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3年 7月 14日 星期五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

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

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

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

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要大力

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推动海洋渔

业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升级”。

近年来，我国深远海养殖、海上牧场建设

取得了新突破。在青岛东南方向海域，利用

养殖容积为 5 万立方米的“深蓝 1 号”大型装

备，继批量养成虹鳟和硬头鳟后，今年春季又

批量养成大西洋鲑，证明了我国深远海三文

鱼全周期养殖的可行性。

鲑鳟鱼类俗称三文鱼，属冷水性鱼类，适

宜生长的水温为 10—18 摄氏度，因为肉色粉

红、肉质弹性高、风味独特、富含不饱和脂肪

酸，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与海外知名产

地的养殖三文鱼相比，黄海冷水团养殖三文

鱼具有水质好、品质高、养殖周期短、寄生虫

病害轻、人工和物流成本低等比较优势。黄

海冷水团三文鱼成功养殖是世界温暖海域冷

水性鱼类养殖的创举，是我国深远海养殖事

业的重要成果。

发展深远海养殖是保
障食物安全的有效途径

过去 70 多年来，全球水产品消费量年均

增速超过了人口增速，也高于畜禽产品消费

量的增速。在我国，水产业为城乡居民提供

了 30%的优质动物蛋白，餐桌上的水产品 77%
来自水产养殖，其余的来自捕捞。相较于陆

生动物养殖，水产动物养殖的饲料利用率更

高，养殖、食用更高比例的水产品，可节约大

量用于种植饲料粮的耕地，可养活更多地球

人口。水产品为保障人类食物安全、消除贫

困和饥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

预见，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我们餐桌上

的水产养殖产品数量将越来越多，比例将越

来越高。

我国是严重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相当于世界人均数的 1/4；人均耕地面积不

足世界人均数的 40%；近岸海水养殖面积已

接近饱和。这些客观条件使得我们难以再靠

扩大养殖池塘面积或增加换水率进一步提高

内陆和近海水产养殖产量。因此，我国海水

养殖从近岸走向离岸、远海，是渔业发展的

内在需求和大势所趋。今年 6 月，农业农村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 部

门联合出台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文

件。人们对发展深远海养殖、建设“蓝色粮

仓”寄予厚望。

“黄海冷水团”是三文
鱼远海养殖的关键要素

鉴于三文鱼的高品质和高附加值，上世

纪 70 年代起，我国就曾在大连、烟台、青岛等

海域试养三文鱼，但均未获成功。主要原因

是我国海域夏季水温较高，养殖的三文鱼无

法度夏。2012 年，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们提

出了利用黄海冷水团资源养殖 三 文 鱼 的 计

划。黄海冷水团是夏季存在于黄海中部洼

地的巨大冷水团，所在海域夏季表层水温超

过 23 摄氏度，但底层水温不超过 10 摄氏度，

中下部 10—18 摄氏度水层可以用来养殖三

文鱼。

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渔民们就发现，夏季

在黄海中部的海底可捕到鳕鱼等冷水性鱼

类。这表明，夏季黄海中部的底层存在凉水，

否则冷水性鱼类不可能生存。50 年代，我国

海洋学前辈赫崇本先生深入研究后指出，冷

水团存在于夏季的黄海中部底层，其成因是

冬季形成的本地水团；黄海冷水团存在季节

性变化，初夏开始形成，秋季逐渐消失。

黄海冷水团是世界温暖海域少有的可用

于养殖三文鱼的冷水资源。它属于浅源冷水

团，20—30 米水深之下就是凉水，可用于开发

鱼类养殖。其溶解氧气还十分丰富，即使夏

季也始终大于 5 毫克/升，可保障鱼类快速生

长。另外，南黄海冷水团海域冬季还有暖流

注入，使水温不低于 9 摄氏度，养殖的三文鱼

冬季也可快速生长。

黄海冷水团海域北起辽宁大连外海，南

至江苏南通外海，面积约 13 万平方千米，体积

5000 亿立方米，接近山东省陆域面积，冷水团

三文鱼养殖潜能巨大。

攻克技术难题，实现
深远海三文鱼全周期养殖

黄海冷水团适于三文鱼生活，但要实现

人工养殖，还需要解决养殖模式、养殖装备、

鱼鳔补气、按需捕捞等多项技术难题。

三文鱼多为溯河繁殖鱼类，在淡水中繁

殖、孵化、发育，长到一定规格后就需降海生

活，在海水中生长速度比在淡水中更快。不

过，三文鱼存在降海生理窗口期，越过此窗口

期时段，其耐盐能力会部分丧失，此时再下海

养殖，三文鱼生长速度会受到影响。针对这

一特性，科技工作者发明了基于盐度、光照和

营养调控的三文鱼海水驯化技术，构建了陆

海接力的深远海养殖模式。

2017 年，利用单层聚乙烯网衣制成 40 米

深网箱，在南黄海冷水团试养三文鱼，证明

了三文鱼夏季可在黄海冷水团生活、生长。

不料，网箱中养殖的三文鱼因周围游弋的鲨

鱼将网衣撕破而散佚。为解决这一问题，我

国 建 成 首 艘 养 殖 工 船“ 鲁 岚 渔 养 61699 号 ”

（排水量 3500 吨），并用该船证明，夏季抽取

该海域 35 米下的凉水可在养殖工船中养成

三文鱼，但养殖成本太高，产品不具市场竞

争力。

2018 年，通过产学研结合，在青岛建成了

世界最大的全潜式桁架网箱——“深蓝 1 号”；

2019 年又对其进行了一体化、自动化改造。

夏季，下潜的网箱可让三文鱼安全度夏，又可

躲避台风冲击。当季节变换，海域表层水温

下降至 18 摄氏度以下，网箱可上浮到表层进

行三文鱼养殖。

三文鱼为喉鳔鱼类，需经常浮出水面吞

咽空气，以补充鱼鳔中逸失的气体，维持身体

浮力平衡。长期下潜养殖的三文鱼无法接触

到空气，生长速度会变慢，严重时还会出现身

体畸形。为解决鱼鳔补气这一世界性难题，

科技工作者发明了水下鱼鳔补气装置和方

法，实现了长期下潜养殖鱼类的鱼鳔补气，保

障了养殖鱼类健康生长。

“深蓝 1 号”网箱容积巨大，三文鱼生产能

力超千吨，按订单分批次、分规格进行捕捞也

是一大挑战。在科技工作者努力下，张网诱

鱼、冷水诱导、机械驱赶等多种适合于不同场

景的捕捞装置和方法得以发明，解决了巨型

网箱夏季深水捕活鱼的难题。

创新工程技术模式，
推动深远海养殖健康发展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深远海养殖水体达 4398 万立方米，水产品年

产量 39 万吨，比“十三五”初期分别增加了 3.3
倍和 2.4 倍。重力式网箱已成为我国深远海

养殖最主要、最成熟的养殖模式。在政策引

导、科技进步、市场需求带动下，近几年我国

建造了 40 多个可在高海况开放海域使用的桁

架类网箱、远海围栏和养殖工船，如“深蓝 1
号”“蓝钻 1 号”“国信 1 号”等。随着配套设施

装备的升级，海水养殖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

化水平也明显提高。

当务之急是，桁架类网箱和养殖工船的

生态性和经济性还有待提高。我国已建桁架

类网箱和养殖工船 的 单 位 养 殖 水 体 造 价 和

单位重量养殖产品能耗都较高。提高装备

的抗风浪能力、降低造价、减少能耗或利用

新能源已成为提高深远海养殖生态性和经

济性的关键。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林鸣院士等

提出的“阳江深蓝海洋牧场”模式有望解决这

些问题。这一模式利用海工防护设施围建直

径几千米的深远海牧场，规模超大且抗强风

浪，可在其中开展鱼贝藻参综合养殖，大批量

生产可供普通百姓消费的绿色海水产品；还

可实现养殖与风电、水产品加工、物流、旅游

等融合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倍增，且有利于解

决近海养殖转移出的渔农就业问题；因其与

风电实质性结合、启用新能源工作船等，可生

产低碳水产品。这种创新性深远海养殖模

式，为提高黄海冷水团渔业利用的生态性和

经济性提供了技术启示。

当前，黄海冷水团三文鱼养殖已进入规

模效益发展阶段。青岛市和山东海洋集团

主 导 实 施 的 海 域 总 面 积 为 500 多 平 方 千 米

的“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建设已启

动 。 目 标 是 到 2035 年 构 建 深 远 海 养 殖 育

苗 — 养 成 —加工—物流技术体系，基本建成

规模化、高技术、高效益、可持续的深远海养

殖试验区，打造产值过千亿的产业集群，在深

远海开发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题图为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

“深蓝 1号”正在作业。

中国海洋大学供图

制图：蔡华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发 生 了 历 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

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中国生态博物丛书”就是在

这个大背景下着手策划的。

本套丛书生动展示中国境内

的各种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野

生动植物资源，全景展现中

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就，

描绘了一幅美丽中国绿水青

山的壮阔画卷。

地球生物圈的所有生物

（动物、植物、微生物）与其环

境（土壤、水、气候等）组合在

一起，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制

约，通过能量循环和物质交

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物质能

量运动系统，这便是一切生

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从

赤日炎炎的热带雨林到冰封

万里的极地苔原，从延绵起

伏的群山峻岭、高山峡谷到

茫茫无际的江河湖海，到处

都有植物和动物的踪迹，还

有大量的真菌和细菌等微生

物，为地球生命提供了充足

的氧气和食物，使人类社会

能持续发展到今天，创造出

高度的文明。

由于地域广阔，我国有

多样的气候类型和各种地貌

类型，南北跨热带、亚热带、

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自然

条件多样复杂，生态系统类

型异常丰富。从森林、草原

到荒漠，从热带雨林到寒温

带针叶林，应有尽有。西南

部又拥有地球上最高的青藏

高原的隆起，形成了世界上

独 一 无 二 的 大 面 积 高 寒 植

被。此外，我国还有辽阔的

海 洋 和 各 种 海 洋 生 物 所 组

成 的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 可 以

讲，除典型的赤道热带雨林

外，地球上大多数植被类型

均 可 在 中 国 的 国 土 上 找

到。所有这些，为各种生物

种 类 的 形 成 和 繁 衍 提 供 了

各类生境，使中国成为全球

生态类型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中国生态博物丛书”以我国生态系统为主线，结合

各种生态景观，对我国主要植被生态类型以及构成这些

生态系统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

在对某个物种进行介绍时，对物种在地理区域的生态位、

生态功能、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进行科学和生动的介

绍。读者可以通过本丛书，学习和了解中国主要植被类

型、生态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本套丛

书由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和大学数百位科学工作者共同编

著完成，内容科学准确，语言生动有趣，图片精美。其编

写出版填补了科普图书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将有助于提

高公民科学素养和环保意识，也为生态环境研究和保护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自然和生态环境，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

入源源不竭的动力。期待本套丛书能为建设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此文为“中国生态博物丛书”序言，本版有删节，标题

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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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事什么劳动，

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厂车间，就

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

生产优质的产品。在田间地头，就要精心耕

作，努力赢得丰收。在商场店铺，就要笑迎天

下客，童叟无欺，提供优质的服务。”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辈子选择一件

事、一辈子专注一件事、一辈子成就一件事的

典范。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著的《一辈子一件事

——平凡英雄的追梦故事》，聚焦那些为祖国

建设、社会发展、文明进步默默耕耘的普通人，

讲述他们兢兢业业坚守岗位的故事。

普通人的奋斗最让人感动。100 岁的张效

房，仍坚守在为病人服务的第一线，百岁高龄

每周一、三、五还到《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

志》编辑部上班，坚守“活着一天，服务一天，奉

献一天”的人生理念；宁夏的王志洪，一辈子只

为把高质量话剧演出送到乡下去，让老乡们第

一时间看到城里的大戏……这些平凡英雄把

非凡的人生价值挥洒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再

通过记者编辑们生动传神的讲述，凝结为一个

个好故事，如涓涓溪流滋润人心。

书中文章来自人民日报要闻六版“一辈

子一件事”栏目，栏目文章力求写出潜藏在“这

个人”骨子里的精神底色。从祁连山麓到金沙

江边，辗转千里，不忘刻苦攻读马恩著作；从青

葱少年到华发萧萧，一字一句打磨润色推敲。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三代翻译家们，把翻

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做人生信仰，一盏灯

一支笔一辈子。云南的董学书，一生专注蚊虫

疾病防控，足迹遍布云南山水，临老还喊着要

“干到干不动为止”……书中的诸多人物，为了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日夜付出，把艰苦奋斗、

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作为一生追求，

贯穿于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让文字更具亲和力、感召力，是该栏目编

辑记者一以贯之的追求。人物报道，写真写活

方能可亲可信。让人物生活化，让精神细节

化 ，才 能 打 动 读 者 ，起 到 情 动 于 中 的 艺 术 效

果。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周

超凡，记者捕捉到一个有趣的细节：“电梯都关

了，我只能爬楼梯上下楼。”一个“为了科研工

作 ，连 下 班 时 间 都 不 放 过 ”的 人 物 形 象 瞬 间

“活”了起来。河南的郭建华坚持为乡亲放电

影 45 年，讲述他走上电影放映员之路时，作者

写道：“郭建华 5 岁时，母亲带她第一次去村广

场上看电影。好奇的她伸出小手摸镜头，突

然啪的一声，镜头里射出光线，吓了她一跳，

但她从此对这跳动的光影着了迷……”这段

带有镜头感的文字，好似电影里的蒙太奇，串

联起过去与现在的时光，让读者对人物的理

解更加细致深入。

本书把笔触对准一个个平凡英雄，呈现他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身影，努力在讲好中

国故事，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相信读者朋友阅读

本书，会更加坚定“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的信

念，为走好人生路增添信心和力量。

康 岩

讲述追梦故事 弘扬工匠精神

利用黄海冷水团利用黄海冷水团，“，“深深蓝蓝11号号””实现深远海三文鱼全周期养殖实现深远海三文鱼全周期养殖——

耕海牧渔耕海牧渔，，建建设设““蓝色粮仓蓝色粮仓””
董双林董双林

推荐读物

《深远海设施养殖技术模式》：全国水产

技术推广总站组编；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现代渔业科技创新发展现状与展

望》：杨红生等著；科学出版社出版。

《海洋空间规划与海岸带管理》：刘大

海、李彦平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生态博物丛书”：管开云总主编；北京

出版社出版。

《一辈子一件事——平凡英雄的

追梦故事》：人民日报总编室编；人民

出版社出版。

《漫画碳中和：孩子需要了解的未

来变革》：李剑龙、苏岚岚著，牛猫小分

队绘；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漫画形式介绍“双碳”目标，

科普气候变化、碳排放等方面科学知识。

《大道相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本书编写组著；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

本书重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解读“第二个结

合”的理论逻辑和融通实践。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
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
和生态环境，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