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先进典型报告 

敢为人先，开拓水产养殖新领域 
为民造福，把论文写在盐碱大地上 

——盐碱水养殖科研团队 
水产养殖技术实验室  来琦芳 

东海水产研究所盐碱水土资源渔业开发利用始于 1991

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形成了盐碱水质改良调控、盐碱

地健康养殖、耐盐碱品种筛选等一系列属于国际领先的盐碱

水土资源渔业开发利用的核心技术，开辟了盐碱水养殖新产

业。回顾发展历程，主要是做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开辟盐碱水养殖新产业 

我国有丰富的盐碱水土资源，但由于其水质类型复杂，

绝大多数处于荒置状态，自古以来，盐碱地一直困扰着我国

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脱贫致富。 

为了能将这一非常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20 世纪 90 年

代初，我所开始从事盐碱地渔业开发利用的相关研究工作。

此前，不少有识之士为开发治理盐碱地也曾进行过大量的探

索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水产养殖专家曾在我国西北

盐碱地水域进行过移植海洋生物的试验，然而都未能成功。

因此开始之初，我们就意识到盐碱地渔业开发是一条前人尚

未走通的路，在探索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艰难与风

险。但是作为科技工作者，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解



决前人尚未解决的难题。怀着面对艰难，勇于挑战的决心踏

上了探索之路。 

万事开头难，从哪里进行突破呢？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

资料，从上万的数据中找出了蛛丝马迹，世界各地的海水只

有一种水质类型，淡水也只有一种类型，而盐碱水质却有许

多类型，仅我国已经发现的就已有十多种，而且有些盐碱水

还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只要找出适合养殖品种生长

的水型，不就可以解决养殖品种的生长环境吗？水型的发现

犹如在大海中找到了开启盐碱地渔业开发的钥匙，于是我们

从水质入手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室研究，由于要逐一排查和验

证，连续 48 小时的试验连轴转，而且为了观察对虾在不同

水质中的行为，而每天午夜零点左右是观察对虾脱壳的关键

时刻，为了不放过试验中的每一个关键环节，熬过了数百个

不眠之夜。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发现

了制约盐碱地水产养殖的主要水质因子，为盐碱水养殖的可

行性提供了翔实的理论依据。 

在实验室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先后在陕西大荔县

和河北沧州进行了实地试验。盐碱地区缺水缺绿色蔬菜，放

眼望去，大地一片白茫茫，方圆几里不见人烟，而我们却要

在这样的条件下监测水质，不分昼夜地观察对虾的生长、发

育情况。为了方便做实验，我们在池塘边上搭建临时房，这

片荒地因为我们的到来，出现了特殊的“生机”，老鼠、蚊

虫和跳蚤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欢迎”我们的到来。老鼠欢快

无比，我们睡觉他们工作，窜上窜下，经常会爬到床上来个



“亲密接触”；夏天蚊子成群结队，像几十台小型轰炸机，

扰得人无处藏身，傍晚巡塘一张口就能“饱餐一顿”；跳蚤

也趁机进攻，咬得人浑身发痒，好好的皮肤一个实验阶段下

来疤痕累累。如果说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能忍受的话，饮

食和饮用水则成了更大的问题，在陕西蔬菜奇缺，每天吃韭

菜，吃的人只想吐酸水，在沧州平时的饮用水都含有 2‰的

盐度，人会越喝越渴，用这水烧汤可以不放盐，而就是连这

样的水也要用桶到二里以外的村里去运。为了节约用水，一

盆水常常要利用多次，洗菜水用来洗刷碗，洗脸水用来洗衣

服。最难熬的还是炎热的夏天，气温常常高达 40℃，而在烈

日下的气温更是高达 50℃。就在如此高温下，还要坚持每天

巡塘两次，仔细观察每个虾塘中对虾的生长情况，每次在烈

日下巡塘数小时，浑身大汗淋漓，因为缺水，只能稍微擦擦

汗，洗澡只能是一种奢望，这种艰苦早已超过了研究工作的

艰难系数。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我们终于先后在

陕西的盐碱水域中养殖中国对虾获得成功，在河北沧州盐碱

水养殖中国对虾、凡纳滨对虾、日本对虾、罗非鱼、梭鱼等

获得成功，这在全国都是首例。 

正是由于“敢为人先”，在陕西和河北盐碱水养殖获得

了成功，开辟了盐碱水养殖新产业。“敢为人先”也成了我

们科研团队的座右铭。 

二、深入一线，不畏艰难，推动盐碱水养殖规模化发展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面对沧州地区农民养殖户

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养殖面积的不断增加，深深感到普及养殖



技术已经越来越重要。为了提高养殖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养殖

管理能力，使养殖户对盐碱水这一特殊类型的水质有比较全

面的了解，首先，在东西南北中等不同区域建立了示范基地；

其次，组织撰写了《沧州地区盐碱地南美白对虾水产养殖技

术规范》和《盐碱地水产养殖技术 100 问》等技术手册以及

相关的科普资料，印刷了科普宣传小册子和讲义，在鱼塘和

虾塘边随时进行讲解，把知识播撒到田间地头，为农民解决

疑难杂症，以点带面的对养殖户进行指导；第三，通过经常

性的技术培训、现场指导和观摩交流等方式，积极引导农民

正确认识盐碱地水产养殖技术。此外还将手机和蹲点住处的

电话，设立成为向养殖户公开的咨询热线。不管多忙、多累，

有时候刚端起饭碗吃饭，只要电话铃响了，就会放下一切，

忙着给养殖户答疑解惑。电话里说不清楚，就拉着驾驶员往

养殖户的虾塘跑，白天这样，晚上也这样。 

通过技术培训、发放技术手册、设立热线咨询电话、现

场指导等形式，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从事盐碱地水产养殖业的

农民技术员，带动开发利用沧州的盐碱荒地面积近 20万亩，

累计新增产值 7.78 亿元，创利税 3.54 亿元，直接从事盐碱

水养殖的人数约 4000 余人，养殖户 1000 余户，在沧州形成

了盐碱水养殖新产业，盐碱水养殖成为了沧州新的经济增长

点。一位老农激动地说：“我们在家门口找到了金饭碗，我

们脱贫致富有希望了”。望着农民热切而真诚的脸，听着他

们发自内心的朴素话语，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不为过。 

正是由于我们不畏艰难，踏踏实实地到第一线去，科研



成果先后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一

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沧州万亩盐碱地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区，被农业部评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我们艰

辛的劳动得到了回报， 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到一线

去”成为了我们科研团队的传统。 

三、再接再厉，产研对接，促进盐碱地水产养殖标准化发展 

科学研究永无止境。由于盐碱水质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水

系，要发展盐碱水养殖，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

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2010 年光明（食品）集团上海海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找

到我们，他们正在盐碱滩地上规划建设成片的标准化养殖池

塘，但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水产养殖产量不稳定，希望我们

能提供技术支持。 

海丰公司有养殖池塘 4万多亩，如何找到问题症结，解

决问题，还是老传统——到第一线去。为了能尽早找到生产

问题症结，对公司主要的 6种养殖模式都进行周年的水质和

底质监测。由于海丰公司养殖池塘面积较大，为能获得全面

数据，因此每个池塘取样都需要背上几十斤重的采样工具和

检测仪器，跑个上百米从池塘的一头到另一头均匀采样，往

往一个池塘就需要半个多小时，炎炎烈日、汗如雨下如此，

倾盆大雨、浑身湿透亦是如此。由于部分检测指标需要在采

样后 24 小时内完成检测，因此每次采完样后又马不停蹄的

把水样送到实验室，等到把水样检测完，往往都是凌晨 1-2

点，就这样通过一年的定期监测，获得了近万个水质数据，



通过研究和分析终于发现了影响当地稳定生产的制约因子；

在此基础上，为了能满足当地的需求，帮助公司建立了水质

测试室，并制定了《海丰养殖公司养殖水质测定规范》和《海

丰标准化养殖池塘水质管理规范》。为了促进公司标准化养

殖发展的需求，创建了的鲫鱼生态高效养殖标准化示范区，

被上海市列为标准化示范区，示范区养殖的鲫鱼产量上升了

10%，且均达到无公害产品标准，无公害产品普及率达到 100%，

不仅为上海提供了安全的水产品，同时也促进了上海水产养

殖的标准化。 

满足实际需求，切切实实解决养殖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和

难点问题，通过产研对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是我们科

研团队的奋斗目标。 

四、创新思路，渔农结合，探索盐碱地渔农综合利用新途径 

通过近 20 年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先后在陕西、河北、

甘肃、江苏等省市盐碱水养殖获得成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但如何能使盐碱水养殖发挥更

大的作用呢？也有人提出质疑：盐碱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缺

水，到西部开发盐碱水养殖是不是在和农业争水吗？发展盐

碱水养殖对当地的农业种植会有影响。我们的科研团队中也

曾出现了犹豫，盐碱水养殖到底是不是可行，它的应用前景

到底有多大？面对这样的质疑，但我们没有回避，我们到东

北、西北、华北的盐碱地区再一次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带

回来一箱箱的水样进行检测和分析，在实地调研中不仅仅和

水产行业的同行进行交流，还和农业、盐碱地治理改造的科



研人员以及政府管理部门进行交流，终于发现盐碱地的形成

和盐碱水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发现了农业种植和盐碱地治理

改造中存在的瓶颈问题：盐碱地之所以会成为盐碱地，就是

因为水的存在，盐碱随着水而来，将土壤深层次中的盐碱带

到了土壤的表层，同时也发现了在农业种植和盐碱地治理改

造过程中，由于灌溉和水利洗盐，形成了大量的地下盐碱渗

水，如何解决这些盐碱水的出路问题，成为了农业种植和盐

碱地治理改造中的难点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些盐碱水

变废为宝呢？让盐碱随着水而来，也让盐碱随着水而去呢？ 

于是我们科研团队进行了“头脑风暴”，创新思维，不

再局限于水产养殖这一范畴中，而是将盐碱水养殖与大农业、

盐碱地治理改造相结合，将农业种植和盐碱地治理改造中的

盐碱渗水利用起来，将盐碱水与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和粮食

生产安全联合到一起，创新思路，我们豁然开朗，我们还有

这么大的天地需要去闯，盐碱水养殖可以为保护我国 18 亿

亩的耕地红线做贡献，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开始行动，

在河北沧州、唐山和江苏大丰分别建立了“鱼塘原位复耕”、

“以渔降盐碱异位复耕”、“鱼虾稻田生态混养”等盐碱地渔

农综合利用示范区，目前水产养殖核心示范区面积 21,356

亩，复耕面积累计 13,380 亩。 

不断开拓，不断创新，是我们科研团队前进的动力。 

五、为民所想，回报社会，积极投入科技扶贫和技术服务 

我们科研团队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这离不开各

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在科研前期，盐碱水养殖还是一个新



鲜事物，还无法获得很多人的认可，缺乏经费支持，阶段性

的科研成果眼看就要束之高阁，水科院领导在了解情况后，

力排众议，特批了启动经费，这才有了我们在河北沧州的一

番成果；为了争取大项目，水科院科研处、开发处组织专家

给我们提建议、出主意，并积极与上级管理部门沟通，终于

连续获得科技部科研院所科研专项，公益性科研专项、农业

部跨越计划等项目的支持；在沧州的艰苦日子里，所领导亲

往现场，及时雨般地给我们带来了矿泉水、腊肉和咸菜，给

我们以莫大的慰籍和鼓励，在项目申请和申报科技奖项的过

程中，亲临答辩现场，为我们出谋划策，给了我们强有力的

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有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才

开辟出了盐碱水养殖新产业。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同样我们也

要把我们的成果反哺社会，因此我们积极的将我们科研成果

在各地推广。仅以去年为例，我们积极响应中央一号文件和

农业部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要求，为中国水产学会承担的

“科技扶贫-盐碱地水产养殖项目”提供技术支撑，在沧州

贫困村设立了扶贫示范点，根据不同的养殖阶段，分别做了

养殖水质的调控、微生态制剂的使用、水产病害的防控、以

及盐碱水养殖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进行技术培训，结合实地

指导，发放技术资料 1000 余册，受益人数 600 余人，使当

地的盐碱水养殖周期缩短了 15 天，养殖的水产品规格提高

了 10%。在唐山，围绕凡纳滨对虾这一当地主导的养殖品种，

建立了对虾主养、虾鱼混养、鱼虾混养等多种养殖模式示范



点，并多次到实地为养殖户做实地指导。在江苏，针对当地

养殖生产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开展了养殖水质的科学管理与

调控技术培训，并为海丰公司建立了水质检测室，培训了水

质检测技术人员，及时为当地的养殖户提供养殖水质的实时

情况，围绕有效治疗细菌性疾病或其他因寄生虫病引发的继

发性细菌感染，建立了《细菌性疾病快速防治--药筛试验方

法》，开展了药物筛选，在指导养殖户合理使用药物方面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民所急，围绕着实际生产中的需求去攻坚克难，为民

所想，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尽快地与社会共享，为民造福，是

我们科研团队的服务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