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试验

温岭县浅海滩涂综合技术开发试验
‘

陈 荣

(温岭县科委 温岭 )

摘 要 项目围绕加速浅海滩涂开发利用

的目标
,

运用有关海涂开发利用的适用先进

技术
,

因地制宜地进行组装配套
,

采用立体

开发和分级开发的方式
,

提高了海涂资源的

利用率
、

土地产出率
、

产品商品率
,

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相应的生态
、

社会效益
。

关键词 浅海滩涂 综合开发 基塘系统

梯级开发 水产加工

温岭县位于浙江东南沿海
,

三面濒海
,

滩

涂辽阔
,

资源丰富
,

自然条件优越
,

发展养殖

业
、

种植业和加工业潜力大
。

为了科学地开发

温岭沿海滩涂
,

为同类岸滩作出示范
,

国家科

委下达温岭县浅海滩涂综合技术开发
“

星火
”

项 目
,

由温岭科委承担
。

l 开发点的确定

根据温岭沿海不同滩涂区位特点
,

选择 3

个有代表性的滩涂岸段作为试点
。

第一个试点在东片海涂的长新塘岸段
,

东

片海涂共有面积 38
.

3 万亩 (亩为废止单位
,

1

亩 ~ 0
.

0 6 6 7 公顷
,

下 同)
,

系开 敞式平原淤泥

质海岸
,

东面濒海
,

西侧与温黄平原相连
,

流域

面积为 6 50k m
,

的金清水系在此入海
,

外有黄

琅
、

北港
、

南港
、

龙门等岛为屏障
,

风浪不大
,

流

水畅通
,

涂 面平坦
,

坡降 1. 6 X IO“ 3

一 1. 8 X

1 0 一 3 ,

底质泥沙
,

涂泥松软
,

水质肥沃无污染
,

饵料
、

生物资源丰富
,

有浮游生物 30 8 种
,

底栖

生物 68 种
,

平均生物量达 81
.

59 / m
“ ,

盐度适

中
,

气候温和 (平均气温 17
.

2
‘

C
,

最低月平均

为 6. 4 ℃
,

最高月为 28
.

0 ℃
,

无霜期长达 2 64

天 )
,

适宜于鱼虾 贝藻生长的时间
,

每年约在 8

个月以上
,

开发基础较好
,

选在长新塘岸段建

立综合开发示范点是因为长新塘为半拉子工

程急需开发
,

更重要的是该地段南接 4
.

3 万亩

东海塘
,

可指导发展海水养殖
,

纵 向可与县里

的万亩柑桔出 口基地
、

粮食基地连接
,

具有较

好的典型示范
、

技术指导意义
。

第二个试点设在南片滩涂的国庆塘
。

该塘

于 1 9 7 2 年围涂而成
,

面积 4 0 7 7 亩
,

东面濒海
,

坡降 1
.

s x l o 一 ’ ,

下段 (沿海堤一带 )低洼积水

严重
,

水利条件差
,

降碱脱盐缓慢
,

至 1 9 8 5 年

仍处于抛荒
、

半抛荒状态
,

芦苇杂草丛生
,

农民

割草作柴
,

效益很低
,

亩产值仅 50 多元
。 ‘

1 9 8 3

年改水造 田 6 00 亩
,

由于内涝或干旱返盐
,

年

年欠收
。

1 98 5 年遇旱早稻死了一半
,

余者种棉

花
,

亩产只有 Z ok g
。

该试点就选撵在这块未利

用或利用效益差的盐碱性低洼围塘 内
。

该点的

建设具有较大的示范意义
。

第三个试点设在温岭东南端的石塘镇
,

该

镇是浙江三大渔镇之一
,

水产资源丰富
,

已初

步形成以海洋捕捞
、

沿海资源利用
,

海产品加

工为主体的经济体系
,

全镇面积 4
.

sk m
“ ,

人 口

2
.

2 万余人
,

从事海洋捕捞作业约 5 0 00 人
,

大

小船只 3 65 艘
,

1 9 8 6 年捕捞量达 2 万余吨
,

总

产值 2 2 3 3 万元
。

水产品加工企业 3 5 家
,

1 9 5 6

年产值达到 3 185 万元
,

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

87 %
。

但是迅猛兴起的海产品加工业存在着技

术装备落后
,

管理水平低下
,

人员素质差
,

产品

档次不高
,

效益低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

人们

该课题为国家科委下达的温岭浅海滩涂综合技术开发
“

星火
”

项 目内容
。



开发试验

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都必然依靠先进的科学

技术
。

因此
,

选择了镇办企业石塘渔业冷冻厂

和村办企业温岭鱼品加工厂为技术开发示范

企业
。

2 课题安排

根据 3 个示范点的不同特点
,

安排了 3 个

子项 目 n 个课题
。

2
.

1 长新塘岸段实施滩涂浅海梯级利用技术

开发

该项 目是根据温岭县海涂涂面高程逐步

下降和人工围涂造成的海堤 内外差异
,

组装应

用沿海滩涂开发的成熟技术
,

实施定段分级开

发
,

各扬所长
,

互相促进
,

以达到一个海岸
、

滩

涂
、

浅海的整体开发
,

取得较高的综合效益
,

为

同类岸滩开发提供先进的开发经验
。

开发区岸

线最长处 3
.

sk m
,

最宽处 4 k m
。

区内由东向西

分水稻
、

柑桔
、

对虾
、

互花米草
、

贝类五个级带

开发
。

试验课题为
:

海涂地种粮高产技术开发
;

海涂地低产桔园改造技术开发
;
高滩对虾池养

殖技术开发
;
互花米草护堤促淤技术开发

;
滩

涂浅海贝类养殖技术开发
。

2
.

2 国庆塘荒围涂立体综合技术开发

采用水陆交互运用的农业生态工程模式
,

实施基塘系统开发
。

区内有规格间隔挖塘
,

塘

土垒基
,

塘中养鱼
,

基面种植作物
,

营建防护林

网和配套饲养畜禽
,

形成基面
、

鱼塘和联系 (联

系基面和鱼塘 )三个亚系统
。

充分利用周围丰

富的陆草和海涂大米草等资源
,

消除盐碱性低

洼涂地开发利用的限制因子
,

实现高效开发
。

开发 1 0 0 0 亩荒涂
,

建果基鱼塘 8 00 亩
。

主要课题为
:

果基鱼塘养鱼技术开发
;
猪

鱼果配套种养技术开发
;
果基土质短期改良技

术开发
,

果基柑桔速生栽培技术开发
。

2
.

3 石塘滨海渔镇水产品加工技术开发

水产以资源的本位开发为起点
,

输入科学

技术
,

大力发展加工工业
,

扩大产品品种
,

提高

档次
,

促进商品经济起飞
,

以形成技工渔贸相

结合的经济型示范镇
。

具体抓几个水产品加工

骨干企业
,

开发若干个优势产品
。

通过示范扩

散
,

促进其它水产加工企业的发展
。

重点开发课题为
:

梭子蟹暂养出口技术开

发
;
海鳗暂养出口 技术开发

;
冷冻贻够鱼微咸

干片加工技术开发
。

3 试点组织

试点项 目承担单位是温岭县科委
。

为了加

强试点工作的领导
,

成立了由主管副县长任组

长的试点领导小组
。

主要任务是
:

制订技术开

发政策
,

审定综合开发总体规划
、

实施方案
,

筹

集开发资金
,

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
,

安排每年

的年度工作计划
。

总项目分课题负责实施
,

共

建立 n 个课题组
,

组织和聘请 18 个单位 67

名科技人员参加实施
。

课题实行组长负责制
,

课题组 由组长组

阁
。

科委实行合同制管理
,

分别与各课题组签

订二级合同
,

明确双方责权
,

落实项 目管理责

任制
,

同时实行联系人制度
,

每个课题组科委

有一名同志参加作为联系人
,

一方面作为课题

组成员在组长领导下进行课题工作
,

另一方面

作为科委人员起督促作用
。

此外
,

还找了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

所
,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浙江省科学院柑

桔研究所
,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为技术

依托单位
,

聘请了专家
,

成立了顾问小组
,

主要

负责对试验区科技工作出现的间题
,

进行商讨

并提 出解决办法
,

特别是解决一些关键技术问

题
。

同时
,

帮助修订实施计划
。

4 开发结果

3
.

1 滩涂浅海梯级利用技术开发

经过四五年的技术开发
,

已完善建成梯级

开发示范岸段
,

总面积 6 5 53 亩
,

从 已围涂地

3 7



开发试验

到浅海各级段取得较高效益和组合效益
,

形成 度达到 6 4k Pa 比光滩抗剪强度 3
.

6k Pa 增强

了一套滩涂浅海种植养殖开发技术
。

积聚了较 18 倍
,

提示种植互花米草对 围涂工程有重要

大的技术辐射能
,

开始对外扩散
。

1 9 8 6一 1 9 90 作用
。

年
,

长新塘岸段开 发区累计养殖
、

种植技术开 高滩对虾池养殖技术开发课题
。

建成了稳

发面积 17 3 55 亩 (不包括互花米草 1 5 00 亩 )
,

产和高收益的对虾养殖 区
,

虾池面积 9 70 亩
,

总产贝类 1 3 4 5。吨
,

虾 3 20 吨
,

桔 3 1 1 0 吨
,

稻 平均单 口虾池 36 亩 ;
实施虾池分类养殖和对

谷 7 30 吨
,

新增总产值 3 5 07 万元
,

净收益 2 虾一次放养多次捕捞效果显著
。

1 9 9 0 年浅水

3 03 万元
。

其中 1 9 90 年开发区种养殖面积 5 位虾池亩产对虾 93
.

Ik g
,

蛙子 8 33
.

sk g ;
该点

05 8 亩
,

总产值 1 3 59 万元
,

总净收益 8 92 万 经验技术已向全县扩散
,

应用面积超过 3 0 00

元
,

亩净收益 1 7 63 元
,

投入产出比 1 : 2
.

91
,

亩
。

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

海涂地低产桔园改造技术开发课题
。

实施

浅海滩涂贝类养殖技术开发课题
,

确定了 综合技术 3 年桔园土壤肥力得到明显提高
,

树

浅海滩涂各级区养殖的品种
,

建成一定规模的 体缺铁黄化有效地得到矫治
,

树势显著增强
;

贝类养殖带
,

1 9 9 0 年开发面积 2 5 80 亩
,

其中 柑桔产量大幅度提高
,

果实品质得到改善
。

蛙子 2 0 8 0 亩
,

泥蜡 3 50 亩
,

毛蜡 1 50 亩
,

形成 海涂地种粮高产技术开发课题
。

针对海涂

了以溢蛙为主体的贝类养殖区
,

高潮区中下段 地特点以及开发区环境和粮食生产薄弱环节
,

泥蜡蓄水养殖
,

中潮区上中段泥蜡平涂养殖
,

实施综合开发技术
,

选用良种
,

合理搭配
,

增施

中潮区中下段和低潮区溢蛙养殖
,

浅海 (干潮 有机肥改良土壤
,

合理 密植
,

工厂化育秧和机

水深 0
.

5 一 3m )毛蜡养殖
;
综合开发应用滩涂 插配套保证季节

,

病虫草指标化防治
,

增产增

浅海 贝类精养高产技术
,

明显提高了产 量
,

收效果明显
,

与附近内地平原粮食高产区比较

1 9 9 0 年平均亩产泥蜡 6 6 6k g
,

溢蛙 1 o 8 7 k g
,

毛 亩产增 1 6
.

4 %
,

亩增收 5 9
·

3 5 元
。

蜡 4 54 7k g
,

开发贝类养殖同时重视开发应用 3
.

2 荒围涂立体综合技术开发

本县围塘整涂
、

附蛙苗封涂
、

附蜡苗及其刮苗 历经 5 年
,

开发利用荒 围涂 1 0 00 亩
,

建

暂养等技术
,

解决优质苗种来源
,

1 9 9 0 年产蜡 成 果基 鱼塘 8 65 亩
,

其 中鱼 塘 5巧 亩
,

果 基

苗 1
.

75 万 k g
,

蛙苗约 25 万 k g
。

3 50 亩
,

种植防护林带 1 0k m
,

已初成林的累计

互花米草护堤促淤技术开发课题
。

观察掌 sk m
,

配套猪舍近 50 0m
之 ,

常年生猪存栏 2 00

握了互 花米草的特性
:

草在温岭 3 月份发新 头
,

开发 已具规模
,

试区面貌发生巨变
,

昔 日一

苗
,

n 月种籽成熟
,

次年 1 月草枯
,

表现植株 片荒草盐碱积水滩
,

今日变成一片郁郁葱葱纵

高大粗壮
,

株高 1
.

5一 2
.

sm
,

茎秆直径 1
.

Zc m
,

横有致的果基鱼塘
。

地下茎有数节至十多节
。

在地下 20 一 5 0c m 处 果基鱼塘生产技术开发经历了从粗种
、

粗

横向伸长
,

长新塘岸段互花米草适宜生长区为 养到精种
、

精养
,

从简单 系统到各小系统相互

2
.

sm 高程以上潮间带
,

以高程 3
.

sm 左右的 联系的大 系统开发过程
。

从挖塘垒基改变涂

滩涂最为适宜
;
互花米草消浪效果明显

,

波浪 位
,

挖低的养鱼
,

堆高的开发种植
,

长短作物结

高消减 70 %以上 ;
种草促淤 比光 滩年净增 合

,

以短养长
,

配套畜禽饲养到各个品种的生

16
.

Zc m
,

在夏冲季节种草免遭其害保持滩面 产环节都进行了相应的技术开发
,

终于形成一

稳定 ;
并能提高海涂承载力

,

对草生长一年的 套独立的开发技术
。

涂面测抗剪强度
,

在 30 ~ 3 5c m 土层下抗剪强 开发区 5 年累计总产值 4 5 6
.

6 万元
,

净收

3 8



开发试验

入 25 4 万元
,

其中配套养猪出售肉猪 9 72 头
,

创产值 57
.

6 万元
;
果基鱼塘养鱼

、

种植 5 年累

计 3 4 3 0 亩
,

总产值 3 9 9 万元
,

亩产值 1 1 6 3

元
,

总净收入 249 万元
,

亩净收入 72 6 元
,

1 9 9 0

年果基鱼塘养鱼种植 8 65 亩
,

总产值 1 23 万

元
,

亩产值达到 1 4 27 元
,

总净收入 75 万元
,

亩净收入 87 2 元
,

荒围涂开发取得了明显的经

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3
.

3 滨海渔镇水产品加工技术开发

实施 5 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
,

为促进水产

加工产品结构调整和对企业提高技术水平
,

增

加效益
,

起到引导和示范推广作用
。

依靠科学

技术搞水产品加工
,

工
、

渔
、

贸齐头并进
,

壮大

了渔镇石塘经济
。

19 9 0 年全镇工农业产值 2
.

3

亿元
,

人均 收入 1 g n 元
,

其中渔业产值
’

n

17 9 万元
,

海产品加工产值达 n 1 48 万元
,

创

汇 8 00 余万美元
,

可见海产品加工业在试点区

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位置
,

搞好海洋捕捞业
,

发展海产品加工业是沿海渔区经济持续发展

的最重要保证条件之一
。

5 年来
,

示范企业开发效益明显
,

技术开

发新增总产值 5 46 万元
,

新增利税 1 68 万元
,

新创外汇 1 14 万美元
。

石塘渔业冷冻厂在省内

首先实施海鳗暂养出口
,

摸索开发海鳗收购
、

暂养
、

运输等一整套技术
,

累计出口活海鳗 56

吨
,

每吨创利税 1
.

08 万元
,

获得 了很高的效

益
。

通过
“

传
、

帮
、

带
” ,

该项技术已扩散到省内

外十几家
。

同时该厂还开发了活蟹出口
,

活蟹

质量从捕捞抓起
,

对暂养储运各个环节作了改

进
,

出 口成活率达省内先进水平
,

已成为省活

鲜鱼出口的重点基地
。

在该厂的示范带动下
,

石塘镇近 10 家企业也开展了活蟹出 口 ,

年出

口活蟹 5 00 吨
,

效益显著
。

温岭县鱼品加工厂在省海洋所的帮助下
,

开发生产了冷冻始鱼微咸干片
,

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
,

采用远红外热风烘装置
,

质量卫生条件

等优于 自然阴干
,

解决了贻够鱼冷藏期的脂肪

氧化
,

组氨产生变质等间题
。

批量生产销售经

济效益明显
,

为开发生产中上层鱼制品走出一

条新路
。

4 结论

4
.

1 开辟了滩涂浅海综合开发利用的

有效途径

首先进行滩涂的自然环境
、

资源及经济状

况的调查
,

确定其优势资源的开发重点
。

强调

综合开发滨海经济
,

引导 自然经济型向商品经

济型转化
。

进行多学科指导开发
,

实行小型试

验一适度规模示范开发一培训技术推广
。

在试

验及开发过程中
,

不断充实科学配套技术
,

使

资源开发形成稳定系统产业
,

促使海岸带开发

利用向深度和广度进军
。

4
.

2 确立了沿海滩涂的开发模式

(1) 滩涂浅海梯级利用技术开发模式
:

从

陆向海全面开发
,

在海堤内
,

对围垦时间早
、

土

壤得到逐步改良的徐地开发种植水稻等粮食

作物
,

对围垦后土壤初步熟化的涂地开发种植

柑桔
,

对新近围筑海涂位低的开发海水养殖对

虾
;
在海堤外

,

沿堤脚和 已适合促围高程的涂

面开发种植互花米草
,

消浪护堤
、

保滩
、

促淤
、

固基
,

草区外根据不同潮区养殖泥蜡
、

溢蛙
、

毛

蛤等贝类
。

(2 )低洼海徐地基塘系统开发模式
:

低洼

盐碱地按规格挖塘建基
,

基面种果
,

间套种植

蔬菜
、

绿肥和青饲料
,

塘中分三个层次养殖维
、

编
、

蝙
、

草
、

鲤
、

卿
、

鳍鱼
,

并配套饲养畜禽
,

四周

和区内设防护林网
,

形成半封闭的多层次利用

种养结合的立体农业
。

消除低洼盐碱涂地开发

利用的限制因子
,

实现草 (青饲料 )喂鱼
、

畜

(禽 )粪肥水肥果
、

鱼粪肥泥
、

塘泥肥果菜等
,

由

此各环节构成较为完整的水陆相互作用的人

工生态系统
。

(3) 滨海渔镇区域经济技术开发模式
:

从

水产资源开发着手输入先进科学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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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开发

控制小岛屿景观生态实现持续利用
’

以大长 山岛为例

装相斌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资源所 大连 )

摘 要 本文论述了大长山岛景观生态系

统特征
,

分析了其利用现状和存在问题
,

提

出了其景观生态控制的主要措施
。

关键词 小岛屿景观 脆弱性 景观生态

控制

小岛屿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极其脆弱

的景观生态 系统
,

其景观生态直接影响着小岛

屿的稳定性和持续发展
。

中国海岛资源丰富
,

但绝大多数为小岛屿
,

开发利用虽有一定成

果
,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

例如
,

多数海岛土层薄

又比较贫疮
,

不适当地种植和放牧
,

导致海岛

水土流失严重
,

甚至有的海岛几乎成了秃岛
。

绝大多数海岛水资源极其缺乏等
。

因此为了持

续利用小岛屿
,

必须将景观生态应用于小岛屿

开发利用研究中
,

把小岛屿建设成为生产
、

生

活
、

生态统一体
。

大长山岛是一个相对独立完

整的景观生态系统
,

其面积为 21
.

3k m
, ,

属小

岛屿
。

本文从小岛屿景观生态控制方面来论述

大长山岛的持续利用
。

1
“

景观生态系统特征

1
.

1 脆弱的景观生态系统

大长山岛是相对独立面积很小的景观系

统
,

它可开发利用的陆域自然资源极有限
,

其

自然资源 (森林
、

淡水
、

土地等 )将决定其接纳

促进迅猛兴起的水产加工企业上等级
、

产品上

档次
、

管理上水平
、

形成稳定的主导产业
,

又带

动捕捞
、

商业
、

运输等服务业发展
,

使沿海农村

经济腾飞
,

逐步向农村工业化道路过渡
‘

4
.

3 总结形成了滩涂开发种养加工的综合技

术体系

包括滩涂浅海贝类养殖综合技术
、

高滩虾

池综合养殖技术
、

围涂果基鱼塘养鱼技术
、

猪

鱼果综合配套养殖种植技术
、

果基土质短期改

良综合技术
、

果基柑桔速生栽培技术
、

海涂地

低产桔园改造综合技术
、

海涂地种粮高产技

术
、

海涂种植互花米草护堤促淤固基技术
、

海

鳗梭子蟹暂养出口技术
、

冷冻贻鱿鱼微咸干片

工厂化生产技术
。

4
.

4 培养了一批开发技术骨干

5 年来共举办短期培训班 94 期
,

受训 2

8 7 0 人次
,

印发技术资料 4 9 00 份
,

派出进修
、

参观学 习 59 人次
,

并组织开发实际锻炼
,

使开

发者基本上能掌握操作管理技术要点
,

提高了

开发效益
。

4
.

5 开发技术示范推广效果显著

对 n 个开发课题
,

在示范点试验获得成

功
,

并在较大规模应用确认其有推广价值之后

即着手宣传培训
。

项 目实施中已经推广的有滩

涂浅海 贝类养殖技术
、

高滩虾池养殖技术
、

海

涂地低产桔园改造综合技术
、

海涂种植互花米

草护堤促淤技术和海鳗梭子蟹暂养出口技术

等
,

累计技术推广面积 “ 7 公顷
。

本研究为辽宁省教委青年基金资助项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