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卷第1-2期

1994年6月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上海市郊区池塘养鱼高产技术

大面积综合试验》的后评估

宋承方 徐尚达

(上海水产大学. 200090) (上海水产总公司. 200002) 

1 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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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开放和科学、经济、文化地位的提高，上海显示出东方大都市的魅力.但上海又是大城市小郊区，

水产品供应历来以海水鱼为主，淡水鱼生产规模小、水平低.80年代初人均年淡水鱼占有量仅1.5kg.而海水

鱼又受到酣渔滥捕、资源严重衰退的影响，水产品成为副食品中最为紧俏的商品.为了促进副食晶生产的发

展、供应状况的改善和保持市场的稳定，除扩大养殖面积外，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池塘产出

率，研究总结出一套池塘养鱼大面积高产的综合技术体系，以直接服务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养鱼生产，缓解

"吃鱼难"矛盾，实现淡水鱼供应的根本好转.为此，国家计委于1984年通过农业部向上海市水产局下达了"上

海市郊区池搪养鱼高产技术大面积综合试验"工业性试验项目.这也是建国以来水产行业承担的第一个由国

家计委下达的项目.本项目的实施得到了农业部、上海市计委的重视与支梅，在主持单位上海市水产局的直接

组织领导下，由青浦、鳞明、金山三县以及上海水产大学、市水产研究所、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市水产养殖总扬、

渔业机械仪糖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参加，经过1984-1986年3年时间和各参试单位共同努力，全面超额完成了项

目规定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其措施是得力的，技术是先进的，成果是显著的.全市池塘养鱼每公明产量由

1983年的4830kg提高到1986年的8777.5kg.3年凰计增产淡水鱼8424 t.新增产值2160万元.实践表明，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的投入是最有效的投入.

2 项目设计和实际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

为实施这一项目，在组织上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协作组，在技术措施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技术路

线和技术方案，把多年来所取得的单项科技成果，以及国内外先进养鱼技术综合运用到试磁中去，通过整体优

化，建立了一整套适用于上海地区的池塘养鱼大面积高产的惊合技术和管理体系.在做法上实行科研、生产、

行政部门和科技人员、渔民、领导干部的两个三结合.项目实施过程中选择了青浦、鳞明、金山3个郊县的10个

乡.89个养殖场.920.7hml试.水面〈占当年全市池塘面积的1/的.在各试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984-

1986年3年时间，已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委下达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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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单位受益，市场常年有活鱼供应，居民满意，同时项目的实施也促进了郊县农村经济的发展.如参试单

位金山县历来属粮棉油产区，养鱼历史甚短.1983年仅有鱼塘77h时，单产3705kg/hm2•至1989年利用低洼田、

!目问道改造成的池塘总面积已达到800hml，总产量566.2 t，全县人均淡水鱼占有量为13. 2kg.渔业产值占全

县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2%上升到11.2%.淡水养殖业在全县农业稳定增长，协调发展，振兴全县经济中起

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主要技术要点与水平

3. 1 主要撞术'点

针对上海地区池塘养鱼的特点，采取综合技术措施，实现池塘养鱼大面极高产.把大面积高产综合试跄作

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组织实施，硬技术(科学养鱼技术〉和软技术(组织和经营管理〉燎容，并使两者结合起来.以

提高鱼池整体生产能力为出发点，充分运用池塘养鱼混放、密养的原理建立起几种不同产量的放养模式，重点

抓住"水"、"种"、"饵"、"管"的主要技术关键，达到高产、优质、低成本、高效益的目的.与食用鱼饲养技术相配

套，采用玻璃暖棚繁殖出大批早繁草鱼苗，并建立起相应的鱼种综合强化培育技术，提高了急种规格和成活

率，达到了鱼种高产的目的.此外在水质管理及其控制，配合饲料的配制及其合理投饲技术，轮捕轮放促使淡

水鱼均街上市，鱼瘸综合防治s渔机配套，塘卡记录和数据处理等方面都采用了不少新技术、新成果.为了确保

项目的顺利开展，还制订了《参试单位分工、职责暂行规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等五个试行规定.

3.2 与国内外技术水平比较

3.2.1 ...试面积大，产量提高快

本项目选择青浦、祟明、金山3个县920.7 hm2连片鱼池参试，使每hml净产由参试前的4830kg 提高到

8779.5kg，并通过示植和大面积推广，使全市精养鱼塘的每hmz平均产量由参试前的3750kg(2867hml平均产

量〉提高到6990kg(1990年11000hml平均产量)，名列全国各省市前茅.对一个养鱼新区来说，通过短短3年时

闸，产量递增速度明显高于国内其它地区。1990年全市淡水鱼产量达到103200 t ，人均淡水鱼占有量巳从试验

前的1.5kg提高到1990年的8.5kg，从根本上缓解了上海市民"吃鱼难"的矛盾.

3.2.2 总结出-奋池精养鱼大面积高产综合技术模式，科研成果得到迅边椎广。

通过试磁总结得出的每hml分别为7500 kg、9000 kg、11250 kg、15000 kg 的4种产量，5种不同放养模式的

有较高的实用性，可以付诸生产单位实际应用.以掌鱼、团头筋为主体的食用鱼饲养和鱼种培育技术是典型的

准佳化模式，完全适合上海地区养鱼具体情况，成果得到较快的辐射推广.1987至1989年3年中全市推广面积

达到6620.4h时，约占全市精养鱼塘投产总面积的2/3，有力地促进了全市淡水鱼产量的大幅度提高.

3.2.3 技术土.有不少创新点，提高丁我国池精养鱼理论水平

本项目建立的1龄大规格尊鱼和团头筋为主体鱼的高产养鱼新技术，缩短了养鱼周期，每公顷产量可达

15000kg左右，经济效益显著，这在全国属首创.团头筋的选种育种、鱼种高产培育和食用鱼高产饲养的系列

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项目实施后提交的26篇专题报告，深化了我国池塘养鱼学.

上海是一个养鱼新区，通过3年试验，建立起池塘养鱼高产稳产的系列技术，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已跻入

我国养鱼高产地区的先进行列，在我国处于先进水平，单产居全国各省市前列〈我国养鱼技术和单产均居世界

先进水平)，为银解上海区"吃鱼难"矛盾作出贡献.通过项目实施，还培养了一批养鱼技术人材和熟练的技工，

为进一步发展上海淡水养殖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试磁研究方面，一些成果的理论水平较高，实用性较强，

具有某些独创，就总体水平肴，本项目实施具有一定的创新点，理论水平较高，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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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实施后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 1 缓解了市民"吃鱼难"的矛盾

通过3年试验，共增产淡水鱼8424 t，总产值2，106万元.在试跄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上海水产技术推广站、

市农场局、市郊各县〈区〉及时组织成果推广应用.目前，10个郊县(区) 和农场系统推广面积近6700hmz，约占

全市精养塘面积的2/3.试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推广作用，大面积大幅度地提高了淡水鱼的产量，由1983年

2.75万 t 提高到1990年的10.32万 t，淡水鱼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已从14.9%提高到37.7%，从而使全市

1200万市民的淡水鱼人均占有量从1.5 kg 提高到8.5地，改善了市场水产品的供应状况，淡水鱼供应巳从过

去配角跃居为对市场副食晶供应具有重要影响的佼佼者.

4.2 提高了弊鱼经济效益和渔民分配水平

随着鱼价的放开和单产水平的提高，养鱼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1983年前平均每公顷产值不满万元，

每公顷纯收入在3700元以下，近4年平均每公顷产值巳提高到22，500元以上，每公顷平均纯收入9，000多元，农

(渔〉民分配也由过去的800元左右提高到2000-3000元.

4.3 提高了优质鱼的比例，开创了淡水鱼均衡上市的新局面

试险重点抓住草鱼、团头筋、异育银匍这3种鱼，其每公顷产量比试验前提高1.90 t，从而使优质鱼的比例

占59%.

4.4 间接节省了大量开塘资金与土地

1984年以来试险与椎广增产的15287 t 淡水鱼，以1987年全市每公顷平均单产5.955吨计算，相当于要开

挖2.567公顷精养鱼塘的1年产量，每公顷鱼塘以投资3万元计，则相当于节省7，700万元开塘费和4000公顷土

地.

4.5 培弊和造就了一大批鼻鱼技术与弊鱼能孚，提高了渔场管理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以来市县〈区〉共举办各种技术培训和技术讲座90多期，受训渔民4000多人次，一批

扎根农村土生土长的养鱼技工队伍已经形成，依靠外地技工养鱼的局面宣告结束.

此外，上海水产大学、上海市水产研究所等单位，通过技术承包、技术咨询等各种形式，把这一成果推广到

新疆、安徽等养鱼低产区，取得了同样的增产增收的效果.本项目是先后荣获1988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1等奖

和198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综上所述，本项目实施结果，有力地促进了副食晶的生产发展和供应状况的改善.做到上海副食晶市场不

分寒暑常年有活鱼供应，保持供应和价格的基本稳定，市民感到比较满意，为上海"莱蓝子"工程建设作出了一

份贡献.原参试单位并不满足于实施期何所取得的成绩，而是依托科技进步带来的活力，不断总结提高，推广

应用，成为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具体实例.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但还存在着场与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饲料

紧缺，晶种单一，造成养鱼饲料系数偏高，淡水鱼均街上市仍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鱼病防治形势严峻，淡水养

鱼正面临着进一步巩固与提高的问题 ，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