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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海鲜明鉴团队在进行所有物种的评估工作时，将严格遵循评估标准，并参考最新的、公正

客观的科学数据。常见的评估数据参考渠道包括：文献、官方发布的资料、客观公正的媒

体报道、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专家访谈等。当然，许多渔业存在数据缺乏或只有部分数

据的现实问题，还有部分数据没有对外公开，这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估结

果。海鲜明鉴团队承诺在尊重客观事实、最大限度利用公开数据、依靠专家严谨把关的基

础上，客观公正地开展所涉物种的评估评价工作。相关物种评估结果并不代表任何特定专

家、学者等的意见。海鲜明鉴团队对相关评估结果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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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明鉴简介 

中国是全球第一渔业大国，也是水产消费大国。我们舌尖上的选择，决定了海洋、淡水生态

系统的现在和未来。为了培养新一代负责任的海鲜“吃货”，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发起海

鲜明鉴项目，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科学、有趣的可持续水产品消费指南。我们希望通过提升公

众意识促进其消费行为改变，从而利用市场的力量倒逼产业转型，为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健康

的不断改善做出长久的贡献。 

 

评估结果概述 

牡蛎作为我国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水产品，与蛏、蚶、蛤被称为中国传统的四大养殖贝类。

牡蛎养殖产量在我国养殖水产品中位居前列，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牡蛎养殖量最大的国家。

目前我国沿海养殖的牡蛎品种丰富，养殖方式多样，其中以长牡蛎、福建牡蛎、香港牡蛎等

种的筏式养殖为主。牡蛎养殖所采用的苗种既有人工育种，也有自然海区采集的苗种，养殖

周期从数月到两年不等(周昌仕, 2013)，最终的产品形式及销售渠道也较为多样。 

近年来我国的牡蛎养殖产业快速增长，产业不断做大，但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如牡蛎的各类病害种类繁多，对应防治手段目前较为缺乏，难以做到综合治理(陈皓文，陈

阳, 2007)。目前我国养殖的牡蛎多为本土野生种类，养殖牡蛎逃逸对生态环境及野生种群

的潜在影响较低；但有少数新选育的优良品种在试验扩大养殖，未来需开展相关新选育种对

自然环境中野生种群的影响研究，以避免大批量养殖的潜在不利影响。在野生种群苗种补充

日趋减少的背景下，对野生苗种的依赖不利于自然种群的保持，因而也出现了需要工厂化苗

种补充的现象(周昌仕, 侯晓梅, 李肖敏, 王玉斌, 2016)。这也提示未来需要加大人工苗

种的供给，减少对野生苗种的依赖。 

当前我国的牡蛎养殖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正负两个方面：牡蛎通过滤食水体中的浮

游生物及有机颗粒获得能量，将海水中的碳元素用于自身贝壳的生长，在净化水体的同时发

挥着生物碳汇的生态功能。然而，在养殖实践中，养殖户为追求产量最大化，存在盲目提高

养殖密度的现象，养殖密度超出海区自净能力导致不能及时净化的有害物质在底层堆积，对

栖息地造成不利影响(蔡清海, 2001)，并易产生连锁反应，增加各类灾害疾病的发生概率。

牡蛎养殖过程中并不涉及严格意义的饲料使用，且基本未见使用化学品防治疾病或敌害。养

殖中遇到的敌害多为近海常见的各类食肉动物，多采取人工捕抓或驱除的方式消除(宫一震, 

2007)。这些措施简单有效，不会对生态系统或驱逐对象种群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 

 

 

图 1 牡蛎养殖生态表现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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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牡蛎养殖产业存在养殖海域缺乏合理规划和管理，产业发展缺乏规划与引导，

对养殖中频发的病害、近海环境质量日益下降等问题缺乏治理及管控等方面的不足，这些都

将成为未来产业与相关政府需要合力解决的工作重点(周昌仕, 侯晓梅, 李肖敏, 王玉斌, 

2016; 牡蛎专家组, 2017)，但海鲜明鉴团队评估认为牡蛎是高产、低碳的本土水产品，属

于绿色 – 对生态环境较为友好的养殖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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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水产品概况 

1 物种生物学特点介绍 

牡蛎，又称生蚝，海蛎子等，遍布全球温带和热带的各大洋沿岸水域。我国常见的牡蛎

有 20多种(姜峰, 2013)，目前我国最主要养殖的牡蛎有三种，分别是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福建牡蛎(Crassostrea gigas angulata)、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

均属牡蛎科动物。长牡蛎主要生长在长江以北，浙江、福建、台湾地区主要养殖的是福建牡

蛎，两广海域主要养殖的是香港牡蛎。 

香港牡蛎是近江牡蛎的一种，壳型细长，外壳浅灰色，壳边缘近绿色，软体部颜色呈暗

褐色，闭壳肌痕褐色。是我国的地方种，分布于福建以南的沿海地区(郑小东, 曲学存 et 

al. 2013)。 

 
图 2 香港牡蛎 

福建牡蛎之前常被称为葡萄牙牡蛎，其壳型变化较多，近长形或圆形，两壳近扁平，附

着面大，右壳面比较光滑，壳面为青色或褐色。有的个体壳面有明显放射辄存在，左壳面有

轻微放射肋结构。壳内面呈白色，闭壳肌痕褐色。分布于长江以南沿海的潮间带至浅海(郑

小东, 曲学存 et al. 2013)。 

长牡蛎又称太平洋牡蛎、日本真牡蛎，潮间带的野生牡蛎壳较小，壳型极不规则，有长

形、近三角形、近圆形等。壳内面大部分为白色，闭壳肌痕为褐色、黄色，近圆形。而自然

采苗养殖的牡蛎壳较大，壳形比较规则，近长形或圆形。壳面密生鳞片，壳面呈淡黄色或褐

色。在我国分布于长江以北的潮间带至浅海(郑小东, 曲学存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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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牡蛎 

 

牡蛎养殖广泛分布于我国沿海省份有淡水注入的浅海、滩涂地区。牡蛎肉青白色，质地

柔软细嫩(沪投联盟, 2018)，富含蛋白质，牛磺酸，锌、铁、硒等人体所需营养成分(秦华

伟, 陈爱华, 刘慧慧, 邹荣婕, 张华威, 2015)，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近年来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作为常见的海产品牡蛎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2 贸易相关介绍 

牡蛎是我国重要的贝类养殖品种，年产量达 487 万吨，属于沿海地区常见水产品，近几

年来我国牡蛎产量数据见下表 1(农业农村部渔政管理局, n.d.)。中国牡蛎产量巨大，也是

世界上第一大牡蛎生产国(庞耀珊, 谢芝勋, 谢丽基, 邓显文, 刘加波, 2012)，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生产的牡蛎占据全球牡蛎产量的 82%。中国生产的牡蛎除本国消费外，也出口到其

他国家，主要的出口目的国家为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处理过的

牡蛎制品为主，年出口量达 8千多吨。同时我国也从韩国、新西兰日本等国进口少量牡蛎制

品，相比出口份额非常少，年进口量约 150 多吨(王莎等, 2016)（图 3）。 

 

图 3： 中国主要牡蛎出口产品类型及目的国（数据来源：海关年鉴） 

牡蛎作为全球常见的海产品，其市场在售产品种类也多样化，有传统的带壳/剔肉鲜售、

带壳冷冻，还可加工成肉干，蚝罐头、蚝油、蚝鼓、牡蛎粉、口服液、酒等多种类产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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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2015)。牡蛎的销售分为四种渠道：1.本地销售主要是新鲜售卖；2.销往外地，主要是

收购商上门收购；3.集散地销售，将牡蛎集中运输到某地进行转售；4.出口，出口到世界其

他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周昌仕，郇长坤，慕永通, 2014)。近年来牡蛎的市场销售逐年上

升，除去以上传统销售途径外，借助互联网的电商销售也逐渐发展起来，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总供给量亦不断增加。 

 

3 常见名及产地 

牡蛎在辽鲁被称为海蛎子，闽粤称为蚝的鲜活牡蛎就是我们吃货们口中的生蚝了。牡蛎

一称同样被人熟知。欧洲人称牡蛎是“海洋的玛娜”（即上帝赐予的珍贵之物），“海洋的牛

奶”(沪投联盟, 2018)。牡蛎为我国沿海地区常见的水产品，以山东（主乳山、烟台、荣成）、

福建（主莆田、漳州、宁德）、广东（主汕头、阳江、湛江）、广西（主钦州、防城、北海）

等省份为主产区(牡蛎专家组, 2017)。各牡蛎主产区近年来产量保持稳步增长，侧面反映出

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表 1）。 

 

表 1： 中国牡蛎主产省份 2013-17 牡蛎养殖产量变化分析表（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4 食用安全风险评估 

牡蛎营养丰富，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的鱼类食用建议，推荐成年人

每周食用 2-3 次牡蛎（每次 4盎司左右，约 110 克），儿童每次量减半，以从牡蛎中获取有

益营养元素。牡蛎一般在春、冬季节上市较多(车向庆, 2016)，在选购上可选择饱满、均匀

的个体。常见的牡蛎替代产品包括其他常见的贝类产品，如扇贝、蛤类、贻贝等，价格相似，

亦是不错的料理食材。 

牡蛎属于滤食性贝类，以滤食周边水环境中的微藻类及有机碎屑为主，其食用安全性与

生长海域的水环境质量息息相关，而在后端的运输及加工中较少出现食安风险隐患。关于牡

蛎的食品安全报道主要集中在重金属、致病菌等检测超标的问题，此类问题与其分布海域周

边人类活动相关。研究发现牡蛎养殖场周边如有工业区、住宅区等大量陆源污水入海，该海

域重金属污染程度普遍较高，指示高风险养殖环境下养殖牡蛎的食品安全风险较高(王丽玲，

胡小玲，白艳玲, 2004)。 

此外，近些年微塑料（粒径小于 5mm 的塑料颗粒）在水生生物体内检出的报道使得塑料

污染逐渐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热点，滤食性贝类如牡蛎等则更易受水体内微塑料污染的影响。

Jia Teng 等人通过对我国沿海 17 个地区的养殖牡蛎进行抽样检测发现，84%的样品中有微

塑料的检出，微塑料平均含量为 2.93 个/牡蛎个体，该含量水平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中

低水平(Teng, Wang et al. 2019)。另外南方海域出产的牡蛎含量水平明显高于北方，研究

者认为这与牡蛎生长的水体环境有关(Teng, Wang et al. 2019)。目前微塑料对人体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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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风险尚无明确定论，但海鲜明鉴建议在牡蛎的选购上建议挑选来源可追溯，养殖于较深或

人类活动少海域的牡蛎，同时注意养殖牡蛎地区的水质状况，避免购买产自水质不达标水域

的牡蛎产品，以降低食用污染牡蛎的风险。海鲜明鉴也在此呼吁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适用企业

们与研究机构和公益组织们群策群力，逐步消除塑料废弃物对海洋生态和我们自身健康的风

险，也希望广大吃货们通过声音和行动多多支持。 

牡蛎虽是夏天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但食用牡蛎要注意季节并学会鉴别。欧美国家通

常推荐在含有字母“R”的月份（九月到来年四月）食用牡蛎，主要原因之一是晚春到盛夏

是赤潮多发季节(GALLARY 2015)。当海水中有毒藻类被海洋贝类滤食后，其毒素易在贝类体

内蓄积，形成“贝毒”，常见有麻痹性、腹泻性贝毒等，多种贝毒热稳定性高，蒸煮后食用

依然会导致中毒。我国历史上曾有食用贝类中毒事件发生，多出现于赤潮高发季节。因此，

消费者可以在我国的赤潮高发期 5-7 月期间谨慎选择食用野生牡蛎（郭皓等，2015），但养

殖牡蛎环境相对可控，风险相对较小。 

另外，夏季是贝类普遍产卵的季节，营养物质大量消耗，牡蛎比较消瘦。而目前广泛养

殖的三倍体牡蛎是人工培育的具有三套染色体的牡蛎，除了具有生长快、抗逆性强、肉质好

的优势外，还因无法繁育后代而保持稳定生长，因此肉质可以保持全年肥美，也不会因过度

繁殖而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青岛前沿海洋种业有限公司 2019)。目前夏天餐桌上的

肥蚝，大部分是三倍体牡蛎。 

 

图 4. 沿海 17 个地区养殖牡蛎体内微塑料抽检结果(Teng, Wang et al. 2019) 

 

基于上述信息，海鲜明鉴认为： 

✔ 从 9月到来年 4月是食用国产牡蛎的适宜时段（11月-2 月的冬季最佳），人工培育

的三倍体牡蛎是可以全年选购的美食。 

✔ 选择来自水质监控良好的养殖场或者寒冷水域培养的牡蛎。 

✔ 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时注意鉴别牡蛎来源，了解捕捞海域或者养殖方式等信息以判断

安全风险。 

✔ 建议政府、零售餐饮行业、各地环保组织特别加强对贝类食品安全的监管，及时公

布近海污染状况信息和赤潮预警，防止出产于水质不达标的海域或有可能含有贝毒的牡蛎流

向市场。 



 

9 

 

评估正文 

评估项一 养殖模式与管理状况 

养殖模式与产业介绍概况 

蚝的中文名是牡蛎,属牡蛎科或燕蛤科，是双壳类软体动物，主要分布于温带和热带各

大洋沿岸水域。牡蛎多生活于河口地区，不耐受高盐度环境(沪投联盟, 2018)。牡蛎是我国

的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年产量达 480 多万吨，占据全国贝类总产量的 10%左右，在我国有

2000 年以上的养殖历史。近五年来我国牡蛎总产量稳步增长，反映出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

近两年来牡蛎养殖面积略有下降，与我国加大对近海环境保护，取缔不合理养殖等举措相关，

但总产量并未受影响（表 2）。我国目前主要养殖三种牡蛎，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福建牡蛎(Crassostrea gigas angulata)、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

牡蛎养殖不仅能提供水产品，也有净化和过滤水体的功效。此外牡蛎养殖地区存在类似于自

然潮间带牡蛎礁的生物多样性群落，具有相似的生境价值(王为民，王云龙, 2013)。 

 
表 2： 中国 2013-17 养殖牡蛎总产量及面积变化（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我国牡蛎养殖在北方以巨蛎属的长牡蛎为主，浙江、福建、台湾地区主要养殖的是福建

牡蛎（葡萄牙牡蛎），两广海域以养殖香港牡蛎为主（表 3）。部分品种如长牡蛎为 80 年代

从日本引种，福建牡蛎为 2007 年引进品种(王华青，张志杨，梁和平, 2014)，其余大多数

牡蛎为本土原生物种。不同牡蛎物种的耐盐耐温及抗病害、生长速度等性状存在差异，因此

牡蛎养殖需根据本地情况选择合适的物种。牡蛎养殖的苗种多来源于野生采苗或工厂化人工

育苗，将采苗器（常见有贝壳、水泥棒、瓦，石棉水泥棒等）或附着基以垂下或铺设的方式

置于河口滩涂等地区，在气候、水文条件适宜条件下，采集牡蛎浮游幼体，待其附着到基质

上形成“眼点”完成苗种采集，之后苗种经过在缓流区（或虾池）暂养使其附苗坚固，分养

后可移挂到养殖区进行育成养殖(劳赞, n.d.)(李华琳,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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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常见牡蛎分布（数据来源：研究论文） 

常见的牡蛎育成养殖模式有插桩、底播、筏式养殖（包括浮排吊养，沉排吊养，和浅海

吊绳）、笼式等多种养殖方式，其中插桩和底播属于较原始养殖方式。插桩需采用水泥桩或

竹木桩等养殖依附物，将其打桩固定在海底，且养殖过程中需防止倒桩、及时移养保证养殖

效率。底播则受限于养殖面积，产量较低且牡蛎生长速度受到滩涂食物限制生长较慢(周昌

仕, 2013; 徐鹏飞, 2003; 李华琳, 2006; 王丽, 2015)。筏式养殖则利用塑料球等组成浮

筏之后（用桩固定）以养殖绳挂附着基（贝壳）吊养(陈舜，伍德瀛, 2003)，比滩涂底播养

殖产量多且节约滩涂。笼式多于海底附着生物较少且单体养殖牡蛎时使用，牡蛎生长不受空

间限制，最终成体壳型美观大小均匀，养殖作业接近浮筏养殖(王华青，张志杨，梁和平, 

2014)。 

牡蛎养殖中的日常管理包括及时洗刷污泥，及时清理牡蛎身上的附着物以避免与牡蛎争

饵料影响生长，注意防止吊绳缠绕，防御敌害（如藤壶、肉食性螺类等），有害气象（如赤

潮，台风等）的影响(陈舜，伍德瀛, 2003)。一般养殖 2-3 年收获，部分种如长牡蛎 5-8 个

月即可收贝，一些种如香港巨牡蛎则需 3-5 年才可收贝(周昌仕, 2013)，收货前部分地区将

牡蛎移到饵料丰富水域做育肥处理，以利于上市(徐鹏飞, 2003; 李华琳, 2006)。收获季节

多在牡蛎最肥满的冬季和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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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牡蛎养殖模式（以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为例）(FAO 2019) 

为提高牡蛎产量产值及抗病性等性状，解决我国近海多年连续养殖出现的种质退化、部

分牡蛎品种受近亲繁殖等影响生长缓慢，死亡率高等问题，中国也开展了许多牡蛎育种工作，

通过杂交选育、家系选育，分子标记辅助等多种方式选育优良种系，已成功实现培育三倍体

种苗，海大一号、金蛎一号、华南一号等选育或杂交牡蛎的部分品种已成功推广养殖，部分

选育品种则处于实践阶段(宁岳，郭香，曾志南，祁剑飞，巫旗生, 2016; 肖述，喻子牛, 

2008)。针对牡蛎养殖中排放各类氮、磷等物质，富集水中重金属和病菌的特性，中国近来

开展了牡蛎、龙须菜套养模式的探索，龙须菜通过光合作用将无机碳转化为有机碳供牡蛎使

用，而牡蛎排泄物则被龙须菜吸收利用，从而实现互利共生(罗茵，方琼玫, 2018; 钱思, 

2018)。尚有部分研究尝试对牡蛎体内的重金属和致病菌等微生物进行脱除，利用维生素 C

还原剂及紫外线等净化贝类，提高安全性(张楚妃，马庆涛，林清, 2018; 慕翠敏, 2014)。  

当前我国牡蛎养殖产业面临机械化程度低、缺少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不高、病害逐渐

增多等问题，由不合理养殖规模（密度过大）导致的牡蛎死亡也时有发生。此外，随着我国

牡蛎养殖规模的扩大，也出现了海域使用矛盾突出、近海环境污染加剧、养殖户分散经营无

序、行业缺乏自我管理，产业发展欠缺政策引导和规范等诸多问题。 

我国牡蛎产业缺乏规划，很多养殖海域水质逐年变差(周昌仕, 侯晓梅, 李肖敏, 王玉

斌, 2016)，牡蛎养殖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海鲜明鉴建议在未来加大对牡蛎养殖的监

督管控，合理规划养殖发展区域，建立配套设施、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产业有序健康发展；此

外加大对牡蛎养殖环境的治理力度，推动牡蛎信息监测预警系统的建立；政府可针对产业发

展程度低的特点，给予相关技术及政策的扶持引导，促进产业走向高科技装备，科学养殖；

对各类养殖病害污染进行研究分析，开展适宜的贝类净化工作/试点，加大对消费者菜篮子

安全问题的管控。 

 

政府监管 

我国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水产养殖的法律法规，从选址生产到最终流通上市均有相应的法

规管理相关养殖、流通行为。在牡蛎养殖中，需要在符合国家海洋功能区规划或陆地符合养

殖规划的地点开展相关的养殖活动，并完成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估。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

府均要求相关企业个人办理海域使用证、养殖证，缴纳海域使用金等相关手续，并主动接受

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养殖过程中对废水废弃物的排放处置、化学品的使用均有相关的规定

(董双林, 2011)，严禁对环境和食品安全造成危害的养殖行为；最终的上市流通环节也有相

应的配套监督抽查以验证水产品来源可靠、安全。 

中国对牡蛎养殖的管理要求采用通用的水产及滩涂养殖规范制度，并未建立专门的特定

养殖管理法规或制度。在牡蛎养殖中，常见的政府管理难点集中在海域环境的污染及养殖区

域规划的合理性。部分地区养殖海域缺乏合理规划和管理，存在养殖户不合理使用养殖海域

致使养殖牡蛎被污染等海域使用混乱问题。此外相关政府对所在辖区近海水质的监控力度有

待提高，部分地区在流通环节也缺乏有效监控，存在伪造地理标志等“劣币驱逐良币”的问

题(周昌仕，郇长坤，慕永通, 2014)。以上各类管理问题需与养殖用海规划等相关产业规划

一并综合解决。此外，牡蛎养殖中还存在的难点问题还包括如何处置暴发的病害，合理科学

采苗选种，如何科学增大经济收益等，地方养殖技术站等专家力量有限，在出现疾病、灾害

时难以及时充分应对等诸多问题。 

与此同时，养殖过程中长期使用近海滩涂、各类塑料浮筏等对环境的影响监测评估缺乏，

相关产业保险体制不健全(伍晋宏，鲁洋，李晋文，刘松竹, 2016)，产业发展，养殖规划（密

度）等缺乏有效引导。未来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主管部门逐步跟进解决，才能有效提升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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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养殖产业的形象。 

综上所述，海鲜明鉴团队认为牡蛎养殖产业的政府管理有待提高，虽然目前产业已经非

常大，但相应的科学合理规划与管控尚有不足。未来建议政府设立相关产业发展规划政策，

加强近海海洋环境监控、引导产业合理发展，通过合理规划发展养殖海域、采取有序合理的

养殖手段等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同时加大对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确保新鲜、优质的产品能

进入市场，拒绝劣质，难以追溯产品混淆市场；针对牡蛎的生物富集特性，还需定期在市场

端开展牡蛎体内重金属，致病菌等的相关检测工作，并适时开展源头的牡蛎净化及有害物质

残留量监测工作，提高水产品的安全性，增设相关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公布近海污染状况信

息，防止水质不达标的海域出产的贝类流向市场，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安心。 

评估项二 栖息地影响 

栖息地影响 

牡蛎养殖一般位于沿海滩涂或浅海地区，这些地方属于重要的咸淡水交汇处，一般生物

多样性较高。经研究，养殖牡蛎不仅可以净化或过滤水体，而且牡蛎养殖设施周边会形成并

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较高的生物群落，与大型底栖生物群落显著不同但至少与自然潮间带牡

蛎礁具有相似的相对生境价值(王为民，王云龙, 2013)。另外，牡蛎对水体中浮游生物及有

机颗粒的滤食可以将海水中的碳固定，用于其自身软组织及贝壳的生长，从而起到碳汇功能，

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这在海洋酸化的大背景下有着重要意义。 

但牡蛎养殖业同样会对栖息地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高密度、持续的牡蛎养殖使得养殖区

底质有机物中的硫化物升高，水质富营养化会在高温季节引发赤潮造成牡蛎大量死亡，死亡

的牡蛎如不能及时清除又会引发交叉感染及水质污染(秦安庆, 2000)。此外牡蛎养殖区域

的海底常年堆积的牡蛎排泄物无法完全靠海洋自身净化分解，同时长期密殖还引起海水中营

养成分逐年减少乃至水质贫瘠(蔡清海, 2001)。高密度养殖超过生态系统合理承载上限，不

利影响的持续累积容易引发养殖区域生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显著降低，导致海域生态系统

不稳定及生境退化(张玲，李政菊，陈飞羽，江涛，吕颂辉，江天久, 2015)。这些都能够对

栖息地及相关生物造成不利影响。 

为减少牡蛎养殖对周边生态的破坏，可采取的手段包括设置合理的养殖密度，合理管控

养殖区底质底泥堆积状况，采用植物套养等。此类措施不仅长远上有利于牡蛎产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也有利于改变目前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系统栖息地，逐渐恢复栖息地的原有生态功能，

同时减少诸如赤潮等有害海洋灾害的发生。 

海鲜明鉴于此评定牡蛎部分地区的不科学养殖会对所在的栖息地产生不利影响，不合理

的养殖密度和周期会进一步加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引发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养殖区域自然灾

害频发，牡蛎养殖产量下降等问题。对此建议牡蛎产业及相关政府加大对受牡蛎影响栖息地

等的监测和评估，及时掌握受影响栖息地状况，并开展牡蛎养殖良好操作规范推广，推进牡

蛎养殖走向高质发展，同时保护所在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功能完整。 

评估项三 化学品使用与病害防治 

化学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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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养殖属于开放海域养殖，其养殖过程中并不使用化学品；而对开放水域、海水水交

换快的近海而言，使用化学品也难以产生效果。对于养殖过程中在牡蛎群体上出现的敌害，

一般采用手工或工具捕抓驱除的方式；对于出现的病害一般难以使用化学品进行治疗，多待

其自然恢复或死亡。牡蛎苗种的采集过程中，人工工厂化育苗可能使用少量抗生素，如青霉

素(杨春，苏秀榕，李太武, 2003)等对亲贝或幼贝进行消毒，未见其他在牡蛎养殖过程中使

用化学品的报道。 

有鉴于此，海鲜明鉴认为牡蛎养殖中极少使用化学品，处于开放水域养殖的牡蛎在育成

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品，仅在陆基池塘养殖等阶段存在少量化学品使用，总体而言各类化学品

的违规使用及对应污染等风险低。 

病害防治 

牡蛎的养殖中存在较多的疾病危害，主要分为 4大类：微生物疾病，原生生物疾病，后

生生物疾病和非寄生性疾病。微生物疾病包括病毒性，细菌和真菌性，各种致病微生物多，

常可引起牡蛎大批死亡；寄生虫类包括帕金虫，单孢子虫一类，一旦爆发病害传播快且难以

治疗；后生动物主要是蠕虫和寄生节肢类，一般致病较轻，不至于杀死寄主；非寄生类疾病

主要与环境有关，诸如赤潮中的亚历山大藻，米氏裸甲藻等有毒甲藻均可引起寄主牡蛎染病，

在高浓度赤潮时可引起牡蛎死亡。另外还存在各类附着生物与牡蛎竞争空间食物等造成其死

亡的现象。牡蛎的病害暴发多会感染同一养殖片区的其他牡蛎，但对周边野生种群的影响有

限。牡蛎的各类疾病暴发通常不是单一病因，而多是受一种疾病侵染后抵抗力下降引起第二

或三种病原生物感染，且病害多与所处环境相关。当环境优良时，牡蛎往往较为健康。 

目前针对牡蛎养殖出现的各类病害处置主要是通过免疫防治、培育优质品种等基因手段

进行对抗，而不是通过药物治疗等传统手段(时少坤, 2016)。牡蛎养殖不当，不仅会出现死

亡减产，还会出现“水蛎”现象，使得牡蛎发育缓慢，体质弱不能食用(钟方杰, n.d.)。目

前我国对各类疾病缺乏系统深刻的研究，且在管理治疗上缺乏统筹，缺少远见性(陈皓文，

陈阳, 2007)，对疾病难以做到综合治理和持久效果。 

鉴于以上研究分析，海鲜明鉴在此评定牡蛎养殖业目前存在多种病害，但多与养殖环境

恶化息息相关（多由不合理养殖密度引起）。未来需加大对环境的整治保护，同时加大对相

关病害和防治的研究投入，减少产业总的病害困扰，推进可持续有序科学养殖，缓解病害对

产业的负面打击。 

 

评估项四 养殖对象逃逸风险及处置 

逃逸风险 

牡蛎属于固着生物，一旦附着便终身不移动，因此除去少数脱落外不存在成体逃逸。但

在牡蛎的繁殖季节，雌雄牡蛎会向海里散出大量配子，成千上万的配子在水中形成新的浮游

幼体，因为目前中国近海养殖的牡蛎多为本土物种，其苗种亦从天然水域中采集，因此相关

苗种逃逸的风险评估为不存在。对于部分引种品种，如长牡蛎，为中国 80 年代从日本引入

种，但其本身在中国沿海已存在野生群体。 

与此同时针对养殖业中频繁暴发的病害问题，养殖牡蛎配子的传播一般不具备将亲本疾

病等扩散到自然环境中的能力。此外中国沿海自然环境中的牡蛎群体，多受海岸带和潮间带

消亡，过度采捕等影响，导致野生资源匮乏，逃逸后代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补充了衰减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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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野生资源。 

不同品种的养殖是否会由于配子传播在自然海区形成杂交子代的担忧则可以借鉴相关

科研成果。研究发现我国常见养殖牡蛎品种的种间杂交后代不具有生长优势，远缘杂交后代

则形成隔离致死(苏家齐, 2015)。据此我们认为杂交后代存活影响生境的潜在风险低，且多

年来在中国近海传统牡蛎养殖地区并未有报道新杂交或优势的牡蛎物种出现，可初步排除此

担忧。 

对于选育物种、杂交物种的逃逸目前尚未见到相关的研究或报道，且中国选育、杂交品

种的推广处于实验期，目前仍以野生本土品种养殖为主(薛明, 2004)。以此同时，通过对广

东、福建一带葡萄牙牡蛎的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种群间遗传多样性都较高，

此外人工苗种群多样性低于野生苗群体(翁朝红，谢仰杰，肖志群，王艺磊, 2016)，证明野

生种群并未受到人工养殖苗种扩散的不利影响。 

海鲜明鉴评定当前中国养殖牡蛎逃逸风险低，考虑其多为本地物种且野生资源处于衰减

状态；部分新培育的杂交、选育品种推广后潜在的配子扩散到自然环境中对生态系统，周边

生境的影响未知，但考虑为影响有限，主要是因为野生牡蛎种群资源的衰减及人类捕捞活动

的活跃。但未来仍需建立相关的野生种群状况调查监测及选育品种对野生种群影响等的环境

影响评价监测机制。同时建议建立对相关养殖品种区域等的记录，便于日后查阅。 

 

评估项五 饲料需求 

饲料中野生鱼占比与可持续性 

牡蛎为滤食性生物，无论是在苗种培育还是成体育成阶段均以滤食水体中的浮游植物、

底栖微藻和悬浮颗粒有机物为食物。部分工厂化育苗厂在苗种育苗期投喂培育的单细胞藻类

作为饵料食物(钱思, 2018)。全养殖过程中不涉及鱼粉鱼油，因此对应饵料中野生鱼占比可

以忽略，此环节可持续性评估表现优。 

评估项六 种质来源 

种质来源 

我国用于牡蛎养殖的苗种多通过自然半人工或人工工厂化育苗获得，获取的苗种多为本

土养殖的品种。中国沿海存在许多牡蛎苗采集的天然场所，如广西钦州湾，苗农通过在合适

的时节投放附着基来获取用于养殖的苗种(莫新, 2004)。部分自然苗场如茅尾海，近年来随

着海底淤泥堆积加重，及入海河流上游用水增大使得流入采苗场的淡水锐减，采苗场冬季盐

度偏高致使牡蛎幼苗死亡严重，自然采苗大幅减产。因此，很多养殖地区会转向从外地购买

野生或工厂苗(周昌仕, 侯晓梅, 李肖敏, 王玉斌, 2016; 钟方杰, n.d.)。 
我国已实现如长牡蛎、福建牡蛎等常见牡蛎养殖品种的工厂化育苗，能保证苗种的自给

自足(巫旗生，曾志南，宁岳，祁剑飞，文宇, 2015; 张豫，宋爱环, 2008)。但近年来我国

沿海出现了养殖牡蛎个体变小、生长缓慢、冬季死亡率高等现象，提示苗种可能存在退化问

题(于瑞海，李琪，王照萍，孔令峰, 2014)。之前对广东，福建一带葡萄牙牡蛎的遗传多样

性进行研究，也发现不同地区种群间遗传多样性都较高，此外人工苗种群多样性低于野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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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提示需警惕长期人工育苗导致种质衰退(翁朝红，谢仰杰，肖志群，王艺磊, 2016)。 
对此种质问题中国也开展了许多专业的育种工作，运用杂交选育、选择选育、分子标记

辅助等多种技术手段培育优良牡蛎苗种，目前已实现第一个选育牡蛎新品种（海大一号）的

正式推广，部分地区三倍体牡蛎及许多正在实验的新品种的养殖也在进行(丛日浩, 2014; 

肖述，喻子牛, 2008; 赵笛, 2014)。此类新培育的苗种更适宜人类的养殖生产需求，也能

缓解人们对野生苗种的索取，但未来对野生种群的影响未知，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图 6 “海大一号”长牡蛎（数据来源：中国水产频道） 

据此海鲜明鉴评定牡蛎养殖中对野生苗种的索取在近年来近海环境恶化背景下存在索

取过度问题，表现在野生采集的苗种量减少且自然环境野生种群减少。未来需加强近海环境

和野生种质资源的保护，保护好牡蛎的物种和基因多样性，，同时转变为适度获取野生苗种，

避免过度采捕。此外，还需加强养殖苗种选育及种质多样性保护，工厂化育苗、人工选育、

杂交育苗等大批量生产苗种的方式能缓解对野生苗种的索取压力，但对野生环境及物种的影

响未知，因此未来需针对人工培育的新苗种开展相关苗种与野生种群、当地生态环境关联影

响的评估分析，在确保不危害野生种群生息保持的基础上，方可大范围推广养殖。 
 

评估项七 对野生动物，尤其是受胁物种的影响 

野生动物接触 

根据相关的调研发现，牡蛎在养殖过程中，与其接触的野生动物多为欲抢占其生存空间

的竞争者或觊觎牡蛎肉的捕食者。此类野生动物根据多方面报道包括：藤壶、海鞘、苔藤虫、

穿孔海绵、贻贝等附着性生物；水鸟（如蛎鹬）、蟹、蟳类等食肉性动物；河豚、鳐鱼、海

星等啃食生物，还有海葵类、苔藓虫、石灰虫等与牡蛎争食、固着基等。对于绝大多数天敌

或竞争野生动物，目前多采用人工采捕、或太阳暴晒、切换水层、设拦网片、惊吓等多种方

式驱除或杀死(宫一震, 2007; 徐鹏飞, 2003; 陈皓文, 2008; 陈舜，伍德瀛, 2003)。这

其中绝大多数为无危的近海常见生物，在养殖过程中杀害此类敌害并不会对其野生种群造成

影响，少数如水鸟可能为国际受胁或国家保护动物，但多以驱赶或惊吓的方式进行驱除，并

未对其进行捕抓或造成其死亡。 

此外牡蛎养殖过程中未发现与 ETP 物种接触的相关记录，这与其现有养殖模式、沿海潮

间带为多的地理位置相关；但评估发现许多养殖户对养殖中相关野生动物的接触缺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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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执法管理部门也难以对众多牡蛎养殖场执行监督管理职能。 

海鲜明鉴评定牡蛎养殖过程中虽会吸引周边野生动物前往，甚至形成小规模的新生态群

落，但所涉及的野生动物基本为近海常见无危品种。对竞争、捕食者的处置以驱除和捕抓为

主，虽会杀死部分野生动物但并未对其种群或生境造成影响。此外对于潜在可能受保护的水

鸟等多以驱赶或惊吓的方式驱除，并未使用致命手段。但许多养殖场未做到相关野生动物接

触的记录，对应执法管理部门在监督管理上也未能覆盖到位，这些都是未来需进一步提高完

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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