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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世纪水产生物生产学科、科研、生产发展趋势

1.1 水产生物生产的结构和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现代生产方式将起主导和主体作用

尽管我国有二干多年悠久的水产养殖历史，但1912年创立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常称吴淤水产学校)才可

以说是我国正规水产教育的起点。也就是说， 我国水产教育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但在这不到一个世纪的历

史阶段内，我国水产教育无论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是在促进水产生产发展方面，均发生了十分

明显的变化和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本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国淡水养殖科学主要成就-一家鱼人工繁殖获得成功和鱼池生态学方面

的深入研究，不仅为水产养殖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苗种基础，而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紧密联系生产的

鱼类繁殖生理学和鱼池生态学等新的学科。七十年代我国在引进优良品种，以及采用育种等研究手段，在培育

水产优良品种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并形成具有丰富理论和较深内容的鱼类、贝类、藻类育种学等学科。八十、九

十年代以来，除了传统品种的养殖外，不仅发展到养殖名贵鱼类、虾类，还发展到养鳖、养蟹，而且某些淡水、海

水养殖对象的界限也趋向模糊。这些发展不仅促进了对水产养殖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推动

了有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指导下，我国一些地区也开始形成了集约化、工厂化水产

养殖生产的雏形。

"iïJ推测，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集约化、工厂化养殖生产方式，到21世纪的二十、三十年代将在

我国水产生产中起到主导和主体作用。当然，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我国传统养鱼的特点是就地

利用资源，投入少产出高、充分利用废弃物、循环利用物质的良性生态循环生产方式。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在21

世纪上半世纪，将同集约化、工厂化养殖方式一道，在我国水产生物生产中发挥两大主体生产方式的作用。估

计到21世纪的后半世纪，我国传统水产生物生产方式，集约化、工厂化水产生物生产方式和海洋牧场生产方

式，将共同成为我国水产生物生产方式的三大支柱。

1996-09-25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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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产生物生产与水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本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国淡、海水养殖生产均有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年我国淡水鱼产量为76万吨，

1991年达到462.5万吨，总产量比1978年翻了5番，是1978年水产品的总产量。1983年我国养殖对虾总产量为o.

89万吨. 1992年达到19万吨，总产量比1983年翻了20番。用"突飞猛进"这个词来描述我国七十、八十年代水产

养殖生产的发展并不过分，但"突飞猛进"的背面却蕴藏着一个当时被人们忽视的严重问题一一多年来自然水

体自净能力超负荷运转，造成的水环境恶化。最为显著的是1993年我国自南到北的暴发性虾病的蔓延。它给我

国对虾养殖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不能不说是自然界对人类严重破坏水环境质量而遭致的"惩罚飞我国

台湾省对虾养殖业也经历过这种惨痛的教训。台湾省水产养殖业生产的发展可分四个时期。1661年一1962年

的传统期，此期内产量偏低，以平均3.3%的增幅缓慢发展，至1961年时，达到本期最高点为57. 354吨。1963一

1987年为兴盛期，进入八十年代台湾水产养殖业进入全盛的黄金时代，并于1987年达到颠峰，该年对虾一项便

高达95000吨。但紧接着1987年的大发展，台湾省的水产养殖业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一一 1988年，虾病

全面爆发，几呈燎原之势，该年对虾减产达2/3以上。严峻的事实，迫使台湾省水产养殖业不得不进入转型期

0988年 1989年)。究其原因，主要仍是水环境自净能力超负荷运转，而造成的水环境污染。1990年以后，则进

入外移期。台湾1988年，大陆1993年发生的对虾暴发性病害对两岸对虾养殖生产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的严峻事

实，不仅要求我们充分认识水产生物生产与水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求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培养教育的

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有发展生产的意识和实现这种意识的手段与能力，而且还要培养学生具有可持续发

展的意识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以及实现这些意识的手段和能力。

不久前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与我国水产生物生产密切相关的太湖、滇池和巢湖列为全国

三大重点污染治理湖泊。这既反映了和我国水产生物生产密切相关的三大淡水湖污染的严重程度，又严肃地

向我们提出了在探讨面对21世纪水产生物生产类专业设置时必须考虑环保方面的内容。

总之，面对21世纪，水产生物生产与水环境质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必将越来越密切相关。在考虑水产

生物生产类面向21世纪专业设置时，应考虑设置水环境保护专业;在探讨学生培养的总体要求时还应特别考

虑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环保意识的培养，以适应21世纪社会、学科、生产发展的要求。

1.3 本学科内容将有重大突破，并将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我国水产养殖在本世纪尽管有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但基本上仍属于传统农业范畴。近年来在鱼、虾、蟹、

贝、藻类育苗和名贵水产品养殖方面建立起来的工厂化生产方式的雏形，代表了我国水产生物生产发展的方

向。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可以预计，除生物学、化学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将不断充实本

学科内容外，应用电子学、自动控制原理与技术、遥感遥测技术、环境科学、生物工程、水处理等理论也将充实

本学科内容，并将改变目前本学科内容的格局，形成能指导现代化水产生物生产的新的学科内容和格局。看来

还可以形成水产生物生产工程学、养殖水环境控制原理与技术、水产生物生产自动化控制、水生生物生态生理

学、天然水域增养殖与环境控制学、海洋牧场学等一批新的交叉学科，从而使本学科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培

养掌握相应在的高科技理论和从事高科技水产生物生产的技术人员。

2 专业设置的设想意见

现"水产养殖专业"，长期以来由于强调行业带学科，而且只用水产生物生产全过程中的一个生产环节

一一"养殖"作为专业名称。现在看来，这一方面欠科学，更主要的是造成本专业教学内容较狭窄、陈旧，专业发

展也较缓慢，而且培养出来的人才适应性也差。

根据前述21世纪水产生物生产学科科研、生产发展的趋势，在探讨面向21世纪本专业的设置时，本人认为

应以"跳出传统、充实内容、改善格局、力争突破"为指导思想，将本专业办成能促进面向21世纪现代化水产生

物生产发展的专业。本人认为现"水产养殖"专业改名为"水产生物生产"专业为宜。具体的设想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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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育种学方向(近期)

「一一水族病害学方向(近期)

←-一饲料与营养学方向(近期〉

水产养殖管理与技术方向(近期J

一一一-水产生物资源学方向(近、中期)

一一一水产生物生产工程学方向(中、远期〉

一一一水产生物生态生理学方向(中、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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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养殖水环境控制原理与技术方向(近、中期)

天然水域增养殖与环境控制方向(近、中期)

一一-海洋牧场学方向(中、远期)

一一一一水生生物学方向(近、中期)

水环境保护学方向(近、中期〉

一一→水域生态学方向(近、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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