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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产学学科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研究报告》是中国工程院批准资助的咨询研究项目。
《水产学学科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研究报告》立足国家需求，以加快推进现代渔业建设为目标，开展
了我国水产学学科发展现状的研究，明确了今后我国水产学学科发展的方向，为我国水产学学科体系
的建设提出了客观科学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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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与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一）学科前沿 （二）研究现状 四、学科发展趋势 （一）战略需求 
（二）发展趋势 （三）前景展望 五、下一步研究与发展思路 （一）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科建设，强
化学科内部以及相关学科间的资源整合 （二）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基础性研究，鼓励源头创新，努力
攻克热点及难点问题 （三）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及开发，提高成果的转化效率，保障水产品质量
安全 （四）加强薄弱方向的科研工作，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全方位支撑行业的发展 （五）建立健全
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生产和消费安全 渔业装备与工程技术学科
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 （二）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基础性研究，鼓励源头创新，努力攻克热点及难点问
题 （三）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及开发，提高成果的转化效率，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 （四）加强
薄弱方向的科研工作，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全方位支撑行业的发展 （五）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体系，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生产和消费安全 一、前言 二、发展历史与主要科研成就 （
一）渔船捕捞装备工程 （二）水产养殖工程 （三）水产品加工机械工程 （四）主要科研成就 三、学
科前沿与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一）水产养殖工程技术领域 （二）捕捞装备工程技术领域 （三）水产
品加工流通工程技术领域 四、学科发展趋势 （一）水产养殖工程技术 （二）捕捞装备工程技术 （三
）水产品加工装备技术 五、今后的研究与发展思路 （一）发展思路 （二）发展目标 （三）主要研究
方向与研究重点 （四）发展对策 水产信息学学科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 一、前言 二、我国水产信息学
学科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 三、学科前沿与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四、学科发展趋势 （一）由侧重生产
技术性信息服务转向综合性信息服务 （二）由注重数量服务转向注重质量服务 五、水产信息学下一
步研究与发展思路 （一）学科研究与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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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通过开展对虾养殖池塘水环境浮游藻相平衡控制技术研究，研究建立了一种对虾养殖池藻
相的构建方法，使各种微藻均衡繁殖，从而优化了对虾养殖池的微藻生态环境，有利于避免养殖过程
中因个别微藻过度繁殖或群体消亡造成的虾池生物多样性单一，水环境变化剧烈和养殖水体环境质量
恶化等情况。
建立了以菌一藻协同调控为核心的对虾养殖池塘水环境浮游藻相平衡控制技术。
优质藻相保持时间达到100天以上，有利于保持养殖水体中的溶解氧、氨氮、亚硝酸氮、COD、pH等
水质指标稳定，同时实现了养殖前、中期实行全封闭养殖，养殖后期少量水交换，促进养殖水体自净
循环利用，生态环境得到优化。
开发了新型水质调节剂产品。
 由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立项，苏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等单位承担完成的“沿湖水产养殖池塘排出水处
理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对池塘养殖水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操作性强的水产养殖池塘排出水综合处
理技术，形成了“伊乐藻、轮叶黑藻和苦草栽培技术”，“池塘原位修复、絮凝与微生物降解综合应
用技术”，“水产养殖池塘排出水多级、四位一体的自净生态处理技术”等操作技术规程。
养殖池塘排出水经多级处理后，水质指标优于太湖流域池塘养殖水排放一级标准，实现了养殖废水的
达标排放和循环利用。
 在浅海网箱养殖区多元生物修复技术方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通过进行龙须菜和贻
贝生物修复实验，贝藻多元生物修复技术实验，实验室内微生物富集培养，菌群纯化和去除营养盐效
果实验，建立了桑沟湾网箱养殖区营养盐输出模型研究，探索龙须菜、马尾藻和海带海藻床建设和网
箱养殖区微生物群落结构规律。
通过贝藻多元生物修复技术示范研究，建立了网箱养殖花鲈代谢方程及其对养殖系统的负荷；建立了
许氏平鱿排泄特征及环境负荷模型、浮游植物对贝类养殖的响应模型和环境因子对规模化鱼类养殖的
响应模型；初步确立了网箱养殖区水—土界面营养盐的扩散和迁移特性；初步掌握了网箱养殖区微生
物群落结构的变化规律；筛选出了一组具有较高去除氮营养盐的混合菌群（蒋增杰等，2007；沈春宁
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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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产学学科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研究报告》立足国家需求，回顾了我国水产学学科发展历程，比较
分析了国内外水产学学科发展现状，阐述了水产学学科面临的新形势和问题，从我国水产科学发展战
略需求出发，提出了今后我国水产学学科发展的方向，为我国水产学学科体系建设提出了客观科学的
对策和建议，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和综合性；在全面收集整理资料、深入调研和研讨的基础上，从两个
层次分别对水产学学科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既有概括性研究，又有各学科具体的研
究作为支撑，理论性、客观性和前瞻性较强；首次提出对水产学学科划分进行调整。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产学学科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