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3 3

·

科学论坛
·

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基础研究

唐启升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

青 岛 26 6 0 71 )

〔摘 要」 通过对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意义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的分析
,

提出了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需要支持的 5 个方面的基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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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 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 用 的战略意

义

当今
,

人类面临着人 口 增长
、

环境恶化
、

资源短

缺等问题的巨大挑战
,

我国首 当其冲
。

据预测
,

到

21 世纪 30 年代
,

我国人 口将 突破 16 亿
。

而 目前我

国耕地面积却以每年 700 万亩的速度递减
。

我国人

口众多
,

人均资源相对不足
,

将 面对世界 7 % 的耕地

要养活人类近 1 / 4 人 口 的现实
,

为了缓解这一严 峻

局面并满足人们对优质蛋白质需求 的 日益增长
,

我

们必须把 目光转向海洋这一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广

阔疆域
。

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
,

我 国在渤

海
、

黄海
、

东海
、

南海等四海可管辖 的水域面积也达

到 300 多万平方公里
,

相当于我 国内陆面积的 13/
,

这片
“

蓝色国土
”

不仅可 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蛋 白质

能源
,

而且也是许多具有药物和特殊用途的活性物

质的巨大宝库
。

海洋资源与环境 的特殊性
,

决定 了

海洋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
,

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

依赖性
。

近十几年来
,

我国的海洋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

展
。

海洋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 的新的增 长点
。

据资料表明
,

70 年代
,

海洋产业 占国民经济 的比重

仅为 l %
,

80 年代增至 1
.

7 %
,

19 95 年又增至 4 %
,

预

计到 201 0 年将达 10 %
,

使我国进人世界海洋开发的

前 5 名
,

成为海洋经济强国
。

在海洋产业 中
,

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位居

首位
。

199 8 年
,

我 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达 2 3 57 万

吨
,

占世界渔业总产量 的 l乃
,

居世界第一位
。

海洋

生物资源开发成为大农业 中发展最快
、

活力最强
、

经

济效益最高的支柱产业之一
,

特别是海水养殖
,

其产

量已从 19 87 年的 19 3 万吨增加 到 19 9 8 年的 86() 万

吨
,

占海洋渔业产量 的比重
,

从过去的 10 % 左右上

升到 3 6 %
,

我国已 成为世界海水养殖大 国
。

目前
,

我国海洋渔业总产值达 1 5 00 亿元
,

约 占全国整个

海洋产业的 50 %
,

因此
,

在海洋产业大发展的 21 世

纪
,

海洋生物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将是我国
“

蓝色革

命
”

的主体
。

但是
,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

在我国海洋

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高速发展的同时
,

仍然存在不少

问题和困难
。

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问题

日趋突出
,

已成为制约今后健康
、

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
。

2 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问题

2
.

1 养殖苗种多系未经选育的野生种
,

遗传 力减

弱
,

抗逆性差
,

性状退化等问题严皿

我 国的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较高
,

但 目前养殖

的品种不足 100 种
。

能够形成大规模养殖生产的仅

十几种
。

而且这些 品种多系未经完全驯化
,

在养殖

条件下近亲繁殖导致优 良性状逐步退化
,

还有不少

品种完全依赖于 自然亲体或苗种
。

我国 目前主要海水养殖种类除海带
、

紫菜等极

少数种类进行过系统 的品种选育和改 良外
,

其他大

部分
,

如中国对虾
、

扇贝
、

牡砺
、

蛤仔等都是未经选育

的野生种
,

特别是经过 累代养殖
,

出现了遗传力减

弱
、

抗逆性差
、

性状退化等严重问题
。

此外
,

有些名
、

特
、

优品种
,

如鳗鲡
、

鳅鱼
、

鳍鱼等苗种培育尚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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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难关
,

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求
,

严重制约了规模

化
、

集约化养殖的发展
。

苗种问题 已成为制约我 国

海水养殖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主要
“

瓶颈
”

问题之一
。

2
.

2 病害发生 日趋严重
,

防治技术基础薄弱

近年来
,

随着我 国水产养殖事业 的发展
,

病害发

生 日趋频繁和相当严重
。

震惊水产养殖业的对虾暴

发性流行病
,

自 1 99 3 年发病以 来
,

每年给 国家造成

几十亿元的经济损失
,

使我 国从世界上最大 的出 口

国变成了主要对虾进 口 国
。

其他主要养殖品种
,

如

扇贝
、

鲍鱼
、

牡砺
、

牙鲜
、

海带
、

紫菜等的病害也 日趋

严重
,

几乎形成一种不可思议的
“

养什么
,

病什么
”

的

严重局面
。

近年 国家和有关部 门投 人了大量 的人

力
、

物力
、

财力来协作攻关
,

仍是收效甚微
,

防治技术

基础十分薄弱
。

2
.

3 生态环境恶化
,

养殖布局缺乏有效理论依据

我国海水养殖区主要集中在海湾
、

滩涂和浅海
,

但海水增养殖水域开发利用存在两大问题
,

一是内

湾近岸水域增养殖资源开发过度 ; 二是 10一30 m 等

深线以 内水域增养殖 资源利用不足
,

布局不合理
。

10 m 等深线 浅海 面积约 为 1
.

1 亿 亩
,

利用 率不 到

10 % ; 10 一30 m 等深线以 内的浅海开发利用率更低 ;

滩涂面积 2 88 0 万亩
,

已利用面积 1 2 00 万 亩
,

利用

率为 50 % ;港湾利用率高达 90 % 以上
。

由于片面追

求高产量高产值
,

忽视了长远生态和环境效益
,

致使

局部海区开发过度
,

养殖量严重超出养殖容纳量
,

部

分饵料不能被利用而变成对水体有害 的污染物
; 有

些养殖区滥用各种抗生素
、

消毒剂
、

水质改 良剂等
,

严重影响了水体微生态环境
。

另外
,

大量 的工业废

水和生活污水不经处理排人近海水域
,

直接造成近

岸水域的水质恶化
。

由于生态环境 的恶化
,

重点养

殖水域的养殖品种生长慢
、

品质下降
、

死亡率升高已

是近年水产养殖业的普遍现象
。

2
.

4 捕捞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

资源可持续 管理缺

乏科学支撑

过度捕捞和环境变化等
,

虽已被确认为是导致

重要渔业捕捞种类资源严重衰退
,

资源质量下降和

数量剧烈波动的首要原因
,

但是
,

由于对海洋生物资

源自身的变动规律
、

补充机制和资源优势种类频繁

更替的原因及种 间关系等重要基础 问题研究甚少
,

难以提出切实可行 的管理措施
,

甚至难 以对资源状

况和变动趋势提 出正确的评价
,

严重地影 响了海洋

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

另外
,

近年虽开展多品

种
、

多形式
、

多区域 的资源增殖放流
,

但 由于资源增

殖理论依据不足
,

回捕效果年间波动甚大
,

难以作出

学 基 金 2侧洲〕年

科学的解释
,

使放流工作带有一定的盲 目性
,

严重影

响 了生产性增殖放流事业的发展
。

2
.

5 基础研究薄弱
,

海洋生物高技术研究与产业

发展受到影响

海洋生物学研究是发展海洋高技术
,

促进产业

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

然而
,

多年来我 国海洋生物学

基础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甚至严重滞后
。

科技投人低

力量分散
,

重点不突出
。

几十年来
,

我国海洋生物资

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依靠扩大投人和增加规模来取得

的
,

其发展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

致使遇

到品种退化
、

抗逆性差难 以控制
,

病害发生又难 以防

治
,

养殖环境恶化难以修复
,

海洋活性物质的开发利

用难以深人等等
。

海洋活性物质的研究与开发 已成

为当今世界各国的研究热点
,

我 国近年虽有长足发

展
,

但多注重开发
,

忽视基础研究
。

海洋新药极少
,

利用高新技术培养和繁殖产业的生物活性物质的生

物资源更少
。

因此
,

加强基础研究
,

加速海洋生物技

术研究迫在眉睫
。

3 需要 支持的海洋 生物 资源可持续 开发利

用的基础研究

3
.

1 主要养殖生物优 良品种培育的基础研究

良种
,

是推动海水养殖业持续发展 的关键
。

实

践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使用优 良品种可

以增加 产量 10 % 一 30 %
,

并且 可减少病 害的发生
,

提高成活率
。

因此
,

应重点 围绕主要增养殖生物 品

种
,

开展分子遗传学基础研究
,

包括基因图谱
、

优 良

性状基因克隆及基 因结构
、

全基因构建及表达的研

究等
,

并建立各种基 因库
。

开展增养殖生物 品种的

营养生理特征 的基础研 究和发育 生物学基 础的研

究
。

重点研究突破高健康抗病品种 的培育技术
,

多

倍体苗种培育技术
,

特定性别的苗种培育技术等
,

以

便为大规模
、

多品种地开展水产增养殖
,

提供可靠的

理论基础
。

3
.

2 主要养殖生物病毒病的病原生态和分子流行

病学研究

应从生态学
、

分子流行病学角度研究揭示我国

海水养殖生物主要病毒病的流行 与环境生态
、

宿主

生态
、

病原分子变异等因素之间的内在相互关系
,

为

渔业养殖重大疾病流行预警提供依据
,

为生态防治

技术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

当前
,

以 主要海水养殖生物 (如对虾
、

贝类和海

水鱼类 )为主
,

重点进行病毒病流行与宿主生态学关

系
,

环境生态因素对宿主抗病毒能力的影响
,

主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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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流行的病原分子基础及变异趋势
,

主要病毒病流

行预警的可行性研究
。

3
.

3 海水养殖系统生态调控基础研究

针对海水养殖业迫切需要解决 的主要生态学问

题
,

选择有代表性的海湾
,

组织生物学
、

水产学
、

海洋

学
、

环境学等诸多基础学科
,

从宏观和微观进行交

叉
、

综合
,

深人地开展养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研

究
。

重点进行养殖生物生态
、

生理学特征研究
,

营养

动力学与生态容纳量 的研究
,

养殖环境生物修复及

生态效应研究
,

养殖容量评估和生态优化与预测模

型的研究
。

3
.

4 捕捞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增殖生态理论研究

海洋捕捞业在世界沿海各国仍 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
,

我国更不例外
。

与此有关 的产业和从业人员

仍相当庞大
。

因此
,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
,

要重视捕

捞业和增殖业的发展
。

有必要积极开展和重点支持

补充量动态理论与优势种更替机制研究
,

生态系统

健康与可持续产量模式研究
,

资源增殖理论与生态

安全研究
,

以及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管理基础研究
。

3
.

5 海洋生物及其产物生理生化特征的研究

应在深人探索主要海洋生物活性成分的形成机

制和构效关系基础上
,

建立可持续获取技术
,

为新型

药用和食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

重

点支持主要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性质
、

功效和形成

机制的研究
,

重要海洋生物天然产物的构效关系及

增殖活性的途径
,

天然产物分离纯化的工程学原理
,

生物活性物质高效表达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以及水产

食品在加工
、

保藏过程中的品质变化机理等研究
,

以

期尽快形成一批具有产业化和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

果
。

4 结 语

21 世纪是我国海洋产业发展极其重要的时期
,

我们应抓住机遇
,

针对当前我 国海洋生物资源开发

利用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

围绕新 品种的培育
、

病

害
、

环境
、

资源永续利用和活性物质的提取等关键问

题
,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
,

突出重点
,

有效集成
,

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

从不同的层次进

行深人综合的研究
,

最终 为解决海洋生物资源可持

续的开发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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