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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淡水鱼养殖产业发展

的调研报告

刘宏生课题组

2023年7—8月期间，刘宏生课题组针对“水产品养殖保健全科护

士”中草药淡水鱼饵料科技创新技术精准对接辽中区淡水鱼养殖产业

发展的项目，对沈阳市辽中区城郊街道大邦牛村、养士堡镇小牛心坨

村、刘二堡镇刘北村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沈阳市克达饲料有限公司和

辽中区金元丰淡水鱼专业合作社等辽中区淡水鱼重点养殖基地进行

实地考察，通过与淡水鱼养殖企业座谈和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深入

了解辽中区水产养殖的规模、疾病防治、产业发展、项目开展情况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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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问题，开展精准服务，深挖科技创新与产业实施方面的痛点问题，解

决瓶颈问题，获得校企合作新模式和宝贵经验。

一、我国淡水鱼养殖产业及疾病防治行业背景

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近30年来水产业发展尤为迅速，目前水产

养殖产量已经超过捕捞产量，约占养殖业的70%以上。淡水鱼在整个

水产品消费中的比例可达50%，且呈逐步扩大趋势。年消费量超过200

万吨的鱼类产品有鲤鱼、草鱼、鲢鱼、鳙鱼和鲫鱼，占淡水鱼消费的70%

以上。

由于投资少，生产稳定、品种多样等特点，淡水鱼养殖已成为我国

“大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

是，随着淡水鱼养殖业的迅速发展，一些水产疾病的暴发也越来越频

繁，各种疾病造成的损失也迅速增加。目前，淡水鱼类疾病种类繁多，

呈现发病时间长、传播速度快、危害程度大、发病后死亡率高等特征。

更严重的是已经有所控制的严重疾病有返强趋势。尤其是近年来发

生的锦鲤疱疹病毒病，给鲤鱼养殖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该病多

发生在水温为18—28℃的春秋季节，但目前有低温下发病的趋势。该

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达80—100%，给锦鲤和鲤鱼

养殖业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为了预防疾病、提高养殖效益，抗生素投喂已经成为淡水鱼类养

殖的常规手段。这些抗生素大量积累所导致的药物残留，不仅会威胁

淡水鱼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还会造成养殖水环境的生态风险，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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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抗生素耐药性基因的产生。随着《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

（2016—2020年）》和《全国遏制动物源性细菌耐药计划（2017—2020

年）》两份文件的出台，水产养殖全面“禁抗”成为定局。因此，研发并

在养殖户中推广安全有效的淡水鱼类疾病防控技术，开展淡水鱼的健

康养殖，对水产养殖产业和人类健康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辽宁省淡水鱼养殖疾病防治面临的实际问题

辽宁省境内纵横辽河、浑河、大凌河、太子河、绕阳河、鸭绿江六大

水系，地处流域水产丰富，淡水鱼种类繁多。其中辽中区境内有辽河、

蒲河、浑河、细河四条河流过境，是辽宁省重要的淡水鱼养殖区域，全

区养殖面积达10万公顷，鱼类产量位居沈阳市第一，年产量约11万

吨，产值达14亿元。全区养殖户共有1000户，从事渔业生产的总人数

超过3万人，淡水鱼养殖业已经成为辽中区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

然而，病害的发生导致养殖鱼的高死亡率给渔农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近年来，辽中区刘二堡镇死鱼事故频发，有的甚至绝塘，渔农

损失惨重。例如，克达饲料养殖场 3 片棚区 3000—4000 斤成鱼的死

亡，造成300—400万的经济损失，高登堡村因多种病菌引起的草鱼损

失达200多万斤，发病期日死亡量高达几万斤。锦鲤疱疹病毒造成镜

鲤大量死亡给渔户和养殖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发病2—3天内的死

亡率可达80%以上。在饵料中添加抗生素进行疾病治疗和预防是传统

的淡水鱼养殖模式。然而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的滥用现象使致病菌迅

速产生抗药性，用药量和使用频率不断增加，直至失效。缺乏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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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病诊断技术和病害防控技术已成为限制辽中区刘二堡镇淡水鱼产

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水产品养殖保健全科护士”科技创新项目方案精准对

接淡水鱼养殖产业链模式

刘宏生课题组通过实地考察辽中区水产养殖模式，利用新药研发

平台技术开发的“水产品养殖保健全科护士”复方中草药淡水鱼饵料

科技创新技术，实现了淡水鱼免疫防控，避免了抗生素的大量使用，重

点解决了锦鲤疱疹病毒造成镜鲤大量死亡给渔户和养殖企业造成的

巨大的经济损失，该项目实现了科技创新技术开发与淡水鱼养殖产业

的精准对接，为养殖户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科技创新开发和实

施过程中与产业实现精准对接、解决淡水鱼养殖产业的实际需求和重

点问题方面，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创新模式和宝贵经验。

（一）重点推广淡水鱼复方中草药饵料技术进行淡水鱼免疫防控

在引导渔农在传统的养殖模式基础上，课题组系统地总结锦鲤疱

疹病毒病防控技术和健康养殖技术、越冬“安检”技术、病害防控技术、

环境修复技术、封冰管理技术及解冻管理技术，并加以集成，通过采取

主动措施，以增强鱼类免疫力为核心，以养殖“安检”为手段，强化鱼类

体质，加强养殖管理，帮助养殖企业学习科学的鱼类养殖技术，为辽中

区渔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开展实地调研和技术服务和联合开展科技特派团项目

通过与沈阳市水产养殖企业长期进行技术交流、技术指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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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科学研究等活动，深入了解水产养殖产业当前存在的问题，针

对性地开展技术研发与推广，与辽中区金元丰淡水鱼专业合作社、沈

阳市克达饲料有限公司签订《科技特派团服务协议书》，并联合开展科

技特派团项目—“辽中区刘二堡镇锦鲤疱疹病毒病防控技术和淡水鱼

健康养殖产业科技特派团”，实现了与企业的精准对接。

（三）在重点养殖企业建立县域地区专家工作站

该项目围绕淡水鱼健康生态养殖开展了大量活动和研究。与沈

阳市克达饲料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县域地区专家工作站，并通过“现场+

网络”的方式，在沈阳市克达饲料有限公司和辽中区金元丰淡水鱼专

业合作社养殖场两个服务点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开展复方中草药淡水

鱼饵料—“水产品养殖保健全科护士”的科技服务工作，并发放技术资

料。开展科技培训，进行大范围的淡水池塘养殖示范，进行现场技术

指导，发放技术资料1000余份，举办培训32场次，培训技术人员56名。

（四）利用新药开发平台开展中草药抑制剂的筛选和复方中草药饵

料研发

中草药淡水鱼饵料—“水产品养殖保健全科护士”中的主要有效

成分对锦鲤疱疹病毒和嗜水气单胞菌均有抑制作用，“水产品养殖保

健全科护士”有效提高了鲤鱼的生长指标，提高感染鱼血清、肠道、头

肾中各项免疫和氧化指标，改善肠道病变。投喂“水产品养殖保健全

科护士”的鲤鱼肠道中微生物种类更丰富，饵料更容易被鲤鱼肠道吸

收。由于沈阳克市达饲料有限公司对抗锦鲤疱疹病毒药物的需求迫

切，课题组以该病毒的宿主蛋白为靶点，开展了基于分子对接技术的

虚拟筛选，所获活性化合物均为复方中草药配方“水产品养殖保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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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护士”的主要有效成分，这说明复方中草药配方“水产品养殖保健全

科护士”为有效的抗锦鲤疱疹病毒病药物。研究结果为淡水鱼健康生

态养殖提供了科学依据。

（五）在淡水鱼专业合作社建立示范区推广“水产品养殖保健全科

护士”

课题组建立了沈阳市克达饲料有限公司和辽中区金元丰淡水鱼

专业合作社2个示范区域，经过2年的推广，“水产品养殖保健全科护

士”有力地保障了养殖区淡水鱼的健康，减少了细菌性病害和病毒性

（尤其是锦鲤疱疹病毒）疾病的发生，提质增效成绩显著。2021年8月

至2023年7月，在沈阳市克达饲料有限公司和辽中区金元丰淡水鱼专

业合作社开展技术示范推广，示范池塘养殖面积达1850亩，平均增产

15.4%，经济效益增加459.8万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四、关于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的建议

课题组在充分调研“水产品养殖保健全科护士”中草药淡水鱼饵

料科技创新技术项目对接、创新研发、实施和落地的过程中，形成关于

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的如下建议：

（一）对于重点行业的关键技术和“卡脖子”问题，由专家特派团和

专业技术团队解决，建立“专家工作站”。

一方面，在企业建立“专家工作站”，通过专家团队与企业长期进

行技术交流、技术指导、技术服务和科学研究等活动，深入理解重点产

业当前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开展技术研发与推广；另一方面，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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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科技人才资源有限，面对繁重的科研活动和日常生产技术配套

工作，本企业有能力的科研人员身负多个科研项目，很难实现全力以

赴从事极具挑战性的自主创新研究工作，而专家和专业团队通过“专

家工作站”能够在企业充分了解“瓶颈”问题，在源头创新方面找到突

破口，实现创造“效益最大化”，完成科技创新与产业精准对接的关键

一环。

（二）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科技研发平台技术，在企业实际生

产活动中解决创新成果的技术升级和创新产品迭代问题，真正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

企业基于基础研究的新发现、新功能等具有突破性成果的研究能

力不足，高水平创新研究平台建设力量薄弱，但在产品应用和产业化

生产能力上具备优势，在实际应用上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上

下游形成链接，找到创新研究结合点，合作单位之间进行技术转化和

协同合作，加快自主创新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在新产品开发上形成

合力，解决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三）建立成果转移和转化示范区，推广新技术、新产品，实现新技

术落地和应用效果展示，切实解决创新技术消化难问题。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是加强

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通过建立成果转移和转化示范区，

能够把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科

技成果转化机制和模式，推动重大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另一方面，成果

转化示范区能够构建协同开放共享的成果转移转化格局，推动科技创

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决胜迈进创新型

-- 7



国家行列发挥积极作用，实现特色产业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和新科技

的落地。建立成果转移和转化示范区实现了普及行业发展的新技术

和发展新态势，切实解决创新技术消化难的问题，实现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的精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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