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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俗称甲鱼、团鱼、水鱼、脚鱼，自古以来是我国传统的美味佳肴。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对中

华鳖的市场需求量直线上升。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工业化温室养鳖设施且养殖工艺的突破和推广，

太太促进了工厂化温室养鳖业的盎展。特别是在发展初期，鳖价猛增几倍，养鳖的丰厚收入，更进一步

剌激了养鳖业的无序主展，形成全国性的"养鳖热"。然而，随着市场商品鳖数量急剧增加，以及境外"泰

国鳖"、"越南鳖"等外来鳖种低价向国内倾销，中华鳖市场竞争激烈，鳖价大幅度下降。面对竞争，有些

单位来用不适当的养殖工艺，致使商品鳖产生药害，亦有单位生产穷质的"中华鳖精"等产品。一时间中

华鳖声曹大跌，不少人已经不愿食鳖。由于鳖价格低遣， 些葬鳖企业出现了亏损，造成养鳖设施闲置。

平少养鳖企业悲观地认为葬鳖业难有出头之日。对此，通过上海市场详细调研后，针对当前存在的问

题，提出有关的养殖对策。

1 当前养鳖业的生产模式

当前我国奔鳖业生产主要有两种模式· 是工1化温室养鳖模式;二是常温传统弄鳖模式。生产出

的鳖分别简称为"温室鳖"和"常温鳖"。

1.1 工厂化温室养鳖模式

工厂化温室养鳖是在人工控制小气候的�件下，来取控温、控光、控JJC质等措施，使鳖从菌种到养成

始终在适宜生忙的条件下生活。从而打破了鳖的越冬休眠习性，使其生桂迅速。养殖周期缩短为8-

1 6 个月，产量可达5 _lOkglm2。产品利润可提高2- 5倍。 因此，各地都大力发展工业化#鳖业，单上

海 地就发展到17 x ufm'。以至市场上鳖的供应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工业化养鳖业的初期，由于鳖价

格昂贵，养殖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然而由于工业化养鳖设施平完善，特别是环辑控制设施与技术盖，其生活的环境污染严重，致使鳖

病旺置。不得不大量果用药物，致使置产生药害。

1.2 常温传统养殖模式

自然生茸的野生鳖，品质虽然良好。但真正的野生鳖很少，市场上所谓"野生鳖"实际上是在获得鳖

苗或鳖种后，投放到池塘中自然生任而弄成。由于"温室鳖"高温度、高密度、高污染的生活环境，对比之

下，常温传统养鳖的生存环境稳定而宽松，可以防止滥用药物，从而杜绝布抗药性的鳖或有药物残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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鳖上市，有利于消费者的健康，受到市场欢迎和喜好是必然的。但是囱于在自然温度下生长，鳖的生长

较慢，经济效益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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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鳖"的价格，在1993年价格达到

220元/500 .，1994年上扬至最高值 230元/

筑lOg，以后便逐渐走低;到了1996年由于鳖

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价格迅

速下跌，而在1997年商品置和鳖苗价格都大

幅度跌落;1999年底 上海市场上价格已接近

养鳖的成本，中华鳖养殖几乎无利可图。

在市场上 "常温鳖"的价格约是"温室

暨"价格的1.5倍，1993年价格高达到0元/

5∞g，l994年达到3曲元15∞go 几年来，虽

然中华鳖价格有了很大的下降，但在1999年

底，市场价格仍是100元/5∞g左右，是同期

温室鳖价格的2-3倍。

总之，虽然是同一种类，但这两种鳖在市场上的反响却圭然不同 "温室鳖"的价格回蓓较大，其

1999年的价约为1993年最高价的1月，而"常温鳖"被视为绿色食品，其价格相对比较坚挺，其1999年的

价格为1993年最高价的1 /3。这说明消费者对自然环境中生茸的鳖有所偏量。

中华鳖价格的走低原因分析

(1)境外中华鳖冲击市场。在巨大的市

场需求的驱使下，各种海外鳖通过各种合法

和非法途径大量流入国内，其中包括泰国、缅

甸、马来西亚、越南、以及我国台湾省生产的

鳖等。 由于海外鳖产于热带或亚热带.生任

较快，价格偏低(每5∞g只有1 5-20元) ，于

是盟源不断地克斥了国内市场，使中华鳖的

供应量有了异常的增大。据反映，在1998年

冬季到1999年春季期间，每天非法进口中华

量高达1却向1的，中华鳖价格不断走低，到

了1999年3月中旬，中华鳖价格几 天之内从

每 筑lOg 为 52元跌落至40元，降幅达23%，

其短期内降幅之大是罕见 的(图2)。鉴于

此，为了保护市场和中华鳖的种质资晤，农业

部1999年4月22日发出通知，停办境外中华鳖允许进口证明的申请手续，以禁止境外中华鳖非法进入

中国市场。该通知的下达阻止了中华鳖价格的惯性下滑，甚至出现反弹(见图2 ，5月底)。但是，最终还

是因为市场信心不足，价格继续走低至今。

(2)盲目增大中华鳖产量。90年代初，控温养鳖技术取得重大吏破，于是 时间控温养鳖技术在各

地得以大面积推广，工厂化养鳖和家庭养鳖也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过10 多年的稳步发展，随着中

华鳖养殖技术的提高，我国中华鳖产量逐年快速上升，到1998年，中华鳖产量已达到6，19 x 1a't(图剖，

使中华鳖市场趋于饱和，量增价跌。由于前几年中华董收益较大，盲目追风使中华鳖养殖 阱而上，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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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规模迅速 扩大p造成市场中华鳖严重供大

于求，因而中华鳖价格下跌有盲目发展的因

素。

(3)中华鳖消费热降温。消费者的消费

心理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消费者不喜欢

海外量，认为它们的品质不好;消费者也不喜

欢"温室鳖" 认为它们有过多的药物残圄。

由于水产品的理渐多样化，消费者对中华鳖

的热衷已经降温，同时由于市场上中华鳖数

量很多，以食中华鳖为荣幸的心理不复存在。

(4)养殖方式的平科学。 由于养殖方式

的不科学，中华鳖的种质在变化，纯正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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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回 1998年我国中华鳖总产量变化图

Fig.3 回阻"""严回扣呻侃of Triony.t sinensis 

in China from 1胃3001阳g

鳖已很少了，加上养殖过程中人工环境造成中华鳖污染严重，消费者已不再奉中华鳖为上等补品，模化

了消费热情。

2.2 中华鳖的市场前景

近些年，随着中华鳖产量的增长和价格的回落，中华鳖的消费数量有了进→步提高。资料显示，

1师7年圭国成鳖产量吏破4 x lcft，而1四g年丑达到了6.19 x t(ft，但并没有出现"压场压塘"现象。 从

上海市场来看，上海有十几 家大型水产品批主市场，仅四平曹安市场一家，1999 年底 平均每天进场交易

量达5-7t。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华鳖的消费人群所占比例还很低，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层拉

圭逐 步扩大，因此中华鳖养殖业将会有更大的市场潜力。再者，在大农业中养鳖的比较敢益仍是高的，

只要价格合理、品质优良，中华壁市场前景看好。

3 市场呼唤养鳖业的技术改进

我国的中华鳖养殖虽然发展了10多年，但养殖技术还只是刚刚走出初级阶段。养鳖业要走向成

熟，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依据市场的特征，我们认为目前江浙沪 些养鳖单位提出的"接力式"弄鳖模式，

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推广和发展这种弄鳖技术.将促使葬鳖业进入一个稳定、健康的发展阶

段r<]。

3.1 ..接力式"养鳖模式是我国中华鳖生产的发展方向

"接力式"养鳖模式是工厂化养鳖与池塘自然养鳖两种方式的有机结合，其养殖路线如图 4所孟。

这种养殖模式，有以下几 个特点·

(!)可以充分利用中华暨捧殖的工厂化设施。由于在控温中仅将鳖苗养成150- 2白g 的鳖种，可以

适当增加养殖密度，从20只1m'上升到50只1m2 0 

(2 )可以做到均衡上市。由于冬天中华鳖要冬眠，将钻入泥中，起捕均衡上市较困难，可果用10月

下旬将部分成鳖捕出，选择北向通风的室棚中，让成鳖在室内潮湿的细沙中毒眠，然后可以很方便地捕

捉而均街上市。为了缩短养殖周期，当年养成商品鳖，还可以加大鳖种规格，投入250g 左布的鳖种，进

行混养(polycu1恤e)。

( 3)可以完善葬殖水环境中的生态位。链鳞鲤由等品种与中华鳖一起混养 "鱼鳖共生 互相促进，

可以防止 些疾病的宜生，从而混养品种不会减产而中华鳖的产量也会增加。

(的可以增加经济效益。工厂化养董由于不养商品董，密度可以相对提高，使工厂企业经济效益增

t显著;而农户由于鳖与其它养殖晶种(如鱼、蟹、虾等)的混养，两者皆丰收，也增加了收入。

3.2 ..接力式"养鳖模式的意义

3.2.1 设施渔业与传统渔业帽结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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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华鳖"接力式"养殖模式示意图

Fig.4岱re reJ.yα.llìure model of Trion归5inensi5 in China 

中华鳖的工厂化圭控温养殖模式是设施渔业的典型。由于国外人力少、水面少等方面的不足，因而

控温葬鳖模式较为流行，国外的养鳖设施好、投资高，化解了高密度养殖问题。他们利用电能等成本低

的优势，不惜加大能耗，加强了养殖密度，稚鳖每平方米 50-1∞只，幼鳖(250.左右〉每平方米40-50

只，成鳖(500.以上)每平方米20 只，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全控温养鳖模式放在中国，由于资金投入少、工厂化设施晤后，单层或多层的养鳖温室黑暗、恶臭，

工作条件恶窍。为了减少养鳖损失，不得不减少密度，有的养殖场甚至每平方米只放养20 只稚噩，一直

让它长戚戚鳖，因而设施的使用率低下，只有设施潜h的五分之→。

而"接力式"养鳖模式则使设施渔业与传统渔业相结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养鳖模式。

3.2.2 保持和优化中华鳖的晶质

"接力式"养董模式开始于纯正中华鳖的选择，在每一个接力养殖环节中保持了纯正的品种，最后还

在纯正品种的成鳖中选择亲鳖，因而能保持和优化中华鳖的品质。

海外鳖种苗大肆入侵，以生后克优，由于海外鳖病害较多、饲料系数高及成活率低，给我国养鳖业造成

很大危害。 "接力式"养鳖可以防止海外不良鳖的入侵。

3.2.3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统

( 1)社会效益。工厂化大规模圭温控养董，使大批渔民下岗，而果用接力式养量模式，渔民可以继续

垂与养鳖，稳定了温民的生产地位，增加收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另外，通过中华鳖混养，可以

稳定鲤圃链蝙等当事鱼的生产，在当今社会中国收入还不高，当事鱼是老百姓的需要，稳定了水产品市

场。

(划生态效益。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典籍中曾提到鱼鳖混养方式，因为 些生病虚弱的鱼会被中华暨

吃掉，从而在这种养殖方式下可以将鱼病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1臣养过程中优化了生态位，促进了池塘

中的物质循环， 天然饵料比较丰富，所以从池塘生产出来的中华鳖不腥，无污染，健康优质。

(3)经济效益。草鱼、青鱼、蜒、编、鲤、睛、勤等7 大家鱼占淡水养殖产量的70 �毛，被称为"当家鱼

但养殖的经济效益不高，使温民的养殖积极性不高。现果用"接力式养殖 可以在收获鱼类的同时，也

收获到经济价值较高的中华置，从而增加了养殖的经济效益。井且，由于是蜡色养殖，污染少，市场价搞

好，来用 天然饵料，少用药物，降低了养殖成本，提高了中华鳖品质。罪色健康的中华鳖肉质好、营养价

值高，提升了中华鳖的市场价值。

3.2.4 有利于我国设施渔业的提展

设施渔业以控温养殖中华鳖为典型，是养殖规模效应、降低成本的基础。要对"接力式"养鳖的需后

设施进行技术改进，使"黑暗型"的温室，走向"光明型"和"生事型"的温室，同时应该改变养殖设施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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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中华鳖生长的局面，将工厂化养殖设施改造为多功能、适应多种名特优水产品生产的设施。 要应用

现代科技于段、深化水环境处理、饵料的科学配制及养殖管理。上海郊区有17万平方米的渔业设施，主

要是适用于中华鳖的，在开展接力式养殖中，将重新发挥重要作用。

3.2.5 开展深加工，增加申华鳖的附加值

"接力式"养鳖模式，包吉了加工环节，可以顺应市场要求，通过中华鳖的分割与调制，生产中华l" Ij� 
方便食品，使老百姓更噩好中华鳖的消费。

中华鳖的价值不仅在于在用，还在于药用。 中华鳖是治疗乙型肝先药物的重要成分之一，能增强机

体的免疫力。据悉，中华鳖全身都是宝，中华置可吃食只有55%，另外 45%包括内脏、骨板、血、肝脏等

均是良好的药物，包含多种自由基和微量元素。 我国已经开发出许多以中华鳖为配伍的高科技药物，同

时借鉴日本中华鳖制品的品种有30余种井深受消费者政迎的事实，可以认为中华鳖的深加工是有出路

的。

4 结语

需要指出，接力式弄鳖模式要假靠公司、农户和市场等环节的协调和磨告，要有各地养鳖协会和全

国健康养鳖协作网配合，才能形成告适的养鳖机制。 另外，加工环节是重要的，但是基础碑弱，要投入科

研力量，花大力气研究实施。 因而不断完善"接力式"养鳖模式，还有许多I作要做。总之，水产科技I

作者要不断改进包括"接力式"在内的各种养鳖模式，不断创新，依靠市场，依靠科技，依靠深加工，提高

附加值，养鳖业一定会冉旺起来。

妻带立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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