的

技术基础和产业优势, 现已成为中国名列世界前茅、
国际知名的海水养殖产业。 但随着进一步发展, 新
的困难和问题也会不断出现 , 只有立足科技创新 , 
解决苗种品质退化、病害防治、营养饲料研发等方

面的难题, 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府管理部门、
养殖企业各方面力量, 才能使大菱鲆养殖向更高层
次的产业化目标迈进[19, 23]。 

4.3  完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由于部分养殖业者过度使用药物特别是禁用药

物而导致的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曾严重影响了大菱

鲆养殖业的发展。几年前的“多宝鱼事件”引起了社会
广泛关注, 造成了巨大影响 [12], 但也在无形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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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产养殖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近年

来 , 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开始注重树立品牌形象 , 全
面推行规范化生产 , 实施产品质量认证 , 贯彻
HACCP 制度,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而部分小型养殖
企业和养殖业户由于缺乏有效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仍面临随时被市场淘汰的危险。建议政府有关部门

面向中小型养殖企业和养殖户, 组织开展水产品质
量安全关键技术推广、质量标准培训与示范工作。

通过建立生产日志管理制度、水质环境监控制度、

科学投喂优质饲料及科学用药防治疾病等科学化管

理模式, 促使养殖过程中各个环节均遵循相应的标
准或规范。实现“从鱼苗到出厂”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与
监督, 最终建立无污染、无残毒、健康安全的养殖模式, 
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安全放心的养殖大菱鲆产品[14,21]。 

4.4  优化升级贸易格局 
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 出口规模

大、品种全, 出口水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中国水产品的进口量也在不断增大, 且增长速度很
快。预计未来 10 年, 中国水产品贸易形势将保持稳定, 
进口将继续大幅增长, 出口优势也将继续保持 , 形成
以大量出口养殖类、加工类水产品, 进口深海捕捞鱼
产品为主的水产贸易格局[22]。 

水产品贸易稳步发展的同时, 存在的问题也不
容忽视。目前中国鱼类加工企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 
从事来料加工等业务, 原料主要是进口深海捕捞鱼
产品, 对本土养殖鱼类的需求相对较低。由于无法融入
深加工产业链, 国内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只能止步于低端
市场, 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 这就要求养殖企业和养殖
户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 积极联合水产加工企
业, 实现自身产业化、品牌化, 进而拓展国内高端市场和
国际市场。而作为中国海水养殖业领军产业的大菱鲆产

业, 更应一马当先, 依托强势企业, 努力打造从养殖到
加工再到销售的整条产业链, 从而实现贸易格局的
优化升级[21,24]。 

综上所述, 中国大菱鲆产业只有立足科技创新, 
以提高质量为基础、以打造产业链为根本、以生产

集约化和产品多样化为发展方向, 才能走上可持续
发展之路, 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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