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王春植

近日，在山东省烟台市结束的“2024
三文鱼产销大会”上，业界普遍认为国内
三文鱼市场消费前景广阔，市场需求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趋势。与会
水产专家则表示，未来，国内鲑鳟鱼海水
养殖突破种源种苗等技术问题后，虹鳟

“陆海接力”创新养殖模式将成为加快行
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全球水产品贸易大宗品
类中，三文鱼贸易额排在第一位。全
球养殖鲑鳟鱼产量持续增长，2021 年
首次突破 400 万吨，其中鲑鱼占 70%、
鳟鱼占 30%。

“过去 10 年，中国鲑鳟鱼养殖产量
持续在 4.5 万吨左右。”中国水产流通与
加工协会会长崔和表示，2024 年，国内
三文鱼市场供应量平稳，市场需求处于
缓慢增长阶段。为了更好地满足中高
端市场消费需求，减量提质是今年三文
鱼市场最显著特征，更多的企业为了产
出大于 3.5 公斤的高品质高附加值三文
鱼，宁愿拉长养殖周期，而小规格鱼上
市量减少，从而生产成本高，产品价格
处于高位。

“如今，随着年轻人逐渐成为三文鱼
消费主要群体，加之各地结合饮食习惯
研发的本地菜肴不断出现在国内市场，
未来三文鱼在国内市场消费空间仍待拓
展。”崔和认为，伴随着国内现代化装备、
陆基循环水养殖、深远海养殖等生产模
式越来越先进，三文鱼产量仍有提升空
间，虹鳟产量占优势，大西洋鲑等其他鲑
鱼占比增加。

“我国的鲑鳟鱼海水养殖目前处于

试验探索阶段，试验探索的养殖模式包
括陆基工厂化和海上网箱。”国家海水鱼
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关长涛介绍，目
前国内陆基工厂化养殖鲑鳟鱼多采取工
厂化循环水养殖，在山东、浙江、辽宁、青
海和新疆等地都有分布。

“国内鲑鳟鱼海上网箱养殖以青岛、
烟台、日照等地‘陆基工厂+深远海网箱’
模式为主。”关长涛指出，未来在鲑鳟鱼
海水养殖发展中，要重点解决种源种苗、
水源海域、疾病防控、技术模式等问题。

近年来，虹鳟养殖已逐渐被国内市
场高度认可，消费市场多元化，产品形态
多样化，很受消费者欢迎。但由于虹鳟
养殖以内陆淡水为主，产能不足且存在
区域性集聚特性，市场供应水平仍待进
一步提升。

“尽管国内具备虹鳟三倍体制种技
术，但国产三倍体苗种供给还不充足。”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
所鲑鳟遗传育种与陆海接力养殖联合
攻关创新团队首席、国家特色淡水鱼技
术体系鲑鳟种质资源与品种改良岗位
科学家徐革锋认为，虹鳟作为国际化品
种，全球产能有待提升，尤其海水养殖产
量具备巨大提升空间，因此向深远海拓
展养殖空间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趋势。

“在我国北方，深远海养殖度夏是一
大难题，培育耐高温和高产新品种成了
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徐革锋表示，虹
鳟“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将推动现代渔业
向深远海转型升级，未来要依托国家虹
鳟联合育种平台，深化科企合作，建立虹
鳟商业化育种联合体，牢牢掌握种业芯
片，实现种源自主可控。

三文鱼养殖“陆海接力”成为发展趋势

近年来，新疆乌什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泉水资源，发展冷水鱼养殖产业，目前已
经建成全疆最大的条形池冷水鱼养殖基地，主要养殖三文鱼、中华鲟等鱼种，产品销
往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预计今年年产值达到953万元，年利润达到479万元。图为
养殖场生产场景。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陈银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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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聚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说起鹅肉，人们想起的可能是东北
农家里一揭开锅盖便热气腾腾、浓香扑
鼻的铁锅炖大鹅，或者是广东街头通身
闪烁着诱人糖色、咬一口香脆多汁的广
式烧鹅，也可能是江苏扬州小巷里鲜咸
可口、皮薄肉厚、嚼劲十足的盐水鹅。

全国各地围绕着鹅肉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菜品，但是作为我国三大家禽之
一，鹅的存在感相对较弱。一方面是因
为地域性消费习惯不同，各地对鹅肉消
费热情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是由于鹅繁
殖率不高、饲料报酬较低，导致其生产
成本较高、产量较少。近日记者到扬州
采访得知，当地正通过育种提高鹅繁殖
率，降低生产成本，满足多元化的市场
需求。

“小众”也有需求

鹅肉消费相对“小众”，有着数据上
的直观表现。从产量来看，相关统计显
示，2023 年我国肉鸡出栏量达到 130 亿
只，肉鸭出栏量也有42亿只，而商品鹅出
栏量只有 5 亿多只。并且近年来鹅出栏
量和存栏量都相对稳定，并未有快速增
长势头。从价格上来看，市场上活鹅能
卖到十几块钱一斤，鹅肉产品更是动辄
几十块钱一斤，让很多消费者感叹鹅肉
价格太贵。

之所以产量低、价格高，是因为鹅品
种特性决定了其产蛋量少、繁殖率低、生
长期长，进而导致鹅苗贵，养殖成本偏
高。“我国鹅品种资源丰富，从体型来看，
有大型品种狮头鹅，中型品种皖西白鹅、
四川白鹅等，小型品种有豁眼鹅、伊犁鹅
等，但是所有品种的产蛋量都不算高，全
国各地鹅产蛋量平均水平只有40~50枚，
而鸡鸭产蛋量能达到 200 多枚，甚至 300
枚。”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徐琪介绍。

同时，鹅肉消费又具有多元化、地域
性特点。例如扬州盐水鹅要求鹅肉脂肪
薄、瘦肉多，肉质老一点；而广式烧鹅则
要求脂肪稍多一点，肉质更嫩一点。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满足多元
化市场需求，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
学院育种团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
选育鹅品种。畜禽育种专家赵万里带领
团队历时 16 年培育出扬州鹅，其成为我
国肉鹅行业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品种。扬
州鹅生长速度相对较快，70天能长到7斤
重，同时具有皮薄肉厚、脂肪少的特点，

满足了扬州盐水鹅的制作需求，受到本
地市场的欢迎。

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对大体型肉
鹅、低价鹅苗需求的不断增强，扬州大学
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育种团队发现原有
扬州鹅品种性能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如何选育出产蛋更多、体型更大、生
长更快的地方鹅品种，成为新的难题。

多产蛋有多难

一靠近高邮湖畔的扬州天歌鹅业发
展有限公司扬州鹅育种中心，嘹亮的鹅
叫声立刻在耳边聒噪起来。

育种中心三面环水、地势较低，满足
种鹅生长中的水源需求。在育种中心内
部，一排排大圈舍又用围网分割成一个
个小圈舍，每个小圈舍里都有 7 只鹅，其
中6只是母鹅，1只是公鹅，构成了一个家
系，可以理解为一个家族。

“鹅是群居性动物，不能像鸡一样单
独饲养，以家系为单位饲养种鹅，能够减
少应激。”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教授张扬说，以往鹅品种的选育都是
以家系为单位。

要提升鹅的产蛋性能，就要不断
寻找产蛋量更多的鹅，一代代筛选下
去 ，使 得 高 产 蛋 性 能 成 为 稳 定 的 性
状。但是鹅品种的选育过程是以家系
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就意味
着只能找到产蛋量最多的家系，而无
法精准筛选产蛋量最多的鹅，极大影

响了品种选育效果。
张扬介绍，为了精准测定鹅个体的

产蛋量，有人尝试过把母鹅单独关在笼
子里，但是鹅应激过于严重，无法得到真
实的产蛋数据。很多育种专家都对这一
难题束手无策，甚至提出“研究工作到此
为止了”的观点。

育种团队并未放弃，开始探索各种
测定方法。徐琪和团队成员用了 3 年时
间系统观测了鹅的产蛋规律，在每年冬
春季节的产蛋高峰期，夜以继日观察记
录鹅产蛋数据，发现了鹅产蛋节律、产蛋
间隔、连产性能等重要信息，研发了一套
鹅智能产蛋记录系统，实现了对鹅个体
产蛋量的精准测定。

在扬州鹅育种中心的鹅圈里，记者
了解了这套产蛋记录系统的妙用。只见
一只母鹅正趴在窝里，不多一会站起身，
腿边有了一枚拳头大的洁白鹅蛋，鹅蛋
顺着与窝连通的管道滑到了圈外的蛋槽
里，与其他母鹅所产的蛋按照前后顺序
排列。母鹅在窝里产蛋时，腿上的金属
脚环已经被自动识别，产蛋时间也已被
精准记录，这样就能够确定哪只母鹅在
什么时间产了哪枚蛋。

在育种中心实验室，记者在电脑上
看到了所有母鹅的产蛋数据，根据这些
数据就能找到产蛋最多的鹅，选育变得
精准又高效。

“通过对个体产蛋量的精准测定，我
们对扬州鹅进行了持续选育，培育出了

新品种，年产蛋量已经从 70 枚左右提高
到了78枚左右，体重也从7斤提升到了8
斤多。”徐琪说。

要肉也要毛

制作扬州盐水鹅，胸肌是最佳部
位。养殖户发现，胸肌不够饱满的肉鹅，
常常会被采购商和加工商压价。为了满
足地方养殖需求，扬州大学育种团队在
新品种选育中探索如何提升胸肌含量。

要选育出大胸肌鹅，不能仅仅通过
体重来筛选。徐琪介绍，由于鹅皮下及
腹部具有很强的脂肪沉积能力，并且不
同个体脂肪沉积差异较大，因此需要研
发专门测定胸肌的方法。

为此，育种团队开发了胸肌测定方
法，只需用带刻度的针刺穿胸肌，得到胸
肌厚度，再用卡尺测量鹅胸肌部位宽度
和厚度，就能够计算出胸肌体积。这个
过程不会给鹅带来损伤，解决了活体测
定难题。经选育胸肌率达 7.5%以上，满
足了盐水鹅的加工需求。

在追求产肉率的同时，不能忽视了
产肉成本。相比于鸡鸭，鹅的饲料报酬
率更低，每只鹅吃 3.5 斤饲料才能长出 1
斤肉，而目前白羽肉鸡能达到吃 1.6斤饲
料长出1斤肉。近些年饲料价格的波动，
更是推高了鹅养殖成本，因此选育饲料
报酬率更高的肉鹅品种成为必要。

但是，在畜禽品种选育中，饲料报酬
率测定一直是个难点，因为在群体养殖
中测定个体采食量非常困难。扬州大学
育种团队再次钻研创新，研发出鹅饲料
报酬率的测定“神器”。这个测定设备上
端是饲料储存器，下端喂食器底部有一
个网络电子秤，鹅来吃料时要经过一个
木板制作的“关卡”，每次只能进入一只，
这样就能够识别记录每只鹅的采食量，
最终得到料重和增重的比率。

鹅产业除了供应鹅肉，鹅毛鹅绒也
是重要的产出。在鹅的每只翅膀上，有
3~4根羽毛是优质鹅毛，适合用于制作羽
毛球，鹅绒则广泛用于制作羽绒服、鹅绒
被等保暖产品。目前行情好的时候，一
只鹅身上的鹅毛就能卖到20~30块钱。

但是，多产肉与多产毛，似乎不可兼
得。徐琪担心，在集约化养殖趋势下，鹅
生长环境离开了水，并且养殖周期缩短，
会影响羽毛的质量。

这为育种团队提出了新的课题，“我
们准备开启一项新的选育研究，探索在
现有养殖条件下如何提升鹅绒质量，实
现毛肉兼得。”徐琪说。

2023年，商品鹅出栏量只有5亿多只，和肉鸡肉鸭相比微不足道，但育种人
员也由此看到了潜力和商机——

育种创新让扬州鹅畅游“小众”市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近日，一批货值 25.9 万美元的全脂
乳粉从天津新港口岸出境，到达新加
坡。这是宁夏首次实现全脂乳粉出
口，标志着宁夏又一特色产品进军国
际市场。

宁夏全境属于生产高端牛奶的“天
然牧场”，是业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
2023 年，全区奶牛存栏 92 万头，存栏量
增速连续 5 年全国第一，生鲜乳产量
430.6万吨，全产业链产值802亿元，奶业
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宁夏先后为北京
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多个重大赛事活
动供应乳制品。

为助力特色乳粉产品顺利走向国际
市场，在接到企业关于出口全脂乳粉的
业务咨询电话后，兴庆海关第一时间为
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企业通过“单
一窗口”正确申报，为其签发《兽医卫生
证书》和《健康证书》。同时，针对奶制品
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海关还优化检
验监管模式，实现随报随检、随验随放，
在出口货物查验、检验检疫签证上释放
更多政策红利。

如今，宁夏奶制品正远销海内外。
仅 2023 年，兴庆海关助力企业出口奶制
品 34 批次，货值约为 21.71 万美元，货物
销往缅甸、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
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市场。

宁夏
全脂乳粉首次打入国际市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

为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
略，推进农村兔业发展，加快农村兔业养
殖人才技能提升，培育地方兔业特色产
业，拓展兔产品营销渠道，今年 4 月，中
国畜牧业协会培训部联合兔业分会共同
开展“中国畜牧业协会乡村振兴科技下
乡行动——兔业分会养殖技术系列培
训”，如今已成功举办一期，为 150 多位
县乡养殖人员提供了免费培训，并计划
在不同省份县乡常年举办。

据介绍，接下来的每一期的培训将
遴选优秀培训实操基地，根据地方养殖
特色定制培训内容，包括品种选择、养殖
技术、疾病防控、市场营销等方面，确保

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相结合。
主办方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培训工

作，通过开展培训，将最新的养兔技术
和市场动态传递给广大技术人员和从
业者，促进整个行业的交流和合作；吸
引更多有志于从事养兔行业的人才加
入，为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培养技术骨
干和中坚力量，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
水平和人才素质；通过提高养殖效率
和质量，提升我国养兔行业的整体技
术水平。同时通过组织兔业科技下乡
行动，进一步推动我国养兔行业的持
续发展和繁荣。

据了解，下一期培训将于6月19日~
21 日在重庆市铜梁区举办，养殖企业和
养殖户报名后可免费参加。

第二期全国养兔技术培训班将在重庆举办

□□吴文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以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就近消纳、综
合利用为主线，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推广
沼液水肥一体化、异位发酵和立页增氧等
技术，形成“稻—饲—菜”“果—草—畜”轮
作模式。2023 年，全区生猪出栏 6.4 万头，
家禽出栏 688万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 93%以上，规模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
套率达 100%。

“水吉镇是农业大镇，周边农户种植大
片水稻、玉米、芥菜等作物，我们逐渐形成
了符合闽北农业生产实际、具有奶牛场特
点的‘沼液返田施肥、水旱三季轮作’的吉
翔农牧生态园。”建阳区吉翔牧业总经理潘
建东说。

农牧生态园如何打造种养循环体系？
一方面，公司通过订单农业每年与周边
3500 多亩饲草果蔬基地签订种植合同，年
产出安全优质沼液肥 10 万吨，为果树、蔬
菜、烟草等经济作物提供优质牛粪有机肥
1.2 万吨，覆盖面积 2 万多亩。另一方面，农
户采用“稻—饲—菜”“果—草—畜”的轮作
方式，可使每亩地增收 5000多元，提供奶牛
青饲料 1.5万多吨、芥菜 1万多吨，农户增收
1320万元。

“以养带种、以种促养、农牧高效结合”
的生态圈如何形成？强化顶层设计，明确
生态农业发展方向。建阳区组建专家顾问
和编制规划团队，编制《建阳区畜牧业发展
规划（2020-2030）》《南平市建阳区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整区推进项目实施方案》，大

力推广种养结合循环模式，加速提升畜禽
粪污的处理利用水平。通过探索使用发酵
罐、异位发酵床等模式，鼓励养殖场为周边
农户无偿提供沼液输送、运输、贮存设施设
备，无偿提供沼液给周边农户作有机肥用，
实现了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全量利用和养殖
污水的零排放，带动了农民降本增收。

强化要素支撑，建立种养对接机制。
建阳区依托养殖场周边种植业优势，打造
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农牧结合、循环发展
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机制。按照“就地
消纳综合利用”“配套循环利用”“污水肥料
化利用”等模式，建成了智能干清粪系统、
二次固液分离系统、沼液处理—贮备—泵
灌系统、种植基地沼液肥施用设备等配套
设施，解决固体粪污、沼液还田“最后一公

里”问题。
强化平台带动，打造示范样板。建阳

区积极组织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和规模
养殖场进行种养对接，建立利益联合机
制。牧业公司与种植基地签订种植合同，
采用沼液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水稻、
饲用全株玉米、芥菜”每年三种作物水旱轮
作的连续种植，年产水稻 2000 吨、玉米
1.5 万吨、芥菜 1.4 万吨，年创收 1000 万元，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强化资源利用，推动可持续发展。建
阳区形成了“主体小循环、种养大循环”的
资源化综合利用模式，建成牛粪生成牛床
垫料系统，实现内部小循环综合利用；产出
的沼气、沼液、沼渣用于提供能源、有机肥
生产、施肥等，实现种养大循环。

福建南平市建阳区

农牧生态园实现种养大循环

在江苏扬州鹅育种中心，育种团队在对扬州鹅进行笼养实验，观察其行为学和
生长性能。 资料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6月 12日，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指导，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
学会编制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
（2024）》（以下简称“报告”）在江苏省盱眙县
发布。报告全面反映了 2023 年度我国小龙
虾产业养殖生产、加工、流通、消费、进出口
贸易、品牌建设、节庆活动、政策和科技支撑
等情况，分析了小龙虾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

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小龙虾产业蓬
勃发展，成为我国渔业产业链最完整、综合
产值最高的产业之一，在保障菜篮子产品稳

定供给、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告显示，2023 年，小龙虾养殖面积
2950 万亩、产量 316.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5.36%和 9.35%，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小龙虾
养 殖 产 量 占 全 国 淡 水 养 殖 总 产 量 的
9.26%。其中，稻虾综合种养面积 2530 万
亩、小龙虾产量 275 万吨，占全国小龙虾养
殖面积和产量的八成以上。小龙虾加工量
140.23 万吨，占小龙虾养殖产量的 44.36%，
小龙虾加工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小龙虾流
通规模不断扩大，渠道不断拓宽，效率不断
提升，小龙虾现代流通体系不断健全。小
龙虾价格同比有所下降，上市和下市时间

比往年略有提前，除第一季度价格较高外，
其余时间价格普遍低于 2022 年。小龙虾出
口量额双降，贸易顺差约 1亿美元。小龙虾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不断推进，带动加工、餐
饮、生鲜、旅游、人文等品牌协同发展。以
小龙虾为主题的节庆展会活动遍地开花，
点亮节庆经济。

2022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推进稻
渔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对包括稻虾综合种养在内的稻渔产业做了
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各地抓住有利时
机，围绕夯实养殖生产、推进全产业链和集
群发展加大政策创设、资金支持和科技支
撑，有力推动了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但

同时，当前小龙虾产业新旧问题交织，养殖
效益有所下滑，良种短缺，繁育体系不健
全，产地市场流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加
工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针对主要问题
和小龙虾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报告就科
学规划引导、夯实养殖生产、加强种业建
设、促进流通加工、培育发展新业态等 5 方
面提出建议。

自 2017 年以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中国水产学会每年公开发布中国小龙虾
产业发展报告，为政府决策、科研和技术推
广、生产经营提供了重要参考帮助。（报告中
的数据如与官方统计有出入，以官方统计数
据为准。）

《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