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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面生态渔业专刊 ·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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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库等大水面是我国重要的湿地资源, 也是淡水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 我国大水

面增养殖面积占淡水养殖总面积的 42.8%, 产量占淡水养殖总产量的 12.4%, 是优质水产品的重要来

源。新中国成立以来,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大水面渔业明确了不同的工作重点, 先后经历了天然捕捞、养

捕结合、以养为主和生态渔业等阶段。应该说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施肥养鱼、80 年代的“三网”(网箱、

网围、网栏)养殖为水产养殖产量的大幅度提升、解决吃鱼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也成为水环境污染、

生态环境破碎化、生物多样性下降、水华暴发的原因之一。面对水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 自 21

世纪初以来, 大水面渔业开始从集约化养殖向生态渔业转型, 工作重点也由以“养鱼”为中心向以“养

水”为中心转变。 

大水面生态渔业是依赖天然饵料资源从事渔业生产并通过这种生产活动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的渔业

方式, 其核心是在确定增养殖容量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水体不同类群的饵料资源, 把水体的营养物质转

化为优质水产品, 从而达到“以渔养水”的目的。合理利用水体饵料资源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自然增殖, 

对象主要是能在大水面自然繁殖的种类, 手段主要有产卵场、水生高等植物、螺蚌资源修复以及仔幼

鱼的保护等; 二是人工放流增殖, 对象是不能在大水面自然繁殖或种群补充能力差的种类, 重点是不

同营养类型鱼类及其他水生经济动物增殖容量评估。 

大水面生态渔业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渔业方式。近年来, 国家对大水面生态渔业的发展高度重视, 农

业农村部等十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 农业农村部、生态

环境部、林草局继而颁布了《关于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并成立了“推进大水面生态

渔业发展领导小组”, 研究制定了《大水面增养殖容量计算方法(SC/T 1149-2020)》等水产养殖行业标准。

为了系统总结我国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经验, 创新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理论和模式, 我们组织撰

写并出版了这期以大水面生态渔业为主题的专刊, 从水生生物生产力、渔产潜力、群落调控以及典型

案例等多个角度深入研究、分析了湖泊、水库生态渔业的理论、技术和成功实例, 以期对我国乃至世

界大水面生态渔业的深入研究和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需要指出的是, 网箱养殖作为大水面渔业的一

种特殊形式, 本期未能收录有关文章。如何在科学计算水环境存载力并与其他产业分配协调水环境存

载力的前提下发展网箱养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大水面生态渔业科学和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 也

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 更是促进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展望未来, 大水面生态渔业

至少要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标准化生产。需要研究水质保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三产融合、

高质量发展的大水面生态渔业生产标准, 建立渔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技术规范; 同时也需

要研发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加工升值、品牌建设、文化传承等技术支撑体系, 形成三产融合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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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产业模式。二是协同化利用。针对渔业操控、种群重建和增养殖容量评估, 围绕“养什么”、“养多

少”等共性技术需求, 通过技术集成与系统观测研究等手段, 建立大水面生态增养殖模式与净水渔业技

术体系, 达到饵料资源高效利用、水华控制、营养物移出等目的。三是智能化管理。需要建立基于大

水面复合生态系统科学大数据中心的智能决策系统, 实现渔业管理、资源利用、水质改善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智能决策。四是融合化发展。重点推进渔旅融合、三产融合, 加强信息、生物工程、环保等

新理论、新技术在大水面生态渔业中的交叉应用。我们相信, 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大力支持下, 我国

的大水面生态渔业科学和技术研究将继往开来，在继续保持现有优势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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