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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作为水产品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包括

鲍鱼、蛤类、贻贝、牡蛎和扇贝，具有营养丰富、

风味独特和食用方便等特点。在世界贝类生产中

以牡蛎和蛤类为主，但贸易品种则以贻贝和扇贝

为主。据2000～2004年统计，我国贝类生产的产

量占亚洲贝类的产量大体都在80％左右，而中

国的扇贝产量占亚洲总量的8％～10％左右。长山

群岛的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的40％以上。因此，

扇贝生产既具有国内意义，也具有国际意义。

一、长山群岛海域扇贝生产的条件评价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南的北黄海海域

中，岛屿岸线绵长曲折，海湾、水道众多。现对该

海域适养扇贝的海域空间、海域环境以及适养扇

贝生物习性进行评价。

1．适养海域空间广阔

扇贝养殖以浮筏养殖和底播放流增殖为主，

长山群岛海域具有适宜浮筏养殖和底播放流增

殖的空间资源，见表1。

从表1中可知，全海域低潮线以下46l 724 hm：，

适宜发展海洋渔业生产面积358 779 hmz，其中

宜浮筏养殖面积22 227 hm：，宜底播放流增殖面

积106 35l hm2，二者合计128 578 hm2，占适宜

渔业生产面积的35．7％(其中宜浮筏养殖占

表1长山群岛适宜养殖扇贝的海域 (单位：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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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适宜底播增殖面积占82．7％)，各岛海域

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2．适宜养殖海域环境良好

长山群岛海域的物理、化学及初级生产力等

指标良好表2，经检测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属清

洁水平，污染指数A<0．5，海水符合～类功能区

标准，海洋生态恢复能力达80％。海洋生物生存

与其栖息的生态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就海水理化

因子而言，要求有其一定的适应性，否则将会引

起生理故障直至死亡。同样，对于增殖对象而

言，包括底播、海水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也是

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从表2、表3可以看出海

域环境的良好状况适宜扇贝养殖。

从表3可看出，初级生产力较高的岛屿多出

现在离大陆较远、海水透明度大的海洋岛和獐子

岛等岛屿。

5．主要养殖品种分析

(1)虾夷扇贝适宜增殖评价

虾夷扇贝是从日本引进的品种，在我国各海

域无自然生长分布，经在长山群岛海域养殖证明

其适宜在此生长。虾夷扇贝的生态习性为滤食性

摄食，以浮游植物为其主要食物，生长快，个体

大，属狭盐狭温的冷水性动物。适宜水深为

6m～60m，水温为5℃～20℃；盐度在25‰～35‰，

表2长山群岛海域环境要素

表3长山群岛海域叶绿素含量和初级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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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盐度为30％o～33‰，pH值在8左右。主要栖

息在砂、砾砂质海底。

根据日本大面积底播放流的实践经验，认为

海底渔场底质选择是虾夷扇贝底播放流的首要

条件。根据日本对虾夷扇贝底质的要求，长山群

岛海域中适宜虾夷扇贝底播放流增殖的渔场集

中在南部海域的虫巴蛸岛、乌蟒岛与獐子岛(包括

褡裢岛、大小耗子岛)之间的三角地带，面积约

有600 km2。此外，海洋岛东西两侧，广鹿岛周

围，大长山岛西南、西北两侧。其他海域均有小

面积的适宜海域见表4。

表4虾夷扇贝底播放流适宜海区(km2)

虾夷扇贝在海水温度达到23℃以上时将进

入死亡临界温度，在20℃以上时出现生长停滞

状态。夏季全海域底层水温一般在16℃。24℃，

北部海区(石城岛、王家岛)大部分底层水温在

22℃以上，王家岛南部为20 cC～22℃；南部海区

(海洋岛、獐子岛)一般在16℃～20℃之间，仅

獐子岛南部为20℃。22℃；中部海区(大长山

岛、小长山岛、广鹿岛)底层水温为22℃。23℃。

全区冬季底层水温一般在0cC～2℃之间，最低

为一2℃，最高为2．9℃。北部海区和中部的大

长山岛西北夏季底层海水温度一般在22℃以

上，不利于虾夷扇贝度夏，西南部和中部的绝大

多数海域，夏季底层海水温度一般在16℃～20℃

之间，仅局部出现20℃～22℃，冬季底层水温一

般在2℃左右，年温差不大，适宜虾夷扇贝生

长。

虾夷扇贝生长适宜的海水盐度为30‰～33‰，

长山群岛全海域底层盐度最低为29．76‰，平均为

31．22％o，高值区集中在南部海区，盐度均在

3 1．60％以上，其余大部分海区—般在30-4％伊3 1．6％。。

冬季底层盐度最低值为31．28‰，最高值为

32．32‰，平均值为31．88‰。全区底层盐度一般

都在30‰～32‰范围内，适宜虾夷扇贝的生长。

根据以上各因素对虾夷扇贝养殖生长的评

价，经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各海岛海域的适宜性

状况。

广鹿岛：广鹿岛的东部有70km2海域适宜底

播放流。

大长山岛：适宜海区主要在与小长山岛之间

的水道和大长山岛西端与哈仙岛北部的海域，二

处面积共39km2。

小长山岛：在大、小长山岛水道之间，虫巴蛸岛

东侧和乌蟒岛周围海域，共79km2，为最适合底

播放流区。在羊坨尖东至乌蟒岛之间，及乌蟒岛

东及北750kmz为适宜区。

獐子岛：绝大部分海域属优等、中等渔场，其

中獐子岛东北与小耗子岛之间的海区为虾夷扇

贝最适宜区。

海洋岛：绝大部分海域较适宜虾夷扇贝底播

放流增殖。

王家岛和石城岛：不适宜虾夷扇贝底播放流

增殖。

(2)栉孔扇贝

栉孔扇贝是长山群岛的本地品种，主要分布

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栉孔扇贝生活在低潮线

以下，水流较急、盐度偏高、水质澄清的海区，栖

息在水深lom～30m的礁石、贝壳或砂砾的海底

上，对水温的适应能力较强，低于一2℃和高于

35℃才导致死亡。根据以上习性，各岛适宜性海

域如下：

广鹿岛：在岛东部、瓜皮岛与格仙岛之间，底

质为砂砾底，底层水温2℃～25℃之间，适宜底播

的面积共约51 km2。

大长山岛：适宜底播主要分布在大长山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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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附近，大长山岛西南一哈仙岛北和大、小长山

岛之间，面积共约53km：。

小长山岛：羊坨尖一虫巴蛸岛以南广大海区；

乌蟒岛周围海区，适宜面积共72km2。

獐子岛：獐子岛与东北至外三岛海区(褡裢

岛、大小耗子岛)，底质、水温、水流等均十分适

宜栉孔扇贝底播，面积约100km2，在獐子岛西端

也有8km2适宜区。

海洋岛：岛西、东北海区均宜底播，面积约

43knl2。

王家岛：仅小王家岛南有40km2适宜底播栉

孑L扇贝海区。

(3)海湾扇贝

美国引进种。海湾扇贝个体小，生长速度快，

养成周期短，当年生长成商品规格。生存海水温

度2℃～34℃，18℃～28℃生长最快，适宜海水盐

度16‰一42％o，最适生长盐度为25‰一34‰。1982

年引进，1987年全县大面积浮筏养殖，适宜在长

山群岛北部海域生长。

根据以上三种扇贝的现实养殖状况，均有各

自的适宜范围。虾夷扇贝和栉孔扇贝二者适养区

域存在复区分布，在发展养殖时，只能酌情选择

最宜养殖品种。

二、扇贝养殖发展特点

1．发展扇贝养殖的背景

(1)全国扇贝养殖对长山群岛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栉孔扇贝生产以

自然捕捞为主，由于过度采捕，对资源破坏严

重。1974年大连金县(现金州区)培养出一定数

量的栉孔扇贝附着稚贝。此后，全国开展扇贝苗

种生产试验，扇贝半人工采苗技术逐渐成熟，扇

贝养殖方式逐渐从底播增殖转变为海上筏式养

殖，大连金县也于1977年前后进行了扇贝筏式

养殖试验。1981年全国扇贝养殖面积仅

66．7hm2。1982～1988年全国扇贝产量从l 162 t

增长到12．2万t。针对栉孔扇贝生长慢、养殖成

本高等问题，尝试引进生产周期短、更适合国内

大规模养殖的扇贝品种，于20世纪80年代初，

引进了日本的虾夷扇贝和原产美国的海湾扇贝。

从而改变了扇贝养殖单一的结构，对我国扇贝养

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5年由于海湾扇

贝的商品化生产推动了我国扇贝养殖发展的第

一个高潮，1986～1988年是海湾扇贝养殖的高

峰。

90年代起黄渤海沿岸栉孔扇贝养殖区形成

了很多苗种场，半人工采苗规模不断增大，为栉

孑L扇贝养殖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苗种支

持。1997—1998年，我国连续出现的养殖扇贝大

面积死亡现象使扇贝产量锐减到只有60万t

(1993年全国产量达到74万t，居世界首位)。

于是进行了结构调整，压缩栉孑L扇贝养殖面积，

扩大海湾扇贝养殖面积。1999年全国海湾扇贝

产量超过了30万t，与栉孑L扇贝基本持平。2000

年以后扇贝养殖业复苏，产量恢复到90万t以

上，2005年全国扇贝产量达到106万t，超过历

史最高水平。

(2)长山群岛扇贝养殖的发展

长山群岛扇贝养殖与全国背景分不开。海水

增养殖业由50年代的养殖海带开始，发展到80

年代后期，由贝类养殖替代了海带的地位。在贝

类养殖中，自从贻贝解决了海上自然采苗后，养

殖面积和产量逐年增长，在一个时期成为当家养

殖品种，在全国也占有一定地位。由于其经济效

益问题，养殖面积逐年减少。扇贝养殖从90年代

开始发展，其势头较猛，至今已成为长山群岛主

要的养殖对象。

2．扇贝养殖生产的特点

长山群岛扇贝养殖面积和产量增长速度快，

从1980年开始试验性养殖，1985年养殖面积不到

12 hm2，产量不到200 t。进入90年代中期，养殖面

积开始超过1 000 hm：，养殖产量已达2万，3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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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养殖面积已突破20 000 hm2，养殖产量超

过lO万t。扇贝养殖1997一1998年同全国一样，扇

贝养殖发生大面积死亡，造成扇贝产量的一个低

谷，最低点为1998年，产量仅为2万t余，2003年

以后扩大了扇贝养殖面积，2003—2005年期间，

平均养殖面积75 000 hm2，平均养殖产量ll万t

余，尤其2005年扇贝养殖产量达到12万t，成

为历史上扇贝养殖最高年。

扇贝养殖面积1980年占当时海上养殖面积

不到0．1％，到2005年占海上养殖面积约70％；

养殖产量1980年占海上养殖产量比重不到

O．1％，2005年达到67．4％。

在贝类国际贸易中，贻贝和扇贝是主要品

种。2004年贻贝和扇贝出口量占世界贝类出口

总量的比重分别为42％和35％，达到65万t和

55万t。而长山群岛海域的扇贝产量具有全国意

表5扇贝产量占全国扇贝生产的比重

义。20()4年已占全国扇贝产量的12．3％，而养殖

面积占全国50％左右，见表5。

5．扇贝养殖构成的演进特点

在长山群岛海域的扇贝养殖有栉孔扇贝(当

地品种)、海湾扇贝(美国引进)和虾夷扇贝(日

本引进)。从不同年代各种扇贝的养殖状况来

看，虾夷扇贝养殖面积和产量逐年增长，但这三

种扇贝的生长存在养殖海域的差异。

从1987年起，已有三种扇贝的养殖。在养殖

面积中，栉孔扇贝占36．9％，海湾扇贝占61．7％，

虾夷扇贝占1．4％。到1996年栉孑L扇贝占全部扇

贝养殖面积的96．1％，海湾扇贝只占0．7％，虾夷

扇贝也仅占3．2％。由于1997年受到自然灾害等

的影响，扇贝的养殖构成发生了改变，虾夷扇贝

养殖面积由1996年的3．2％上升到1997年的

57．5％，栉孔扇贝下降的百分点被虾夷扇贝所取

代。到2005年虾夷扇贝占据了扇贝养殖面积的

97．9％。三种扇贝养殖产量也发生变化，栉孔扇

贝产量和比重逐年下降，虾夷扇贝产量和比重

逐年上升。

根据三种扇贝的不同生物习性，各自有较适

应的养殖环境，一般来讲，南部海域更适宜虾夷

扇贝成长．而中、北部海域较适宜海湾扇贝成

长，从各海岛三种扇贝养殖面积和产量分布中

可以看出其差异，见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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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不同海岛三种扇贝产量差异图(％)

三、扇贝养殖生产持续发展的对策

1．优化扇贝养殖结构

适度控制浮筏养殖规模，扩大底播增殖规

模。2000年养殖产量中，浮筏养殖产量占

73．3％，底播增殖占25％。虽然近年来底播增殖

面积每年均有所扩大，底播增殖的比重已占

55％左右。随着虾夷扇贝向深海养殖试验的成

功，扩大底播增殖仍有潜力。

优化栉孑L扇贝、海湾扇贝和虾夷扇贝的结

构。目前虾夷扇贝的养殖面积和产量已占全部扇

贝养殖的90％以上和80％以上，并有继续增长

的趋势。虾夷扇贝这种独家超前发展的状况是值

得深思的问题。自从80年代引进虾夷扇贝养殖

以来，说明虾夷扇贝在长山群岛海域适宜生长。

随着养殖技术、市场等原因，扩大和提高虾夷扇

贝的养殖也无可非议，但是应该考虑扇贝的多元

化养殖。应该考虑栉孔扇贝和海湾扇贝的养殖优

势，尤其栉孔扇贝是当地品种，曾一度是主养品

种，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改良。而海湾扇贝具有生

长季节短等优点，因此优化扇贝养殖结构有其积

极意义。

2．走科技兴渔之路

扇贝养殖是长山群岛发展渔业生产的主

体，今后应提高扇贝生产科技含量，加大科技体

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进科技创

新。只有渔业产品的科技含量高和附加值高，渔

民收入才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扇贝生产应朝

选育科学化、质量标准化、产品名优化、经营市

场化的方向发展。长山群岛扇贝养殖的快速高

效发展对科技的依赖性比其他更需要考虑，如

制约养殖病害问题；应以海域环境容量为标准，

控制养殖强度和密度，减轻养殖自身造成的污

染和因海域容量超载而造成的病害；要增加扇

贝养殖的多样性，加强养殖新品种的培育和引

进；优化养殖技术，做到精养细管，提倡轮养，每

隔5～7年更换一次养殖对象，几年后再根据市

场的需求养殖新的或原来品种。目前长山群岛

虾夷扇贝浮筏养殖中，发展l万台浮筏的串耳

吊养，并已从浅海向40～50 m的深海养殖试验

成功。对缓解近海养殖渔业生产矛盾、扩大养殖

海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大力推广贝藻混

养技术，狠抓无公害基地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杜

绝硼化剂等有害药物的使用，以保证无公害基

地养殖的安全a

5．充分利用地域差异进行异地养殖

(1)发展异地育苗

为了缩短养殖周期，解决北方天气寒冷等问

题，利用我国南北地域具有的温度差异的特点，

如到福建、山东等地建立养殖基地，发展育苗产

业，育出苗种飞机运回进行养殖，以达到缩短养

殖周期的目的，同时增加苗种扩大养殖生产。

(2)建立贝类净化交易中心

为了实施渔业规模化、工业化、市场化、资本

化战略，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在大连金石滩建立

海洋贝类净化交易中心——金贝广场。獐子岛是

全国最大的虾夷扇贝养殖基地，占全国虾夷扇贝

产量40％以上。金贝广场拥有暂养200 t，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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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t扇贝产品的能力。年加工即食品l 500 t，

冷冻产品6 000 t，仓储3 000 t鲜品、冻品的综

合处理能力。

4．创新渔业发展模式，促进渔业产业化

长山群岛目前渔业生产中的一家一户的小

规模生产仍大量存在，这不利于渔业的集约化、

产业化发展，不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今后应该

在渔业产业化模式的推动下，发展高效渔业，力

争扇贝养殖生产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以养殖

品种多样化、生产规模的多元化和生产布局的合

理化，推进健康养殖、生态养殖和加大培育水产

龙头企业的力度，对现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

资产重组，通过“公司+农户”和“契约+服务”

的经营模式，联合养殖渔户，引导人股，实现扇

贝生产的集约化和规模化。实现“獐子岛模式”

即“公司+政府+金融机构+科技院所+养殖

户”的五合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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