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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鲤（���������������），又称禾花鲤、稻花鲤，主要包括华南鲤、

融水田鲤、百色黑鲤、呆鲤、青田田鱼、埋头鲤等多个地方品种，属

鲤科、鲤属。

稻田鲤主要在广东、广西、湖南、浙江、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的稻田中养殖，性情温

和，不易逃跑，因长期在稻田放养、以稻田禾花为食而得名。

分布与习性

稻田鲤以肉味鲜美、口感细腻、骨质酥软、无泥腥味、品味极佳而著称，营养十分丰富，深受人们的喜爱，一些品种曾为皇家

贡品。2021年珠江水产研究所育成我国第一个禾花鱼新品种禾花鲤“乳源1号”，显著提高了稻田种养的综合效益。我国稻田

鲤养殖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稻田养鱼的国家。稻田鲤养殖可充分发掘稻田的生产潜力，以鱼促稻，稻鱼双丰收，而且

能减少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量，在有效减少农业污染源、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同时，为人们提供安全健康食品，还能促

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三产的融合发展。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推动、技术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旺盛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我

国稻田鲤养殖产业持续稳定发展，生产规模和产量逐年扩大，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稳步提升，在提高土地利用率、保障粮食

安全、拓展渔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态典型特征

稻田鲤体粗壮，纺锤型，稍侧扁，背部稍高。头较小，下颌后位，吻部和下颌处各有一对触

须。腹部膨大、饱满圆润。体色青灰，腹部乳白微黄。其中，融水田鲤背鳍两侧有金黄色的

亮丽鳞片，百色黑鲤身黑、腹白，青田田鱼体色鲜艳，有红、黄、白、粉或其混色。

稻田鲤潜力大
以鱼促稻双丰收
AOTIAN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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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潜力，融合三产，拓展渔业发展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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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 �������），俗称桂鱼、桂花鱼、季鱼等。国内养殖以翘嘴鳜

为主，还有少量斑鳜和大眼鳜等。

鳜在我国分布于南至广东、北至黑龙江的几乎所有江河湖川，以长江中下游水域为多。属于温水性

江河湖川底层鱼类，喜欢栖息于江河、湖泊、水库等水草茂盛较洁净的水体中，白天一般潜伏于水

底，夜间四出活动觅食。

分布与习性

鳜肉质细嫩，味鲜美，刺少肉多，营养丰富，自古以来为人们所青睐，是上等淡水食用鱼类之一。上世纪70年代起，鳜人工繁

殖技术取得突破，80年代，广东等地率先开展鳜人工养殖。随着市场对高品质水产品需求的增加和活饵料鱼生产解决，鳜养殖

产业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鳜年产量在40万吨左右，产值超过200亿元。当前已培育出鳜“广清1号”“华康1号”“鼎

鳜1号”“武农1号”“秋浦杂交斑鳜”“长珠杂交鳜”6个新品种。鳜加工在淡水鱼中极具特色，主要加工方式为冰鲜鳜低温

发酵，以安徽省的“臭鳜鱼”最为著名，加工产值约40亿元，成为鳜养殖产业链延伸和附加值增加的重要环节。目前，随着可

全程投喂鳜膨化配合饲料的养殖方式取得突破，将有效解决鳜养殖产业发展中饵料供给、病害防控和质量安全等突出问题，推

动鳜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形态典型特征

鳜体较高而侧扁，背部隆起。口大，端位，口裂略倾斜。体黄绿色，腹部灰白色。体侧具有不规则

的暗棕色斑点及斑块。自吻端经眼眶至背鳍基部前下方有一条狭长的黑色带纹。体长一般在18—34 

厘米之间，最大可达80厘米，性成熟年龄为1龄，产卵期为3月下旬至7月上旬。

养殖方式取得新突破
助推鳜产业健康发展
UIG

养殖加工双改变，推动鳜产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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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黑鲈具有肉质鲜美、无肌间刺、营养价值丰富、适合冷（冻）藏和初、精、深加工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和养殖户的青睐。

珠江所育种专家先后在2011年和2019年培育出生长快且易摄食人工配合饲料的大口黑鲈新品种“优鲈1号”和“优鲈3号”，

并迅速在全国多地进行示范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产业对良种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大口黑鲈产业已形成了集种苗、饲

料、加工、运输等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其产量五年来翻了一番还多，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繁荣振兴，还成为我国脱贫致富和乡村

振兴的重要一环。

全链条发展
促进大口黑鲈产业繁荣
EILUH

良种满足种业需求，链条促进产业发展大口黑鲈（��������������������），

别名加州鲈，属于棘臀鱼科、黑鲈属

鱼类。

大口黑鲈是一种淡水肉食性鱼类，原产于加拿大和

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台湾首次引进大口黑

鲈，1983年人工繁殖获得成功并引进广东省进行

饲养。目前，除海南省、青海省等少数地区暂未养

殖外，在其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养殖。

分布与习性

形态典型特征

大口黑鲈外部形态呈纺锤形，背部颜色青灰色，腹

部呈现灰白色，侧扁，体被细小栉鳞。口裂大，斜

裂，颌能伸缩，齿为绒毛细齿，比较锐利。一般成

熟体长在25-35厘米之间，最大可达50厘米。



鳢（������），俗称黑鱼、乌鱼，属鲈形目、鳢科、鳢属。

鳢原产于亚洲，在我国主要有乌鳢（������������)、斑鳢（��������������）、月鳢（���������������）、

南鳢（�������������）和线鳢（��������������）等5种。乌鳢个体大，耐寒能力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

以北；斑鳢个体中等，不耐低温，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月鳢和南鳢属小型鱼，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河

流上游；线鳢仅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流域。

分布与习性

形态典型特征

鳢体延长，呈圆筒形，尾部侧扁。头部尖而平扁。体被圆鳞。口大，端位。下颌稍突出。上颌、下颌、犁

骨、颚骨均具尖锐细齿。背鳍与臀鳍基部均长，伸达尾鳍基部。月鳢无腹鳍。乌鳢体侧斑纹大而圆，分布

不规则，而斑鳢斑纹小且排列较整齐；乌鳢头背部斑纹多呈“八八八”排列，斑鳢头背部斑纹多呈“一八

八”排列。月鳢和南鳢色彩鲜艳，身体和鳍均具斑点。

�����

鳢是传统优质鱼类，可食用可观赏，作为观赏鱼被

称作“雷龙鱼”；作为食用鱼，肉质好、无肌间

刺，单产高，养殖效益好，且具有滋补和促进伤口

愈合的作用。鳢全国年产量达50万吨以上，其中乌

鳢及其与斑鳢的杂交种是主要养殖对象。利用亲本

选育、杂交和性别控制等种质创新技术，改变了养

殖品种的生长、适温和食性，已培育出适应不同产

区环境、生长快、摄食人工饲料的杂交鳢“杭鳢1

号” “乌斑杂交鳢”，杂交鳢“雄鳢1号”和白乌鳢

“玉龙1号”等4个新品种，显著提高了养殖效益。

杂交鳢在广东得到大规模养殖，已成为珠三角乡村

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养殖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

耐寒、生长快且摄食人工饲料的“乌斑杂交鳢”和

杂交鳢“雄鳢1号”已推广到山东等北方产区，改善

了品种结构和水域环境。

性别可控适温广
鳢迎发展新锲机
IL

食用观赏多功能，种质创新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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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是一种暖水性集群洄游鱼类，生殖季节从外海向近海作生殖洄游。自然分布于黄海中南部到琼州

海峡以东的中国大陆近海。养殖区域主要集中在福建宁德、浙江台州等地。

分布与习性

大黄鱼不仅是鲜食佳品，还可加工成“黄鱼鲞”“糟香黄鱼”等

产品，鱼鳔可以干制成名贵食品“鱼肚”“黄鱼胶”。大黄鱼是

中国海洋重要经济鱼种，为传统“四大海产”之一。但由于过度

捕捞等原因，其野生资源出现急速衰退。20世纪80年代中期，宁

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刘家富团队突破了大黄鱼人工育苗技术，大

黄鱼规模化繁育和养殖产业发展迅速。本世纪以来，大黄鱼种业

持续发力，目前已育有大黄鱼“闽优1号”“东海1号”“甬岱1

号”“富发1号”新品种，进一步助力产业升级。近年来，全国

大黄鱼年产量达25万吨以上，是我国海水养殖第一大鱼类，有着

“海水国鱼”之美誉。大黄鱼产业已成为规模效益大、惠农富农

作用强的区域优势特色产业。

形态典型特征

大黄鱼体型呈长纺锤形，侧扁，背缘和腹缘广弧形；尾柄细长，头大而钝尖，侧扁，具发达的黏液腔；

吻钝尖，吻长大于眼径；口前位，口裂大而斜，下颌略为突出；眼间隔宽而隆起，大于眼径。体侧上半

部为黄褐色，下半部呈金黄色；背鳍浅黄色；尾鳍浅黄褐色，末缘黑褐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

成鱼一般体长在20—45厘米，体重在300—1500克，最大规格可超10千克。

大黄鱼繁养育种双突破
兴业富农再辉煌
AHUANGYUD

惠农富农优势产业，“四大海产”名副其实

大黄鱼（
�����������������），俗名黄鱼、黄花鱼、黄瓜鱼，属石首鱼科，黄

鱼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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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形鲳鲹（	�����������������），俗称金鲳，属鲹科、鲳鲹属。

卵形鲳鲹是一种暖水性中上层洄游性鱼类，具有不停游泳的习性。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海、日本沿海、

印度洋、地中海等热带、亚热带海域。

分布与习性

卵形鲳鲹具有生长速度快，可全程摄食人工配合饲料，能充分利用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大空间的特点，是我国南方深水抗风浪

网箱养殖的主要品种，近年来全国卵形鲳鲹年产量约在24万吨左右。目前卵形鲳鲹优异种质挖掘和良种培育工作硕果累累，构

建了活体种质资源库，搭建了性状表型精准测定与优异基因鉴定发掘技术平台，开展了种质资源系统全面鉴定评价，基于群体

选育与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创制了卵形鲳鲹抗刺激隐核虫病种质新材料，培育了快速生长新品系——“鲳丰1号”，并在

广东、广西和海南进行了示范养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对推动卵形鲳鲹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形态典型特征

卵形鲳鲹体型呈卵圆形，侧扁而高，尾柄短细，体长约为体高的两倍；头小，高大于长；吻钝，前端

呈截形；眼小，前位，脂性眼睑不发达；口小，微倾斜，口裂始于眼下缘水平线上；侧线呈直线状或

微波状，无棱鳞；背部银灰色，腹部银白色，体侧无黑色斑点；背鳍灰金黄色，鳍缘灰黑色，前部鳍

条延长而呈弯月形，臀鳍金黄色，胸鳍略宽，尾鳍灰黄色、呈深叉形。

卵形鲳鲹产业持续发力
种质创新硕果累累
HANGSHENC

创制优异种质，推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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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沼虾（������������� �����������）在分类上隶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

游泳亚目、真虾派、长臂虾科的沼虾属。俗称淡水长臂大虾、马来西亚大虾、金钱

虾，素有“淡水虾王”之称，是目前世界上养殖量最高的三大虾种之一。

罗氏沼虾为外来种，原产于斯里兰卡、印度、孟加拉国、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淡水

和咸淡水区域的湖泊、河流中，主要栖息于河川，以受到潮汐影响的下游较多。

分布与习性

罗氏沼虾壳薄体肥，肉质鲜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成熟的

罗氏沼虾头胸甲内充满了生殖腺，具有近似于蟹黄的特殊鲜美

之味，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养殖罗氏沼虾具有生长快、养殖周

期短、投资少、病害少、产量高和效益显著等优点。近年来，

全国罗氏沼虾年产量在17万吨左右。通过广泛收集国内外10

余个罗氏沼虾优质种质资源，构建良种选育基础群体，并集成

多性状复合育种技术、无特定病原技术、个体标记及生长性能

测试等技术，目前已育成罗氏沼虾“南太湖2号”“南太湖3

号”2个新品种。新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能强、养殖

成本低等显著优势，种苗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通过

“供种+技术+品牌”推广模式，年培育销售种虾近5万公斤，

良种扩繁100亿尾，推广养殖面积达20余万亩，市场占有率超

60%，居全国第一，亩均效益较非选育罗氏沼虾增加3000元

以上，培育形成一个年产值超60亿元的罗氏沼虾新品种产

业，有力推动罗氏沼虾育繁推一体化进程和产业科技水平。

形态典型特征

罗氏沼虾躯体由头胸部、腹部和附肢组成，在头胸甲前端有一额角，额角上下缘均具11—15锯齿，基端各锯齿排列

较末端为紧密；第一步足和第二步足为螯足，第二步足最为发达；头胸甲与腹部均光滑，无颗粒状突起；第六腹节

约为第五腹节长的1.5—1.8倍，尾节约为第六腹节长的1.7—1.8倍，其背面后半具2对小的活动刺，末端呈尖刺

状，两侧各具2个侧刺。雄虾个体可长至600克，雌虾可达到200克左右。

筑牢“供种+技术+品牌”模式
推动罗氏沼虾一体化进程
HAOXIAZ

育繁推一体化和产业科技水平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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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绒螯蟹（������������������），俗称河蟹、大闸蟹，属方蟹科，绒螯蟹属。

中华绒螯蟹具有生殖洄游的生活习性。主要自然分布于我国长江、黄河和辽河等水系。在南方的瓯江水

系、闵江水系，中华绒螯蟹与合浦绒螯蟹形成了遗传混杂区。在北方的图们江水系，中华绒螯蟹与日本

绒螯蟹形成了遗传混杂区。中华绒螯蟹通过船舶压舱水已从我国带到了欧洲和北美等地，成为了有世界

影响力的物种。

分布与习性
自1969年长江口天然蟹苗被大量利用以来，我国中华绒螯蟹养殖经过50余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全国28个省市区养殖，年

育苗产量约900吨，蟹种产量约7万吨，年产量约80万吨，年养殖总产值约700亿元的大产业，同时也成为全国许多地方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对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要产业。自本世纪以来，中华绒螯蟹的遗传改良和种源工程快速发展，

已选育出“长江1号”“光合1号”“长江2号”“江海21”“诺亚1号”等新品种，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中华绒螯蟹产业的快速

发展。

形态典型特征

中华绒螯蟹的身体由头胸部、腹部、1对螯足和4对步足组成。它是洄游性水产生物，在河口的咸淡水中

繁育，经过溞状幼体、大眼幼体阶段变态为仔蟹后，溯河洄游到淡水中生长至性成熟，第二年秋季又降

河洄游到河口，繁育下一代后死亡。中华绒螯蟹一生中需蜕壳20—21次，即幼体阶段5次、幼蟹阶段11

次、成蟹阶段4—5次。中华绒螯蟹蜕壳后，身体发生一次跳跃式增长，但个体间增长差异很大，有的个

体可增长1.6倍以上，有的不到9%，造成了生产上大小差异很大。

中华绒螯蟹种质持续创新
传统产业迎来新发展
ONGAOXIER

种质创新可持续，传统产业焕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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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牡蛎（�����������������），又称太平洋牡蛎，

俗称蛎子、海蛎子、蚝。

长牡蛎主要分布于我国北起鸭绿江口、南至江苏省连云港市周边

的黄渤海海域，素有“海中牛奶”的美誉。长牡蛎营固着生活，

以滤食水体中浮游植物、有机碎屑、浮游动物等为生。

分布与习性

三倍体长牡蛎给人们提供丰富的优质蛋白源的同时，也发挥着重

要的生态“碳汇”作用。针对三倍体长牡蛎育性差、生长速度快

的特点，我国育种专家建立了长牡蛎四倍体诱导技术，2022年

培育出我国第一个三倍体新品种“前沿1号”，打破了国外对我

国三倍体牡蛎的技术、种质和市场垄断。长牡蛎三倍体新品种在

山东、辽宁等我国北方沿海示范推广，保证了一年四季都能供应

肥美的长牡蛎，带动了我国牡蛎产业从产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并且有望成为牡蛎国际市场的高端产品。

形态典型特征

长牡蛎贝壳长形，壳高为壳长的3倍左右；左壳颜色相对较深，

左右壳上鳞片的前后间距相对较大，鳞片前伸生长较长；一龄贝

贝壳较薄，随年龄增长而变厚，两壳的内面均白色光滑；铰合部

与左右壳两边行成的角度三倍体相对二倍体较大；右壳边缘基本

上平着向前延伸，到边缘处有略微向上；闭壳肌相对粗大，闭壳

肌痕呈马蹄形；外套膜边缘呈黑色；性腺有明显的长方形区块边

界，夏季几乎不发育，较结实，在同等肥满度情况下，三倍体与

二倍体相比副生殖腺凸起较小。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牡蛎产业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ULIM

技术实现突破，产业迎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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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带（
����������������）是一种潮下带冷水性褐藻，隶属于褐藻门海带科海

带属。

海带原产于日本北海道、朝鲜和俄罗斯远东沿海地区，属于北太平洋西岸特有种，后引入我国养殖繁育成功，

主要分布于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等5省。海带生于海边低潮线下2米左右深度的岩石上，人工养殖

生长在绳索或竹材上。

分布与习性
“205”“中宝1号”等新品种，近年来，全国海带年产量在

150万吨左右。海带作为一种营养均衡且具有独特生物活性成

分的食用海藻，仅为全国人均蔬菜占有量的1%，消费市场巨

大。海带富含褐藻胶、甘露醇、碘等经济成分，是医药保

健、海藻化工和农业肥料等行业的重要原料。海带作为一种

药食同源食品，在心血管疾病、降低糖类吸收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食疗功效，将在我国解决青少年肥胖、老年易患疾病等

重大国计民生问题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已经形成集海

带育苗、养殖、食品加工、藻类化工与生物制品开发于一体

的链条产业。海带产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在促

进就业、实现渔民增收，提供全国人民膳食健康食品，维持

养殖生态平衡、联动促进鲍和海参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

贡献。

海带目前已培育“901”“荣福”“东方系列”“爱伦湾”

形态典型特征

海带藻体褐色，长带状，革质，孢子体一般长2—6米，宽20—40厘米，固着器假根状，基部有短柄（茎），

柄上部为宽大带状的叶片，在叶片的中央有两条平行的浅沟，浅沟中间较厚的部分为中带部，厚约2—5毫

米，中带部两缘较薄，有波状皱褶。

一体化发展
海带产业作出大贡献
AIDAIH

多功能，全链条，产业带动作用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