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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水观赏鱼艳丽多彩、风姿绰约, 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 在观赏鱼市场中备受欢迎。作者

结合相关资料概述了海水观赏鱼的产业现状及研究进展, 讨论了海水观赏鱼产业存在的问题并对海水

观赏鱼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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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观赏鱼是指具有观赏价值的海水鱼类, 大

部分来自印度洋及太平洋中的珊瑚礁水域[1]。它们或

色彩鲜艳、或形状奇特、或体态婀娜, 深受人们喜爱。

目前发现的海水观赏鱼约有 800 多种, 主要包括软

骨鱼纲(Chondrichthyes)和硬骨鱼纲(Osteichthyes)。一

些软骨鱼类及体型较大的硬骨鱼类适合水族馆展出, 

如一些鳐科 (Rajidae)、鲼科 (Myliobatidae)、 科

(Dasyatidae)、鲨科(Shark)等; 有 200 余种适合在水

族箱饲养, 主要品种有蝴蝶鱼科(Chactodontide)、棘

蝶鱼科(Pomacanthidae)、雀鲷科(Pomacentridae)等 30

多科[2](表 1)。此外, 一些海水观赏虾和珊瑚、海葵

等无脊椎动物也被划入海水观赏鱼之列。 

自古以来, 人们就有饲养观赏鱼的传统, 近现代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饲养观赏鱼更成为一种新

时尚。观赏鱼一般分为温带淡水观赏鱼、热带淡水观

赏鱼和海水观赏鱼, 海水观赏鱼的兴起较淡水观赏鱼

稍晚, 但其色彩艳丽、形态多姿, 在观赏鱼市场深受

消费者青睐, 并且在贸易中利润空间大, 因此海水观

赏鱼产业发展极为迅速, 逐渐成为观赏宠物产业的新

贵。作者结合相关资料概述了海水观赏鱼的产业现状

及相关研究进展, 讨论了海水观赏鱼产业存在的问题

并对海水观赏鱼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1  海水观赏鱼产业现状 

1.1  海水观赏鱼生产现状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海水观赏物种中可以人工繁

殖的有小型神仙鱼 (Pterophyllum scalare)、小丑鱼

(Amphiprioninae)、海马 (Hippocampus)、蝙蝠鲳

(Monodactylus sebae) 鲹、黄金 (Gnathanodon speci-

osus)、少数倒吊类、雀鲷类和几种观赏虾。台湾已

成功掌握十几种小丑鱼、近十种雀鲷以及数种海马

和海水观赏虾的人工繁殖技术。美国可人工繁殖小

丑鱼、海马、准雀鲷 (Pseudochromidae)、天竺鲷

(Cyanosoma)以及珊瑚、砗磲贝(Tridacnidae spp.)共十

数种[3]。欧洲和东南亚部分国家也已具备人工繁殖数

种海水观赏鱼的技术和条件。但总体上, 海水观赏鱼

人工繁育及养殖多处于试验阶段, 尚未进行规模化

生产或生产数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贸易中的海水

观赏鱼约 5%为人工繁殖, 95%为自然海域捕捞。 

海水观赏鱼大致分布在 5个海域: (1)东南亚海域, 

包括中国南海、中国台湾沿海、菲律宾沿海、日本沿

海、马来群岛等的印度洋到西太平洋地区。这里观赏

鱼种类多, 数量丰富, 是最重要的海水观赏鱼产地; 

(2)东南太平洋, 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夏威夷等地

区, 这一带主要产出海水神仙(Pomacanthida)、黄金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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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rasoma Flavescens)等名贵品种; (3)红海、东非和

阿拉伯海, 包括马达加斯加和马尔代夫等西印度洋

地区, 像紫月神仙(Pomacanthus maculosus)、红海黄

金蝶(chaetodon semilarvatus)等只产于该地区; (4)加勒

比海域, 该地区是西方最大的海水观赏鱼集中地; (5)西

非与东大西洋, 包括百慕大, 几内亚湾等大西洋地区[4]。 
 
表 1  海水观赏鱼的主要种类 
Tab. 1  The primary types of marine ornamental fish 

纲 目 科 

软骨鱼纲(Chondrichthyes) 鳐形目(Rajiformes) 鳐科(Rajidae) 

 鲼形目(Myliobatiformes) 鲼科(Myliobatidae) 科(Dasyatidae) 

 鲨总目(Selachomorpha) 鲨科(Shark) 

硬骨鱼纲(Osteichthyes) 海龙目(Syngnathiformes) 海龙科(Syngnathidae) 

 鲀形目(Tetraodontiformes) 鲀科(Tetraodontidae) 鳞鲀科(Balistidae) 

 鲉形目(Scorpaeniformes) 鲉科(Scorpaenidae) 狮子鱼科(Liparidae) 

鲈形目(Perciformes) 

 
 

雀鲷科(Pomacentridae) 棘蝶鱼科(Pomacanthidae) 

蝴蝶鱼科(Chaetodontidae) 天竺鲷科(Apogonidae) 

鲈科(Percoidea) 笛鲷科(Lutjanidae) 

刺尾鱼科(Acanthuridae) 隆头鱼科(Labridae) 

虎鱼科(Gobiidae) 鳚科(Blenniidae) 

石鲈科 (Pomadasyidae) 蓝子鱼科(Siganidae) 

鹦哥鱼科(Scaridae) 

 
海水观赏鱼无论是野生捕获还是人工繁殖, 都

必须经过运输这一环节才能到达销售商或消费者手

中 , 观赏鱼的运输条件比经济鱼类更加苛刻 , 既要

保证鱼的成活率, 又要兼顾它的健康无损伤。体表有

伤的鱼, 降低了可观赏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养殖难度

和成本, 其品质和市场价格将大打折扣。野生海水观

赏鱼捕获后先经过短途运输到达暂养地, 待鱼量达

到一定规模再集中销售。海水观赏鱼由于对水温、

溶氧、盐度、氨氮、pH、密度、运输时间等条件要

求较高 , 一般采用航空运输的方式 : 前一天停止喂

食 , 运输时按照一鱼一袋的原则 , 将鱼放入盛有约

1/4 体积水的小塑料袋里, 充氧后用橡皮筋扎紧袋口, 

用报纸将几个小塑料袋隔开, 然后放进适当大小的

泡沫箱中用宽胶带封住泡沫箱盖, 在泡沫箱外套一

个大塑料袋, 最后再放进一个纸箱子里打包。对一些

应激强烈或比较凶猛的鱼类, 在充氧塑料袋里放入

少量麻醉剂, 可延长运输时间[5]。经过一次或几次运

输后, 海水观赏鱼才流入市场。 

1.2  海水观赏鱼市场现状 

世界上喜欢观赏鱼的人数以亿计, 继猫、狗之后, 

观赏鱼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宠物。在美国饲养观赏鱼的

家庭占到总家庭数的 15%。在欧盟约有 300万~350万

个家庭在养殖观赏鱼。在德国、加拿大、法国等发

达国家, 观赏鱼爱好者成立了诸多观赏鱼爱好者俱

乐部。亦有许多经销商及爱好者创建了海水观赏鱼

网站[6]、论坛、贴吧等传播媒介, 互相分享交流水族

箱及观赏鱼的饲养繁殖经验和信息。 

随着海水观赏鱼爱好者日益增多, 对海水观赏

鱼的需求在逐年增加。海水观赏鱼产业在近几十年

中发展迅速, 1975年海水观赏鱼贸易额仅占世界观赏

鱼贸易的 1%, 2005年增长到约 10%。2001年世界观

赏鱼进口贸易额为 3.2亿美元, 海水观赏鱼约 0.21亿~ 

0.48亿美元[7]。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有关数据, 

2009 年全球观赏鱼进出口总额达到 7 亿美元。估计

目前海水观赏鱼贸易额已超过观赏鱼总贸易额的

15%。海水观赏鱼贸易交易品种主要是小丑鱼、水银

灯(Chromis viridis)、蓝魔(Chrysiptera cyanea)、三点

白 (dascyllus trimaculayus)、蓝倒吊 (Paracanthurus 

hepatus)、三间雀(Dascyllus aruanus)等, 基本上为中

小型海水观赏鱼。海水观赏鱼的技术和产业发展不

及经济鱼类成熟, 但海水观赏鱼的贸易利润远高于

经济鱼类, 具有雄厚的发展潜力。也因此吸引越来越

多的人员投入到海水观赏鱼产业中来。 

海水观赏鱼的贸易主要发生在欧盟、美国、东

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根据联合国商品贸品贸

易统计资料库统计数据, 2014 年国际海水观赏鱼贸

易出口额最大的十个国家分别为: 西班牙、荷兰、印

度尼西亚、美国、法国、英国、印度、希腊、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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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和新加坡(表 2)。西班牙成为最大的海水观赏鱼

出口国, 2014年出口值为 34 675 058美元, 远远超过

了其他国家。海水观赏鱼进口额最大的前十位分别

为: 英国、中国香港地区、意大利、德国、日本、韩

国、法国、中国、荷兰、美国(表 3)。2014年进口额

最高的英国达到 5 290 982美元、进口额最低的美国

也达到了 2 356 088 美元。从数据来看, 海水观赏鱼

贸易多发生在产区和发达国家之间。近年来欧盟、

美国和日本的海水观赏鱼产业突飞猛进。亚洲是海

水观赏鱼的主要产区, 欧美等国家主要以低价购入

其他国家的海水观赏鱼, 然后高价二次出口。除上述

国家外, 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也盛产

海水观赏鱼 , 马来西亚高度重视观赏鱼产业 , 为了

解决出口鱼死亡率高的问题, 政府相关部门特意简

化了观赏鱼出口手续, 并有设施完善的出口基地。菲

律宾以出口有热带风情的海洋鱼类和珊瑚等无脊椎

动物著称 [8];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主要出口本国的

土著鱼类和栖息于岩礁的海洋鱼类, 观赏渔业在国

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海南和台湾出口的海

水观赏鱼类以珊瑚礁鱼类为主 [9], 而中国香港则是

重要的海水观赏鱼中转站。 

为确保海洋水族产业内的海洋观赏鱼类贸易与

品质的可持续管理, 各国联合建立了观赏鱼国际组

织, 影响力较大的有国际观赏渔业组织(OFI)、亚太

观赏鱼联盟(AORU)、观赏水族业贸易协会(DATA)、

海洋水族理事会(MAC)等[10]。各个组织会员国定期

举行观赏鱼会议, 建立相关工作组, 健全行业规范, 

限制过度捕捞,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进行一些观

赏鱼新品种的开发和科技合作, 确保观赏鱼从业者

的利益。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殖观赏鱼的国家之一, 早

在唐代就开始驯养黄色野生鲫鱼(Carassius auratus), 

宋朝时民间将金鱼 (Carassius auratus)作为宠物饲

养。20世纪 80年代中国的观赏鱼产业开始迅速发展, 

经历了从温带鱼到热带鱼、从淡水鱼到海水鱼、从

普通鱼到名贵鱼的阶段, 时至今日中国观赏鱼养殖

和出口贸易基地建设已具备一定规模, 形成了以北

上广深和大连、青岛等几大城市为主的观赏鱼生产

发展基地。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11], 2011

年全国休闲渔业产值 256亿元人民币, 2010年产值为

211亿元, 2011年比 2010年产值增加 45亿元。2011

年观赏鱼养殖总量为 35.8亿余尾, 相较于 2010年的

20 亿尾, 增加约 15 亿尾, 增幅 72.3%。海水观赏鱼

是其中的新兴产业。 
 

表 2  2014 年海水观赏鱼主要出口国家 
Tab. 2  The primary export countries of marine ornamental fish in 2014 

排名 国家 出口额(美元) 排名 国家 出口额(美元) 

1 西班牙 34675058 6 英国 2106116 

2 荷兰 7900935 7 印度 1875497 

3 印度尼西亚 5206840 8 希腊 1551624 

4 美国 3708758 9 澳大利亚 1473183 

5 法国 2333170 10 新加坡 1449634 
 

表 3  2014 年海水观赏鱼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Tab. 3  The primary import countries of marine ornamental fish in 2014 

排名 国家/地区 进口额(美元) 排名 国家/地区 进口额(美元) 

1 英国 5290982 6 韩国 2724987 

2 中国香港 4887384 7 法国 2554505 

3 意大利 4628537 8 中国(不含香港) 2443056 

4 德国 3495304 9 荷兰 2410029 

5 日本 3234072 10 美国 2356088 
 

2  海水观赏鱼研究进展 

海水观赏鱼的人工养殖技术尚未成熟, 只有少

数海水观赏类生物得到关注。目前研究较多的种类

为雀鲷科 (Pomacentridae)的小丑鱼和隆头鱼科

(Labridae)的波纹唇鱼(Cheilinus undulatus)。海马既

可作为药用生物 , 又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 故其相关

研究时常见诸报道。在海水观赏鱼中, 养殖技术已成

熟的鱼类主要有小丑鱼、 虎鱼科和天竺鲷(Apogon 

spp.)。海马养殖是近几年的一个热点, 其养殖技术现



 

154 海洋科学  / 2016年  / 第 40卷  / 第 10期 

已趋于成熟。 

2.1  主要品种 

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正在进行海水观赏生物

的人工繁育工作, Hyun 等[12]探究了不同光谱和褪黑

激素对小丑鱼生长激素的调节作用。鲍鹰等[13]进行

了红小丑人工繁殖和育苗的初步研究, 了解了红小

丑鱼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繁殖和仔鱼培养的条件, 为

进一步的生产性人工繁殖提供理论依据。Nelson等[14]

从巽他陆架海平面变化的角度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公

子小丑鱼的系统地理结构。滕力平等[15]在人工养殖

模式下, 模拟自然环境对野生的二线小丑鱼驯养使

其达到性成熟、配对和产卵, 用体视镜观察胚胎发育

过程并对其进行了生态学和形态学的相关研究。

Takeshi等[16]研究了海水中铜的浓度对小丑鱼幼鱼生

长的影响。叶乐等 [17]做了克氏双锯鱼 (Amphiprion 

clarkii)全人工亲鱼培育的试验, 结果说明全人工培育小

丑鱼亲鱼替代野生小丑鱼亲鱼是可行的, 而且所培育亲

鱼减弱了对海葵和珊瑚的依赖性, 更有利于其产卵。

Iwata 等[18]研究了实验室条件下公子小丑(Amphiprion 

ocellaris)的性别地位和领域行为。符致德等[19]报道

了小丑鱼的生物学特性及高效健康的人工繁育技术, 

为小丑鱼的繁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际

生产指导意义。Timm等[20]利用线粒体序列标记和微

卫星对公子小丑的种群遗传结构进行了分析。 

波纹唇鱼俗称苏眉 , 是一种名贵观赏鱼类 , 同

时由于其肉质鲜美 , 风味独特 , 也是一种高级经济

鱼类。Sadovy 等[21]对波纹唇鱼的繁育等生物学方面

进行了研究。王永波等[22]进行了波纹唇鱼亲鱼人工

环境下驯养培育试验, 总结了波纹唇鱼溃烂病的发

病机理、症状以及诊断防治方法。区又君等[23]用梯

度凝胶电泳法研究了波纹唇鱼 6 种不同组织的 5 种

同工酶 , 并分析了同工酶位点和酶谱表型 , 结果表

明波纹唇鱼 5 种同工酶系统具有不同层次的组织特

异性。陈国华等[24]于 2014年发明公开了一种波纹唇

鱼的人工育苗方法 , 能批量培育幼鱼 , 并已经申请

专利。 

海马既可以作为中药材, 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观

赏性。20世纪 50年代初就开展了海马的人工养殖研

究, 研究主要集中于饵料种类、投喂方式和包括养殖

密度、温度、盐度、光照、光周期等的环境因子对

海马幼体生长存活的影响。常见的养殖品种包括高

冠海马(Hippocampus procerus)、大海马(Hippocampus 

kelloggi)、吻海马 (Hippocampus reidi)、灰海马

(Hippocampus erectus)和三斑海马(Hippocampus tri-

maculatus)等[25]。 

海水神仙鱼属于棘蝶鱼科 , 种类繁多 , 拥有多

样的体型和色彩。其独特的魅力令海水鱼爱好者痴

迷, 不过其饲养难度却让不少人望而却步。海水神仙

鱼为杂食性鱼类 , 但是对环境状况要求较为严格 , 

这对海水神仙鱼的人工养殖产生了很大的难度, 少

数海水神仙鱼在试验条件下繁殖成功, 暂无规模化

生产, 市场上常见的海水神仙鱼基本来自野外捕获, 

往往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目前海水观赏鱼的研究多

集中在生态方面。 

与海水观赏鱼共生的一些虾类如猬虾科

(Stenopodidae)、鼓虾科(Alpheoidea)等, 它们晶莹剔

透, 色彩鲜艳, 小巧多变, 体形优美。既可以作为工

具净化水质 , 同时也可以作为观赏性动物 , 与观赏

鱼、生态造景相得益彰, 受到海水鱼饲养者的喜爱。

当前海水观赏虾的贸易数量越来越大, 阻碍观赏虾

贸易发展的原因主要是人工繁殖和规模化育苗技术

尚未成熟, 近年来在少数几个品种有所突破[26]。 

东南亚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对海水观赏鱼的研

究。越南已通过杂交技术成功使这一些海水观赏鱼

品种产生不同的颜色。泰国政府为了保护海洋珊瑚

礁鱼类, 对天然繁殖的观赏鱼品种有严格的限制捕

捞法令 , 从而转向大力发展人工养殖观赏鱼 , 目前

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2.2  体色研究 

海水观赏鱼的体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观

赏价值和市场价格, 改善体色是观赏鱼养殖中的一

项主要任务[27]。鱼类的体色和遗传、环境、营养等

因素均有密切关系。国内外对观赏鱼的体色研究较

多, 包括鱼类体色改变机理以及改善方法等[28]。目前

加强观赏鱼体色的方法主要是采用饵料增色剂和改

变其生活环境 , 随着科技的进步 , 现代生物技术也

逐渐应用在观赏鱼体色的改善研究中。 

Adeljean 等[29]研究了膳食中添加酯化虾青素对

公子小丑色素聚集、类胡萝卜素积累的变化, 以及类

胡萝卜素的各组成成分在公子小丑鱼皮肤中随时间

变化的影响。陈超等[30]研究了工厂化养殖模式下, 豹

纹鳃棘鲈(Plectropomus leopardus)的早期色素转变

过程, 并观察了螺旋藻粉和虾青素两种添加剂对其

幼鱼生长和体色变化的影响。周邦维等[31]探究了饲

料和光色对豹纹鳃棘鲈幼鱼生长、肤色及生理效应

的影响, 结果表明高蛋白低脂肪饲料、红色光照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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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皮肤类胡萝卜素含量。Ueshima等[32]通过对孔

雀鱼(Poecilia reticulata)皮肤色素细胞的相撞杂交试

验, 结果表明黑色素细胞内黑色素受等位基因 B和 b

控制。黄永政等 [33]利用性反转法 , 在红斑马

(Brachydanio rerio)幼鱼饵料中添加 17-α甲基睾酮

促使性腺分化不深的雌鱼转化为雄鱼, 从而获得肤

色艳丽的红斑马鱼。Gomelsky等[34]通过雌核发育技

术初步研究了锦鲤(Cyprinus carpio)皮肤色素的遗传

机制。应用新的生物技术如单倍体育种、多倍体育种、

核移植、性反转法、雌核发育及转基因技术等[35, 36]

与传统的人工选育方法相结合, 将打开观赏鱼体色

研究一扇新的大门。 

2.3  其他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海水观赏鱼的疾病、水质、养殖

设备等方面分别做了相关研究。郑伟等[37]先后做了

海水观赏鱼疾病方面的报道, 指出了海水观赏鱼常

见的疾病如珊瑚礁鱼类疾病, 白点病, 绒状病, 斜管

虫 (Chilodonella)病 , 车轮虫 (Trichodina)病 , 淋巴囊

肿病, 上皮囊肿病, 烂鳍烂肤病, 红点病等的预防及

治疗方法。一些研究者从观赏鱼养殖的基本设备, 水

族箱设计、养殖技术等方面分析探讨了水族箱的设

置和饲养品种选择与搭配等方面。还对某些鱼类心

理特征进行了探索, 从鱼类的光反应、趋光特征的机

理, 空间定位特性, 条件反射及记忆特性, 性格等方

面进行了系列相关研究[38]。刘振乡等[39]进行了海水观

赏鱼淡化的尝试, 捕获雀鲷科的梭地雀鲷(Abudefduf 

sordidus)、七带雀鲷(Abudefduf bengalensis)及五线雀

鲷(Abudefduf vaigiensis)等 90余尾, 分成 3组分别投入

到不同比重的咸淡水中试验饲养 40 d, 结果表明横带

雀鲷属为广盐性鱼类, 适合淡水化。 

3  海水观赏鱼产业存在的问题 

全球观赏鱼贸易品种约有 1 600余种, 其中海水

观赏鱼品种交易量和贸易额仅占总量的 10%~20%, 

海水观赏鱼产业存在的问题不容小觑。目前国内外

对海水观赏鱼的基础研究、市场开发及成果推广投

入较少, 缺乏对海水观赏鱼人工繁育、市场贸易、包

装运输及其周边配套设施等一系列技术研究的开

发。以下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海水观赏鱼产

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3.1  鱼种来源 

现阶段海水观赏鱼的来源主要是依靠捕捞野生

鱼类。部分国家的采货者使用毁灭性方式如氰化物

麻醉、炸药炸鱼等捕捞海水观赏鱼, 采用这类捕捞方

式 , 很多鱼在采集作业中就已死亡 , 不仅会破坏海

水观赏鱼资源 , 而且危害珊瑚礁的生态系统 , 导致

观赏鱼不能可持续供应。海水观赏鱼的引种运输过

程较为复杂 , 有研究报告显示 , 海水观赏鱼运输过

程中的死亡率很高, 从捕捞至到达市场和消费者手

中时, 死亡率高达 70%~90%,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观赏鱼贸易的正常发展。 

3.2  养殖成本 

海水观赏鱼与其他养殖动物相比, 养殖成本高

昂, 市场价格也水涨船高。海水观赏鱼的饲料, 特别

是幼鱼的开口饵料研究仍处于试验阶段, 不能满足

各种鱼类的需求。海水观赏鱼人工驯养品种少, 对生

活环境要求苛刻。除水族馆外, 海水观赏鱼大多饲养

在玻璃水族箱中 , 水族箱体积小水体少 , 环境因子

的稍微变动就容易引起水质的较大变化, 而且许多

养殖爱好者缺乏足够的知识, 导致养殖期间鱼体的

死亡率从较高。尤其是内陆和北方地区由于水质和

温度的原因饲养海水观赏鱼饲养难度更大。 

3.3  疾病控制 

另外, 海水观赏鱼类存在的鱼病问题不容忽视, 

各国家和地区间海水观赏鱼的贸易愈见频繁, 但目

前没有出台相关海水观赏鱼检验检疫法规, 在引进

海水观赏鱼的同时很可能会带来一些对当地有危害

的细菌、寄生虫等, 造成不良影响, 在国内外鱼类引

种中已有深刻教训, 对此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当前市面上并无专门的海水观赏鱼药物出

售, 海水鱼爱好者多是用一些淡水鱼或海水经济鱼

类的药物进行简单治疗 , 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 观

赏鱼养殖和配套器材制造技术薄弱, 艳丽的野生鱼

经过人工饲养颜色变淡等, 均对海水观赏鱼产业的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4  人为因素 

同时, 海水观赏鱼产业缺少政府的引导和扶持, 

行业组织结构不完善, 造成海水观赏鱼市场紊乱。由

于海水鱼门槛高 , 研究成本大 , 让一些喜欢海水观

赏者望而却步。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有效的售

后服务 , 海水观赏鱼是一个长期的养殖过程 , 许多

爱好者并没有足够的饲养知识技能, 需要专业人员

提供技术指导。而销售商往往是将鱼卖给消费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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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闻不问 , 忽略了后面的服务指导环节 , 消费者饲

养海水观赏鱼容易失败。以上因素, 均在不同程度上

制约了海水观赏鱼产业的发展。 

4  前景展望 

观赏鱼养殖及其文化成为人们一种健康、高雅

的生活标志。海水观赏鱼以缤纷靓丽的色彩, 优雅多

变的姿态而倍受青睐。在追求生活质量的当代, 海水

水族让人们眼前一亮 , 可以减轻青年工作的压力 , 

可以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可以让孩童开阔视野增长

见识。观赏水产养殖学也走进了高校课堂, 受到众多

学生们的喜爱。而且海水观赏鱼作为一种富有生命

力的天然艺术品, 从艺术角度丰富了文化内涵。因此, 

海水观赏鱼作为宠物新星, 已然形成了另一种时尚

潮流。 

4.1  市场前景广阔 

养殖观赏鱼可以给人们带来多方面的好处, 能

够陶冶情操 , 促进身心健康 , 同时可以营造绿色环

境, 美化生活[40]。猫狗宠物由于粪便处理麻烦以及身

上寄养病毒细菌可能给人带来危害, 鸟类也会产生

较多的噪音。相比之下, 饲养观赏鱼宠物就没有这么

多的麻烦, 也更利于我们的健康。从生物学角度讲, 

海水水族观赏鱼因种群小 , 不易对造成生物入侵 , 

破坏原来稳定的环境[41]。而且, 水族缸还可作位天然

的室内加湿器, 改善空气环境。不仅如此, 海水观赏

鱼产业具有占用水域面积少、投资少、周期短、回报

率高、产业链延伸较广和产品附加值较高等特点, 可

以吸收多余的生产劳动力, 不仅增加渔民收入, 还为

繁荣区域经济开辟了新途径, 在当今产业改革升级

的重要时期, 是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措施[42]。 

4.2  产业体系日渐完善 

近年来, 国内外对于海水观赏鱼的研究逐渐增

加 , 要把海水观赏鱼产业做大做深 , 首先要解决鱼

的来源问题, 把对野外资源的依赖转换为发展海水

观赏鱼的人工繁育技术。需要加强科研投入, 在可持

续发展观念前提下, 完善产业布局, 深化产业结构, 

从鱼种开发、安全生产到高效运输、饲料研发、疾

病防治、养殖设施、销售渠道、售后服务、技术指

导以及具有观赏价值的休闲渔业等各个环节入手 , 

打造一条完整而成熟的产业链。政府引导、行业协

会组织海水观赏鱼的科普展览、养殖比赛和养殖技

术交流推广会, 吸引和培养更多的人了解和养殖海

水观赏鱼。在海水观赏鱼规模化繁育成功, 解决数量

瓶颈后 , 行业及国际间加强交流合作 , 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 在现有品种的基础上开发新的观赏鱼种类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兼顾海水观赏鱼周边配

套设施开发, 如人才培养, 水族设备、水族造景、专

用饲料, 疾病防治、包装运输、后期服务等方面的协

调发展。这样, 从海水观赏鱼的养殖繁育、收购商家、

贸易市场到水族店、消费者, 形成了一条健康完善的

产业链, 随着对海水观赏鱼繁殖和发育的研究不断深

入, 相信海水观赏鱼的大规模商业化必将成为现实。 

4.3  中国的海水观赏鱼产业 

中国的海水观赏鱼产业欣欣向荣, 挑战与机遇

并存。在现阶段海水观赏鱼产业面临以下制约因素: 

(1)传统观念束缚: 中国历史悠久, 受传统消费观念

影响, 百姓往往更注重实体消费而忽视了生活体验

和精神满足的新型消费理念, 认为花高价格饲养海

水观赏鱼是一种浪费, 这直接限制了国内海水观赏

鱼产业的快速发展; (2)专业技术缺失: 中国的观赏

鱼养殖水平参差不齐, 技术传授难 [43], 加之南海和

台湾地区的野生海水观赏鱼资源过度捕捞, 产品档

次较低 , 很难突破贸易壁垒 , 在国际上形成鲜明的

品牌特色。产品没有竞争力, 导致中国海水观赏鱼导

致国际市场的萎靡。 

海水观赏鱼作为朝阳产业, 野生资源供不应求。

中国应当抓住机遇, 大力发展海水观赏鱼的人工养

殖技术。一方面引进、选育新的养殖品种, 政府加大

对海水观赏鱼的扶持和宣传力度, 引导群众新的消

费观念, 拓宽国内市场; 一方面严控把关, 提高观赏

鱼质量, 树立品牌意识, 增加国际市场份额[44]。面临

着良好的社会环境、崭新的发展机遇和日益繁荣的

贸易市场, 中国的海水观赏鱼产业将成为富有活力

的新兴产业,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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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their indescribable beauty and being gorgeous, colorful, and graceful, marine ornamental fish 

are popular in the ornamental fish marke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ndustry statu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ma-

rine ornamental fish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related data, discusses the existence of few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of marine ornamental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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