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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

福建
有种

“ ”种 福建领跑
□本报记者 林蔚 张颖 通讯员 钟晓桐 文/图

蚝
进入 5 月，南方的牡蛎进入生长旺季。

浮球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有节奏地浮动，传
递着丰收的讯息。

生蚝，又称牡蛎。沿着福建海岸线，都
有大规模的牡蛎养殖场。据统计，2021年福
建省牡蛎养殖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如何巩固并扩大牡蛎产业的特色优势？种
业，成为备受各方关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

“芯片”。越来越多的福建本地苗种场加入
三倍体牡蛎苗的选育大军。牡蛎种业技术
的创新，推动牡蛎养殖业的蓬勃兴旺。

两次差价 一个谜底

今年春天，位于诏安的兴东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第一次培育三倍体牡蛎苗一举成功。

“就在我们工厂门口交货，提供四倍体亲本
的种业公司按 3800 元一斤的约定价回购，
然后转身以1万元一斤的市场价卖出去。产
业链下游的养殖户开车追到这边买苗。”兴
东总经理陈荣顺感慨于巨大的差价。

摆在海鲜档口里一样大小的生蚝，法
国产的 50 多元一个，旁边国产的只有 5 元
一 个 。2012 年 在 调 研 市 场 时 的 这 一 幕 场
景，深深刺激了福建优益佳水产有限公司
总经理童长辉：“为什么中国蚝会比外国蚝
价格低这么多？”

两次巨大差价的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
谜底——是否拥有三倍体牡蛎的育种技术。

向兴东提供四倍体亲本的是一家福建
的本土企业——厦门世倍公司。“育种是最
难的，而我们做的是次难的育苗，所以价格
有这么大落差。”陈荣顺说。

日前，记者来到厦门世倍公司位于漳
浦县佛昙镇的育苗场。育苗车间内，工人们
忙着将一串串三倍体牡蛎苗放在海水养殖
池内进行附苗。透过显微镜，可见如同小米
粒一般的三倍体牡蛎苗在快速游动。

三倍体牡蛎，顾名思义，就是比二倍
体牡蛎多了一套染色体。和人类一样，普
通 牡 蛎 的 两 套 染 色 体 中 ，有 一 套 是 由 母
亲 的 卵 子 提 供 的 ，另 一 套 是 由 父 亲 的 精
子 提 供 的 。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开 始 ，科 学
家 尝 试 使 用 化 学 物 质、温 度 休 克 或 静 水
压 等 方 法 诱 导 三 倍 体 牡 蛎 。它 由 一 个 带
有两组染色体的卵子和一组染色体的正
常精子结合而成。

“早期三倍体牡蛎诱导率一般只有80%，
养殖至成品三倍体成活率也只在50%~70%。”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曾志南介绍，早
在 20世纪 90年代，他就带领团队开始攻关
三倍体牡蛎育苗技术，将三倍体牡蛎培育
成功率从 50%提高到 90%，该成果曾获得
1999年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二倍体牡蛎的养
殖足以让渔民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整个
产业对于三倍体牡蛎的需求并不强烈，三
倍体牡蛎问世后并没有大面积推广。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传统二倍体牡
蛎逐渐呈现个体小型化、生产速度慢、肥满
度欠缺、种质退化的趋势，养殖效益逐年下
降。另一方面，国人因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曾
经习以为常的牡蛎也有了更高的品质要求。

牡蛎品质和口感的差异主要与品种、
水域和养殖方式等有关。我国牡蛎的养殖
品种主要有两广、海南地区的香港牡蛎，福
建的葡萄牙牡蛎以及北方的太平洋牡蛎。

福建多年来普遍养殖的是葡萄牙牡蛎。
在产业更新换代的大趋势下，三倍体

牡蛎走上了潮头浪尖。
20 世纪末，美国研发出了四倍体牡蛎

培育技术。四倍体牡蛎含有四套完整的染
色体，如果和二倍体牡蛎杂交，就可以得到
100%三倍体牡蛎。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宁岳介绍，与之前的技术相比，该项
育种技术具有高稳定性、高成活率等优点，
因此在国外迅速被广泛运用。

2012 年，童长辉在市场调研时见到的
法国牡蛎，正是使用当时最新的三倍体技
术培育而来。物以稀为贵，那时完全靠进口
的三倍体牡蛎在市场上的售价，比国产二
倍体牡蛎高出许多。

市场需求在哪，研发方向就跟到哪。很
快，曾志南团队就积极参与到厦门世倍公
司组织的前沿育种技术研发中，攻克三倍
体育种最新技术的“卡脖子”难题。这一次，
福建育种的科研力量不仅掌握了四倍体育
种技术，而且在诱导率、成活率等关键指标
上走在国外技术的前面，走在了世界牡蛎
育种技术的最前列。

现在，厦门世倍已成为我国三倍体牡
蛎的育种、育苗的重要基地。无论是针对北
方的太平洋牡蛎还是南方的葡萄牙牡蛎，
世倍的技术体系都能培育出三倍体苗种，
并且实现一年四季稳定出产。

从 2019 年实现量产以来，厦门世倍在
全国沿海各地合作的苗场已多达 50 多家，
在福建三倍体苗种市场占有率达 50%，在
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30%，苗种质量获得
南北各地养殖户的肯定。高端生蚝市场被
进口生蚝长期垄断局面已扭转。

现在，在童长辉的公司里，主播每天都
在直播售卖各地生蚝，其中大量由世倍公
司种苗养殖出来的福建本地产的三倍体生
蚝成为爆品，售价与法国生蚝不相上下。

“世倍的崛起，实质上和三倍体牡蛎在
福建的普及同频共振。”曾志南认为。

两个渔村 一段历程

被称为“省尾”的诏安县，位于福建沿海
最南端，也是东海和南海的分界线，咸淡水
和寒暖流的交汇，令水质、洋流、温度适宜的
诏安自古以来就是养殖生蚝的理想“牧场”。

今天的诏安，是福建最集中的牡蛎养
殖区，拥有 1000 多家牡蛎养殖户。全县养
殖面积 4.8 万多亩，年产量约 31.6 万吨，位
居全省第一，产值约6.5亿元。单单一个梅岭
镇，牡蛎产量就占到全国牡蛎产量的 1/10，
全省乃至全国牡蛎产业的每一次脉动，都
能在这里被清晰感知。

田厝村和林厝村是梅岭镇的两个渔
村，福建牡蛎种苗技术的创新历程，是那两
个村家家户户都熟稔的生计故事。

凌晨的田厝渔港，空气中弥漫着海水
的咸味。在急促的马达声中，生蚝养殖户做
好了出海的准备。渔船载着一笼笼准备投
放的生蚝苗，驶向诏安湾养殖区。田厝渔港
还是渔旅融合发展的示范点，立在渔港道
路两边的“蚝仔”动漫造型，欢迎着天南地
北来的采购商和游客。

田厝村凭着地理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
就开始养蚝，是整个诏安起步最早的。当时，田
厝村渔民养的都是二倍体牡蛎，且收入不错。

田厝村牡蛎养殖业的第一个转折点出
现在 21世纪初。由于长年高密度养殖，曾经
是优良“海上牧场”的诏安湾开始不堪重负，
水环境质量下降引起牡蛎产量及品质下降。

内湾养不了，外海又有台风、大浪等种
种不可测因素，何去何从？

2005 年，林厝村的林舜辉是全县第一
个把牡蛎养到外海的人。

“外海在别人看来是老虎，在我看来是
小绵羊。”林舜辉凭着自己多年和大海打交
道的经验，摸索出了规律——每年的 9 月
份下牡蛎苗，正好养到第二年 2、3 月份收
获，刚好避开台风季。

就这样，从林厝村开始，渔民们渐渐摸
索着往诏安湾以外的地方拓展牡蛎养殖海
域，牡蛎产量获得回升。

“今天不创新，明天就等死。越躺平，越
落后！”林舜辉有感而发。

正是凭借同样的勇气，林舜辉在 2016
年再次果断选择创新，成为全省第一个延
绳式养殖三倍体牡蛎的人。

当时，因为养殖多年的牡蛎遇到品种老
化的问题，林舜辉找到了此前已合作多年的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团队，团队向他推荐了三
倍体牡蛎。多年和大海打交道的他，一听就
明白了这一育种创新对于牡蛎养殖的重要
性，马上拍板决定要购买三倍体牡蛎苗。

“二倍体苗 200 多元一亩，三倍体苗
1400 多元一亩。那时村里很多人都说我被
骗了。”林舜辉顶住压力，用本地渔民创新
的延绳式吊养技术开始养殖三倍体牡蛎。

第一个吃螃蟹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个
头比二倍体增加 38%以上，肉重增加 60%
以上，收购价格也高出三倍多。另外，二倍
体牡蛎有着繁殖的季节限制，而具有不育
性的三倍体牡蛎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

从林厝村到田厝村，从梅岭镇到诏安
县，从漳州到全省，养殖三倍体牡蛎的渔民
越来越多。相应地，对三倍体牡蛎种苗的需
求也在不断增加。

位于诏安县金星乡的福建省宝智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种业蛤蚶蛏补短板阵
型企业，也是福建省省级水产良种场。今
年，宝智全面介入三倍体牡蛎育苗，收到的
订单已经超过 18 亿粒。“自己做，不再向外
买”是宝智启动三倍体牡蛎育苗的初衷。

在宝智的藻类培育车间，种类繁多的
藻类培养瓶一排排整齐陈列。“这里就是牡
蛎的后勤食堂。从微藻开始经过逐级扩繁
培育，成为牡蛎苗的饵料。”望着瓶中褐绿
色的液体，公司负责人沈琴宝说。

“我们是最早进行花蛤工厂化育苗的
企业，拥有设备及经验优势。”沈琴宝介绍，
目前公司已升级改造苗种繁育配套设施，
加大投资促进牡蛎苗种的培优及繁育，“现
在诏安的三倍体苗种相当大部分还依靠外
援，要发挥本地良种场苗种品质及规模优
势，满足养殖户的需求”。当前公司正携手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集美大学等科研机构
和高校，联合攻关牡蛎新品种的育种技术。

宝智并非个例。近年来，福建牡蛎启动
种业“倍增计划”，加强优良种质资源引进、
良种培育和良种扩繁。

两头发力 一起升级

“牡蛎这个事，最难的是两头。”诏安县
副县长曾占壮说，“一头是上游的种苗培
育，另一头是下游的市场销售。”

在任职副县长之前，曾占壮在科研院
所从事水产科学研究多年。他告诉记者，种
苗研发一直以来都是水产科研的难点，往
往需要相当长的研究周期和很大的资源投

入，这就与科研项目对投入产出比和成果
转化率的要求相冲突。“所以，像诏安三倍
体牡蛎这样，先引、再养，是国内大部分水
产品产业发展的路子。这就造成后面想要
发展全产业链时，种苗研发和市场销售成
了薄弱点，更是难点。”

附壳、串线、分苗、暂养……仅仅是从牡
蛎育苗到养殖的这个阶段内，就可细分为多
个步骤。不过，只要与养殖这一产业链中间
环节有关，诏安都有着深厚的产业基础。

诏安育豪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林
久泉最近接到了好多个要购买三倍体牡蛎
苗的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每天都有 130 多
名本地工人在育豪的车间里辛勤忙碌，把
一片片用来附苗的贝壳打孔、串线、归整，
最后装车卖给本地以及省外的养殖场。“大
家都是什么赚钱养什么，养三倍体的人越
来越多了。”林久泉算了算账，“一串 14 个
壳，130 多名工人，每人串一天大约挣到
130 元工钱。后期还有牡蛎开壳的环节，也
要招大量本地村民。”

在诏安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陈建
武看来，我省近些年在三倍体种苗研发领
域的突破，让许多像育豪这样的养殖公司
可以更有力地带动本地渔民的就业和增
收。据统计，我省从事牡蛎养殖相关人员达
10 多万人，涉及沿海千家万户，三倍体牡
蛎养殖近年来的发展有力促进了渔业的提
质增效，社会效益显著。

离育豪不远的赤石湾中心渔港，是我
省的一个重要牡蛎集散地。港口内，渔船进
出繁忙，起重机忙着装卸牡蛎；港口外，一
辆辆大卡车来回穿梭，排队等着运牡蛎。

“到了夏天的高峰期，卡车都开不进来。”赤
石湾村的渔民告诉记者。

在中国的牡蛎产业版图上，诏安，不仅
是养殖重镇，也是集散重镇。

“种苗、半成品、成品，每一个阶段的牡
蛎都在诏安有着买全国、卖全国的往来贸
易。南下广东，北上浙江、山东、辽宁，都有
诏安人在养殖牡蛎。”诏安三倍体养殖专业
合作社社长黄洪滨把诏安牡蛎产业的版图
向记者捋了一遍。

“可是我们在利润率最高的产业链上下
游还是力量薄弱，这是诏安现在努力的方
向。”黄洪滨坦言，自己现在积极筹建的诏安
牡蛎协会，正是瞄准解决全产业链转型升级
存在的难点。“举例来说，我们以协会的名义
去和顺丰、京东这样的大物流公司谈判牡蛎
的生鲜运输价格，就会有着更大的议价权，
而物流成本是牡蛎销售的一大关键因素。”

两头发力，一起升级，全面推进牡蛎全产
业链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曾占壮认为，
地方政府部门对区域经济发展动态了解深
入，企业对生产一线的新动向感触敏锐，高校
和科研院所则有着走在科研前沿的智库优
势，各有所长。“相较来说，产业链的中游风险
大、利润低。政府要整合各方力量，立足本地
优势，从上下游两头下功夫、出实招。”

在产业链上游，诏安县当前正协调多个
科研院所、企业，积极筹建辐射东南沿海数
个省份的牡蛎种质资源平台；打造以牡蛎育
种、养殖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建设水产动物诊疗中心，谋划申报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打响已获得的“中国生
态牡蛎之乡”金字招牌，在生态育种上走得
更远，积极准备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在产业链下游，诏安县当前正采取发展
精深加工和打通贸易物流齐头并进的办法，

“两条腿走路”推动牡蛎的市场销售提质增效。
曾占壮分析道：“诏安县谋划中的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将极大推动牡蛎精深加工
的发展，做成袋装鲜牡蛎肉、罐头、预制菜等
产品，抓住新一轮网络平台经济的风口。”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扫一扫看视频

穿透

福建已攻克牡蛎三倍体育种技术的“卡
脖子”难题，走在了世界牡蛎育种的最前列。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曾志南解释：
与三倍体牡蛎相比，二倍体牡蛎在繁殖季节
会从性腺释放大量生殖细胞，导致性腺萎缩，
重量至少减少了 60%。同时，由于消耗大量的
能量，其糖原含量明显下降，口感不佳。而三
倍体由于具备不育性，所有力气都用于长个
子，个头是二倍体的 2 倍至 3 倍，生长速度也
提高 30%以上，产量高、卖相佳、品质好。

三倍体牡蛎为何好

60万吨：每年约有 60 万吨牡蛎在诏

安县上岸，总量占到全球牡蛎产量的 13%，位
居全国之首。

211.2万吨：2021 年福建省牡蛎养

殖面积 3.7 万公顷，产量达 211.2 万吨，分别占
全国的 17.54%和 36.29%，均居全国首位。

30万亩：目前福建拥有 110 多家三

倍体牡蛎育种场，年育苗量约 30 万亩；养殖
面积预估超过 1.7 万公顷，养殖产量约 100
万吨，分别占全省牡蛎养殖面积和产量的
四成多。

多倍体牡蛎不是转基因品种，不含有任
何外源基因，在自然界广泛存在。我们常吃的
小麦、水稻、香蕉、无籽西瓜、草莓等都是天然
三倍体或多倍体。

天然的多倍体在动物界（含水生动物）极
少发生，三倍体牡蛎是为数不多的由人工诱
导多倍体成功并实现产业化的水产品种。

多倍体牡蛎不是转基因品种

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释 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诏安梅岭镇牡蛎吊养基地诏安梅岭镇牡蛎吊养基地

诏安梅岭镇牡蛎吊养基地诏安梅岭镇牡蛎吊养基地，，工人正在采收牡蛎工人正在采收牡蛎。。

渔民在诏安湾的养殖场查看生蚝的长势。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