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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本报刊登《新疆“海鲜”火“出圈”背后的农业
科技有哪些》一文，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当前，内陆多地海
鲜陆续丰收的消息火爆出圈，“海鲜陆养”模式是什么？“海鲜
陆养”技术难点在哪？市场前景如何？海鲜产量、口感如何？
本期记者采访了养殖企业和业内专家。

近期，新疆、宁夏、甘肃等

内陆地区陆续迎来了大白虾、

青蟹等海鲜大丰收。这样的海

鲜产量、口感如何？

宁夏吴忠市盐池县一家企

业的青蟹技术员张港宁说，目前

宁夏盐碱地青蟹的产量预计在

亩产30-40斤，沿海地区则能

达到亩产50斤左右。全周期存

活率和沿海地区已经相差不大。

这样养出来的“海鲜”口感

如何？张港宁说：“在当地就能

够拿出来活蹦乱跳的青蟹，比

从长途运输的冷冻蟹或者别的

方式的要好，品质要好很多。”

近年来，随着设施渔业

的发展，海鲜养殖的区域也

正在向距离大海更远的内陆

挺进，除了宁夏、内蒙古以

外，甘肃、新疆等地都有所发

展。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教授

廖永岩认为，尽管目前海鲜陆

养 的 种 类

还 不 够 丰

富，但未来

设 施 渔 业

将 会 是 发

展的趋势。

海鲜养殖，难在水源，深居

内陆的山城，海水从哪里来？

在重庆大足大安农业园

区，2000 平方米的封闭厂房

内，分布着近百个虾塘，虾苗自

由游弋在30摄氏度的“温泉”

中，空气中弥漫着海的味道。

“没有海，我们就自己

造。”重庆零抗水产公司总经

理宦国新介绍，在养殖技术快

速发展的今天，人工调制海水

已不是难事，但如果只靠换水

养殖，平均养1斤虾的换水量

可达 50吨，在内陆城市简直

是天方夜谭。

为此，宦国新带领团队花

费6年时间研究出了生物絮团

技术，通过为人工海水添加微
生物，有效去除养殖水体中的
粪便、残饵等颗粒物，形成生物
循环，相当于在内陆打造了一
个封闭的海洋生态系统。“为达

到生态平衡，养殖过程不能添

加任何抗生素，产品质量安全

有保障。”宦国新说，“同时，养

殖‘海水’可以循环使用，无任

何排放，不会对外部环境造成

污染。”

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研究员李虹介绍，用生物絮团

养虾，难点在于维持生态系统

的动态平衡。这项技术大多存

在于实验室，能进入规模化商

业运用，在西南尚属首例。

首先，采取“海鲜陆养”模
式，丰富了人们的餐桌，也提供
了物美价廉的产品。

近日，新疆麦盖提县养殖的

澳洲淡水龙虾陆续上市，这里的

龙虾体大肥厚、肉质嫩滑、口感

鲜甜。养殖基地负责人说，龙虾

自 9 月陆续上市以来，卖了快

500公斤。

当地一家海鲜店老板说：

“自从麦盖提县开始养殖澳洲淡

水龙虾，我们就不再从外地进货

了，节约成本的同时，品质也得

到了保障。”

湖北武汉“陆养海鲜”的品

种在增加，产量也在提高。如

今，湖北省已经实现鳗鱼、南美

白对虾、石斑鱼等产品的“海鲜

陆养”，品质、产能双提升，让人

们的餐桌鲜味十足。

武汉市的海鲜店店主张美

莲今年第一次卖武汉产的石斑

鱼，品质和价格都让她满意，“价

格有优惠一点，每斤便宜了两三

块钱，因为运输距离近了一些，

也新鲜一点。”

其次，采取“海鲜陆养”模
式，为解决我国盐碱地的治理难

题提供一种可行性方案。
盐碱地的土壤积盐较重、无

法耕种，通过采取“海鲜陆养”模

式，能够让这些土地得到重新利

用。可能有人会问：盐碱水里养

殖的海产品会好吃吗？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

师红旗农场生态智能恒温养殖

基地里，圆形鱼池内分别养殖

了南美白对虾、海鲈鱼、石斑鱼

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盐碱水

养的虾风味独特，口感特别好，

肉质鲜甜又不失淡水虾的弹

性。去年投养的鱼、虾需要再

过几个月才能上市销售，但是

现在已经有很多客户提前下订

单预订。”

据兵团农业农村局消息，兵

团辖区年均可使用地表盐碱水

约1亿立方米，地下盐碱水储量

约1.3万亿立方米，宜渔盐碱水

资源丰富。

最后，采取“海鲜陆养”模
式，提供了一条“致富路”，也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

近日，位于甘肃张掖的一家

养殖合作社迎来了南美白对虾

的丰收。今年1月，合作社投入

第一批虾苗，采取“海鲜陆养”模

式，进行工厂化养殖。该合作社

负责人介绍，合作社的南美白对

虾每年可产出6茬，每茬产量可

达2万斤，“主要销往甘肃嘉峪

关、张掖等地，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3000多斤虾已经销售一空。”

在湖北省最大的“海鲜陆

养”基地，采用工厂化的海水循

环养殖模式，实现一年四季有虾

上市，年产量预计达100万斤，

并对周边农户开展养殖培训和

虾苗输出，促进农户增收。

今年8月，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杭锦后旗三道桥镇南美白对

虾养殖建设项目开工奠基。相

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建成后，年

培育南美白对虾苗 3 亿尾，年

产商品虾 1200 吨，产值可达

8000万元以上，辐射带动周边

农户 183 户，有效利用盐碱地

近1000亩。

“海鲜陆养”，不仅为解决我

国盐碱地的治理难题提供了一

种可行性方案，还促进农户增

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海鲜”走进千

家万户的日常餐桌。

“海鲜陆养”模式，指在陆地

营造类似于海洋的生态环境，人

工养殖鱼类、虾蟹类、贝类等海

产品。营造类似于海洋的生态

环境，有多种方法。

其一，采用“海虾淡养”
方式。

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市的一

处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已经到

了南美白对虾丰收的季节。

养殖基地负责人周京森介

绍，养殖基地有两个塘子占地16

亩，水是来自天山的雪水，虾苗

是从海南引进的，养殖方式是

“海虾淡养”。

“海虾淡养”指的是把海虾

放在淡水里养殖，最大的技术难

点在于让海虾适应新疆的淡水

环境。

那么，如何让海虾适应淡水

环境？周京森介绍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的关键是淡化池。

这是一个独立的池子，要把这个

池子里的水调成接近海水的水

环境。虾苗引进来之后，第一时

间放在这个池子里进行养殖。

第二步是加水淡化。从虾苗

入池第二天开始，每天定时定量

往淡化池里加入新疆阿克苏本地

的淡水，逐渐把池里水的盐度降

下来，让虾苗适应本地的环境。

第三步是换池子。经过七

天到十天每天加淡水，让淡化池

中的水环境和大塘里的水环境

相似以后，就可以把虾苗放进大

塘里养殖了。

其二，巧用资源“造海”，将
盐碱水变成“人造海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

红旗农场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部，

因地势低洼，周边地下盐碱水都

往这里汇集，地下水位比较高，

而且水质含盐碱量大，pH值普

遍在8以上，大量的盐碱水不能

够被农业等其他产业再回收利

用，对当地土壤、作物生产带来

了不利影响。

当地因地制宜，从现有资源

找出路，利用现有盐碱水资源优

势，探索一条适合农场盐碱水水

质养殖的产业发展之路。

在红旗农场的一处盐碱地

智能生态海产养殖基地里，工作

人员正忙着打捞、装箱、发运当

地产的“海鲜”。

工作人员表示，“这里盐碱

水资源丰富，我们将当地盐碱水

调配成与天然海水较接近的‘人

造海水’，模拟海洋环境。9月份

预计集中上市的50余吨‘海鲜’，

已经全部被预订一空。”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处

水产养殖基地，近期也将上市一

批南美白对虾。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基地所在区域是盐碱地。

为了把盐碱地变废为宝，技术人

员根据当地情况，搭建大棚，调

节虾苗用水，克服高盐碱和高寒

对养殖的不利影响。

内陆没有“海”
如何养“海鲜”？

“海鲜陆养”模式是什么？

为什么采取“海鲜陆养”模式？

海鲜陆养成为养殖新趋势
这样养出的海鲜产量、口感如何？

海鲜养殖不再是沿海“专利”

生物絮团技术赋能“海鲜陆养”

（综合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央广网、《湖
北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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