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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笔者经实地考察、现场调研浙江省庆元县大鲵产业情况，综述了大鲵产业发展现状，指出存在政策管

理不畅、从业主体不佳、技术水平不高和市场竞争不强等问题，并提出统一认识，明确产业、依托生态，发展产业、

加强法制，依法管理、探索科技，提升产业等对策，引导大鲵产业朝规范化、商品化、科技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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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 ），俗称娃娃鱼，属两栖

纲、有尾目、隐鳃鲵科，现存最大有尾目珍稀两栖动

物，是 3亿年前与恐龙同一时代生存并延续下来的

珍稀物种，有“活化石”之称，世界濒危保护物种，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1-2]。近年来，随着大鲵驯养繁殖技

术的成熟和工作的开展，各地已基本掌握了大鲵驯

化、养殖、繁殖、育苗等整套技术[2-4]，大鲵产业发展

迅猛、蓬勃，在陕西、贵州、湖北、湖南等地出现了千

家万户发展大鲵养殖的现象[3-8]，作为大鲵原产地的

浙江省庆元县也呈现一派蓬勃景象。浙江省庆元县

素有“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美誉，属大鲵原产地，

是大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所在地[9]。笔者

经实地考察，在现场调查大鲵产业情况的基础上，

综述了大鲵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

议，旨在更好地促进大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发展现状

1）产业发展背景。浙江省庆元县自古就有大鲵

自然资源的分布，主要在庆元县南阳溪、左溪等流

域。在大鲵资源未被破坏的 80年代初期，其自然资

源量非常丰富，沿溪居民经常能够徒手捕到十几斤

重的大鲵。80年代后期，庆元县大鲵自然资源不断

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是 1994-1996年，到 2000年

后大鲵自然资源急剧下降。目前庆元县 7条主要河

流中主要有南阳溪、左溪流域分布着大鲵资源，经

普查野生大鲵资源量大约为 600尾[10-11]。长期以来，

庆元县一直致力于大鲵资源的保护工作，1993年县

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大鲵县级自然保护区；2011年 1

月，通过积极申报，经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批准建

立“庆元大鲵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012年

12月，通过努力，获得农业部批准建立“庆元大鲵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发展龙头企业。为使大鲵物种数量得到有效

保护和维持，防止现存大鲵资源的萎缩，并探索研

究大鲵驯养繁殖技术，急需建立驯养繁殖场。于是，

出台政策鼓励产业发展，2007年招商引资，发展大

鲵养殖产业。经过 10年发展，成为庆元县大鲵产业

的规模化企业，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

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

濛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已在贤良镇、五大堡乡、

洲街道等地建立大鲵驯养繁殖基地 8个，包含 2个

繁殖基地、2个驯养基地、1个地下室养殖基地、3个

山洞养殖基地，并采用仿生态自然繁殖模式，成功

繁育大鲵苗种[9]，现有大鲵 20多万尾。

3）大鲵产业扶持。自 2011年，庆元县开展大鲵

养殖特扶项目，以“公司 +农户”等托养生产和经营

模式带动产业发展，培育新的惠农产业。据统计，全

县发展养殖户超过 230户，建设养殖池 47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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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大鲵 1 370尾，确立示范村 4个。大鲵养殖促

进了农户增收致富奔小康，营造保护大鲵的良好氛

围，并有望逐步成为庆元县继食用菌、竹木产业的

又一大新兴产业。据调查，庆元县已开展了山洞、工

厂化、家庭式、地下室、仿生态等多种养殖模式，因

地制宜，积极探索，可谓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4）央视专题报道。2013年 7月、2014年 3月，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2套《生财有道》、农业频道 7

套《致富经》栏目组分别来到庆元县，对大鲵产业发

展情况进行专题报道，讲述大鲵养殖、创造致富之

路的故事。这是庆元县为数不多进入央视的渔业专

题报道，通过报道，有力推动了大鲵保护、大鲵产业

的发展，扩大了影响力，提高了知名度。

2 存在的问题

大鲵产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逐渐发展壮

大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较为突出的主要是政策管理、从业主体、技术水平、

市场竞争等方面。

1）政策管理不畅。由于大鲵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相关法律、法规等重在保护，对开发利用没有明

确可操作性的规定，保护法规对产业有严重的制

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规

定，驯养繁殖大鲵需要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经营利用需要办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12-14]。而

且，目前各省对大鲵的经营管理各有不同，以致跨

省间的销售得不到认可。这就形成了生产区域不是

消费区域，从而影响到了大鲵的市场销售。加上渔

政力量、手段薄弱，非法养殖、利用、经营等现象仍

然屡见不鲜，致使管理着力不均，也难以到位[6，12-13]。

2）从业主体不佳。养殖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养殖企业缺乏长远规划，品牌意识淡薄，注重眼前

利益，长期处于低层次发展状态。且投入多、产出

少，实现产业化、规模化难度较大，严重影响了大鲵

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6-7，15-16]。

3）技术水平不高。技术服务能力尚有欠缺，大鲵

驯养繁殖技术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14]。特别是大鲵病

害防治，尚未有 1家专门从事大鲵疾病研究的机构，

起步晚、研究浅，技术不成熟、经验欠丰富，尤其在病情

严重的情况下，盲目用药、滥用药物现象普遍存在，损

失惨重，给大鲵产业带来严重打击[4，7，12-13，15，17]。

4）市场竞争不强。虽然大鲵产业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但市场价值依然不乐观，消费市场也扩张

很慢。一方面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一系列严

格的审批手续，企业必须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或

《人工繁育许可证》才能合法养殖大鲵，但销售还需

办理《经营利用许可证》[12-14]，导致各企业在销售上

受到严格控制，其市场价值并没有被广泛认可；另

一方面是市场空间极其有限[18]，目前情况看，供大于

求，吃大鲵的人还是少数。再加上各类形势变化，大

鲵产业迅速降温，价格也随之暴跌[4，7，12]。加之目前，

企业营销模式单一，经营能力普遍较弱，还难以适

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6，18]。此外，据了解，当前大鲵消

费主要是餐饮，大鲵的深加工相对滞后，大鲵产业

链延伸缓慢[4]。一是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较少；二是

政策不明朗，不敢轻易涉足该领域[18]。

3 对 策

以上不足是大鲵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发

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和

养殖户等齐心协力，积极应对。

1）统一认识，明确产业。大鲵在目前以及今后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为

此，必须准确认识“保护和开发”的辩证关系，认真

学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更要与国际上通用的动

物保护法律、法规、理念等接轨，处理好大鲵资源保

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5，12-13，18]，树立“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19]。

2）依托生态，发展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大

鲵产业；结合生态建设，发展大鲵休闲产业[15]。抓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机遇，围绕“寻梦

菇乡、养生庆元”的战略定位，努力创造条件，以“生

态休闲养生（养老）”为契机，结合生态旅游业，创建

大鲵生态休闲观赏园，与大济进士村、西洋殿和百

山祖国家 4A级旅游风景区等旅游线路连成一线，

通过观赏原生态大鲵、大鲵文化、品尝原产地大鲵

等，提升大鲵产业。

3）加强法制，依法管理。加强法制和行政能力

建设，加大财政经费力度，创造大鲵产业发展的优

越环境。加强和完善渔政执法建设，加强渔业主管

部门力量，特别是基层渔政监管体系[5]。整合渔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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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应注意合理补钙

1）补钙时间。母鸡连产时，多在上午产蛋，产蛋后 30 min下一个蛋黄从卵巢排入输卵管内，所以

连产母鸡上午不需要补钙，到下午 14:00后，随着蛋壳沉积速度的增加，鸡采食钙料的数量也随之增

加。因此，为了使蛋鸡多产蛋、产好蛋，在每天 12:00～18:00时，给蛋鸡补饲钙质饲料效果最佳。

2）补钙方法与效果。钙源饲料可单独放置，任鸡自由采食，也可混于饲料中饲喂。钙源饲料对提高

鸡的产蛋量、蛋的受精率、雏鸡孵化出壳率、血清含钙量以及蛋壳的厚度均有较好的效果。

3）补钙数量。蛋鸡生产需要补钙，但也不是越多越好，一般蛋鸡每产 1枚蛋需要钙质 4.4 g，日粮

中含钙量在 3.0%～3.5%即可满足蛋鸡的生产需要。

来源：安徽日报农村版

构，充实工作人员，并严厉打击非法网鱼、电鱼、炸

鱼等违法行为，确保野生种群的扩大。同时，加强和

规范行业监管，推进大鲵产业健康持续发展[12-13]。此

外，在法制前提下，探索优化政策环境，建设大鲵产

业“特区”。如借鉴陕西省汉中的做法，将张家界建

设为大鲵产业“特区”，并下放有关审批权限，优化

政策环境，简化程序，减少成本，扩大规模。放松流

通限制，拓宽大鲵消费市场[4，7，12，14]。政府扮演秩序维

护、方向引导等角色，推动大鲵产业发展。

4）探索科技，提升产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应

积极探索科学技术，提高科技水平，健全服务体系。

大鲵的产业链包括驯养、繁育、商品及加工等环节[18]，

目前大鲵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驯养、繁殖阶段。在

继续研究大鲵驯养、繁殖、病害防治技术等的同时，

深入挖掘大鲵价值，开展大鲵机体生化成分深度研

究，开发食补、保健、医药、美容等深加工产品，推进

产业关联，尝试探索大鲵产业化冷链物流经营的新

模式[8]，延伸开发利用的产业链[4，6，8，14，16]。为此，随着

大鲵养殖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可转变思路、拓宽渠

道，发展大鲵产品深加工产业。此外，应尊重科学，

遵循市场规律，不能人为地调控大鲵产业[12，18]。以此

提高效益，引导大鲵产业朝规范化、商品化、科技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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