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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市草食牲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家兔
综合试验站、铜梁区畜牧发展中心共同
主办的2024年家兔健康高效养殖技术培
训，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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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站）培训，在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
举行。

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贺德
华介绍，近年来，重庆肉兔产销两旺。
2023 年，全市兔出栏 2276 万只、同比增
长 5.8%，兔肉产量 3 万吨、同比增长 6%。
重庆作为中国肉兔主产区和兔肉主销
区，年均消费量约 10 万吨，兔肉消费缺
口 6 万吨，占全国总消费量的 20%以上，
产业区位优势突出，位列全国前三。

培训期间，主办方邀请中国畜牧业
协会兔业分会、河北农业大学、山东诸城
信达兔业、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等

单位的多位专家围绕品种选择、养殖技
术、疾病防控、市场营销等方面内容进行
授课培训。为进一步帮助养殖户提高技
术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专家还在重庆
兔管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土桥镇的
示范基地，对相关养殖技术进行了现场
技术教学。

来自山东、四川、河南等多个省市肉
兔养殖示范基地及种兔场、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和养殖大户等共计 100余人参
与本次培训。

贺德华表示，本次培训是 2023 年农
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肉兔健康高
效养殖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项目的落地
措施之一，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市
草食牲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家兔综
合试验站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积极引
进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深
化与各地的交流合作，携手构建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的兔产业链条，全力提升家
兔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重庆市举办家兔养殖培训

重庆市家兔健康高效养殖技术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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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北方部分地区旱情发展迅速，为积极应对灾害天气，抓好灾后生产恢复，降

低水生动物疫病发生和传播风险，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联合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农业农村部水产养殖病害

防治专家委员会为防汛抗旱提供了指导意见。

行业动态

6 养殖市场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郑海燕 新闻热线：01084395149 E-mail：nmrbxmyyy@126.com

热点关注

汛期强降雨往往伴随大风，直接造
成池塘水位急剧上升，溢塘风险加大，同
时将带来水温下降、pH骤降、溶氧下降、
盐度下降、养殖动物产生应激反应等问
题。如不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池塘围
栏设施、池埂损坏甚至坍塌，建议采取以
下措施减缓相关影响。

一是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池塘和水
库养殖要注意天气和水位变化，必要时
采取加高堤坝等措施，防止因洪水漫堤
造成损失或池外水的流入；网箱养殖要
注意预防洪水冲击造成网箱被冲走、冲
垮，可采取加固固定绳索和网箱框架等
措施，及时清理浮游生物。开展抢险救
灾时，特别要注意人身安全，生产人员要
配备救生设施，生产过程中不可进行危
险操作，遇到危险情况要及时撤离。涨
水时要及时将网箱拉到水质好、避风浪、
远离泄洪道的地方；退水时要及时将网
箱移离岸边，防止搁浅；尽可能在泄洪道
采取防护措施，如设置拦网等。

二是海水养殖池塘及时排淡，防止
雨水倒灌。降雨前先将原池水排掉约
1/3 后立即加到最高水位；检查池塘周
围是否有陆地雨水进入池塘的通道，防
止大量雨水进入池塘；强降雨时及时打
开上层排淡闸板和排淡管道，将表层低
盐度水从上部溢出，保证池水上下层盐
度基本一致，防止因上下层水比重不同
造成的池水分层，使上层富氧水不能通
过垂直对流传到底层，导致池底缺氧及
氨氮、硫化氢、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含
量增加。

三是及时增氧。正常情况下通过日
常换水的方法可基本保证养殖水体溶氧
量，但汛期建议采取以下增氧措施。

机械增氧。有增氧机和微孔增氧设
备要及时开机增氧。开机时间一般选在

夜间或凌晨，该时段是一天中气温最低
的时间，此时开机除起增氧作用外，还可
降低水温。另外，可加大池水上下层交
换力度，防止池水分层。

化学增氧。严重缺氧时还可投化学
增氧剂救急。

人工增氧。无机械增氧设备的也可
人工摇小舢板船搅动池水，尽量使池水充
分活动起来。池水溶解氧要保持在 5 毫
克/升以上，即使在强降雨后的短时间内
底层水溶解氧也不能低于3毫克/升。

四是及时修复养殖设施。对于损失
轻微的水产养殖区，要对养殖设施、池塘
堤坝、稻田养殖田埂等进行全面加固修
复；对被淹没的池塘及稻田养殖区，水位
一旦回落，要抓紧抢修养殖设施，为补放
苗种做准备。对生产设施毁坏严重的养
殖水体，首先判断养殖水体剩余水产品
的数量，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剩余养
殖水产品的逃逸（如用 2～3 层拦网拦住
养殖设施被毁坏的地方），洪水彻底退去
后再进一步修复。对无法修复的要进行
捕捞，达到上市规格的水产品及时上市
销售，不够上市规格的转移到安全池塘
或网箱中暂养，等水位回落后放养，减少
受灾损失。对于池塘精养区，要及时整
修进排水系统。与外河水位差较高的池
塘，应回水减少水位差，防止逃鱼；其次
要及时检查修补进排水口，防止渗漏，以
防养殖品种再次逃逸。

五是适时补放水产苗种。认真做好
受灾渔业水域剩余养殖品种调查，科学
评估灾后养殖水域内现存养殖品种的数
量，以便做好消毒免疫、苗种补放和后期
的饲养管理。一般可采用拉网检查，或
根据养殖品种对草料、饲料摄食量，估算
养殖水域剩余水产品数量。对于养殖量
的估算，可根据摄食情况来估算存塘量；

每次投饲后2小时检查摄食情况，以基本
吃完、略有剩余为宜，再根据投喂量的
3%～4％，推算出存塘量。苗种补放根据
当地养殖习惯及苗种存量的实际情况灵
活选择品种，可以通过回捕、调剂、秋季
繁殖等方式解决苗种问题。在苗种补放
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水产品苗种的质量
问题，杜绝购进病苗、伤苗、弱质苗、假
苗，最好由当地渔业推广部门的技术人
员把好苗种的种质关和补放技术关，以
免造成二次损失。

六是防止疫病发生。及时打捞死
鱼，迅速进行无害化处理，切忌将死鱼随
便乱扔。无害化处理措施包括：深埋、焚
烧等，其中以生石灰消毒处理后再深埋1
米以上较为常用，具体可参见行业标准

《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
害化处理规程》（SC/T 7015-2022）。强
化渔业公共卫生与健康管理的意识，坚
持对打捞死鱼的工具、器皿、人员进行消
毒处理，防止疫病发生。坚持早晚巡塘，
观察水质变化及养殖对象有无浮头、发
病等现象，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同时，
因强降雨后的养殖环境突变，易造成养
殖对象产生应激反应，抗病能力降低，要
做好科学投饲，提高鱼体免疫力。此外，
要加大水生动植物疾病测报和水生动物
疫病监测力度，一旦发现疫情，应通过规
定程序及时上报，做好应急处置。此外，
要提前开展物资储备，做好养殖设施和
房屋加固，避免突发灾害危及人身和财
产安全。

长期干旱致使湖泊、水库、池塘等水
位持续下降，直接导致养殖水体减少，并
增加水质下降的风险，部分区域甚至可
能出现池塘干涸，养殖品种受旱死亡。
同时，少水或缺水还导致苗种无法繁殖
或者无法投放，影响渔业正常生产，建议

采取以下措施减缓相关影响。
一是做好防旱准备。密切注意气象

部门的旱情预报，加强与水产技术部门的
联系，接受水产技术人员的指导，做好充
分、必要的抗旱物资准备，以抵御旱情。

二是保障养殖用水。苗种生产与养
殖单位应及时购置抽水设备，增设供水
设施，采取筑坝蓄水、疏浚沟渠、引水灌
溉、泵站提水、打井抽水等办法，最大限
度地保障养殖用水。

三是加强水质管理。减少施肥和饵
料的投喂量，及时清除残饵、杂物，保持水
质良好。定期施用生石灰，既可调节水
质、又可杀灭病原菌。适时使用光合细
菌、芽孢杆菌等微生物制剂改善水质。干
旱时期为防止鱼虾蟹浮头甚至“泛塘”，应
进行增氧，确保鱼虾蟹养殖安全。

四是加强巡塘管理。在干旱期间应
坚持早晚巡塘，加强日常管理，密切观察
养殖品种的摄食情况和行为变化，特别
注意观察黎明前鱼虾蟹的活动情况，一
旦发现问题，及时应对。

五是及时补投苗种。干旱期间应做
好补投苗种的准备工作，待旱情缓解后，
适时补投大规格苗种，最大限度地满足
灾后的生产需要，将干旱对渔业生产的
影响降低到最低。

六是及时销售。及时组织成鱼销
售，减少水体负载，缓解溶氧压力。及时
将达上市规格的水产品捕捞上市，减少
载鱼量，缓解溶氧压力，确保未达上市规
格的养殖品种安全度旱。

七是加强病害防控。定期泼洒生石
灰，并在饲料中适量添加具有提高免疫
作用的饲料添加剂，以达到预防疾病发
生的目的。同时在日常巡塘中注意观察
养殖品种的活动和摄食情况，发现异常
现象及时进行检查和相应的治疗。

汛期和干旱期间水产养殖防灾减灾技术指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雷少斐

对虾是全球重要水产养殖品种，20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对虾生产
国。如今，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
国，近 5 年，我国对虾进口年均增长率达到
10.4%，2023年，同比增长12.6%。

2022 年，我国对虾进口量首次超过美
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对虾进口国。2023 年，
进口量再创纪录，达到 117万吨。中国水产
流通与加工协会会长崔和预计，未来每年进
口量将维持在100万吨以上。

中国对虾进口量的迅猛增长，引起全球
对虾产业的广泛关注。据了解，10 年前，全
球最大的虾类进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和日
本，而现在，中国、美国、欧盟已成为主要市
场，占比超过 75%。美国和欧盟市场需求趋
于稳定，中国市场近年来则增长显著。

曾经的竞争对手演变为合作伙伴。厄
瓜多尔是我国第一大对虾进口国，占据中国
总进口量的 68%。厄瓜多尔水产养殖协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对虾产业面
临着一系列挑战，但中国市场依旧展现出巨
大的增长潜力。

全球对虾主要出口国仍在积极扩大对
虾养殖量。印度是我国第二大对虾进口国，
2023 年对虾养殖产量 116 万吨，预计 2029~
2030 年对虾养殖产量达到 277 万吨。越南
是中国第三大对虾供应国，越南渔业经济和
规划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越南将继续扩
大虾类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与此同时，印度
尼西亚、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展现出
积极的扩张势头。

目前，全球年养殖产量已达到约 650万
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为了在国际
贸易中获得竞争优势，各国采取了多种措施

提升对虾质量和养殖效益。例如：升级养殖
场，提升技术水平，建立溯源系统，确保产品
质量和食品安全。发展加工业，提高对虾产
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当前我国对虾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
存，建议重点关注种业振兴、疫病防控与市
场消费。”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
学会副站长陈家勇表示，产学研用要整合资
源，加快育种突破，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优质种虾。同时要积极推动对虾无
规定水生动物疫病苗种场建设，从源头预防
和控制对虾病害，优化养殖模式，加强养殖
过程病害防控。

育种创新是对虾产业健康发展的关
键。通过科学选育，可以培育出具有优良性
状的对虾品种，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品质。

曾经，我国南美白对虾种苗长期依赖进
口，种苗供应成为限制其养殖规模化发展的
最大瓶颈。2010 年，国家“863 计划”海水养
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与中山大学科研团队
合作，研发的“中兴1号”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不仅打破了国外种苗垄断，而且该品种还具
备抗白斑病的优良品性。

最近，该基地又传来好消息，他们历时8
年科研攻关，通过更先进的分子育种技术研
发的南美白对虾抗弧菌病新品系，已经进入
最后的评审阶段，这是我国自主培育南美白
对虾品种的又一创新成果。

如今，国内科研人员已经在南美白对虾
家系育种几个关键技术上取得新突破。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
孔杰表示，其团队查清了与抗病相关的遗传

标记与基因，培育出3个对虾新品种，并通过
优化养殖技术和管理模式，提高了南美白对
虾的产量和品质。

近两年全球对虾市场整体需求放缓，价
格大幅下行，2023年全球对虾进口量更是跌
至过去三年最低，为377万吨，与此同时对虾
生产成本上升，产业链各环节均受到影响。

国家虾蟹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
山大学教授何建国表示，低价可能会成为产
业常态，另一方面，饲料、塘租、动保、人工等
养殖成本又在上升。“要提高竞争力，对虾产
业需要降本提质增效。”何建国建议，实现这
一目标要从对虾养殖环境容纳量指标与标
准制定入手，通过精准化和标准化的养殖管
理，提高养殖效率，降低养殖成本。

在流通加工环节，也有一些需要解决的
难题。广东海洋大学食品科技学院院长刘书
成介绍，对虾原料保活保鲜难、流通损耗高，
并且绿色高效加工技术薄弱，精深加工程度
低，存在产品同质化问题。这些因素导致我
国高端、高附加值对虾产品生产困难，制约着
对虾产业绿色、高质、健康可持续发展。

要获得竞争优势，还需要把握消费市场
需求。据了解，当前对虾消费的主要场景以
餐饮为主，家庭消费为辅，并且不同区域的
消费需求存在差异，企业需要根据各地市场
特点制定因地制宜的产品策略。此外，业内
人士认为，生产和供应高品质的活虾，是避
开与国际进口对虾竞争的重要方式。

对虾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与国际市
场的互通协作。崔和倡议，组建“国际对虾
利益共同体”，以对接市场需求，保护对虾产
业链和供应链的健康发展，分享国际市场信
息，强化国家间合作交流，建立相互认同的
标准与认证，消除市场贸易壁垒，维护各方
利益。

增强竞争力，国产对虾要做好哪些功课？

上海市水产研究所选育的南美白对虾新品系。 资料图

产业聚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记者从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获悉，为
解决奶业发展中养殖与加工利益联结不
紧密、产需不平衡等突出问题，近日，山
东省 11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奶业高质量
发展十条措施》。

根据《措施》，奶牛养殖、优质饲草生
产、疫病防控等环节将给予补助支持，对
提升奶业生产水平具有推动作用。在养
殖方面，大力实施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择优对存栏 100头~3000头的标
准化奶牛场（特色奶畜参照执行）按照每
年 15万元左右标准给予补助，用于提升
生产经营能力。择优对生鲜乳年产量 5
万吨以上的县（市、区）实施奶业生产能
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每县每年给予不
高于 2000 万元补助，用于整县域提升奶

业发展水平。
在饲草生产环节，对新增集中连片

500亩以上的苜蓿示范基地，每亩给予不
高于 600元补助。支持规模化奶牛场青
贮饲草料，每亩补助不高于 160 元。将
全混合日粮（TMR）设备、挤奶设备、饲
草料收获加工机械、粪污处理机械等纳
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范围，做到应补
尽补。

在奶牛疫病防控方面，支持奶牛疫
病净化，对成功创建无疫小区和国家级
疫病净化场的，每个分别补助20万元、10
万元。落实奶牛疫病强制扑杀政策，每
头补助6000元。

此外，《措施》还对养殖场贷款保险、
奶业科技创新、乳品加工消费、三产融合
发展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引导奶业健
康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发布《推进奶业高质量发展十
条措施》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林雪

日前，记者来到黑龙江省桦南县五
道岗乡长彦家庭农场的孵化车间，农场
主董长彦和孵化师正在往全自动孵化器
里摆放着一排排即将孵化的鹅蛋。

“再过 7~8 天，这批雏鹅就能出壳
了。”董长彦告诉记者，农场的孵化机设备
可以模拟母鹅孵化的自然环境，自动控制
温度、湿度，提高鹅蛋孵化效率，孵化率能
达到93%。孵化车间一共有24台孵化器，
一季度最多可以孵化72万只雏鹅。

跟着董长彦来到出雏车间，看见工人
们正在为刚孵出的 1万多只雏鹅注射疫
苗，借助注射的机会工人还要观察雏鹅的
羽毛、四肢及头脚情况，用手触摸它们的
肌肉和骨骼，检测肢体是否存在异常。

“给小雏鹅注射的是小鹅瘟抗体，能
促进小鹅蛋黄吸收，还有防止角膜炎、痛

风的功效。”一位名叫艾立凤的工人说完
又抓起一只雏鹅，熟练地从小鹅的颈部
注射疫苗，“千万不能扎着颈部的骨头，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董长彦介绍，目前农场以养殖三花
鹅和白鹅为主，这两种鹅肉多、骨少、口
感好，出栏后体重在10.5斤左右，成鹅主
要销往安徽、吉林等地。

“现在养鹅的效益特别好，老百姓都
争先恐后养鹅。”董长彦说，“今年出栏量
预计能有 100 多万只，年收入 3000 多万
元，带动了30多人就业。”

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底气就足。五
道岗乡畜牧站站长管玉国对记者说：“现
在已经有 10 多个大鹅养殖户，孵化基
地＋育苗基地＋养殖基地的全链条生产
体系初步形成。站里统一为养殖户提供
技术培训、防疫指导，并为养殖户提供保
险和贷款等服务保障。”

黑龙江桦南县
大鹅产业鼓起农民钱袋子

□□ 彭永桂 李丹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李红波

日前，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三
座深远海智能养殖旅游平台——“普盛
海洋牧场 6 号”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命名交付。该平台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
广船国际为海南普盛海洋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建造。

在该平台交付之前，广船国际已经
为海南普盛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造
交付了 2 座深远海智能养殖旅游平台，
这次建成交付的“普盛海洋牧场 6号”在
前 2 座平台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使养殖水体达到 6 万多立方米，较之前
的2座平台的养殖水体增加了一倍。

“普盛海洋牧场 6号”半潜式深远海
智能养殖旅游平台总长 100 米、最大宽

度 39 米、顶甲板高 27.6 米，作业吃水 15
米。该平台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供电，
可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配置了先进的
海水淡化系统、污水处理系统、污油处
理系统等，可以在养殖作业中实现“零”
污染。

“普盛海洋牧场 6 号”交付后将与
之前建造的“普盛海洋牧场 1 号”“普盛
海洋牧场 3 号”共同服务于海南乐东龙
栖湾国家级现代智慧海洋牧场，助力
海南省打造深远海智慧渔业基地，推
动海南渔业“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
休闲渔业走”。

据悉，“普盛海洋牧场 1 号”已经顺
利起网第二批渔获物，“普盛海洋牧场 3
号”也已顺利起网第一批渔获物，2 座平
台投产至今累计养殖量约 270 万斤，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普盛海洋牧场6号”在广州南沙交付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见习记者 王婉晴

近日，第十三届对虾产业发展大会在广
东省广州市召开。

本届大会以“推动全球对虾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为主题，紧扣产业发展新态势，从供应
链、市场布局和消费趋势等多维度出发，深入
剖析研判全球对虾产业的现状与趋势。众多

国内外专家学者、行业组织和产业链上中下游
企业代表以及国内相关渔业主管部门、推广系
统、电商平台、餐饮行业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全球对虾供需形势和发展路径。

在“全球对虾产业发展新趋势”主论坛
上，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结合全球经济
形势、市场需求、贸易壁垒等多重因素，深度
剖析育种、养殖、贸易等产业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新情况、新动向，提出中长期产业发展

趋势，为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

为多维度、多层次分享产业发展形势和
前沿信息，大会设置专题报告环节，聚焦全
球对虾生产与贸易、市场与消费、创新趋势
等热点领域；设置主题对话环节，就全球对
虾产业供需形势、中国对虾产业发展趋势等
主题开展深入交流。

大会同期举办的 2024 第二届全球海鲜

（对虾）贸易节暨良之隆·2024第四届中国粤
菜食材电商节及 2024 第十届广东国际水产
博览会，为全球对虾供应商、贸易商和消费
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合作的高效平台。对虾
展馆聚焦了全球对虾亿万消费市场，汇聚了
海内外的产业链资源，通过展销、交流沟通、
贸易对接及产业研讨等方式，为海内外对虾
供应商、贸易商搭建合作共赢的平台，深度
开发全球对虾市场。

第十三届对虾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