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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车95井催化曝气脱硫工艺技

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验收 

芯源公司匀胶显影系列产品通

过新产品投产鉴定 

中科院-NEDO-产综研燃料电池

和氢能技术领域研讨会在大化

所举行 

2007年微生物分子生态学技术

高级研讨班在沈举行 

 

      研究进展

以创新的技术，使我国菲律宾蛤仔健康养殖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发布时间：2003-3-24

 

菲律宾蛤仔健康养殖技术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课题《北方海区重要养殖生物遗

传改良和健康苗种培育》的重要内容。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张国范研究员领导的

课题组经过三年多的研究，于2003年3月16日通过了由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主持的对

菲律宾蛤仔健康养殖技术的中间育成、越冬、三段法养殖模式和新品种培育的主要结

果进行的现场验收，标志着以创新的技术，使我国菲律宾哈仔健康养殖进入全新的发

展阶段。 

菲律宾蛤仔是我国重要的海产贝类资源，年产量逾百万吨，已成为我国主要的海

水养殖对象。过去一直依赖自然种苗进行养殖，由于养殖规模的扩大，强度的增加，

使苗种短缺日益严重；而养殖所用的也都是野生型种质，潜在的病害问题严重；过去

菲律宾蛤仔在北方的养殖一般都要经过2年或2年以上的时间，养殖周期长，产业风险

大。本项目经过3年多的研究，在成功地进行健康苗种大规模培育的基础上，在中间

育成、越冬、新品种培育和新的养殖模式方面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至此，从育苗、

中间育成到养成的各主要关键技术都已获得突破。 

该项目在国内首家使用了由以色列引进的自动调光、投饵的塑料大棚保温防寒技

术进行菲律宾蛤仔的育苗、中间育成和早期苗种的越冬，建立了砂盘式采苗和中间育

成技术，使中间育成越冬成活率达90%以上，生长速度提高50%以上，土池二级中间育

成成活率为91.4%。建立了三段法养殖模式，使菲律宾蛤仔的养殖实现高效安全生

产。2002年5月投苗（壳长5~6mm），从2002年11月开始间收，到2003年3月已采收

2000吨，平均规格3.2厘米。培育出菲律宾蛤仔新品种“斑马蛤”，纯度几近100%，

群体数量已达6万余粒。浮游期成活率提高了90.5%、生长速度快54.6%，其中间育成

的成活率和生长速度分别提高了23.9%和25.5%。“斑马蛤”将于本年度进行一定规模

的养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培育的菲律宾蛤仔新品种。 

专家们认为，菲律宾蛤仔健康养殖技术在解决了健康苗种规模培育关键技术的基

础上，在苗种的越冬、中间育成、新品种培育和新的养殖模式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

优化了菲律宾蛤仔的采苗和中间育成技术，突破了菲律宾蛤仔苗种培育的瓶颈——中

间育成，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采用由张国范博士首创的“壳色—数量性状选

择”和“近交—定向选育—小群体平衡”育种模式，培育出壳型壳色具有明显特色，

生长、成活等数量性状具有明显优势的菲律宾蛤仔新品种—斑马蛤，建立了可行的

“三段法养殖”模式，将菲律宾蛤仔的养殖周期缩短了近一半，使菲律宾蛤仔的养殖

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三段法”养殖的核心是利用育苗室、土池和海区的各自优势

和环境资源，以合理的时间、规格、密度和操作方式，进行分段式养殖，在其稚幼贝

阶段尽可能地使其处于可控的环境下，提高其成活率，延长其有效生长时间，并利用

土池和海区的温度事宜、饵料丰富的特点，加快其生长和育肥。该养殖模式使蛤仔的

主要繁殖期避开了高温季节，降低了高温和繁殖对菲律宾蛤仔协同胁迫效应，减少了



其大规模死亡的可能性。通过“三段法”养殖，使菲律宾蛤仔养殖的经济效益大幅度

提高，产业风险陡然降低。建议在我国北方大力推广该项技术。 

该项目是在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大连滩涂贝类清洁养殖示范基地、在大连市海日水

产食品有限公司的协助下完成的。该基地具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国内一流的技术力

量的支撑，在滩涂贝类养殖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引起辽宁省省委等地方

领导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闻世震同志曾莅临该基地进行视察、指导工作，对该项目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海洋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孙松等领导和专家参加了成果验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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