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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海设施养殖装备技术进展与展望

徐 皓， 刘 晃， 黄文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渔业装备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92）

摘　要： 为加快推进中国深远海养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海水养殖空间拓展和海洋渔业产业转型升

级，阐述中国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技术的发展现状，列举重力式网箱、桁架类网箱、养殖工船等主要深远海

养殖模式的技术进展以及典型设施。对应深远海养殖生产体系构建的技术要求，分析阐明国内外在品种

培育、苗种生产、养殖设施、生产管理装备等方面的科技创新进展与发展趋势。进一步围绕中国深远海养

殖如何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剖析阐明目前主要存在良种缺乏、学科融合不足、设施设备技术成熟度不够、

设计建造缺少规范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深远海养殖要实现安全、养多、养好以及走深走远，未来

在品种、设施、设备、产业链等方面需要突破的技术关键点，旨在为加快推进中国深远海养殖高质量发展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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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为人们提供了品种丰富、品质优良的水

产品，为全世界提供了近五分之一的食用动物蛋

白［1-2］。近年来，世界海洋渔业捕捞产量增长放缓

甚至萎缩，90% 的野生捕获物种已经过度捕捞，

未来水产品的供应将更加依赖水产养殖［3-4］。但

是，随着社会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生态、环境等方

面提出的更高要求，水产养殖的空间受到严重挤

压，现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养殖密度过大、病害

频发和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产量和

品质的进一步提高［5-8］。拓展深远海养殖空间，利

用深远海优质海水资源开展可持续健康养殖，形

成优质蛋白质的“蓝色粮仓”，是中国渔业转型升

级、保障食物安全的需要，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实

现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9-11］。

深远海设施养殖主要是指以重力式网箱、桁

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养殖工船等大型渔业装备

为主体，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装备技术为支

撑，在深远海进行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养殖的生

产方式［12］。中国深远海设施养殖相关技术研究

虽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发展很快，在设施装备

工程化研发、鱼类养殖技术等方面已取得了一批

实用性科技成果。高密度聚乙烯（HDPE）框架重

力式网箱工程技术实现了产业化，已成为深水网

箱应用的主体［13-16］。桁架类网箱从“十三五”开始

研发，已开发多种结构类型，并进行了工程示

范［14-16］。10万 t级深远海大型养殖工船已于 2022
年建成并投入运营，舱养大黄鱼已陆续起捕，反

响良好［17-19］。
本文阐述中国深远海设施养殖装备技术的

发展现状，对比分析国内外在深远海养殖科技创

新方面存在的差距，剖析问题，以此提出未来发

展的技术展望，旨在为加快推进中国深远海养殖

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13］。

1　中国深远海设施养殖装备技术现状

1. 1　重力式深水网箱

20世纪末，中国通过对挪威 HDPE框架重力

式网箱的引进与再创新，研发出更能适应中国特

定海况要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目前，重力式深

水网箱养殖已成为中国海上鱼类养殖的主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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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19-20］。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深远海养殖

产业发展重视，重力式深水网箱建设规模也得到

了迅速发展，2021 年全国深水网箱养殖水体

3 965 万 m3，产量 33.72万 t［21-22］，主要分布在水深

15 m 以内、有一定遮蔽度的海域。但是，对应更

深水域和开放性海域的发展要求，总体发展上还

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一是以HDPE框架重力

式网箱为主的深水网箱设施受材料、结构等性能

限制，往往难以抵御超强台风的正面侵袭，设施

安全保障能力不足；二是重力式深水网箱主要布

置在湾口避风水域，养殖富营养物质排放与环境

承载力的矛盾依然突出；三是养殖作业装备配套

不完善，养殖过程主要依靠人工劳力，机械化程

度不高，作业效率低；四是受近岸水域污染影响，

养殖病害问题突出，综合经济效益低；五是可养

品 种 单 一 ，产 业 体 系 不 完 善 ，产 业 模 式

有限［18，22-24］。
1. 2　桁架类深远海网箱

以金属型材构建的桁架类网箱，与重力式深

水网箱相比，具有更为安全、不易变形的刚性箱

体，更适宜构建养殖水体更大的网箱，加以配备

操作装备，就能设置在更深、更远的海域。2017
年由中国船厂承建的挪威“Ocean Farm 1”大型网

箱交付运营，带动了桁架类网箱在中国的研发热

潮，先后研发出了全潜、半潜、浮式和坐底式等各

种型式的桁架类网箱。

1. 2. 1　全潜式桁架类网箱

2018年 7月，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桁架类

深远海网箱“深蓝 1号”交付使用，至此开启了中

国大型桁架类深远海网箱设施装备先河［18］。“深

蓝 1号”全潜式桁架类网箱（图版-1），直径 60 m，

高 35 m，采用多边形柱体结构，全潜于水温较低、

不受海面风浪影响的海底水域，配置了水下投

喂、鱼鳔补气、水下监控等设备，养殖水体达到 5
万m3，设计年产量 1 500 t，用于鲑鳟鱼养殖，并于

2018年 7月投放至离日照港 130 n mile、水深 55 m
的南黄海冷水团海域进行养殖生产，在试生产过

程中曾经遇到网箱倾斜、网衣破损、起捕作业等

问题，后经优化改进，设施装备得到了优化完善，

并于 2022年成功收获中国首批深远海养殖大西

洋鲑［25-30］。
1. 2. 2　半潜式桁架类网箱

“德海 1 号”桁架类半潜式网箱（图版-2），网

箱长 91.3 m、宽 27.6 m，深 7.5 m，采用板架与桁架

组合结构，单点锚泊，配置投饵机、起网机、洗网

机和远程监控等装备，养殖水体 1.1 万 m3，设计

年产量 200～300 t，并于 2018 年 9 月投放至离岸

18 n mile、水深 15 m的珠海桂山岛海域进行养殖

生产，完成了军曹鱼、大黄鱼、卵形鲳鲹的养殖试

验，并经过了 17级超强台风的考验，基本达到了

预期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部缺陷，如上层结构

安全性、网衣清洗、精准投喂和机械化捕捞等问

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工程优化，设计建造了“德

海2号”和“普网1号”［14-16，26］。

1. 2. 3　浮式桁架类网箱

“振渔 1 号”桁架类浮式网箱（图版-3），采用

旋转式箱体结构，网箱长 60 m、宽 30 m、深 3 m，养

殖水体 1.3 万 m³，配置了机械化网箱箱体旋转晒

网功能，以及信息化技术和风电能源系统，设计

年产量 120 t，并于 2019年 5月投放至福建连江县

离岸 1 n mile、水深 18 m的海域，已开展多批次大

黄鱼养殖，也曾出现旋转晒网机构可靠性问题和

起捕机械化作业等问题，在工程试验的基础上进

行了优化改进，后又建成了养殖水体 1.5 万 m³的
“定海湾 1号”和“定海湾 2号”浮式桁架类系列网

箱，以及养殖水体 1 万 m³的“泰渔 1 号”、“泰渔 2
号”和“泰渔 3号”箱型桁架钢结构网箱。目前都

主要布置在离岸 1 n mile以内、水深 12 m的海域，

开展大黄鱼养殖［14-16，19，26，31］。

1. 2. 4　座底式桁架类网箱

“长鲸 1号”座底式桁架类网箱（图版-4）是全

球首个深水坐底式养殖大网箱，并实现了自动提

网功能。该网箱为四边形桁架钢结构，长 66 m、

宽 66 m、高 34 m，养殖水体 6万m³，配置了水质环

境和鱼类行为监视系统及自动投饵和机械化捕

捞装备，设计产能 1 000 t/a，于 2019年 5月投放至

距烟台蓬莱 30 n mile、水深 30 m的长岛县大钦岛

海域进行养殖生产，主养鱼种包括黑鲪鱼、六线

鱼等。实际生产中曾出现网衣破损、网衣清洗等

问题，后经改进优化，特别是针对网衣破损问题，

改进了网衣箱体结构以及选用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网衣和网绳材料，提高了网箱的安全性，形成

了 6 万 m³和 9.4 万 m³两型座底式、标准化桁架类

网箱，先后建造了 8 个该类型系列网箱“经海 1
号”~“经海8号”［14-1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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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渔旅融合桁架类网箱

“澎湖号”渔旅融合桁架类网箱（图版-5）是

集成波浪能发电的半潜式桁架钢结构养殖旅游

平台，养殖水体 1.5 万 m³，设计产能 150 t/a，主养

鱼种包括卵形鲳鲹、石斑鱼等。该平台集成了养

殖、绿色能源、管理服务和智能生产等 4 个功能

区，配置了 20 人居住舱室以及养殖自动投饵设

备、伤残死鱼收集设备、养殖平台数据采集与监控

系统等设备，能够实现鱼类生长过程中全程智能化监

控与风险预警，于2019年8月投放至离岸20 n mile、
水深 17 m 的珠海桂山岛海域。在“澎湖号”试验

示范的基础上，强化养殖功能，又设计建造了“闽

投 1 号” “普盛海洋牧场 1 号”“普盛海洋牧场 3
号”等［14-16，19，31］。
1. 3　养殖工船

养殖工船是建立在船舶平台上的养殖系统，

其基本功能包括：养殖舱室、水质管控、养殖作

业、饲料仓储、人员居住、船舶航行等，能根据水

质、水温的要求在海上游弋或锚泊，可以主动躲

避台风、赤潮等危害性海况的影响，使深远海养

殖具有更高的鱼类生长效率和系统安全性。养

殖工船建设方案最早在 20世纪 90年代由欧洲提

出，中国系统性研发开始于 2008年以后，2012年

提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船载海洋养殖系

统”，2019 年完成了 10 万 t 级大型养殖工船的技

术研究与功能研发，构建了基础船型，开启了养

殖工船的生产实践。

1. 3. 1　封闭型大型养殖工船

全球首艘 10万 t级深远海大型养殖工船“国

信 1号”于 2022 年 5 月在青岛交付运营。“国信 1
号”封闭型大型养殖工船（图版-6）总长 250 m、型

宽 45 m、型深 21.5 m，最大排水量 13 万 t，设置有

15 个养殖水舱，养殖水体 8 万 m³，设计产能为

每年 3 700 t大黄鱼。该船为全封闭舱养结构，抽

取下层海水补充溶氧开展可管控的高密度养殖，

配置了环境监测、溶氧调控、自动投饵、舱壁清

洗、机械化聚捕、船载加工以及船岸一体化智能

管控等高效作业装备，采用了先进的船舶电力推

进技术和减震工艺，养殖水体的声学指标已达到

静音级科考船水平，全船设置 2 108个信息测点，

对 15个养殖舱内水、氧、光、饲、鱼以及船舶航行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与集中控制。2022 年 9 月首

批舱养大黄鱼起鱼上市，市场反响良好［18-19，30］。

1. 3. 2　通海型养殖工船

“民德”轮养殖工船（图版-7），是利用 8 000 t
级散货船改装而成的，将两个货舱改为养殖舱，

采用舱壁与海贯通方式，将表层海水引入养殖

舱，于 2020 年 10 月投入使用，实现了北方鱼苗

入舱、游弋到南海开展养殖试验。该船养殖水

体 6 650 m³，可养殖高体 100 t，试验达到了预期

效果，验证了通海型工船可以开展鱼类养殖，之

后就没有后续生产性运行的报道。与封闭式舱

养工船相比，通海型养殖工船属于类似网箱的开

放型养殖系统，养殖密度相对较低、养殖病害防

控较难［19］。

2　国内外深远海养殖科技进展与趋势

分析

2. 1　深远海主养品种良种化

世界鱼类养殖发达的国家一般国土面积比

较小，周围海域通常都在一个气候带，养殖品种

的选择范围比较小，对主要养殖品种的基础生物

学和生态学研究相对集中。挪威大西洋鲑养殖

协会根据多年的积累，建立了包含环境温度等因

素在内的大西洋鲑生长模型，为大西洋鲑深远海

养殖计划和可行性评估提供了准确的生长模型。

开展大西洋鲑营养需求的研究，为精确设计饲料

配方和降低鱼粉和鱼油的用量奠定了基础［33-34］。
大西洋鲑的选育，基于 18个遗传性状参数，经过

40多年的连续筛选和培育，其体质量、繁殖力、抗

病、脂肪含量、脂肪分布、肉色等性状都有明显改

善，生长速度提升了 1倍，良种的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36-37］。

中国海水鱼类养殖研究本身起步比较晚，但

发展迅速，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先后开发了真

鲷、牙鲆、大菱鲆、红鳍东方鲀、石斑鱼、军曹鱼、

卵形鲳鲹等几十种海水鱼类的苗种人工繁育和

成鱼养殖技术，是世界上海水鱼类养殖品种最多

的国家［35］，但是具体到每个品种，则存在研究投

入不足和基础研究薄弱等弊端，许多主养品种的

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研究积累不足，限制了精确

养殖技术的研发。在良种选育方面，除少数几个

新品种外，大都是未经任何改良的野生种。良种

覆盖率低，表现为生长速度不均匀，抗逆性差和

产量低，亟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快良种

开发［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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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深远海养殖苗种繁育规模化技术

从 20世纪 70年代海水鱼类苗种繁育技术发

展初期开始，日本、欧洲和美国等水产养殖强国

就致力于发展工厂化育苗技术，建立了包括亲鱼

产卵调控、生物饵料培养和强化以及仔稚鱼培育

等成熟的工厂化苗种繁育技术体系。大西洋鲑、

真鲷、牙鲆、金头鲷和欧洲鲈等的苗种出池、计

数、规格分选和注射疫苗等生产操作实现了机械

化和自动化，极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和提高了工

作效率。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通过改善仔鱼

培育技术和预防危害严重的病毒性疾病，使东星

斑、七带石斑鱼、褐石斑和红点石斑鱼等多种石

斑鱼工厂化苗种培育成活率大幅提升，到达规模

化生产的水平［43-45］。
中国海水鱼类人工苗种生产，北方的大菱

鲆、半滑舌鳎和牙鲆等品种以室内工厂化为主，

南方的石斑鱼、黑鲷和军曹鱼等品种则以室外土

池培育为主，为了降低苗种繁育成本和分散产业

风险，已经形成明确的受精卵采集、仔稚鱼培育、

苗种中间培育和生物饵料培养等专业分工，其特

点是严重依赖人工操作，设备和装备的利用率

低，尤其是利用开放土池培育仔稚鱼和生物饵料

已成为预防疾病传染非常大的障碍，进行技术改

造和优化升级难度较大。另外，石斑鱼土池人工

苗种生产不稳定，所生产的苗种常常携带着鱼类

神经坏死病毒（NNV）和虹彩病毒，有能力从事工

厂化苗种生产的企业不多，而且苗种生产规模和

质量不够稳定［46-48］。
2. 3　深远海养殖设施大型化、多样化

近年来国外网箱养殖设施逐渐向大型化发

展，不断地向更深更开放的海域深入。网箱设施

在前期研发的半潜式张力腿网箱、碟形网箱、球

形网箱等类型的基础上，具有较高机械化自动化

作业水平的大型桁架类网箱成为热点，如：挪威

用于大西洋鲑养殖的“Ocean Farm 1”半潜式网

箱，高 69 m，直径 110 m，有效养殖水体超过 25万

m³，设计产能达 6 000 t/a；“Havfarm 1”拖曳式船型

网箱，长 385 m，型宽 59.5 m，拖航吃水 8 m，养殖

水体 40万m³，设计产能达 1万 t/a［49-51］。为防控表

层海水病害危害和养殖物种逃逸，封闭式养殖系

统在大西洋鲑养殖上应用成为研究热点，如挪威

Huage Aqua 公司研发的封闭式蛋型养殖平台

“The Egg”，高 44 m，宽 33 m，从水下 20 m 深处抽

取海水，养殖水体 20 000 m³，可养殖鲑鱼 1 000 t/
a。挪威 Aquafarm Equipment 公司开发的封闭式

罐型养殖平台“Neptune”，周长126 m，直径40 m，深

22 m，养殖水体21 000 m³，养殖产能为1 000 t/a［52-53］。
中国重力式网箱已由原来的周长 40 m，逐

步增大到周长 60、90、120 m 等，大规格的深水网

箱还未普及使用。目前在建和已投入运营的桁

架类网箱中，单体规模较大的“经海 5号”~“经海

8号”养殖水体为 9.4万 m³，大部分桁架类网箱的

养殖水体为 1 万~3 万 m³，包括了全潜式、半潜

式、座底式等多种类型，总体上还处于试验和试

生产阶段，设计产能还未实现。“国信 1号”10万 t
级大型养殖工船属于具有游弋功能的封闭式养

殖平台，正处在产能逐步提升的生产运行阶段。

在“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课题的支持

下，具有可移动功能的封闭式养殖平台正在研

发中［52-54］。
2. 4　深远海养殖生产管理自动化、智能化

在养殖鱼类状态观测的水下传感器监控和

传输技术研究方面，挪威、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发

展出多种传感器实时监控系统。挪威、日本等国

家采用水下成像、声呐探测等多种技术，实时估

算养殖鱼类个体质量、群体生物量以及死亡情

况，为投喂、清理以及出售等决策提供依据。挪

威的水下大西洋鲑体表图像分析技术可以确定

寄生虫的感染情况，为寄生虫的治疗和预防提供

依据。在养殖智能管控方面，日本研制的“空海”

管理系统，可以针对养殖品种的生长特点，结合

养殖管理平台传感器所收集的天气、潮流、风向、

水温、盐度和溶氧等参数，提出饵料投喂策略。

加拿大Feeding Systems公司的自动投饵系统可针

对养殖对象设置不同的投饵控制软件，有效地提

高了投饵系统的使用效率，并通过自动投饵系统

和控制软件的协调配合提高了饵料利用率与经

济效益［14，27，55-57］。
中国在深远海养殖配套装备方面已取得长

足进步，已具备机械化集中投喂，鱼类行为监测

系统、水下作业机器人、养殖信息化管理系统等

工业化养殖配套能力，但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还有

待提高，在装备安全性、作业高效性和系统完整

性等方面也存在不足。中国装备制造能力和建

造水平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全球最先进的深远

海智能养殖平台“Ocean Farm 1”和“Havfarm 1”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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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中国建造的，但配套的作业装备全部由挪威

研发和制造［14，27，58］。

3　深远海养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 1　适合深远海的良种匮乏，基础研究理论支

撑不足

目前适合深远海工业化养殖的品种非常有

限，代表性种类，如在黄渤海海域主要是花鲈、许

氏平鲉等，东海海域主要是大黄鱼等，南海海域

主要是卵形鲳鲹、石斑鱼等。但是，总体上良种

化水平不高，生长性状不稳定，鱼种携带病原。

养殖过程未能完全摆脱鲜活饵料，全程饲料投喂

技术有待确立；浪流环境饲养鱼类行为学与营养

机制不清，对应生长模型的营养策略、生长管控

等技术体系和生产工艺还未建立；养殖区域生态

环境演化机制与环境承载力研究还很缺乏，影响

着深远海养殖的产业化进程。

3. 2　学科交叉融合不够，技术支撑能力不足，配

套体系不完善

深远海养殖产业涉及海工装备设计制造、养

殖技术与养殖工艺、养殖作业装备自动化、生态

环境评价、鱼类行为智能识别等多学科多技术交

叉融合。目前中国开发的大型桁架类网箱几乎

都是由海工与船舶企业设计建造的，与水产养殖

工艺与装备的协同攻关需要加强。随着海工市

场逐步回暖，海工企业对海洋水产养殖业的热度

和积极性也逐渐减弱，学科交叉与产业融合更显

不足，产品研发技术支撑能力不够，产业链系统

性配套不完善，技术储备严重不足，没有建立完

整的产业技术体系。

3. 3　设施装备技术不够成熟、标准化程度低，装

备保障不足

深远海养殖涉及渔业资源、养殖、捕捞、加

工、装备、信息等诸多方面，其中渔业装备的研

发能力是发展深远海养殖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由于中国深远海养殖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基础

弱，养殖设施与配套装备自主研发能力不高，加

之持续、稳定的科技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进程缓

慢，能力不强，原创性成果不多，高新技术研究

明显滞后，科技成果储备明显不足。同时，科研

成果向产业化转化能力不强，支撑推进深远海

养殖发展的设施装备技术成熟度不高，相关设

计、建造、产业配套的技术标准滞后，产品标准

化程度低，装备保障不足，制约着我国深远海养

殖走深走远。

3. 4　设施装备设计建造缺乏规范引导，设施装

备水平参差不齐

随着越来越多的各种类型的深远海养殖设

施装备投入应用，安全保障能力不足、配套装备

无法满足生产需求、环保程度较低等已逐渐凸显

成共性问题。由于缺乏规范化引导，深远海复杂

海况环境下开展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抗风浪能

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配套、环保设备配套等基

本要求，在设施装备的设计和建造中没有得到充

分体现，这导致了目前中国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

水平参差不齐，也制约了深远海养殖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4　深远海养殖技术展望

4. 1　建立适养品种开发及工业化养殖技术体系

适养品种选择是深远海养殖系统构建的基

本前提，养殖品种的选择应充分发挥水质优良水

域养殖成活率高、病害少的优势。适养品种开发

应考虑如下因素：一是环境水温要求。需要针对

中国沿海海域周年水温变化情况，选择能够生存

并具有最长生长期的养殖种类。二是竞争性要

求。养殖产品需要有足够利润空间，具有与养殖

方式的竞争优势。三是市场潜力。养殖产品有

足够的消费市场甚至消费文化，不会因大量的产

品上市导致价格下跌。四是品种特性。养殖对

象需要具有符合工业化养殖要求的种质性状，如

生长速度快、适合高密度养殖等，有利于集约化

养殖、转运与加工。五是养殖技术。有适合养殖

营养需求的全过程配方饲料及生产体系。

4. 2　研发安全性与经济性兼具的设施装备

中国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正处于产业化发

展起步期，设施系统的构建主要以保障恶劣海况

下的安全生产为基本考虑，还需要满足在开放海

域开展集约化养殖生产的要求，提高养殖系统的

经济性。一是适宜性。能够有效地利用海域水

资源条件，创造适合集约化、高效养殖生产所需

的水温、水流等条件。二是安全性。养殖设施的

结构、锚泊系统需要应对恶劣海况下风浪流的危

害，有针对性地进行工程化设计和建设，以保障

人员、物资、养殖对象的安全。三是操控性。需

要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全产业链生产系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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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海上养殖生产管控与保障的需求。四是经

济性。以养殖对象的市场价值、海域条件、消费

习惯等为前提，构建经济适用、规模经济效益好

的设施设备和生产系统。

4. 3　构建陆海统筹全产业链生产保障体系

深远海养殖系统远离大陆，物流加工系统是

不可或缺的生产保障，其成本效益只有通过陆

海统筹全产业链的系统化、规模化和有效的组

织才能控制到理想的水平。一是要以大陆为基

点，构建包括海上高值化加工、冷链物流和活体

运输等组成的覆盖全产业链的生产物流与加工

体系，以保障生产物资的及时补给，养殖与捕捞

渔获的初加工和及时转运。二是要配备专业化

冷藏、活鱼、鱼苗运输船，保障鱼种、饲料和其他

生产物资的供给。三是要配备有基于船舶平台

的养殖水产品分割、冰鲜和冷冻加工系统等的

海上加工系统，以提高产品品质与利用价值。

四是要建立陆基生产系统，包括产前的苗种供

给、饲料生产和产后的活鱼暂养、加工和物流配

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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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and outlook of offshore aquaculture equipment technology

XU Hao， LIU Huang， HUANG Wenchao
（Key laboratory of Fishery Equipment and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Fishery Machinery and 
Instru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eep-sea aquaculture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mari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rine fishery 
industry， 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current status of deep-sea aquacultur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s well as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lists the latest technical progress and typical facilities of the main types of deep-sea 
aquaculture including gravity cages， truss-type cages and aquaculture vessels etc.  Then in response to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eep-sea aquaculture system， the article clarifies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areas of breed 
cultivation， fry production， aquaculture facilities，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equipment， etc.  The article 
further dissect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at present， such as lack of good breed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technical immaturity of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s well as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i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how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eep-sea 
aquaculture in China.  Last but not least， the key technical breakthroughs in specie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nd industrial chain are proposed to achieve safety， quantity and quality breeding， as well as 
deeper and farther deep-sea aquaculture in China，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eep-sea aqua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 aquaculture； deep-sea aquaculture； varieties； aquaculture equipment；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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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中国大型深远海养殖设施
Plate Large-scale offshore aquaculture facilities in China

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