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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鲍鱼突破性新品种的诞生

探究福建鲍鱼的品种改良，要从厦门大
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柯才焕教授的水产养殖情
怀说起。

1982 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宁德的闽东
水产研究所，柯才焕最开始研究的不是鲍鱼，
而是对虾和大黄鱼种苗培育，他曾对 1985 年
首批大黄鱼人工育苗技术突破作出重要贡
献，其后开始转向海洋贝类种业研究。

1995 年，柯才焕敏锐觉察到国内鲍鱼产
业迅猛发展的势头，开始尝试研究鲍鱼幼体
的附着和变态机制。在进行鲍鱼养殖场的实
验研究以及多次对产业的实地调研后，柯才
焕意识到，鲍鱼产业亟需解决的问题并非提
升幼体的附着变态率，而是品种改良。

“当时福建杂色鲍产量很大，但遗传育种
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就着手进行相关研究，
并于 2001 年成功争取到国家 863 计划课题，
这是我做鲍鱼育种研究的开始。”

研究日深，行业症结浮出水面。
2000 年后我国鲍鱼主养种转向皱纹盘

鲍，在福建海区养殖发展很快，但随着养殖规
模的增大，养殖周期长、度夏成活率低和缺大
规格鲍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
问题。

“鲍鱼高品质和高价值主要是通过以大
规格鲍为原材料制成的干鲍体现出来的，但
遗憾的是，绿盘鲍新品种诞生前，国内大规格
鲍鱼市场完全被国外垄断，每年从各种渠道
进入中国市场的大规格鲍鱼，南非约 2800
吨、澳大利亚约 1000 吨、新西兰几百吨，总计
4000 多吨，每公斤进口价格高达 800～1000
元，主要用于高端宴请和制作干鲍的原料，寻
常家庭难以企及。”柯才焕说。

十几年前，一部热门港剧《溏心风暴》席
卷屏幕。“不仅在港剧中，在现实生活的豪门
盛宴餐桌，也必有鲍参翅肚，其中的高端鲍鱼
食材清一色为欧美进口的大规格鲍，这项进
口每年都要花费大量外汇。”

如何填补国内产业空白，让大规格鲍鱼
走上寻常百姓的餐桌？

柯才焕带领团队潜心钻研，以 2007 年引
自美国、经多代选育获得的绿鲍为母本，以经
4 代群体选育获得的皱纹盘鲍选育系为父
本，突破一系列技术问题，历经 11 年努力，终
于研发出了“绿盘鲍”国审新品种。

经多地养殖对比试验结果表明，新品种
生长速度提高 50%～100%，较皱纹盘鲍提高
50%以上，耐温性能高出皱纹盘鲍 2.26℃，养
殖周期明显缩短，生长规格比普通鲍鱼大一
倍以上，可以轻易养成单个个体超 250 克的
大规格鲍，30％能生长到 500克以上。

绿盘鲍在高温下的生长优势尤其明显，
养殖户在海上吊养 30 个月的比较实验结果
表明，绿盘鲍生长速度比传统的皱纹盘鲍高
出 2 倍以上。实验和生产实践还证实了绿盘
鲍回交种即“绿杂”也表现出杂种优势，这意
味着，“绿杂”可作为派生良种使用。

同时，在 28℃时，绿盘鲍的饵料系数仅
为皱纹盘鲍的 59%，表现出显著的饵料转化
率优势、更强的耐低氧能力，对哈维氏弧菌的
耐受性也明显强于皱纹盘鲍。

绿盘鲍新品种及其派生良种“绿杂”破解
了我国鲍鱼产业发展三大瓶颈问题，一经问
世，便深受养殖户的欢迎，目前已快速转变为

我国鲍鱼养殖产业的主导良种，良种覆盖率
在 70%以上，有力推动了我国鲍鱼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2020年，绿盘鲍被评为中国农业农村重大
新成果十大新产品，是当年度唯一的水产类新
产品；2023年被遴选为国家农业主推品种。其
研究成果“鲍远缘杂交育种技术与产业化应
用”荣获2020年度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9 年 5 月在珠海举办的“寻找中国最
大鲍鱼”活动中，福建莆田养殖的一只重达
702克的绿盘鲍夺得“鲍王”美名。

“绿盘鲍长得快、耐高温、长得大、饵料转
化率高，高温期的肥满度和出肉率均显著高
于皱纹盘鲍，可延长销售季节，填补淡季市
场，更受市场欢迎。”柯才焕表示。

紧握鲍鱼养殖业的良种“芯片”，福建鲍
鱼的春天来了。

一次水产养殖行业困局的破解

“每年 4 月下旬到 6 月初，是鲍鱼北上的
时光，公司两艘 5000 吨级专业运输船‘永丰 1
号’和‘永丰 3 号’此时开始忙碌，将 100 万笼
左右的鲍鱼苗和半成品鲍鱼运到山东荣成，
在那里生长半年多后，11 月左右再全部运回
福建。这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南北接力’鲍
鱼养殖。”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鲍鱼分会
执行会长、福建中新永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永寿说。

中国是世界第一养鲍大国，占全球产量
的 90%。福建作为鲍鱼主养区，占全国产量的
82.7%，年产值约 200 亿元，鲍鱼是福建省产
值第一的海水养殖种类。其中，皱纹盘鲍是人
工养殖鲍鱼的主要品种。

“皱纹盘鲍原产在温带的黄海、渤海，大跨
度南移亚热带的福建后虽迅速发展，却受原有
生态习性所限，度夏死亡率较高，每年夏季均
有局部养殖海域发生无显著病征的暴发性死
亡，成为困扰福建鲍鱼养殖产业发展多年的主
要瓶颈之一。”厦大科研团队成员黄妙琴说。

能否利用南北温差交叉养殖解决这个问
题？山东荣成最早做了尝试，在我省莆田市建
立养殖基地，探索在冬季“北鲍南养”。受此启
发，福建的鲍鱼养殖户借鉴这一先进经验，反
季节转场到荣成养殖，避开夏季南方水温高
和多台风的影响。

从 2004年开始，莆田、霞浦、宁德、连江等
地的养殖户，陆续与山东荣成的鲍鱼养殖企业
合作，开展鲍鱼南北转场、冬夏对调养殖合作。

“南鲍北养”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吴永
寿说，鲍鱼养殖要求海域水温保持在 15℃～
25℃之间，夏天福建水温高，不适宜鲍鱼生
长，而北方的山东海域水温正合适。每年 5
月，鲍鱼苗运到山东荣成“避暑”，11 月底运
回连江县苔菉镇“越冬”，第二年夏天，再运到
荣成养殖。

为 了 解 决 运 输 问 题 ，中 新 永 丰 公 司 在
2016 年投资 3200 万元，配备两艘先进的 5000
吨级专业运输船“永丰 1号”和“永丰 3号”，还
配置了先进的喷淋式供水系统，可直接引入
海水循环，运输途中鲍鱼成活率接近 100％。

南北接力养殖，不但可规避高温、台风、
赤潮的影响，跟传统养殖方式比，南北接力养
殖的鲍鱼生长速度快、成活率更高、产量更
高、品质口感更好。

南北接力养殖的方式，对大规格鲍鱼绿盘
鲍的养殖来说，同样受益巨大。柯才焕表示，在
南北接力养殖模式下，鲍鱼长期在适宜的水温
下成长，对个体的成长非常有利，比起全程在
南方或者全程在北方养殖的鲍鱼而言，其生长

速度更快，长出来的个体更大，大体上生长速
度要快了 30%左右，对广大养殖户而言，节省
了时间成本，市场竞争力随之得到提高。

“大规格鲍鱼品种面世，耐高温问题缓
解，养殖周期缩短，给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变
革，对于我省鲍鱼养殖、鲍鱼产业转型升级等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吴永寿说。

一个海洋种质资源库的建立

种质资源是育种的基础。在致力于培育
鲍鱼养殖良种的同时，多年来厦大科研团队
构建了国内最齐全的鲍鱼活体种质资源库，
并开展重要经济性状的遗传鉴定，为鲍鱼的
良种培育奠定了厚实的种质材料基础。

“我们十分重视鲍鱼活体种质资源库的
建设，一是收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鲍鱼优良
种质，二是挑选和培育具有优势性状的品系，
三是建设种质活体保存设施，确保优良种质
能够传代和保种，为新品种培育提供丰富的
种质保障。”柯才焕说。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轮国家级水
产良种场批准名单，厦大科研团队的合作企
业晋江福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获批为国家级
皱纹盘鲍良种场，成为省内首家正式入编“国
家队”的水产良种企业。

种业是水产养殖的“芯片”，能入选鲍鱼
种业的国家队，厦大团队和福大鲍鱼水产公
司精心打造的鲍鱼活体种质库发挥了重要
作用。据介绍，该种质库现保存有鲍鱼种类 4
种 12 个群体、选育系和杂交种近 20 个、家系
320 余个，拥有国内外最丰富的鲍鱼活体种
质资源。

福大鲍鱼水产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权介
绍说，鲍鱼活体种质库的建成，为新品种的持
续培育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育种材料。目前，
公司已形成了绿盘鲍、西盘鲍和“福海 1 号”
皱纹盘鲍苗种产品高、中、低三个层次相结合
的产品体系，年产良种鲍苗 3000 万粒，为终
端市场提供绿色、安全、健康的鲍鱼良种。

福建鲍鱼育种一枝独秀，得益于科研、企
业研发团队多年来对种质资源的持续追求。

据 厦 大 团 队 骆 轩 博 士 介 绍 ，鲍 鱼 活 体
种质资源库建立了 4 种快速鉴定鲍鱼种质
的分子标记技术，并完成了皱纹盘鲍、杂色
鲍、西氏鲍、绿鲍和绿盘鲍的全基因组精细
图谱绘制。

目前，该种质库已汇集并保存了国内最
为齐全的鲍类活体种质资源，建成福建省鲍
鱼种质保存与遗传育种中心和福建省特色水
产品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与共享平台，并成为
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种质平台
的组成部分。

福建省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委员、福
建省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曾志南说：“厦大团队
建立的鲍鱼活体种质资源库包含的种质十分
丰富，规模之大国内外罕见，有效解决了我国
鲍鱼种质资源匮乏问题，为鲍鱼系列新品种
培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育种材料。”

一条蓝色千亿产业链的崛起

业界表示，真正体现鲍鱼价值的是规格
大小，大规格鲍鱼制作的干鲍，才是真正体现
鲍鱼美味和高价值的最高层次。

柯才焕说，5 公斤左右鲜鲍才能制作成
0.5 公斤干鲍，因此需要 3 头鲍以上的个体，
才能制作出达到市场要求的干鲍，过去我国
养殖的主导种皱纹盘鲍为中型鲍，很难达到
制作干鲍的规格，这导致干鲍价格居高不

下，普通干鲍价格在每公斤几千元至数万
元，而国外极品干鲍曾经达到 20 万元/公斤
的天价。

绿盘鲍出现后，这个产业难题迎刃而解，
可以轻易养成 3 头鲍以上的大鲍，已有养殖
户养到达 1 公斤的个体，这给产业链条延伸
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在福建闽锐宝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里，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给鲍鱼去
壳、清脏、洗净、烘干、包装。“精深加工做成干
鲍后，价值还会大幅提升。”公司相关负责人
翟敏表示，目前鲍鱼消费仍以新鲜活体为主，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鲍鱼冻品和加工产品未
来将成为消费主流，消费占比有望从现在的
10%提高到 50%，预计未来干鲍市场还有数
万吨的消费增长空间。

总部、研发、销售都在厦门的这家企业，
在漳州东山、广东惠来等地建有苗种繁育基
地和海上养殖基地，年产优质鲍苗 5000 万粒
以上，养殖成品鲍 200 万粒以上，还拥有 4000
平方米鲍鱼活体种质保存库及育种车间与性
状测试平台，发展潜力很大，行业前景看好。

鲍鱼产业链的上游产业同样迅猛发展。
鲍鱼饵料以大型海藻龙须菜和海带为主，我
国的鲍鱼养殖集中在福建沿海，以海上吊养
为主，每年要消耗 300多万吨、约 50亿元的鲜
海藻，庞大的海藻养殖业海带、龙须菜价格，
高度依赖于鲍鱼养殖。

“在我的家乡莆田南日岛，那里的渔民用
龙须菜、海带、紫菜三类海藻来喂养鲍鱼，喂
养成本高。南日岛年养殖鲍鱼在 5000 吨左
右，所需要的海藻数量极为庞大。”厦门市岛
之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文美说。

“我们研发的鲍鱼高值化利用技术，获
得鲍鱼多肽，提供给安井鱼丸作为食品配
料，市场潜力很大。2022 年，这项技术还获
得了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黄文美更
专注于鲍鱼的精深加工领域，通过萃取鲍
鱼多肽和鲍鱼多糖，运用到食品保健品中
作为配料。

黄文美表示：“在预制菜新赛道上，鲍鱼
的加工产品如鲍鱼罐头、佛跳墙、大盆菜等
等，随着预制菜产业浪潮的兴起，发展迅猛、
市场广阔。”

记者了解到，在国际上首次实现远缘杂
交鲍鱼大规模产业化养殖后，目前绿盘鲍及
其派生良种在我省的良种覆盖率达 70%以
上，还催生出了其他新业态，珍珠产业就是其
中之一。

“你看，这种珍珠颜色是蓝绿色的，普通
珍珠培育没有这种颜色，观赏和利用价值很
高。”在漳浦养殖基地内，厦大科研团队成员
游伟伟介绍说。不久前，厦大科研团队经过
多次试验，在植核后经 18 个月的培育，共育
成鲍鱼珍珠（马贝珠）7670 粒，并通过专家现
场验收，这意味着我国国内首批鲍鱼珍珠培
育成功。

“大规格鲍鱼适合培育珍珠，经过几年研
究，珍珠培育流程基本走通，我们的成珠率达
到了 50%以上，还开发了一个 3D 打印的技
术，珠核可以打印出各种不同形状，这为鲍产
业链条的延伸又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作为我国重要海水养殖种类之一，2022
年 我 国 鲍 鱼 养 殖 产 量 22.8 万 吨 ，约 占 全 球
90%，产业链年产值约 400 亿元。鲍鱼作为我
省海水养殖产值最大的单品，已成为我省水
产业最闪亮的名片之一。

随 着 鲍 鱼 众 多 上 下 游 产 业 的 拓 展、延
伸，一条千亿级别的海洋蓝色产业链正强
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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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培育鲍鱼新品种。

绿盘鲍

大鲍鱼丰产大鲍鱼丰产，，养殖户在制作干鲍养殖户在制作干鲍。。

用鲍鱼制作的高端菜肴

鲍鱼珍珠制作的饰品

随着国产大规格鲍鱼问世，我省建立了国内最为齐全的鲍鱼活体种质资源库，一条
海洋水产养殖的千亿产业链正在崛起

鲍鱼产业“ ”开启
□本报记者 陈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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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福建。福建作为我国第一养鲍大省，鲍鱼年产量占全国市场的80%。但过去，
国内大规格精品鲍鱼市场长期被国外野生鲍所占据，成为“卡脖子”难题，价格昂贵，普通家庭消费难以承受，如
何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在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柯才焕教授团队的努力下，“可以长到500多克”的国产大规格鲍鱼——
绿盘鲍横空出世。“绿盘鲍的问世，进一步优化了我省养殖鲍产品结构，对我国鲍鱼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意义
重大。”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说。

以这一品种改良为契机，中国鲍鱼养殖业“大IP”的出现，还催生了高端国产干鲍及衍生产品、鲍鱼珍珠等
产业新业态，随着鲍鱼全程南方养殖和南北接力养殖的逐步完善，鲍鱼智能化、标准化深水养殖设施陆续投用，
以及国内最为齐全的鲍鱼活体种质资源库的建立，一条海洋水产养殖的蓝色千亿产业链正在崛起。

东山养殖户养出东山养殖户养出 400400多克的大规格鲍鱼多克的大规格鲍鱼——皇金鲍皇金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