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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南虾北运局面

本报记者

余

健

陈

力

“我们凌晨 5 点

下捕虾笼子，6 点多周

边旗县区的客人陆续过

来，一早上就买走了 400 多

斤。”9 月 4 日，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杭锦后旗沣达水产养殖

基 地 负 责 人 魏 继 舟 告 诉 记

者，今年南美白对虾的收成

不错，预计能产 4 万多斤。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

术推广中心水产技术处副处

长冯伟业说，内蒙古利用盐

碱地开展南美白对虾养殖始

于 2015 年，当时少数养殖户

直接从外地引进淡化好的虾

苗，但成活率、单产都不高，

效益不佳。2019 年，内蒙古

水产技术部门成功解决了虾

苗本地淡化问题，虾苗淡化

成活率和养殖成活率均显

著提升。经过 4 年发展，

内蒙古南美白对虾养殖

水平进一步提高，单产平

均 500 斤/亩 ，最 高 单 产

达 1000 斤/亩，亩均效益

6000 元以上。

“我最早养的是鱼，

效 益 不 理 想 ，后 来 开 始

养南美白对虾，最初亩产

才 300 多 斤 。 在 杭 锦 后

旗水产服务中心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我们不断探索

改良水质，调整养殖品种结构，目前虾苗的成活率能达到

80%，亩产基本在 700 斤以上，经济效益也很不错。”魏继舟

说，当地养出的南美白对虾壳薄体肥，肉质鲜美，深受消费

者喜爱，加上地处农区，水质无污染，消费者吃得更放心。

“杭锦后旗位于河套平原腹地，黄河流经全旗段 17 公

里，全旗现有可养殖水面 3 万多亩，养殖水产品 20 余种，目

前以养殖鱼类居多，但还是养殖南美白对虾等效益更好一

些。今年，我们引进了水产养殖企业，建起 1.2 万平方米南

美白对虾淡化培育基地，年育苗能力可达 5000 万尾，后期

将扩大南美白对虾池塘养殖面积 1800 多亩。南美白对虾

的引进、示范和推广，为虾类在该地区规模化养殖积累了经

验，也为当地渔业结构调整和盐碱地综合利用树立了很好

的榜样。”杭锦后旗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永祥说。

对于南美白对虾养殖，张永祥认为，当地设施渔业基础

还比较薄弱，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指导，密切

关注水产品市场，引导养殖户科学合理调整渔业养殖结构，

还要大力推广节水养殖技术，提高黄河水的使用效率。

出生在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一棵树村的武丽是内

蒙古兴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武丽告诉记者，南美白

对虾养殖用水需要一定的盐度，一棵树村的盐碱地水塘能提

供养殖场所和水源，还能降低养殖成本，是发展南美白对虾

产业的好地方，“盐碱地对虾养殖项目可将闲置的土地、盐碱

水变废为宝，同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南美白对虾实现规模化养殖，预

计今年总产量在 5 万斤以上，经济效益超 200 万元。”武丽告

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场需要进一步丰富养殖品

种，提高养殖效益，并准备打造南美白对虾育苗基地。”

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当地立足沿黄 10 万亩荒置宜渔

盐碱地，利用农田灌溉产生的高盐碱度灌溉渗水，联合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依托内蒙古渔

农科技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黄河沿岸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

司等经营主体，推广南美白对虾养殖以及“上粮下鱼”“稻+

鱼+蟹”综合种养等多项“以渔改碱”技术和养殖模式，逐步

扩大“以渔改碱”特色产业覆盖面。目前，已发展盐碱水域南

美白对虾养殖 4500 多亩、盐碱土地挖塘抬田的“上粮下鱼”

养殖模式 1000亩、“稻+蟹”“稻+鱼”养殖模式 1500亩。

为解决水温低、养殖周期短的问题，2021 年，内蒙古采

取了设施化养殖，通过建设温室大棚、陆基养殖等设施设

备，提高水体温度，延长养殖周期，构建了棚塘接力养殖、陆

基循环水养殖等高效养殖模式，南美白对虾单产也实现了

大幅提升。2022 年，内蒙古成功实现了小棚养虾一年两

茬的目标，实现了错峰上市。

“如今，内蒙古生产的南美白对虾已销往广东等

省份，打破了过去南虾北运的局面。下一步，内蒙

古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总体思路，严格遵循

‘以水定产’要求，大力发展南美白对虾节水高效

养殖，做大做强产业链，助力渔业高质量发展

和乡村振兴，也为盐碱地高效利用提供更

多方法。”冯伟业说。

内蒙古

“鱼盘子”更丰盛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马呈忠 耿丹丹

金秋时节，一幅丰收画卷在新疆徐徐铺展，这里不

仅有“粮袋子”“果篮子”，还有“鱼盘子”。而在“鱼盘

子”中，有南美白对虾、三文鱼、石斑鱼、鲍鱼、龙虾等海

鲜产品，近来受到消费者广泛关注。

其实，新疆生产海鲜早已不是新鲜事。地产海鲜

产品不仅丰富了本地消费者的餐桌，还可以卖到其他

省份，甚至远销海外。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蕴有机

农业有限公司从事三文鱼育种、养殖和精深加工，产品

自 2017 年投放市场以来一直供不应求。该公司副总经

理丁娅瑛告诉记者，他们去年销售三文鱼近 3500 吨，预

计今年生产、销售可达 6000吨，产值将超过 5亿元。

新疆远离海洋，为何能生产海鲜？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有的海鲜在海水环境和淡水环境中均能

生长，比如三文鱼，因此新疆也能生产。另外，有的

海鲜能“淡化养殖”，比如南美白对虾，可先模拟海

水环境，再对养殖水体逐步改良，让其适应淡水环

境后，就可在淡水中养殖了。

对于只适应海水环境的海鲜，新疆一些地方

则通过调配“人工海水”的方式进行养殖。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红旗农场因地势低洼，汇集了周

边的地下盐碱水，他们向盐碱水中添加微量元素、

益生菌等，调配出适合海产品生长的“人工海水”；

同时，通过发展海鲜养殖还能“以渔降盐、以渔降

碱”，改善生态环境，一举两得。

去年，红旗农场引进了新疆时时鲜水产有限公

司，在盐碱地上开发 250 亩鱼塘，建设了生态智能恒

温养殖基地。该公司负责人蔡柱南介绍，现已成功养

殖石斑鱼、南美白对虾、鲍鱼、龙虾、海鲈鱼等 8 种海

货，市场前景看好，今年计划再开发 2000 亩鱼塘。

记者了解到，在新疆众多海鲜产品中，三文鱼是市

场开拓最好的品种。“我们的产品销售到上海、大连等

国内沿海城市，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滨海国家，

外地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95%。”丁娅瑛表示，新

疆三文鱼产品实现了从内陆到沿海的“逆向销售”，通

过全程冷链、空运，24 小时就能送达外地消费者手中。

目前，除了三文鱼等少数产品，新疆产的海鲜绝大

部分在新疆地区销售。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区域是

南美白对虾主要养殖区域，从记者走访这个区域养殖

户的情况看，产品都在新疆销售。之所以没能走出本

省份，一方面是受制于运输半径过长；另一方面是新疆

本地市场足以消纳南美白对虾产量，现在的产能尚不

能支撑新疆海鲜产品大规模走出去。

“基本不愁卖，特别是在南疆地区销售非常好。”乌

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工镇养殖户王敬辉承包了 70 多

亩水面，养殖南美白对虾的时间已超过 10 年，他打算

忙完这一阵就到阿克苏、库尔勒考察，在南疆地区设立

一个养殖点，进一步扩大生产。

新疆海鲜“游”到疆外，规模化经营是基础。从现

状看，新疆海鲜生产大多是养殖户分散经营、各自为

政，龙头企业少，海鲜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大户也比

较少，导致科技创新、种苗繁育等方面投入不足，制约

了新疆海鲜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对此，昌吉市田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

晓岩认为，养殖户应该抱团发展，特别是邻近的养殖户

抱团非常必要，这对统一进购种苗、合作开拓市场等都

非常有利，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引导。

制约新疆海鲜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另一块短板是

水生动物疾病检测、防控能力较弱，这在新疆许多地区

还是空白，只能到市州级甚至自治区级相关部门送检，

样本运输时间、检测周期均过长，往往在检测结果出炉

时，水产品生长情况已发生变化。

得益于对口援疆机制，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支

持下，昌吉市田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了水生动

物疾病防控实验室，通过常态化检测，有效预防了“虾

病”。王晓岩建议，引进市场化检测机构，并在主产区

加密布局。

另外，新疆冬季寒冷，户外水塘养殖，大部分海

鲜品种只有半年生产期，建设温室大棚进行工厂化、

全年度生产，可有效破解这一难题。眼下，一些养

殖企业、养殖大户正按此方向转型。“我正在琢磨搞

恒温大棚，变‘土塘’养殖为工厂化生产。转型

后，1 亩地的产量将是现在的 10 倍。”昌吉市

南美白对虾养殖大户成亮说。

“以渔治碱”风生水起
本报记者 许 凌

“宁夏用黄河水养鱼已有几十年历史，发

展盐碱水模拟海水养殖虾蟹是近些年的事。”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

管理局局长唐亮告诉记者，宁夏宜渔盐碱水

土分布广泛，引黄灌区土壤盐化多属盐土分

布类型，盐度多在 2 至 18 之间，pH 值在 7.7 至

9.3 之间，发展海产品养殖优势明显。全区共

有盐渍化耕地 248.7 万亩，占全区耕地面积的

12.7%，农林牧未利用的盐碱荒地面积达 83.5

万亩，主要分布在贺兰县等银川北部地区和

中部干旱带，其中盐池县拥有 4.7 万亩高盐碱

地和 4 万亩盐湖资源优势。

“以渔治碱”是宁夏开展盐碱地（水）综合

治理的主要方式之一。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

期开始发展渔业生产，近几年开始在盐碱地

上挖池塘养鱼，目前宁夏已利用盐碱地开展

池塘大宗淡水鱼精准养殖 15.9 万亩，累计发

展稻渔综合种养 100 万亩。截至 2022 年底，

宁夏南美白对虾养殖产量 217 吨、青蟹 908

吨、加州鲈鱼 967 吨。

谈 到 海 货 话 题 ，盐 池 县 科 学 技 术 局 局

长屈昊说，以前为治理全县近 10 万亩的盐

碱地，盐池县试了很多办法，成效不大。经

过反复试验，他们的目光锁定了天然的盐

卤水。2012 年，盐池县尝试着利用盐卤水

和盐碱地开展海货养殖。“尽管贺兰县水产

养殖业起步比较早，但是达到规模化发展

是在近几年才实现的。”贺兰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丁书涛表示，2021 年贺兰县先后投入

2620 万元，建设了黄河经济鱼类水产种质

资 源 场 ，开 展 黄 河 鱼 类 的 标 准 化 繁 殖 、繁

育以及种质资源的保护。

贺兰县常信乡四十里店村宁夏黄河经

济鱼类水产种质资源场内，数十个循环水养

殖池有序分布，只见循环流动的池水清澈见

底，银川鲤鱼、鳜鱼等游来游去。银川科海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伟告诉记者，场

区建有经济鱼类养殖车间、养殖活体库、玻

璃温室，全场区建设完成以后对黄河种质资

源的收集保护和增殖放流将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

“前些年，尽管我们这里黄河淡水养鱼形

成一定规模，市场覆盖西北多个省（区、市），

但因鲤鱼、草鱼价格低迷，很多养殖大宗淡水

鱼类的池塘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于是盐碱

水模拟海水养殖南美白对虾、青蟹和加州鲈

鱼成为最佳选择。”贺兰县晶诚水产养殖有限

公司总经理高长城说。虽说这些海货市场售

价行情看好，可是在当时，养殖技术瓶颈难以

突破。据介绍，先是县里帮他们对接加州鲈

鱼新品种，建设 4000 平方米的工厂化繁育地

暖养殖温棚，引进清华大学先

进水环境调控技术，开展工厂化加州

鲈鱼亲鱼培育、人工繁殖、大规模鱼种驯

化技术研究。为养殖出与海洋里一样的海

货，他们先后与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宁波大学等科研院

所合作，攻克调节盐碱水相关成分浓度比例

等一系列模拟海水技术。“经过一番努力，

2021 年研发成功的模拟海水养殖科技成熟

应用后，我们公司养殖的南美白对虾、青蟹在

西北市场受到青睐。”高长城说。

如今在深处西北内陆的宁夏，贺兰、盐池

等县区适水产业发展得可谓风生水起。谈到

对未来的打算，唐亮表示，第一要扩大规模。

落实盐碱荒地开发利用目标任务，重点对分

布在银北地区和盐池等农林牧未利用的低洼

盐碱荒地因地制宜实施“以渔改碱、以渔治

碱”工程，开展以对虾、青蟹等耐盐碱广适性

品种为主导的设施养殖 50 万平方米、稻渔综

合种养 10 万亩、菜鱼共生生态种养 1000 亩，

积极探索发展大黄鱼、青蟹、鳜鱼等优质新品

种，全方位开发宜渔资源。第二要开拓市

场。在巩固宁夏与西部其他省（区、市）市场

基础上，还要加快冷链物流建设，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

宁夏

新疆 海鲜海鲜

﹃﹃
游游
﹄﹄
进盐碱滩进盐碱滩 左图 新疆博斯腾湖

的螃蟹到了捕捞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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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内蒙古乌海市

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一棵树

村盐碱水南美白对虾养殖

基地。 马 蓉摄

宁夏贺兰县

南美白对虾出塘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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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毛 之 地 勃 发 多 样 生 机
王春琳

近期，我国部分地方利用盐碱地养殖海

鲜成为热点话题之一。其实，中国人对盐碱

地的识别开发利用由来已久，利用盐碱水养

殖海鲜技术近几年发展更为显著。

我国黄河流域有大量盐碱地，严重影响

农业生产。如何推动盐碱水资源化利用，提

升渔业后发地区生产和供应水平，如何利用

有限资源在盐碱地区域实现海产养殖业快速

发展，使内陆居民也能吃到当地养殖的海鲜，

是摆在海产养殖行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笔者长期从事水产养殖科研与地方服务

工作，团队在 2017 年对河南兰考、延津等地

的盐碱水体进行随机检测时发现，水的盐度、

pH 值适合东海青蟹生存，后来逐步攻克青蟹

在盐碱地“能不能存活”“能不能养殖”“能不

能出效益”等一系列难题，并探索了南美白对

虾等其他海鲜的盐碱水养殖。

目前，利用盐碱水养殖海鲜技术已经成

熟，涵盖了各类海鲜品种，如虾、蟹、贝类等。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从 2018 年开始研究在盐碱

水中养殖青蟹，先后在山东等地建设养殖试验

基地，在盐碱水中成功试养南美白对虾等多种

海鲜。以青蟹为例，通过驯化，只需几天时间，

就能让青蟹苗从高浓度盐分环境适应低浓度

盐分环境，种苗成活率超过九成。现在，在盐

碱水中养殖青蟹，全过程成活率与沿海地区不

相上下。而且，盐碱水养殖的青蟹肉质洁白紧

致，口味鲜美。口感方面，由于受环境影响，即

便是同一个沿海地区不同县区的青蟹风味也

会有差别；同样，盐碱水养殖青蟹既有沿海青

蟹的特点，也有因环境差异带来的略微不同的

风味。一般来说，消费者是吃不出来差别的。

营养成分方面，盐碱水养殖青蟹与沿海养殖青

蟹一样。成品的个体大小、产量与沿海所产也

没有多大差别，主要与养殖周期（适合养殖的

水温持续时间）和养殖模式有关。盐碱水养殖

的虾、鱼、贝等海鲜也是如此。

关于养殖成本，盐碱水养殖的初始投入

费用相对较高，主要是前期需要解决不同生

长阶段青蟹苗种高效淡化和盐碱水关键离子

调控问题，所需费用与当地的原始离子（钾、

钙、镁等）组成有关，海鲜生长所必需离子的

含量少，就得多补，成本就会稍高。但是盐碱

地在塘租、产品售价、养殖病害防控等方面优

势很大，综合来说，盐碱水海鲜养殖成本并不

高。除去品牌效应，盐碱水养殖青蟹在当地的

售价比沿海青蟹要高，且味道同样鲜美。此

外，盐碱水青蟹远离海水病菌环境，在盐碱水

中养殖尚未出现病害问题，这也是越来越多的

人愿在盐碱地区养殖海鲜的重要原因之一。

盐碱水不同于淡水，也不同于海水，不同

类型的盐碱水，其海鲜养殖技术也有所不

同。盐碱水养殖海鲜技术未来发展既要重视

将盐碱水资源化利用，更要防止土地次生盐

碱化，必须注重生态可持续性与高效养殖模

式构建的和谐统一。青蟹与南美白对虾盐

碱水混养模式可在全国盐碱区域大面积

推广，目前已成功推广至宁夏、陕西、内

蒙古、河北、山东等地区，明年将在更

大范围落实养殖推广。同时，要因地

制宜探索适应不同地区的虾蟹—经济

作物共作、轮作模式，构建产业化生态

循环盐碱种植养殖系统。

得益于盐碱地综合改造，昔日的

不毛之地如今勃发多样生机。盐碱水

海鲜养殖兴起不但有效地拓展了海鲜

养殖面积，增加了海鲜养殖产量，更是

解决海鲜保供的多元化发展高效途径

之一。相信随着技术不断进步，盐碱

水养殖海鲜有望为我国海鲜产业带来

新机遇，助力乡村振兴。

（作者系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