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 刊 词
当前， 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周志的建设有中国持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和许多高瞻远瞩的决策思想指导下， 正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

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抓住当前有利时机， 加快

改革开放的步伐， 加速经济的发展。

全国高校也正在掀起深化改革的热潮， 正是在这个极好的形势

下，((上海水产大学学报》几经周折终于发刊了。

上海水产大学是一所水产学科齐全、 师资力量雄厚、 办学历史

悠久的高等学府。 近年来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 全校教

工正意气风发辛勤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建校八十周年的校庆。

《学报》的出刊将为我校广大教师与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展示其教

学科研成果的园地;也将向国内外校友和水产科技界交流与提供最

新科技信息，并渴望得到广大校友和水产界同仁们不吝指教。

我们的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双百"方针;及

时准确地反映我校教学科研的成果;加强与兄弟院校及科技界的学

术交流;提供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信息， 使之迅速转化为生产

力，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我们深信， 老刊新办的《土海水产大学学报》将以勃勃兰机屹

立于全国水产界的学报之林。

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与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将为《 学报》

的发刊提供无与伦比的客观条件;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 编委和

编辑人员的辛劳， 必将扶植它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

全校的教师、 干部和同学们， 水产界同行们， 让我们共同努力

把《上海水产大学学报》办好!

本刊编辑委员会
199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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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晶在我国膳食中的地位和作用

(上海水产大学食晶科学技术革.20ω90)

提 要 本文从我国水产晶生产地区分布上不平衡的特点出发，结合膏禽产晶和国外

情况， 重点分析考察了精海植业区、淡水瘟业区和山地高原非渔业区水产晶在膳食中可能提

供的动物蛋白质数量水平及其地位作用. 着重指出了人口为全国30%的沿海植业区占有全

国73%的水产品，而入口为70%的泼水渔业区和非渔业区只占有全国水产品的27%. 因而

尽管1989年全国水产晶蛋白质人均占有量仅为3.1克/人日，但括海温区却达到相当于世

界多数渔业国的7.4克/人日的平均数量水平，并在动物蛋白质中占有平均40%的高比例

水平，对保证膳食营养具有重要作用. 在人口为40%的被水渔业区蛋白质的平均占有量为

2.0克/人日，在动物蛋白质中只占16.6%，但在淡水生产彼快发展的前景下，师年代末仍

有可能提高到现有全国平均水平3.1克/人日，部分省区有接近现有泪海渔业区水平的可

能. 但占有30%人口的非渔业区水产品蛋白厨平均占有量仅为 0 3克/人日，在提高膳食

中动物蛋白质的作用上，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

美·调 水产晶蛋白质，膳食结构，蛋白质平均占有量

以鱼类为主的水产品，是重要的动物性蛋白质食品.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中国水

产品产量已达到1千1百万吨到1千3百万吨.但由于国家大、 人口多，水产品人均占有

量低，因此它在人民膳食中占有和可能占有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考察的问
题. 本文主要对当前水产品在全国不同地区人民膳食中可能提供的食物蛋白质的数量分布

及其在提高动物性蛋白中占有的地位和作用，结合国内外情况进行一些可能的考察.

1水产品的食用性质和特点

水产晶和农、 亩产品共同组成了人民生活和营养上必需的三餐膳食也 它的特点:第一

是含有占干物重60-80%的营养价值高的动物蛋白质;第二是晶种多样，各具风味特
色;第三是脂肪含量较畜产肉类少，并含有防止离血脂和心血管病的多烯脂肪酸. 因此水

产品是一种高蛋白、 低脂肪和低热量食品的同时，又是一种具有多种风味特色和保健作用

的食品.

水产品的食物营养成份包括蛋白质、脂肪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 作为动物性蛋白质

摞的鱼虾贝类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与畜禽肉类相同. 它的含量，除贝类稍低外，大多和瘦猪

1992-()4-14收到

注:本文是作者在1990年中国食品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会上提出的论女经修改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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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瘦牛肉和鸡肉等的含量接近，而高于脂肪多的肥瘦肉和肥肉‘ 表1 是中国常见的部分鱼
类和虾蟹贝类的蛋白质、 脂肪的平 均含量和热量. 从中可以看到35 种常见海水鱼和17种榄
水鱼肉的平均蛋白质含量分别为18.2%和18.4%;脂肪的平均含量分别为3.111/11和5.3%。
和猪牛羊肉比较，蛋白质高于猪羊肉和接近于牛肉，脂肪则明显地较三者为低. 虾蟹贝类的
情况，除贝类蛋白质含量较低外 ，基本和鱼类相同. 充分反映了水产品高蛋白、 低脂肪以及
低热量的特点。

襄1 水产晶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比较111
Table 1 Compam.on of protein and fat content& among fi曲ery proclucts 

种 笑 蛋白质(%) 脂 肪(%) 热 量(千卡/lúO克J
'*'见海水鱼(35种平均) 18 2 3 1 1ω 

常见淡水鱼(17种平均j 18 4 5司 121 3  
虾(对町， 青虾 龙虾平均) 1"，8 13  82'J 
蟹(海蟹 河蟹平均J 14û 4 3  447 
贝芬(牡螃. 蚓 青蛤平均j IÚ 1 14 53 û 
猪肉(瘦j 16 7 28 .8 3260 
猪肉(肥瘦J 95  5ú 8 466 ú 
猪肉(肥j 2 2  9úrs 8260 
牛 肉(ß巴瘦y 2ú 1 lú 2 12 2 
羊 肉(D�瘦j 111 2 8 8 303 6 
鸡 肉 215 2 5  lú8 5 
鸭 肉 165 75 133 5 
鸡 蛋 147 11.6 ll6û 
牛 乳 3 3  4û 49 2 

2 水产品在世界不同国家、 地区膳食中的地位和作用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l句，1986-1988年世界9516.4万吨水产品中，有69.1%供作食
用，为全世界50.24亿人口提供13 1千克/人年的水产品和3.9克/人日的动物蛋白质. 但
全世界水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地区和国家间的分布上是不平衡的(见附录1). 1986-1988 年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膳食中获得水产品及蛋白质的数量， 在前者分别为26.7千克/人年

和7.9克/人日， 而后者仅为8.9千克/人年和2.6克/人日，前者为后者的3倍. 在不同

国家膳食中水产品及蛋白质的数量分布也同样存在差异. 水产品在1 ∞ 吨以上近 20 个 主要
植业国家中， 水产品蛋白质在膳食中的数量大体可分为高、 中、 低三档。 首先可以看到前苏
联、 英国、 加拿大等近10个国家的水产品蛋白质在5.....10克/人目的中等数量水平;日
本、 挪威‘ 南朝鲜等少数国家在10.....20克/人日的高数量水平 ;印度、 印尼等包括中国在
内的部分国家则属于5克/人日以下低数量水平也 这种蛋白质数量的高低，具体反映了它在
不同国家膳食中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大小; 而一个国家地区水平 品的产量和人口的多少则
是决定蛋白质数量水平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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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水产品的蛋白质数量水平 之外， 不同国家膳食中水产品蛋白质对动物蛋白比例的大
小也不一样， 同样可看作是反映水产品蛋白质在一个国家膳食中地位作用的标志. 从图l中
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膳食中动物蛋白质的数量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前者属高
蛋白膳食国家，动物蛋白质几乎无例外地在50克/人日以上， 而后者则在20克/人日以
下， 有的不满10克/人日， 属于低蛋白膳食的类型. 在高蛋白膳食国家， 水产晶蛋自对动
物蛋白质的百分比明显地低于低蛋白膳食的国家‘ 除日本、 挪威等少数国家外， 所有发达国
家水产品蛋白质对动物蛋白质的百分比都在10-20%之间， 有的如美国甚至不满10%;而
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均在30-50%之间. 这种差别说明发达国家膳食中的畜禽产品类动物
蛋白质多， 水产品作为动物蛋白质输源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但发展中国家在普遍缺乏动物性
蛋白质的情况下， 水产品对提高膳食中动物蛋白质数量水平 和改善膳食结构上都起着重要作
用e

骆肇莞:水产品在我国膳食中的地位和作用1-2期

· 世界各国水产品蛋白质对动物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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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1986-1988年世界主要渔业国家水产品蛋白质与动物蛋白质供给水平

Level of fishery product protein and animal protein supplied in major f18hery 
nation8 in world from 1986-1988 

Fig. 1 

a.发展中国家 b全世界 c.发达国家
1. 南朝鲜 2. 菲律宾 3. 泰国 4.印度尼西亚 5. 日本 6秘鲁 7. 挪威 8 . 智利 9. 中国 10西班牙
11埃及 12. 法国 13. 加拿大 14. 前苏联 15. 意大利 16 英国 17印度 18. 美国

水产品在我国人民膳食中的数量水平和地区分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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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989年水产品产量为1152万吨. 按全国人口计算的平均占有量为10.3千克/人
年， 折合成蛋白质为3.1克/人目( 见附录2 ). 这一数量高于1986-1988年全国平均供给量

的8.0千克/人年和2.4克/人日;低于世界平均供给量的13.1千克/人年和3.9克/人日(
见附录1). 这说明我国水产品产量虽已超过1千万吨，绝对数量不少， 但由于人口多， 全
国人均占有量很低.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我们国家大，地搞宽a不同地区水产品的数量分布并
不平衡.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 根据水产晶产量和蛋自质占有量的地瘟分啸，把全国划分成渔
业区与非渔业区， 以及植业区中的沿海渔业区与被水植业区(见附录2).

渔业区， 是1989年产量在10万吨以上( 北京例外)的18个省市. 这一地区的人口占全
国72.9%， 水产品产量占全国96.9%. 它的水产品和蛋自质平均占有量分别为13.8千克/
人年和4.1克/人日， 略高于前边1986-1988年世界平均供给量的13.1千克/人年和3.9

克/人日。
f居海渔业区， 是渔业区18个省市中蛋白质占有量在5克/人日以上的8个省市- 它的

人口为全国的30.3%， 水产品产量为全国的73.1%. 它的水产品人均占有量高边25.4千克
/人年 ， 蛋 白 质 占 有 量达 7 4 克 /人 日 ， 接近于 前述世界发达国 家的 26 7千克 /
人年和7.9克/人日的平均供量水平{见附录1).

淡水渔业区， 是渔业区18个省市中蛋白质占有量在5克/人日以下的地区， 共10个省
市， 除问北、 天津外 ， 主 要是长江 、 珠江和黑龙江流域的烧水渔业区. 人口占全国
42.6%， 水产品产量占23.8%. 这一地区的水产品和蛋白质两者的占有量分别为6.8千克/
人年和2.0克/人日，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1986-1988年发展中国家水平 .

非渔业区， 主要是山区和高原地区， 水产品产量在10万吨以下的12个省和自治区.人
口占全国的27.2%， 水产品产量仅占全国的3.1%‘ 水产品和蛋白质占有量分别为1.3千克

/人年和0.3克/人日， 数量很少"

4 水产品在我国膳食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便于比较考察水产品蛋白质在动物蛋白质和膳食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1989
年全国各省市畜禽产品的产量， 接浩海植业区、 淡水植业区及非渔业区的人口数， 分别计算

了畜禽产品及其蛋白质占有量(见附录3). 1989年全国猪牛羊禽肉类产量为2608.2万吨， 禽
蛋产量为719.8万吨， 奶类产量为435.8万吨. 所有这些产品分别按全国人均占有量折算成
蛋白质的平均占有量为9.6克/人日， 约为全国水产品人均蛋白质占有量的3倍. 水产品和
畜禽产品两者加在一起的动物蛋白质总量为12.7克/人日. 水产品蛋白质在动物蛋白质总
量中占的比重为24.4%‘

畜禽产品蛋白质占有量的地区分布， 在沿海渔业区、 淡水渔业区及非渔业区依次分别为
11.0克/人日、 9.9克/人日以及6.4克/人日(见附录2). 前两者相差不大 ， 而非渔业区的
数量明显较低. 3个地区畜禽产品和水产品蛋白质平均占有量加在一起的动物蛋白质总量分
别为18.4克/人日、11 9克/人日和6.7克/人日. 三者间都有较大 的相差‘ 其中沿海渔
业区和淡水渔业区两者间的相差， 显然主要来自水产品蛋白质的相差.

从图2 中可以看到各植业区与非渔业区水产品蛋白质在总的动物蛋白(水产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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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水产品蛋白质对动物蛋白质'币
。 省市水产品蛋白质对动物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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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2 水产品蛋白质与动物蛋白质占有量水平

Fig. 2 Level of fl&hery product protein and animal protein available 

a. 非渔业区(12个省市) b. 全国平均 c. 沿海渔业区(8个省市) d. 淡水渔业区(10个省市)

1. 福建2. 浙江 3.广东 4. 辽宁 5. 海南6. 上海 7. 山东8. 江苏

畜禽产品蛋白质之 和)中所占比例(%)的差异. 在沿海植业区， 动物蛋白质中水产品蛋白质
占40.2%. 清楚地反映了水产品蛋白质在动物蛋白质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以及它在膳食结
构中提高动物蛋白质数量水平 上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还可看到沿海渔业区8个省市水产品
蛋白质在动物蛋白质中占有的比例， 大多在30-50%的范围， 仅江 苏略低于30%. 而福
建、 浙江 则高于50%， 同样显示了水产品蛋白质在动物蛋白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与沿
海渔业区情况相反的是. 10个省市淡水区的水产品蛋白质仅为动物蛋白质的16.6%. 较沿
海区的百分比小得很多。 非渔业区动物蛋白质中的水产品蛋白质仅占4.6%. 没有任何重要
性可言也 这意味着淡水渔业区动物蛋白质的提高主要是畜禽产品， 而非渔业区则唯一 的依靠
是畜牧业的生产， 这是在改善全国人 民膳食结构上需要区别考虑的问题.

5 

5 几点展望和考察

我国水产品总产量在]991年已超过1300万吨. 到90年代末的预计产量为1800万吨，
其 中沿海区和淡水区产量将同步增长。 届时总的产量将比80年代末(1989)增加约50%。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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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体依此推算， 到2000年的沿海区水产品蛋白 质 占有量可能增加到11克/

人日， 淡水区达到3.0克/人日。 如畜禽产品也是同步增长(沿海和淡水区都是农业区， 有

条件保持同步增长). 水产和畜禽产品加在一起， 沿海区的动物蛋白质有可能从现在的18.4

克/人 日增加到 20 克/人 日以上;谈水区则由砚有的11.9克/人日达到15 克/

人日， 部分省区甚至可超过这一水平。 从而使相当于全国人口约70%的地区， 动物蛋白质

在膳食中达到一个在 15 -20克/人日范围的较高的水平 也
一般15-20克/人日动物蛋白质， 大约相当于每人 每天可吃到约100先鱼肉或畜禽

肉， 这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营养和保健需要的动物蛋白质水平 . 膳食结构中动物蛋
白质的数量始终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生活水平 高 低的重要尺度， 也是我国在90年代由温饱
过渡到小康生活水平中应 顷考虑的一个膳食结构问题。 国 内一些营养食品专家主张到2 ∞0

年的膳食结构中， 应有70- 75克/人日的蛋向质， 其中功物蛋白质占20-25%. 也就是14

-19克/人日的范围。 边一蛋白质需要数量和水产品、 商禽产品可能供给的15-20克蛋白

质量不谋而合。80年代末我国膳食中的蛋自质已基卒达到70克/人1::1. 18.功物蛋向质要在
90年代使全国包括非植业区在内部达到15克/人H以上·还须要作出重大的努力。 在实现这

一目标过程中， 水产品是有可能在占全国人口701.1/0的沿海和淡水植业区起到重要的作用ι

以上有关膳食蛋白质的数量考察只是一些粗略的估计·。 特别是又中采用的产 品和蛋白质

占有量， 不等于膳食中可能获得的食物供给量， 要将占有量变为供给量需要打一定折扣， 但
估计不会很大， 在FAO统计资料中对中国水产品的这一折率为92.8%(1986-1988)。 此外

水产品、 畜禽产品由产品占有量到蛋白质占有量的换算(见附录2.匀， 也可能存在一些偏高
偏低的情况， 但这些因素对文中有关宏观考察和基本情况的影响不致很大。

附录1 • J锦6-1989华世界主要温业固京、 地区水产晶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供给量14，s1

Appendix 1 Level of Oshery product protein and animal protein supplled in major fishery 

nations in world from 1986-1989 

水产品供给.4J 水产品蛋白质供给量 动物蛋白质供给量[lJ 总蛋白质量[SJ
国家. 地区

千克/人年 克/人日 对动物蛋白 % 克/人H 对总蛋白质最% 克/人H
全世界 13.1 39 157 247 35 1 70.4 

发边国家 267 7.9 13.2 60 1 584 103.0 

发展中国家 87 2 6  19.4 133 22.2 599 

同本 7 1.2 21.1 40 4 52.2 70.4 74 2 

前苏联 286 85 15 1 56 1 52 8 106.2 

美国 205 6 4  87 73 2 66 8 109 6  

加拿大 269 80 121s 627 63 5 99 8 

法国 29.0 86 113 76.1 68.1 111 8 

(续F表}



}-2期 骆肇亮:水产品在我国膳食中的地位和作用 7 

(接上表)
意太利 19.7 5.8 10.2 57 3 53 9 106.3 
英国 19.2 5.7 1ú.5 53.9 58.6 88.6 

西班牙 38.6 10.5 17.8 59 1 55.4 103.ú 
挪威 44.3 13.1 20.3 64.7 62.8 103.0 
智利 19.9 5.9 21.7 27.1 39.2 69.2 
秘鲁 13.3 6.9 30.9 22.3 ，38.0 58.7 
埃及 7.4 2.3 14.4 15.2 18.1 83.9 

印度尼西亚 14.0 4.1 54.5 7.6 14.3 53.2 
菲律宾 33.ls 10.1 47.0 21.3 40.1 53.1 

南朝鲜 49.6 14 7 58.8 25.0 32.6 76.8 
泰国 2ú 8 62 41.3 14.9 3ú.4 49.0 
印度 3 3  l.ú 1 3.2 76 14 3 53.2 
中国 ls.ú 2.4 19 6 12 1 1'13 62.8 

注:表中水产品蛋白质供给量是按下式计算的:水产品蛋白质供给最(克/人日)=水产品供给量(于克/人年)>' Ex px 
lω0 /365， E=60 /1ω{鱼体食部%)， P=18 /1ω(鱼肉中蛋白质含量0/0) .

附最2 1_华金圃备地区水产晶噩自质和动物噩自属占有量111

Appendix 1 Level of &1:阳Y procluc:t protein and animal protein nailable perωpita in 

varlous areas of China In 1989 

人 口 水产品产量 水产品占有最 畜禽产品蛋动物蛋白
Jj(产品 省市

蛋白质 对动物 臼质占有量质占有量卢晶
产区 自治区 万人 % 万吨 % 

千克/人年克/人日 蛋白质%千克/人年克/人同
全 国 111，191 100 1151.7 100 10.3 3 1 24.4 9.6 12 7 

福建 2，889 2.6 112.1 9.7 3ls 8 1 1.5 56.9 8 7  20.2 
广东 6，025 5.4 189.8 16.5 3 1.5 9.3 45.ls lIú 2ú.3 

重量活 浙江 4，209 3.8 129 2 11.2 30.7 9.1 53.2 8 .0 17.1 
辽宁 3，876 3.5 1ú1.2 ls.2 26.1 7.7 45.1 12.2 17.9 

，...、 海南 639 0.6 14 9 1.3 23.3 6.9 46.6 7.9 14.8 
八个
省

， 上海 1，277 1.2 29 7 2.6 23.3 6.9 32 7 14.2 21.1 

市、J 山东 8，181 2.4 14.0 13 4 188 5.6 32.8 12 1 17.7 
江苏 6，536 5.9 111.5 9 6  16 9 5.0 2ls 1 128 178 

小计f平均} 33，632 30.3 841 4 73.1 (25.0) (7 4) (40.2) (1I.Ú) (18.4)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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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18.6 17.2 7.5 1.4 4.6 0.4 4.7 0.9 1，021 北京
10.9 11.3 24.2 3.6 12.2 0.9 10.4 0.8 852 天津

湖北 14.5 10.7 26.2 3.8 12.7 5.8 66.5 4.7 5，224 
13.1 10.6 19.9 2.6 8.6 4.5 51.5 5.4 6，014 湖南
11.9 9.6 19.3 2.3 7.6 2.6 '28.1 3.3 3，695 江西
9.1 7.1 22.0 2.0 6.8 2.4 28.0 3.7 4，150 广西
10.5 8.7 17:1 1.8 6.2 2.5 28.2 4.7 5，469 安徽

凋北 9.5 8.4 11.6 l
 
.

 
l

 
3.6 1.8 20.9 5.3 5，881 

4，342 

淡
水
渔
业
区
《
十
个省
市〉

9.5 8.5 10.5 1.0 3.2 1.2 13.9 3.9 '民龙江
12.5 11 9 0.5 四川 0.6 2.1 2.0 22.4 9.6 10，700 

(11.9) !I.9 (16 6) (2.0) (6.8) 23.8 274.6 42.6 47，348 小1忖平均j

梅 、 淡水渔业区 14.1s 107 27 7 4.1 13.8 96.9 1116 72.8 80，980 
)计一含一

区
市一
业

省一
渔

AF·-L←r
 

a，
-
4司

L提UEl圃，，‘‘ 
6.7 (6.4) 4.5 (0.3) (1.3) 3.1 35.7 27.2 30，211 

(12个省、 自治区)

附景3 1989华全国备温业区盲禽产晶及噩自属人均占有.2，31

Level of Uvestock归ul'町prodaets and proteln al'llllable per帽plta In varlous fishlr咆

areu of Chlna In 1989 
Appendlx 3 

种类 项目 沿海渔业区 淡水渔业区 非渔业区 全国
。个省市) (10个省市) (12个省、 自治区)

猪 产量{万啪 660.40 10811.10 37440 2122.90 

产品占有最t千克/入华} 19.ω 22.98 12.39 19.09 

肉 蛋白质占有量(克/人日} 5.10 6∞ 2 20 5∞ 

牛 产量(万吨J 22.50 28 50 56 20 107 20 

产品占有最{子克/人年) 067 0.60 1 86 0.9面

肉 蛋白质占有量(克/人日) 040 030 1.∞ 050 

单 严量{万吨y 22 80 17.10 56.30 96 20 

严晶占有量(千克/人年} 068 036 l伪 087 

肉 蛋白质占有量(克/人日J 。.20 0.10 0 60 030 

禽 产量(万吨j 141 .30 111 80 28.10 281.20 

严晶占有最(千克/人年j 4.20 2 36 096 2 54 

肉 蛋白质占有量{克/人1:1) 2.20 1.20 0.50 1.30 

禽 产量(}J吨) 290.80 383 80 145 .20 819 80 

产品占有量(千克/人年) 8 68 599 4 .111 6.47 

蛋 蛋白质占有量t克/人日) 290 200 1ω 2 10 

奶 产量{刃'吨} 89.110 166.50 179.50 435.也。

产品占有量{千克/人年1 2.67 3 .25 5 .94 3 92 

类 蛋白质占有量{克/人臼) 020 030 050 。钊
地区 产量{万吨J

产品占有量(千克/人年y -
合计 蛋白质占有量{克/人日} 11.00 9 90 640 9 60 

注:表中蛋白质占有量是接下式计算出的:蛋白质占有量(克/人日)=产品占有量{千克/人年)X PX 10ω1365 ， P=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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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蕴白质含量%. P值:猪肉95%.牛肉201%.单阙11m.禽肉。0%.禽量12υ%. 奶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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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FlSHERY PRODUCTS IN DIET IN CHINA 
Luo Zhao-yao 

( Department (矿FOCldStience and TechnClIClgy. Shan劝al Ftsherle� Unlwrstty. 2(.刷9())

9 

ABSTRACT Balied on the teatures of uneven geographic distributlon of fishery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a1so combining咧th live&tock poultry products邸well ali the pre!lent situation abroad， 

the le'Vel of animal protein avai1able from flShery products in diet in the areas of∞副tal flShing， 

freshwater flShìng and nonfishing mountain region were emphati饵lly invl创igat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ωtal flllhing ar，回with a 30% of the ωtal population of China。∞upied 73 % of y回rly

total harvest， but instead the freshwater fUlhi吨ar回 and nonflShing mountain region with a 70% 

mor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had on1y 27%. Although in '1989 the level of protein dai1y 

liupplied from fishery products throughout the ∞untry was approximately 3.1 gram pe rωpita， the 

a'Verage level of protem dai1y a'Vai1able m the ∞ωtal fUlhing ar副was 7.4 gram pe r  capita which 

wa岛饲uivalent to the liame level of mO!lt fi!lhmg nations amounting to around 40% higher in ani

mal protein. Therefore， the flShery producb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lisuring diet nutrition for 

the归。ple in the ∞勘tal flllhmg ar锦. Howe'Ver， in the fre!lhwater fllihing area with a 40% of the to

tal populatlon of China， the average le'Vel of protein avai1able daily w勘 on1y about 2.0 gram pe r  

capita that w勘叫ui'Valent to 16.6% tn animal protein. Owing to rapìd de'Velopment in frelihwater 

aquaωlture in China in the r，回ent y回rs， it ÌS veηpos!lible to raÏ!le the daily protein level to 3.1 

gram per capita in average throughout the ∞unt叨， wher，锦s the protein level ìn !lome ar跑也of臼r

tam provinc臼might be likely approachìngω that in the ∞alital fUlhi鸣 ar臼by the end of the 

1990!i. Unfortunately， in the noruUlhmg mountain region where has a 3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01 Chlna the datly a'Vaìlable protem level was on1y 0.3 gram pe r ωplta whloh ∞uld not 

liub!ltantlally improve animal protem available in their diet. 

KEYWORDS fishery product protein， dìet !ltructure， protem a'Vai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