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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林蛙生态养殖技术，是发展中国林蛙养殖业的成功模式。
作者通过跟踪大量中国林蛙养殖户的生产过程，分析它们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介绍了中国林蛙
产业发展过程。
重点叙述了中国林蛙的生物学特性，生态养殖场的建设和种蛙选择、产卵、孵化、变态、放养、回捕
、越冬、病害防治等高效养殖技术，还介绍了中国林蛙油初加工、深加工方法。
     本书文字简练，图片清晰，融科学性、实用性、指导性于一体。
表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林业与养蛙业共同发展的新技术和新观念，适合中国林蛙养殖户学习、应
用，可供关心这一养殖业的有关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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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认识中国林蛙　　第四节 中国林蛙养殖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　　1. 养殖现状　　20
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将中国林蛙封沟养殖技术成功地推广开来，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度捕捉和破坏自
然资源的问题。
封沟养蛙成为部分山区村民一项致富的好项目。
据调查资料显示，1995～2000年全国野生动物普查结果表明，东北三省中国林蛙资源蕴藏量约为11.6亿
只，其中吉林省约有4.8亿只，黑龙江省约有3.0亿只，辽宁省约有3.8亿只。
　　到2006年统计，东北三省的人工生态养殖已初具规模，其中吉林省有养殖场6900多处，辽宁省
有10000多处，黑龙江省近3000处，放养场总面积达2000万公顷以上。
　　现在中国林蛙的种群数量总体趋势仍低于30年前。
其他有中国林蛙的省、区、市，由于或没有开发养殖，或生态养殖的场及面积极少，加之在2000年后
捕售现象加剧，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近于濒危。
　　有林蛙资源的其他省区的人工养殖处于刚刚开发阶段，如河北省、北京市、内蒙古、山西、安徽
和四川等地仅有少数养殖场。
开发养殖迟的原因与资源、认识和社会环境有关。
　　2. 存在问题　　中国林蛙是受保护的两栖类野生动物，涉及的学科、部门、领域多，养殖开发的
时间短，在发展的道路上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领导层面上是指导思想明确清晰，具体法律法规和政策条文制定不够完善；中间执行层面上由
于意识、习惯、作风的转变上尚需有个适应过程，加之调查研究不够，参谋作用欠强；基础层面对遇
到的各类新情况和新问题自然会有无所适从之感。
如在对养殖林蛙深远意义的理解，资源保护与资源培育的关系，落实封沟生态承养责任的作用，提高
管理者的管理素质和执法水平，“三池”建设用地的处理，各项原则的执行，技术是否合格的确定，
各类规范标准的实施，产品质量的检测，科学技术开发项目的确立，普及技术的措施，养殖方式和性
控手段的宣传，避管、逃费人的制裁及偷、药蛙犯罪分子的打击等方面都存在着滞后。
　　3. 发展方向　　中国林蛙人工生态养殖技术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和产业开发政策，符合生态经济
学理论和资源开发利用的现代林业经营思想。
20多年的养殖实践证明，林蛙养殖的“三个效益”十分明显，在生态效益上，由于落实承养责任制，
养蛙户将养蛙与护林结为一体，不仅使林蛙的群体数量得到了恢复和壮大，养蛙林地的林木也相应得
到了保护，林中的其他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在陆续扩大和增加，在维护生态平衡和保持生物多样性
上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效益方面，东北三省年产中国林蛙油近300吨，相当于历史上最高产量的约8.5倍，其中，吉林
省约160吨，辽宁省约90吨，黑龙江省约50吨，仅此一项，产值过十多亿元。
养殖户年平均养殖收入5万元以上。
在社会效益方面，由于林蛙初产品和深加工产品的增多，吃林蛙、用林蛙产品的人群在扩大，丰富了
人们的生活结构，促进了人们营养保健意识和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的活跃带来了新的生机
。
　　发展中国林蛙养殖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加强科研和科普工
作，开拓市场，创名、优、特产品，把中国林蛙生态养殖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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