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0.9.12渔业 编辑 /设计：葛勇进 电话：0571-86757195 E-mail：gyj1888@163.com

该研究成果为我省近海复合

型渔场渔业资源养护与修复、可持

续利用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也

为沿岸大型涉海工程生态修复提

供了范例，促进了渔民增收、渔业

增效和渔村振兴。据了解，自

2008年以来，该研究成果已在东

部沿海地区推广应用，并取得了明

显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

修复保护了渔业资源。该研

究成果通过建设10个产卵场保护

区、完善休渔制度管理、制定可捕

规格和幼比限量标准、提供渔业执

法依据等技术措施，为我省立法保

护渔业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有效

保护了传统鱼类的产卵场、索饵场

及幼鱼资源，缓解了近海捕捞压

力，修复并保护了海洋渔业资源。

促进了渔业提质增效。该研

究成果还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涉

海工程渔业资源生态补偿修复工

作提供了完整的人工增殖修复技

术方案，通过增殖、修复、放流关键

技术的推广应用，共同提升了渔业

资源自然群体的补充能力和人工

增殖修复能力，带动了东海渔区大

黄鱼、曼氏无针乌贼、三疣梭子蟹、

海蜇等优质渔业种类产业的发展，

使浙江成为全国优质渔业增养殖

品种的主产区，并带动了相关产业

的发展，促进了渔业产业提质增

效。通过数年的实践，形成了一套

可借鉴和复制的浙江创新经验，成

为全国样板。

以舟山某示范性渔业合作社

为例测算：最近3年，该合作社通

过应用该研究成果，新增曼氏无针

乌贼、大黄鱼、银鲳、鲐鱼等养殖种

类，捕捞量明显增加，全年平均新

增海洋捕捞收入6.2亿元，新增利

润2.3亿元，推动了海洋渔业转型

升级，促进了渔业产业发展，加快

了渔乡经济发展和繁荣。

蒋日进

研究成果应用成为全国样板

渔业资源是指天然水域中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鱼、甲壳类、贝、藻和海兽类等经济动植物的总体，是渔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

来，由于过度捕捞，加上海洋环境污染，海洋渔业资源出现不断衰退的现象，面临“东海无鱼”的困境。海若无鱼，何以渔？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提升现有的资源养护技术水平迫在眉睫。日前，在杭举行的2019年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浙江省海洋水产

研究所与浙江海洋大学合作的“浙江近海渔业资源养护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获省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这项研究成果，让“东海鱼仓”重现生机

我省是海洋渔业大省，素有“东海鱼仓，中国渔都”之美誉。东海渔场

是沿海居民的衣食之源。然而，受长期高强度捕捞及海洋生态环境变化

影响，我省渔场面临“无鱼”困境，传统的东海四大经济鱼类中，大黄鱼、墨

鱼已濒临灭绝。

如何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提升资源养护技术水平，让

“海上鱼仓”重新充满生机？该研究项目围绕我省实现渔场修复振兴目

标，在具有较高生物多样性和多层次高生物群聚度的浙江近海渔场，从

“栖息地保护、幼鱼养护、资源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同时，融合应用

渔业资源评价、遗传多样性分析、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方法，通过10余年

的监测调查与研究，开发了以重要渔业资源幼体和产卵亲体保护为主、人

工增殖放流修复为辅的资源养护技术，突破创新了幼鱼自然资源保护和

人工增殖养护关键技术，有效增加了浙江近海重要渔业资源量，形成了

“从单一物种养护向多种类立体保护”“自然栖息地原位保护和人工修复

相结合”的渔业资源综合养护技术体系，丰富了渔业资源保护技术手段。

该成果在我省渔场推广应用后，修复了海洋渔业资源，保护了海洋生态系

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四大创新重振东海鱼仓

设立浙江省复合型产卵场保护区（左）和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右）

该研究项目创新了渔业

资源评价方法。传统的渔业

资源调查方法以海上现场定

点采样观测为主，存在较大

的偶然性，调查信息搜集不

全，工作效率较低。该研究

项目开发了 10 种个性化电

子渔捞日志，建立了海洋渔

业资源遥感信息实时采集数

据库平台，发明了无人机水

面自动采集系统、海洋鱼类

和浮游生物新型采集网具，

提高了渔业资源监测调查效

率，制定了浙江渔场渔业资

源调查技术规范、海洋渔捞

日志规范、海洋捕捞信息采

集规范等标准，完善了渔业

资源综合监测调查体系。

重新界定了“三场一通

道”。“三场一通道”是指渔业

经济种类的产卵场、索饵场、

越冬场和洄游通道。掌握重

要渔业资源的“三场一通道”，

是保护渔业资源的基础。通

过近10年的调查分析，该研究

成果系统掌握了重要渔业资

源的鱼卵、仔稚幼鱼、成鱼及

其产卵亲体的时空分布与生

境因子的关系，首次划定了宽

体舌鳎、凤鲚、鮸、日本对虾4

种经济种类的“三场一通道”，

重新界定了带鱼、小黄鱼、银

鲳等15种主要经济种类的“三

场一通道”，揭示了其“三场一

通道”的形成机制和变化规

律，证实了“一些近海重要渔

业经济种类的近海栖息地已

发生明显变化”的推断，为渔

业资源保护区的精确划选提

供了基础信息。

创新了近海渔业资源养

护措施。传统渔业资源利用

方式是大鱼小鱼一网打尽，

即酷渔滥捕，导致海洋幼鱼

资源迅速枯竭。该研究项目

优化设计了标准化网具，制

定了渔业资源可捕标准和幼

鱼限量比例，规范了渔具渔

法和捕捞生产行为，减少渔

获幼鱼的比例，完善放流过

程控制、标志技术、跟踪监测

等方法，制定了12项技术标

准，实施了海洋生态修复放

流，建立了以重要种类幼鱼

和亲体保护为主的多种类立

体式养护技术措施，使得幼

鱼资源迅速补充。

调查评估结果表明，2014

年以来浙江沿岸的幼鱼发生

量（补充量）年均增幅达60%

以上，春季近海亲体资源密度

增加了近10%，总体的资源密

度指数增加了近4%。曼氏无

针乌贼、大黄鱼等渔业资源密

度近3年连续上升，使近海消

失了近20年的曼氏无针乌贼

达到了2000-3000吨的年产

量，让人们重新享受这一海产

美味。

构建了近海渔场资源综

合养护体系。该研究项目推

动了近海地区建立10个渔业

种类产卵场保护区，优化了伏

休渔时间，制订了幼鱼限量比

例、增殖放流操作、网具尺寸

控制等系列标准规范，确立了

渔业资源养护效果复合评价

指标。同时，提出了渔业资源

增殖保护补贴、油补政策等多

项管理措施，制作了13种海洋

捕捞作业方式的科普视频，向

渔民广为宣传，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近海渔场资源综合养护

技术体系。

渔业部门实施多品种、大规模幼鱼资源放流活动，修复海洋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