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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积极开发利用盐碱水域资源是有效拓展水产养殖空间的重要举措。本文介绍了我国盐碱水渔业的发展现状与取得的主

要经验，分析了未来我国盐碱水渔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资源评价与利用、生态系统构建、耐盐碱新品种培育、高效

健康养殖、生态效益评价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六大方面提出了盐碱水渔业科技创新的重点任务；同时，针对政府和企业在推

动盐碱水可持续渔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与定位提出了相应的支撑保障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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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t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aline-alkaline aquatic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hat must be effectively 
expand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s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saline-alkaline 
fisheries in China are presented and the major problems faced by this sector are analyzed. Furthermore, the primary tasks associated 
with saline-alkaline fishe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proposed, including resource 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ecolog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saline-resistant breeding and cultivation, efficient and healthy aquaculture, ecological benefits evalu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building. Furthermore, a host of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aline-alkaline fisherie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roles play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sector in 
th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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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盐碱水是分布于陆地区域、 矿化度大于1 000 mg·L–1 

小于 50 000 mg · L–1 的非海洋性咸水资源，在自然

界广泛存在，具有高 pH、高碳酸盐碱度、主要离

子比例失衡、水质类型多等特点。由于人畜无法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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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业无法直接利用，绝大多数处于闲置状态。

盐碱水渔业根据“盐碱随水而来，随水而去”的特

点 ，以渔业开发为基础，以生态治理为目标，在

“白色荒漠”盐碱区域开展复合生态构建工程，建

立“以渔降盐、以渔治碱、种养结合”盐碱渔农

综合利用模式，将盐碱定向入水，有机物质返土培

肥，形成盐碱水土特有的生态动态循环系统，使

白色盐碱荒漠成为可种粮草、可养鱼虾的“鱼米绿 

洲”[1]。

我国是盐碱水资源较多的国家，且逐年上升，

由于盐碱水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合理有效地开发

利用这一非常规国土资源，已成为我国面临的紧迫

而艰巨的任务。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用

水三条红线”及“鼓励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和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盐碱地改造科技示范”，

为盐碱水渔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发展

以渔业利用为基础的盐碱水渔业，不仅不与农业

争夺水土资源，而且可以有效拓展渔业发展空间、

形成新的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促进落后地区

发展，对于缓解水资源危机和改善恶劣盐碱水土

生态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是利国、利农、利民

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盐碱水渔业发展现状

我国盐碱地面积为 1.49×109 亩（1亩≈ 666.67 m2），

低洼盐碱水约为 6.9×108 亩，广泛分布在我国东

北、华北、西北内陆地区的 19 个省、市和自治区。

自 “十一五”以来，利用广阔的盐碱水域资源，我

国的盐碱水渔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一）产业化发展初具规模

通过对华北滨海地区及沿黄地区开展盐碱地

水产养殖，开创了盐碱水资源利用的新途径，形

成了技术辐射近 3×105 亩的新型产业。其中，在

河北沧州形成了万亩盐碱水健康养殖示范区，以

凡纳滨对虾、梭鱼和罗非鱼为主进行了在盐碱水

中规模化养殖，推动了盐碱水养殖的发展进程，

新增产值 7.78 亿元，新增利润 3.54 亿元，示范、

推广范围遍及沧州市 11 个县市，直接从事盐碱地

水产养殖的人数达 4 000 余人；此外在山东、江苏、

天津等 10 余个省市均有不同程度盐碱水渔业资源

开发利用 [2,3]。

（二）生态修复潜力逐步显现

挖池抬田，以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的形式对

盐碱水土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可以缓解土地次生盐

碱化程度，产生显著生态效益。抬田模式下华北滨

海盐碱地经过三年抬田 – 浅池模式的水产养殖，土

壤阳离子交换量和盐分含量大幅度下降，土壤脱盐

效率最高可达到 70 % 以上。鲁西北地区应用基塘

系统工程措施开展了养殖试验，改变了洼地原有的

自然状况，并且向良性转化。东北苏打盐碱地进行

的稻 – 鱼 – 苇 – 蒲开发后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盐

分含量下降，养鱼稻田的土壤微生物总量增高，土

壤酶活性加强。

（三）基础理论研究进展显著

发现了制约盐碱水质开展水产养殖的关键因

子，并从生理生化、病理学观察、养殖生态学等方

面较为系统地查明了盐碱水质的水化学组成特点以

及水质中主要离子对一些水生生物的影响，创建了

盐碱水质养殖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从理论上揭示了

盐碱水环境中主要因子及其相互作用对养殖生物的

影响；获得了一批耐盐碱的候选基因，这些基因主

要参与离子调节、酸碱平衡、氨氮排泄、能量代谢、

免疫调节等生理过程，初步从分子水平揭示了耐盐

碱鱼类适应盐碱水域可能存在的共性机制 [4]。

（四）健康养殖技术形成体系

在盐碱水质养殖环境质量评价的基础上，建立

了具有知识产权的盐碱水质改良调控技术；通过

引进、驯化及培育，确立了适合不同盐碱水质类型

养殖的鱼、虾、蟹等品种 [5]；滨海重盐碱地区建立

了以凡纳滨对虾、罗非鱼、梭鱼为主的多品种生态

养殖模式；在沿海盐涂地区，建立了以鲫鱼、凡

纳滨对虾为主导养殖品种的生态标准化健康养殖技 
术 [6]；研发了放牧型增殖模式、标准化池塘探索精

细养殖模式、苏打型盐碱化芦苇沼泽地的“苇 – 蟹 –
鳜 – 鲴”模式、原位和异位盐碱水土资源渔农综合

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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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盐碱水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虽然我国盐碱水渔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一系列发展瓶颈需要突破，主要表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一）资源评估工作有待拓展

我国曾对一些重要的盐碱水域进行调查和研

究，但因有些调查时间久远，不够系统全面，无法

从渔业开发角度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具有开发价值

的盐碱水域资源。我国盐碱水域分布广泛、类型丰

富，其中仅以氯化物型、硫酸盐型以及碳酸盐为主

的水型就有十余种，急需建立盐碱水资源基础数据

库及科学评价体系，确定适宜开展盐碱水渔业的资

源分布及类型，为盐碱水渔业产业开发提供可靠的

基础数据资料。

（二）生物学研究有待加强

尽管我国率先创建了以盐碱水环境质量评价和

改良为基础的盐碱水渔业技术。但针对盐碱水土综

合开发利用过程中，土壤和水生生态系统生物学特

性的研究不够完善。缺乏对养殖生物耐盐碱机制的

系统研究，在养殖对象的驯养及定向培育上缺少基

础生理学数据支撑。对两大生态环境中生物多样性

特征的跟踪缺乏系统研究。基于土壤和水生生态系

统的盐碱生物学研究有待加强。

（三）治理技术有待完善

发展盐碱水渔业，采用渔农综合生态种养模式，

不仅能够解决盐碱地治理过程中盐碱水的出路问

题 , 同时养殖过程中的营养物质也为土壤提供肥料，

逐渐改善盐碱地区的环境生态条件，其区域生态治

理潜力已经初步受到认可，但生态修复效果的长期

性、系统性评价，国内外均较少。基于盐碱综合治

理工程盐碱水渔业开发技术、以渔治碱生态高效复

合种养模式构建技术等有待完善。

（四）开发技术亟待提升

尽管我国的盐碱水渔业开发利用在单一养殖品

种和某一地域内取得了许多单项技术的进步，但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面积的技术集成，解决盐碱水养

殖产业化链条中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彰显不足。针

对性强的不同水质类型综合改良调控技术和配套技

术缺乏，耐盐碱品种良种培育仍在起步阶段，缺乏

适合沿海地带盐碱水质特点的规模化、规范化养殖

技术支撑体系，严重制约了示范推广面积。

（五）技术共享平台急需建立

盐碱水渔业具有地域广、地域性养殖特点强、

各地区养殖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特点，严重制约

了盐碱水养殖产业的发展，建立强有力的技术支

持服务体系，以及盐碱水渔业关键技术和信息共

享平台，不仅可以加快科研创新成果的转化进程，

而且可以从生产性能、合理利用角度为政府提供

相应渔业开发利用模式和对策，促进盐碱水渔业

的健康发展。

四、我国盐碱水渔业科技创新的重点任务

（一）盐碱水渔业资源评价与利用技术开发

对我国盐碱水主要分布区域开展水质、土质、

水生生物和底质等渔业资源基础调查，系统研究不

同类型盐碱水资源动态变化、水资源量及盐碱特性，

建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潜力评估与可持续利用评价

技术，根据“关键控制点”原则，围绕苗种、水质、

生长、体质等养殖主要因素，采用毒理学及生理学

终点技术，构建养殖生物抗逆性能及盐碱水环境临

界阈值评价指标体系，创建盐碱水质养殖环境质量

评价技术以及水生生物耐盐碱性能评价技术。

（二）绿洲生态系统构建和养殖环境优化调控

开展盐碱生态环境生源要素循环与水盐运动

规律研究，分析水体生源要素和盐碱物质形态、

含量的环境调控机制，构建盐碱水体物质迁移转

化动态模型，掌握盐碱养殖水体底泥形成及变动

规律；基于盐碱水质的水化学类型，升级盐碱养

殖环境改良技术，形成高碱型、滨海型、内陆型、

盐涂型和次生盐碱型盐碱养殖环境质量控制技术

体系，基于循环可持续利用，分析不同区域盐碱

水域的生态组成，集成优化盐碱池塘水质、底质

调控管理技术体系。

（三）耐盐碱品种培育与主导养殖新品种开发

收集和整理我国盐碱地区的水生生物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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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立不同盐碱水体类型的生物种质资源库，开

展耐盐碱生物的种质资源鉴定和评价，集成常规育

种技术、现代生物技术以及生理学手段培育适宜盐

碱生态环境养殖的新品种；引进和移植耐高盐碱水

生经济动植物，摸清新品种的发育生物学、繁殖生

理学和繁殖生态学特性，开展人工繁殖技术和养殖

技术研究；结合不同盐碱水生经济动植物繁育特

点，构建适宜于各自品种的繁育技术体系。

（四）盐碱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健康养殖

研究盐碱养殖水体生物类群结构、生态功能和

养殖容量评估。基于主要分布区域水质特点，建立

内陆型、滨海型、次生型盐碱水养殖模式；基于盐

碱程度，建立鱼类、甲壳类以及轮虫、卤虫等特种

养殖技术；基于池塘、大水面、大棚和工厂化养殖

水体，建立精养、混养、生态放养等养殖方式。

（五）盐碱水渔业生态修复与效益评价

针对不同区域盐碱水土类型，根据种植作物和养

殖生物的生长特性及耐盐碱特性，建立上粮下渔、上

草下渔、上林下渔等复合种养的盐碱水渔农综合利用

模式；针对不同的典型盐碱区域、不同的盐碱水质

类型，结合基建设计、微生态环境构建、水质调控

等技术手段，开发多级汇盐生态化养殖系统工程构

建技术，建立“污染零排放”养殖模式和渔农复合

循环利用模式；研发盐碱水土渔业利用生态效益评

价技术方法和指标体系，摸索现有典型且有效的模

式修复盐碱生态环境的潜在机制及其主要调控途径。

（六）盐碱水渔业产业化信息共享平台

针对盐碱水渔业可持续、科学有序开发，建设

盐碱水土资源渔业专项数据库和开发智能系统；以

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为目标，以危害分析和关

键控制点为原则，对养殖过程进行技术支持、动态

监管及预警，建立专家智能管理系统和技术支持体

系；依据盐碱水渔业产业链，设计产业化信息共享

平台，为盐碱水渔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五、我国盐碱水渔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保障

（一）加强产业政策引导

加强盐碱水渔业产业的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作

用，加大盐碱水渔业模式开发等方面的产业政策引

导和国家财政扶持力度，提高科研单位与企业参与

的积极性。完善契合盐碱水渔业的技术支持服务体

系和信息共享平台，规范盐碱水渔业模式构建，加

快盐碱水渔业的产业化进程，促进盐碱水渔业健康

发展。

（二）建立野外观察台站和创新平台

在典型盐碱水地区，建立以积累盐碱水的时空

分布特点和改碱效果评价为目标的盐碱水渔业野外

台站，组建具有盐碱水质优化调控、耐盐碱品种选

育、多生态位养殖、生态系统工程构建等功能的创

新平台，增强盐碱水渔业长效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

技术支撑能力。

（三）建立多元化的融投资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国家通过税收

优惠、贷款优惠等政策，激励社会、企业资金和地

方经费的投资，发挥种业基金的孵化作用，形成融

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的原则，从多方位、多链条、多层面支持和参与成

果熟化和推广应用，推动企业逐步成为盐碱水渔业

技术创新主体。

（四）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人才和创新平台为支撑，

优化资源配置，聚集优势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

业人才，统筹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产品创制

与示范应用的有机衔接，建立产学研协同攻关的绿

洲渔业体系，增强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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