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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蒲镜鲤

松蒲镜鲤是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培育的鲤鱼新品
种，该品种体型好、背部较高且厚、体表
基本无鳞，具有生长速度快、饵料系数
低、抗寒力强、繁殖力高等优点，适宜在
全国各地人工可控的淡水中养殖。

松蒲镜鲤在水温上升到 10℃以上
时 即 可 吃 食 饲 料 ，水 温 上 升 到
16℃-18℃时可进行人工催情产卵。

苗种培育

鱼苗池面积以1～5亩为宜，鱼苗培
育采取肥水下塘，鱼苗放养密度为10万
～20 万尾/亩。体长规格达 5cm 的鱼
种，则进行人工配合饲料驯化，要求饲
料粗蛋白质含量达到35%～40%。

成鱼养殖

池塘养殖：可采取主养、套养两种
养殖方式。放养鱼种规格 100克左右。
如打算提早上市，也可放养200～250克
的大规格春片鱼种。池塘主养，每亩放
养 3000～5000 尾，投喂人工配合饲料，
粗蛋白质含量要求达到28%～32%。池
塘套养时，松蒲镜鲤鱼种放养量占总放
养量的5%～10%。

稻田养殖：选择水源充足，水质清
新无污染，注排水方便，不漏水，保水性
能好的田块养殖松蒲镜鲤。放养规格
3～4 厘米的夏花鱼种或规格 100 克左
右的鱼种，放养密度为30～100尾/亩。

网箱养殖：选择背风向阳，水质清新
无污染，水深 3 米以上的水域设置网
箱。网箱可采取浮动式设置或固定式设
置。一般采取单养方式，也可搭配一定
比例的鲢、鳙、细鳞斜颌鲴，一般控制在
放养总量的3%～5%。每平方米放养规
格50～150克的松蒲镜鲤30～100尾。

马立鸣 范毛毛 孙敏

南极是一片神奇的疆域，位于南纬60度以南。南极是由海洋、岛
屿和大陆组成的区域，面积约5200万平方公里，其中海洋为3800万平
方公里，称为南大洋。南极大陆约1400万平方公里，被巨大的冰盖所
覆盖，称为冰雪大陆。由于1961年生效的《南极条约》规定，这片疆域
是属于世界性的，限于科学考察和有限利用。南极是洁白的，也是富
饶的。在这一片银色的大地上，闪烁着一位拓荒者的身影——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捕捞与渔业工程实验室主任黄洪亮。

航渡南印度洋西风带，临危当先

2005年，开发南极磷虾资源的预研究课题开始执行，黄洪亮受命
参加科考队，并担任第 22次南极科学考察临时党委委员、南大洋科
考队队长兼支部书记，自此他踏上南极科考的征程。

通往南极的征途异常艰辛，特别是当雪龙号在南印度洋遭遇气
旋穿越西风带时，强烈的风暴使整个大洋沸腾，掀起的巨浪像排排小
山似地凶猛扑来，风暴掀起的海浪往往达数百吨，万吨级的雪龙号简
直就像一片散落在大洋中的树叶，一会儿从浪峰掀入浪谷，一会儿又
从浪谷推向波峰。黄洪亮虽长期出海，也未见过如此巨浪，充分见识
了西风带“咆哮的40度、怒吼的50度、疯狂的60度”。

面对如此恶劣的海象环境，科考队员们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晕
船现象，大多数队员晕倒在床，无法起身，然而大洋队的科考任务却
不能因为环境的恶劣而停止。黄洪亮以自己的身体优势主动承担起
帮助他们进行现场采集和处理数据的工作。

中国科技大学徐思琪是一名个子娇小的在读女研究生，她的工
作是负责气溶胶采集和分析，取样场所在雪龙号驾驶台顶部，每逢恶
劣天气，工作极具危险性。黄洪亮根据小徐的工作规律，主动协助她
顶风上驾驶台顶部取样，确保考察任务的完成和队员的安全。记得
有一次，风浪特别大，队员们都劝黄洪亮不要急着去取样，可是他知
道，气溶胶采集是有时间要求的，如此大的风暴，其数据肯定会出现
特有的记录。众所周知，此时稍有不慎，人就会像一粒尘埃消失在南
大洋。他坚持攀上旋梯，顶着呼呼的风声，紧紧抓住扶手，稳稳地随着
船的起伏爬到顶部，按程序取样后又稳稳地顺旋梯而下。当他挪到舱
门时，队员们迅速开门，将他一把拽进去。一位船员说：“行啊，老黄，
是大海的儿子，敢玩命！”后来，小徐问他怕不怕，他说：“当然怕，这样
的风我也未遇到过，但咱们来了南极，再大的困难也要完成任务。”

此外，长年战斗在海上，黄洪亮还积极劝说晕船的队员们按时吃
饭，保持体力，鼓励他们在精神上不惧风浪，战胜困难。同时，他还适
时召开支部会议，要求党员们以顽强的意志，发挥先进性作用，抓紧
时间，保证大洋科考任务的完成。

在黄洪亮的带领下，当雪龙号返航回国再穿越西风带时，全队成

员基本都在心理上战胜了自己，完满完成了每一项大洋科考任务，受
到了南极考察队的表扬。

探捕南极磷虾，树立负责任捕捞大国形象

2008 年初，国务院批复了中国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
项目。2010年、2011年，以东海所、黄海所、上海海洋大学为南极磷
虾资源开发的科技力量，联合上海水产集团公司和辽宁海洋渔业
集团公司，组成我国第一支商业性开发南极磷虾的船队，黄洪亮同
志作为首席科学家和总指挥，随船奔赴南大洋，进行商业性开发磷
虾的任务。

商业性捕捞与科考任务不同，有产量的要求、成本的核算、时间
的限制和产品的销售等等。为此，黄洪亮和其他人员做了大量的前
期工作，在渔具渔法、渔获冷藏、安全保障和履约行为等方面进行了
充分的准备。

作为首席科学家和总指挥，黄洪亮要及时解决和处理捕捞过程
中渔具扩张差、捕捞效率低等实际问题；根据现场海况情况调整和制
定探捕实施方案，确保按计划完成规定的调查站位数量和调查数据
质量；监督和指导我国南极磷虾商业性开发过程中的履约行动和过
程，树立我国在南极海洋生物开发利用中的负责任捕捞大国形象。
除参与指挥探捕调查和国家观察员调查任务外，黄洪亮将大部分时间
放在驾驶台，观察分析鱼探仪映像的实际捕捞效果，定时观看气象传
真资料，分析判断气候变化趋势，沉着应对出现的状况，与船长共同商
讨应对措施和计划。有一年除夕夜，我国首次探捕进入最后3个站位
调查期间，恰逢南极超强低压迎面来袭。他通过气象资料的反复分析
判断，同时通过卫星电话咨询我国长城站气象台专家，认为只要争取
时间按计划开展调查，有可能赶在低压影响前完成整个调查任务。
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在落实年度探捕实施计划时，根据2
艘探捕船出航的时间节点，调查区域分配显得十分重要，他经过综合
分析，决定将FAO481区作为 12月初定点调查区域，经探捕调查，发
现了大范围南极磷虾分布区，取得了较好的探捕调查产量。

在整个探捕过程中，黄洪亮和其他团队成员基本上没有睡过一
个完整觉。面对站位设置密集、科研人员配备不足和调查强度增大，
队员们发挥了顽强拼搏的精神，为我国南极磷虾商业性开发利用收
集了完整的调查数据和南极磷虾走航观察映像资料。目前，捕捞船
队已圆满完成各项调查任务，捕捞量达到 1.5万吨，实现了我国商业
性开发南极渔业资源的战略行动。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黄洪亮将这种精神理解为，人只要活得
有价值，能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就会赢得应有的
尊严。这就是“爱国、理想、纪律、拼搏”的南极精神。

研发新型网具，磷虾捕捞产量跃居世界第二

作为我国南极磷虾商业性开发项目的技术骨干，黄洪亮充分发
挥骨干作用，具体负责我国南极磷虾项目的组织与协调工作，使我国
南极磷虾渔业在短短的6年时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
历程。捕捞产量也在2014年跃居世界第三位的基础上，2015年再上
一台阶而位列世界第二的水平，基本形成了一支较稳定的生产船队，
确立了我国在南极磷虾开发利用中的大国地位。

同时，为了推进我国南极磷虾渔具渔法国产化进程，黄洪亮在我
国首次商业性南极磷虾捕捞带队期间，认真观察我国南极磷虾渔具
渔法生产情况，针对我国磷虾船与周边其它国家磷虾船的生产差距，
分析总结了我国南极磷虾生产捕捞效率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
专业化捕捞装备。在此基础上，黄洪亮同志收集了国内外南极磷
虾渔具渔法研究历程和最新进展，对不同国家南极磷虾渔船、渔具
和作业特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我国小网目、小网口单层网衣结
构专业南极磷虾拖网网具（DH256）和中空型双曲面拖网网板的设
计方案，并分别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经过
2014 年、2015 年生产试验和工艺、材料和结构的优化改进，结果表
明：南极磷虾拖网网具综合了国外专业南极磷虾拖网网具网身短
的特点，采用高性能超高强网衣材料，把传统的南极磷虾拖网双层
网衣结构优化为单层网衣结构，简化了网具加工制作工艺。经与
原生产网具生产比较，起网速度提高 20%，可有效增加日拖网捕捞
网次数量 3-4次，具有提高日捕捞产量约 100吨的潜在能力。具备
浮沉力调控功能的双曲面中空型南极磷虾拖网网板，在水中具有
重量轻、易扩张、适宜表中层拖网的特点，经过海上生产试验，该网
板在浅表层拖网过程中网位控制容易，网具水平扩张性能得到明
显改善，使网具在浅表层作业过程中得到网型展开，捕捞效率明显
提高，单位时间捕捞产量已达到国外同类型船先进水平。

近几年，在黄洪亮率先垂范下，在实验室全体科研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捕捞与渔业工程实验室先后于 2012年和 2013年分别荣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先进集体和先进党支部”等荣誉称号，他本
人也被授予 2014年度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2009和 2010年度水
科院先进工作者、2009-2010 和 2011-2013 年度上海市农办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作为一个海洋渔业科技工作者，黄洪亮从未懈怠，现在他正思
考利用其开展环极考察取得的南极磷虾资源丰度分布资料和历史
上世界各国南极磷虾开发经验，对我国南极磷虾渔业作业的空间
拓展提出规划建议，为我国南极磷虾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水科 文/图

从中国水科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奔赴世界关注的南极

肩负使命，拓荒南极南大洋
——记捕捞与渔业工程实验室主任黄洪亮

图为远赴南极途中的科考队员们，左四为捕捞与渔业工程实验室主任黄洪亮。

5月16日，农业部渔业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长
沙）对衡阳市开展了省级产地
水产品、水产苗种质量安全监
督抽样工作。

此次抽样，在衡阳市衡阳
县台源鳜鱼繁育基地、衡阳心
怡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衡阳瀚海渔业有限公司等
8家水产养殖场和3家水产苗
种场，抽取了草鱼、鳙鱼、鲫
鱼、鳊鱼、甲鱼 5 个品种共 32
个样品。

凭借样品，将对氯霉素、
孔雀石绿、喹乙醇、硝基呋喃
类等水产养殖违禁药物进行
检测。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养
殖场负责人询问投入品使用
情况、察看生产记录和用药记
录、现场检查仓库是否有违禁
药物，进一步向养殖户宣传投
入品使用的重要性及注意事
项，积极引导养殖户使用绿
色、安全渔药和添加剂，杜绝
违禁药品的使用。 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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