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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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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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蛏类，俗称蛏子，包括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大竹蛏（Solen grandis）、长竹
蛏（Solen strictus）等常见竹蛏科（Solenidae）物种，是我国沿海地区常见的本土养殖种类。
目前我国蛏子的养殖年产量约达 80 万吨，其中，浙闽鲁三省贡献了超过 80%的产量。蛏子
的养殖多在沿海池塘或开放滩涂进行，一到两年即可收获。蛏子为滤食性动物，养殖模式属
于粗放型的海水养殖。 

 

蛏类 ©海鲜明鉴首席生态手绘师 李玉强 
 

蛏子的养殖目前虽然从选址建设到最终产品上市均存在相关的监管制度及措施，但养殖
户使用违法违规化学药品和药残超标各类违规事件屡见报道，表明蛏子养殖业的总体监管水
平有待提高。蛏子养殖多利用沿海池塘或滩涂浅海，部分养殖区域由于陆源污染和养殖自身
污染导致水质不能达到养殖标准。蛏类作为滤食性贝类，极易富集多种污染物，建议政府和
零售餐饮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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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水质不达
标的海域出产的蛏子流向市场。蛏子养殖过程中的病害不多，常见的吸虫感染目前尚无有效
治疗手段，主要以预防为主。在蛏子养殖过程中不直接使用饲料，但肥水过程中会使用少许
鱼虾浆、微生物促进剂等促进食物藻类的繁衍，总体而言不存在饵料可持续性的担忧。在种
质来源上，目前野生苗种及人工苗种均有使用，建议在更多使用人工选育苗种进行合理的增
殖活动的同时，也营造适合野生种质资源保护恢复的生态环境。 

当前，蛏子增养殖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正负两个方面：蛏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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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生物碳汇这一关键生态功能。然而广大养殖户们为追求产量产值，为清除天然敌害生物，
时有发生使用甲氰菊酯、三唑磷等未列入国家水产品准用渔药的违法违规行为。中国的滨海
滩涂湿地是我国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不可或缺的生态屏障，发挥着维持生物多样
性、净水固碳、存续渔业资源等诸多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更是每年往返于北极圈-东亚-东
南亚-大洋洲之间数以百万计的迁徙水鸟的觅食、越冬、繁殖场所。为追求蛏类一个养殖种
类的单产而在具有国际保护价值的滩涂湿地中长期施用诸多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高毒性的
药品，有可能严重危害野生渔业资源、底栖动物多样性以及摄食滩涂上的无脊椎动物和小型
鱼类为食的水鸟、海鸟等，这是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广大滨海居民和海鲜消费者的
健康均为不负责任的行为。 

 
综上所述，海鲜明鉴团队评估认为蛏子虽然自身属于高产、低碳的本土水产品，但蛏类

养殖产业的生态友好程度亟待提高。为此明鉴团队的推荐级别为黄色 – 有显著整改空间和
必要性的品类。海洋生态安全和人类的健康福祉息息相关，为了确保我们能安心地享受这道
亲民鲜甜海味，建议政府、学界、民间环保组织、采购商和零售商，以及广大海鲜吃货们携
手帮助、敦促、监督养殖产业加速向生态友好、社会负责的方向转型升级。 

养殖水产品概况 

1 物种生物学特点介绍 
蛏子通常指软体动物门截蛏科（Solecurtidae）和竹蛏科 (Solenidae) 动物，是我国常见

的贝类水产品。常见的市售蛏子包括以下几个种：截蛏科的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
近江蛏（Sinonovacula rivularis），竹蛏科的大竹蛏（Solen grandis）、长竹蛏（Solen strictus），
均分布于我国沿海地区，属于本土物种。 

 

缢蛏 ©海鲜明鉴首席生态手绘师 李玉强  



 

长竹蛏 ©海鲜明鉴首席生态手绘师 李玉强 
 

 

大竹蛏 ©海鲜明鉴首席生态手绘师 李玉强 

 

近江蛏©海鲜明鉴首席生态手绘师 李玉强 
蛏类均是滤食性贝类，以水体中的多种浮游植物（如硅藻类）和有机碎屑为主食。 我

国常见的养殖物种包括缢蛏、大竹蛏、长竹蛏、近江蛏等。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



是我国传统的四大养殖贝类之一，肉味鲜美、营养丰富；贝壳约长 6 至 8 厘米，外壳两端圆
润，壳表面粗糙且质地较厚，生长线显著，外壳多为土黄色，也常因磨损脱落而呈白色。主
要分布在中国和日本沿海的软泥或泥沙底质的中低潮区，属于广温和广盐性营穴生滤食性物
种(薛兴华, 2007)(龚孟忠, 2011)。长竹蛏（Solen strictus），贝壳长约 7-11 厘米，质地薄脆，
表面较光滑，一般为黄褐色或浅红褐色，前缘平直，后端圆润，两壳合抱呈竹筒状，分布于
日本、朝鲜及我国渤海湾到南海沿岸的滩涂中，生活于潮间带中下潮区至浅海泥沙滩中，耐
广温广盐，已实现人工增殖和养殖(万为民, 2016; 蔡玉婷, 2012)。大竹蛏（Solen grandis）
外形和长竹蛏相仿，贝壳较宽，长达 12 至 15 厘米，分布于太平洋西岸北起我国、日本、朝
鲜，南至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广阔区域，生活在潮间带至 20 米水深以内的砂底海
区，个体较大，已实现人工育苗，并存在人工养殖及放流增殖活动(管涛, 2011)。近江蛏
（Sinonovacula rivularis）是近年来发现的物种，于 2006 年定名，属于缢蛏属中的新种；生
长比缢蛏快，外形较缢蛏瘦长，耐低盐度水，近年来养殖面积也在沿海地区不断扩大(陈茂
利, 2011; 黄标武, 2015; 黄瑞，2012)。 
 
2 贸易相关介绍 

蛏子为区域性水产品，主要在沿海地区生产、消费。蛏子可以鲜售，也可加工或腌制成
蛏干，供长期储存及食用，其产品形式相对单一。鉴于其区域性消费、可替代水产品众多等
特点，近来蛏子的消费需求及市场规模相对平稳，产量增长也相对平缓。 
 
3 常见名及产地 

缢蛏，又称小人仙、马刀等；竹蛏通常称蛏子；大竹蛏成为蛏子王。 
蛏类养殖区域以浙江、福建和山东为主（如浙江乐青三门、福建长乐龙海、山东海阳），

三省产量占我国蛏子总产量的 80%以上。辽宁、江苏也有较大的蛏类产量(农业农村部渔政管
理局, n.d.)。 
 
4 食用安全风险评估 

蛏子属于底栖滤食性动物，以滤食周边水环境中的微藻类及有机碎屑为主，因此和其他
底栖贝类一样，蛏类极易富集多种污染物，其食用安全与水质状况和养殖方式有高度的相关
性。目前有相关报道发现部分区域在售蛏子体内氯霉素和孔雀石绿超标(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网站, 2016)，指示在养殖或流通环节（后者可能性更大）有违规用药的存在；连云
港及周边海区采集的缢蛏研究发现铜，铅重金属含量普遍超标(安贤惠, 2005)，说明近海环
境恶化已经影响了海产品品质的水平；但也有许多地区的蛏子检测合格，如青岛对大竹蛏农
药残留进行检测，结果均低于国家有害限量标准值(周明莹, 2008)。 

我国近海赤潮（亦称有害藻类水华，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
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有害生态现象）在晚春至初夏为
高发期。赤潮生物中的有毒藻类被海洋贝类滤食后，其毒素便会在其体内蓄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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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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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水质不达标的海域出产的蛏子流向市场。同时建议消费者们尽量选购
可追溯来源的水产品，尤其是有良好操作认证的产品。虽然每年初夏是蛏类最肥美的时期，
但是 5-7 月也是我国赤潮的高发期（郭皓等，2015），当缺乏产地和水质信息时，在此期间
减少或避免食用包括蛏类在内的滤食性贝类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4%E6%BD%AE/8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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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蛏类的养殖模式基本相同，在此选取最常见的缢蛏详细介绍。 

 
缢蛏，俗称蛏子，是我国最常见的养殖贝类，养殖方式包括池塘养殖（沿海的泥质或泥

沙质池底）、滩涂养殖等。缢蛏养殖池内设有环沟和中央沟，用于施肥，池内尚有一定面积
的中央滩面用于养殖，还需设置独立养殖池以培育肥水（繁殖饵料生物）(张玉胜， 2012; 林
国兰, 2016)，并存在与鱼虾蟹套养成功的养殖新模式(浙江象山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2018; 车
向庆， 2013)。部分地区利用沿海滩涂进行养殖，多利用内港滩涂，在蛏田上方驻堤或围网，
并搭建水口、环沟等，在保护蛏子的同时避免退潮时积水。缢蛏的养殖可采用自然海区采集
的苗种或人工繁殖苗种，多在春节前如农历 10 月中旬下苗，辽宁、山东、江苏的养殖户也
常在 3-5 月份投苗，部分下苗较晚的地区则需要更大的苗种或更长的生长期，早播有利于蛏
苗回复和在低温中度过适应期。池塘养殖过程中，除需周期性换水补充蛏子生长所需营养物
质、排出排泄物等有害物质外，还需施用碳酸氢铵、过磷酸钙、豆浆、鱼虾浆等作为肥料调
节水中营养成分，但需控制适宜的量。蛏子从投苗到上市的生长过程中，存活率受到敌害、
食物及生活环境（水质，底质）等的制约，在控制好相关生长因子后，可提高成活率及收成。
蛏子养殖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品主要用于驱除敌害，部分化学品对环境存在不利影响，需谨
慎使用。养殖过程中病害较少，除去常见的吸虫病外，较少出现规模性疾病暴发。现有报告
显示蛏子养殖中出现大面积死亡，原因多为养殖模式不当导致的密度过大、饵料缺乏、生活
环境恶化。缢蛏的养殖周期在半年到两年之间，一般经过 10 个月的放养第一年即可收获上
市(刘春巧, 2008)，一年蛏大多从大暑开始采收秋分收完，二年蛏的收获时间是清明前后开



始到立夏(特种水产养殖, 2015)。常见的采集方式包括蛏钩钓、蛏锄或锹挖掘、高压水枪喷射
法、盐卤刺激法等，也有养蛏人在泥沙底部铺设网片阻止其潜入过深并用于快速收获(许建, 
2011)。养殖区域以福建、江浙为多，北到山东、南到海南均有对应养殖产业存在。部分地
区温度饵料充足时年可养 2-3 季(龚孟忠, 2008)。 

 

图 2：常见蛏子养殖模式及收获图解 

缢蛏的养殖模式属于简单粗放型，现在已有部分地区尝试在其特定生活史阶段使用水泥
池等提高其养殖水平及可控性(薛宝宝， 2017)。缢蛏在养殖过程中并不会主动‘逃跑’，但到
繁殖期会释放成千上万的配子到水中或因环境因素（如敌害或泥沙质不佳）而离开原有环境。
蛏子属于沿海养殖且养殖模式开放性较高，在特定时期如台风季、暴雨季等容易受到环境的
影响而导致减产。 

蛏子是我国沿海省份常见的全年在售海鲜，大中型内陆城市的生鲜商超和农贸市场也常
见到。蛏子不仅可以鲜食，也可制作成干/腌制品供下菜或煲汤，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近五年来中国蛏类水产品的养殖面积、养殖产量信息请见下表，包含主要产区及对应产
量占比图。从图表可以清晰发现，近五年来中国蛏子养殖的面积不断减少，但总产量却稳步
上升。浙江、福建和山东为中国主要的蛏子产地和消费地，这三地连续五年名列中国蛏子养
殖产量的前 3，产量逐年均有增长，三省总产量占据全国产量的 80%以上。位居第四与第五
的江苏及辽宁地区近五年的产量存在波动，江苏蛏子养殖产量近年来呈现出逐年缩减的势
头、辽宁产量则趋于稳定(农业农村部渔政管理局, n.d.)。 



 

 
近年来野生蛏子资源由于自然生长环境退化、不可持续的利用（如采用高压水枪冲击滩

涂等近乎掠夺式的捕捞(管涛, 2011)）方式导致资源量锐减。目前些许地区仍存在野生蛏子
的捕捞作业，但总产量仍以养殖为主。蛏类水产品的流通以国内消费为主，国际市场贸易为
辅。目前已知的仅有我国南方地区存在活蛏出口韩国的情况。 

目前蛏子养殖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且部分地区存在不合理使用化学品的问题(中国水
产论坛, 2018)，部分海区自然苗种资源日益减少(徐义平, 2000)，此外还存在现有养殖模式受
自然环境影响较大等诸多问题。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养殖作业水平，同时恢复自然
资源。 

政府监管 

我国当前颁布并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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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应的管理。在蛏类养殖中，需要在符合国家海洋功能区规划或陆地国土面积规划的地点
开展相关的养殖活动并提前做好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估。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均要求相
关企业个人办理海域使用证、养殖证等相关手续，并主动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养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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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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上市流通上时通过市场端监督抽查以验证水产品来
源是否正当、安全。 

中国对蛏类养殖的管理要求与其他常见水产品养殖规范相同，不存在专门或特定的养殖
管理法规或规范。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政府对位于沿海滩涂等重要海岸带
的蛏类养殖进一步要求确保其养殖活动合理合规。当前相关管理法规不断发展完善，但对应
普法、监督执行方面仍有待提高，不时爆出的市售蛏类水产品药残检测不合格、养殖过程中
不科学使用化学品事件也从侧面反映了相应监管有待加强。目前对于较少暴发疾病的蛏类的
病害管理也处于初步水平，仅依赖地方养殖技术站等提供相关专家服务，部分突发病害应对
存在盲目使用化学品、不及时处置等问题。 

与此同时，对养殖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品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长期养殖对滩涂、泥沙底
质破坏等问题，缺乏监测与管理，对自然资源减少等资源状况缺乏了解及针对性保育措施。
相关管理制度尚未围绕生态系统整体性而展开，产业发展缺乏规划与目标。这都将是未来主
管部门提高管理监督水平、推动产业合理良性发展的努力方向。  

海鲜明鉴团队据此评估蛏子养殖的政府管理有待完善，虽目前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
不断加强，相关管理规范不断健全，但对于实际养殖中出现的排放、药物使用等仍缺乏执行，
此外部分领域如蛏病害处理等领域依旧处于空白，产业发展缺乏政府规划，管理制度及执行
有待完善。 

评估项二 栖息地影响 

栖息地影响 

养殖蛏子的池塘或滩涂均位于沿海地区。池塘养殖多通过建埕、利用原有虾池或鱼类养
殖池塘改造、不破坏周边生态开挖新池塘等方式。滩涂养殖多将原属于自然的泥沙地址海边
潮间带进行改造，以利于蛏子生长。在池塘养殖及滩涂养殖中均需周期性翻耕原有养殖地区
以防止原址的滩涂或底质老化、变黑变臭。翻耕所产生的富有有机质的黑臭烂泥等废弃物一
般就近丢弃处置，一定程度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尤其是滩涂等开放水域地区。 

部分滩涂由于养殖时间过长，连续 3-4 年的养殖，导致逐年积累的腐殖质超出海区滩涂
的自净能力，加上苗种放养前清除、翻耕不彻底，使得蛏田所在的滩涂老化、变黑、变硬、
发臭，破坏原有滩涂环境及依赖滩涂生存其他生物的家园，也会污染周边海洋环境(陈聚法, 
2005)。也存在部分养殖户为追求产量加大放养密度及盲目操作，导致蛏子由于缺乏食物或
养殖密度过大环境恶化而大批量死亡，一定程度也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蛏子的养殖过程中，排放水主要是为了纳入新的富含浮游植物等营养物质的水，排出贫
营养水，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养殖户将使用了化学品、甚至是尚未降解的有害化学品残留
水直接排入自然水体中，一定程度上污染、破坏了周边的水体(特种水产养殖, 2015)。此外在
开放滩涂为驱除养敌害而使用的药物等化学品不仅破坏周边生态环境，也降低了所在滩涂的
生物多样性。目前中国对小而散的沿海养殖户，包括蛏子养殖户缺乏相应的排放监督与检查，
虽存在排放相关的规定，但实际执行不到位，制定排放政策时尚未能依据当地的环境承载力
评估来设定合理的排放上限。  

养殖的蛏类除产生生物性排放，如粪便和假粪的沉积易导致养殖区域底质老化外，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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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通过对浙江近海贝类的碳汇强度进行
估算后发现，蛏类在各种贝类中年均固碳量最高（权伟等，2014），这在海洋酸化的大背景



下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海鲜明鉴认为蛏子的养殖在某些地区对当地原有栖息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

响，虽存在相关水产养殖废水排放标准，但实际排放缺乏管控，处于开放滩涂地区的养殖行
为尤其缺少监管。目前不仅需要加强相关排放物、所处栖息地的管理管控，同时需要推进科
学、可持续的养殖操作模式，科学合理利用其生物碳汇功能，逐步减少对所在栖息地的不利
影响。  

评估项三 化学品使用与病害防治 

化学品使用 

为了修整养殖环境、肥水、杀死敌害生物及治疗病害，缢蛏等蛏子在养殖过程中会使用
各种化学品。修整养殖环境过程中多使用漂白粉（氢氧化钙等）、石灰粉（碳酸钙）、1%氢氧
化钠及常见杀“杂鱼杂蟹”等化学品如敌百虫（二甲基-(2,2,2-三氯-1-羟基乙基)磷酸酯）等清理
原有池塘的有害物质、病菌和潜在敌害； 
 常见的用于肥水的化学品有：尿素（碳酰胺）、二胺、过磷酸钙、含铁改良剂硫酸羟基

氧化铁等，这类化学品主要用于促进环境中藻类的增殖，提供需要的营养成分，多不会
对近海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此外还会使用豆浆、鱼虾浆、家畜粪肥等作为肥水原料
(陈度煌, 2010)(林国兰, 2016)； 

 蛏子养殖过程中的敌害包括捕食幼蛏的蟹类、肉食性螺类和底栖鱼类等，另外端足目甲
壳动物过多会干扰蛏的摄食，浒苔等暴发会竞争微藻类营养影响蛏子食物来源。对此，
部分养殖户使用多种化学药品来杀灭这些敌害生物。文献和新闻报道的化学品包括敌杀
死（溴氰菊酯）、灭扫利（甲氰菊脂，禁用渔药）、来福灵（S-氰戊菊酯）、敌百虫、三
唑磷等，或是采用自行配置的石灰水、漂白粉、烟屑浸出液进行驱除(刘瑞义, 2006)(黄
标武，黄瑞, 2012)。甲氰菊酯类、三唑磷等化学品对蛏类敌害生物如鱼类等具有高毒性，
能够造成目标生物大量死亡，贝类体内的残留也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在开放滩涂使用或
不当排放池塘施药废水会对周边环境生物产生毒害影响，环境风险较高；相对而言，石
灰水，漂白粉等此类化学品对环境影响较小； 

 此外为了治疗蛏子养殖过程中的病害，也会在育苗过程中使用氯霉素、头孢氨苄等抗生
素防止初生幼体感染(张玉胜，王英光，刘希军，李志敏，梁久征，杜英超, 2012)，并在
成体育成中使用寄生虫杀灭药物，这类药物对周边环境亦会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各类化学品中，石灰水、过磷酸钙等非有机化学品对环境影响周期短，可通过自然

降解等快速失去作用和毒性，对环境影响较小。抗生素类及制剂型化学品半衰期较长，对养
殖及周边环境会产生连续多日的影响。部分化学品，如敌杀死（溴氰菊酯）、灭扫利（甲氰
菊脂）、来福灵（S-氰戊菊酯）、敌百虫（0,0-二甲基-膦酸酯）、三唑磷（Triazophos，
C12H16N3O3PS）等为明文禁用或未列入水产品准用渔药名单的农药，直接在滩涂、海产养
殖中使用会破坏当地生态。虽然有相关管理单位的明令禁止，仍有多地报道在蛏类养殖中违
规使用三唑磷事件。此外还有使用如氯霉素等国家禁用的化学品(农业部渔业局, 2017; 曾令
兵, n.d.)，提示蛏类养殖中存在相关的违规化学品使用风险。 

由于我国水产品市场尚处于供不应求状态，部分养殖户只看到生产效益，忽视质量安全，
导致我国水产品非法使用、添加违禁药物以及兽药残留超等标问题仍然突出。目前我国已制
定《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兽药管理条例》、《无公害食品渔药使用准则》、《食品动
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和《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作为



国家和市场层面执行的主要依据和标准，用以规范水产品养殖用药(中国水产养殖网, 2009)，
且对违法违规现象原则上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2017 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
究所起草制定的水产行业标准《渔药使用规范》正式发布实施，以保障我国水产养殖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总体而言，我国对水产养殖各类禁用和准用渔药的更新、相关渔药流
通的监管和水产品用药规范及宣传等工作尚未能全面有效地开展，频繁出现的水产品化学品
检测超标(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2016)或不合理使用化学品的报道，说明对相关
规章制度的执行有待加强。数量众多的中小规模养殖户相关安全养殖知识水平欠缺且生态意
识薄弱，同时，由于进入增养殖滩涂湿地交通不便的问题，也给相关渔业部门的实地监管工
作带来诸多困难。部分地区相关政府部门也存在监管能力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等问题。目前
已有象山等地方政府将多类高致毒性农药明确列为滩涂及海产养殖禁用类型并开展相应执
法治理(将军, 2018)，值得各地沿海政府学习借鉴。 

根据上述事实，海鲜明鉴认为目前蛏子养殖中对化学品的使用指导、监督和管控方面存
在不足，多地时常见报的违规化学品使用事件说明相关执法的有效性有待提高。虽然相关化
学品规范、禁用渔药等规章制度已经存在，且各沿海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用药的查
处力度在不断增强，但是目前已经颁布的渔药使用相关规章制度是否有能效涵盖蛏子养殖中
使用的化学品种类，尚需深入调研评估，相关规章制度的执行与监管水平也有待提高。建议
在国家层面尽快出台更严格完善的有关水产养殖化学药品使用规范的法律法规的同时，沿海
各地行政执法管理机构也可以与当地科研机构和民间环保组织加大合作力度，共同加强宣传
教育，同时监督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病害防治 

蛏子的养殖一般较少像鱼虾养殖等出现周期性或突发性的病害，除部分地区存在水质管
理不到位、养殖环境底质污染或饵料不足、引入含有有毒藻类的水源等造成蛏子死亡等状况
之外(林其章, 2009)(江苏赣榆县永东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0)，总体而言病害等问题较少。
但蛏子育成中仍存在几种常见疾病： 

“黑根病”，是由寄生在缢蛏体内的一种泄肠吸虫的胞蚴和尾蚴引起的常见病。寄生在蛏
子的肝、生殖腺、肠壁和肌肉里的泄肠吸虫吸取蛏体营养物质，破坏其组织。发病时缢蛏的
壳缘和外套缘发黑,闭壳肌较松弛,体质消瘦，严重时整个内脏会被吃光(薛兴华, 2007)。应设
法阻断吸虫生活史，特别是有这类病史的养殖区建议加大清塘药量以彻底杀灭宿主和虫卵。
该疾病常见于我国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区，感染率为 30%左右，死亡率为 50%左右。一般
低潮区和沙底质地区感染率低于高潮区、土底质的养殖区(未知, 2012)； 

另有一类类似的鳗拟盘肛吸虫寄生在蛏子的腮瓣和其他部位，对其呼吸有影响。此类吸
虫于春末至夏初由感染链进入缢蛏等宿主，两年蛏最易受影响，防治方法有待摸索；若能在
一定时间捕杀白虾，虾虎等阻断寄生虫生活史有一定效果。该疾病主要感染 5 个月左右的幼
蛏，浙江、山东等地均发现过感染案例(未知, 2012)。 

目前针对蛏子养殖中出现的病害多采用常规性杀灭寄生虫的药物，预防管理措施多以施
用预防性药物及主动清除潜在的吸虫生活史宿主为手段，同时注意清除其余寄主（多为终宿
主的各类小鱼）以阻断其生活史。目前缺乏有效的针对性方法根治此类疾病。由于蛏子养殖
在开放的滩涂区域或池塘中，吸虫病的暴发是否会随着养殖区域与周边环境的水体交换等而
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目前尚未在公开研究中发现相关资料。但根据吸虫的生活史判断，这
会对周边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此外，目前在管理上缺乏相关执法手段及时发
现蛏子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病害并有效处置、防止其扩散，相应疾病传播及周边环境影响风险
缺乏评估与监测，同时业内缺乏有利于阻止疾病扩散的相关良好操作或指南。 

由于目前在出现相关疾病后缺乏有效治疗手段且对养殖中的潜在疾病发生缺乏有效的

http://www.csres.com/detail/292963.html


预防、监管，海鲜明鉴对蛏子养殖中的疾病管控项评估为有待提高；但蛏子养殖过程中较少
出现病害等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病害对养殖业自身及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 

评估项四 养殖对象逃逸风险及处置 

逃逸风险 

蛏子属于营穴居物种，一般养殖于池塘中的蛏子难以逃逸，养殖于开放滩涂水域的蛏子
因堤坝、围网的存在也难以逃逸。养殖的蛏子在每年的 10 月左右进入繁殖季(高创新, 2013)，
雌雄成熟个体开始向水体中大量喷出配子形成受精卵，受精卵可随养殖排放水或开放滩涂的
涨退潮进入自然水体，进入水体的自然配子数量难以统计且无法通过有效措施阻止其‘逃逸’。 

养殖的蛏子多为中国沿海常见分布的物种，逃逸个体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小；但部分物
种如近江蛏原产于福建省闽江口(陈茂利, 2011)，目前在全国扩大养殖，其逃逸个体对养殖
地区原有生态环境的影响尚未可知。此外不同地区的优势种蛏科物种不同，引种养殖形成的
逃逸是否会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亦未知。养殖的蛏子目前尚不存在转基因或改良选育物
种，均为原生物种进行人工增养殖，据此判断蛏子养殖的逃逸风险较低，对周边生态产生不
利影响的可能性低。 

评估项五 饲料需求 

饲料中野生鱼占比与可持续性 

蛏子的养殖过程中基本不需要使用饲料，因为蛏子属于滤食性动物，主要以单细胞藻类
如硅藻等为主要食物来源(林其章, 2009; 林国兰, 2016)。在池塘养殖中多使用豆浆、鱼虾浆
等作为肥水的原料(刘瑞义, 2006)，并不直接喂食饲料；位于开放滩涂养殖的蛏子则完全依
赖自然水体交换带来的饵料作为食物来源。目前仅发现在极少数情况下使用少量鱼糜、配合
饲料利用蛏子滤食有机碎屑的特点进行喂食，但这种操作不仅成本高且容易破坏水质(陈度
煌, 2010)，属个别案例。综上所述，蛏子在养殖过程中基本不需要使用饵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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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蛏子的主要养殖物种中，大竹蛏，缢蛏等均实现了工厂化人工育苗(徐义平, 2000; 
管涛, 2011)，但在实际养殖中仍然会采购自然海区苗种，主要是从福建及浙江一带蛏苗丰富
的地方采集(张岩岩, 2016)，多在冬天长途运输，但存在运输费用昂贵及死亡率高的问题(莫
永凯, 2008)。近年来受到海水水质下降、滩涂沉积加快、气候异常等多种因素影响，蛏苗在
自然海区也呈现资源量日趋减少的趋势(张岩岩, 2016)(徐义平, 2000)，但随着部分地区开始
重视近海环境保护，缓解相关污染问题，部分地区如海阳市等(海阳市渔业技术推广站课题
组, 2008)也随着水质、底质好转逐渐出现野生苗。 

总体而言，虽然不少地区、大规模养殖户开始进行人工繁殖或购买工厂化苗种，自然苗



种资源目前仍然是蛏子养殖的主要苗种来源(林国兰, 2016)。野生苗种价格略低、抗逆性强
的优点明显。野生资源目前在中国沿海海区的状况不明，缺乏相关的评估及研究资料，但部
分文献指出自然海区苗种及资源存在逐年短缺的问题(徐义平, 2000)，也有文献声称相关增
殖放流活动有利于恢复自然苗种资源(董建波, 程建新, 陈栋, 陈爱华, 吴杨平, 2016)。 

鉴于目前对野生苗种资源仍有依赖，且根据部分报道相关自然苗种资源状况并不乐观，
海鲜明鉴认为未来蛏子养殖需减少对野生苗种的依赖，同时开展沿海生态环境恢复，加大选
划和管理蛏类野生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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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鸟类专家观察和养殖户反应，鴴鹬类水鸟如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IUCN-EN)、
斑尾塍鹬(Limosa lapponica)(IUCN-NT)、蛎鹬(Haematopus ostralegus)(IUCN-NT)在滩涂地区
经常摄食幼蛏。我国沿海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徙路线的中段，蛏类投苗的春、秋季
节正逢水鸟过境高峰期，因此增养殖活动和鸟类冲突显著。蛏养殖户通过大声惊吓（如放炮）、
悬挂鲜艳标志物、障碍物等驱赶鸟类。也有养殖户张网捕杀有受保护或濒危水鸟的现象，但
相关资料时限较久远，且根据报道已及时制止此类行为(中国台州网, 2009)。目前蛏子养殖
中普遍缺乏对相关敌害驱除的记录监测，同时对于野生动物的接触及处置措施，除去部分受
国家保护物种外，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实际操作中，相关野生动物（即便涉及受保护物种）
的接触、处置更多依赖养殖户的自觉，缺乏有效的监测管理措施。近年来中国多地也发布了
相关的鸟类保护规范措施及各类“清网活动”(南方日报, 2018)，但相关效果未见更新报道。 

蛏子在养殖过程中主要的野生水生或底栖敌害生物包括在滩涂湿地活动的底栖肉食鱼
类（鰕虎鱼类、鳗类、蛇鳗类等）、蟹类、肉食性螺类等(特种水产养殖, 2015) ，此类为沿海
常见生物(魏友海, 2012)。如前文所述，养殖户为防治敌害，在投苗前及养殖过程中使用敌杀
死（溴氰菊酯）、灭扫利（甲氰菊脂）、来福灵（S-氰戊菊酯）、敌百虫、三唑磷等化学品直
接杀灭水生敌害(刘瑞义, 2006)(黄标武，黄瑞, 2012)。这种使用高毒性化学品的“大清洗”式喷
洒会对滨海湿地的多种鱼类和无脊椎动物造成严重危害，也可能造成以滩涂湿地的小型贝
类、多毛类、甲壳类、鱼类等动物为食的水鸟、海鸟的食物短缺，甚至对它们的生存繁衍造
成致命打击。我国的滨海湿地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已经消失过半。据生态专家估计，黄渤海沿
岸滩涂类型的湿地损失更高达七成以上，是近年来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也是沿
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域。依赖我国滨海湿地觅食、越冬、繁殖的候鸟类高达有 22 种为
全球受威胁物种, 99 种水鸟种群数量超过全球或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种群数量的 1%。
在中国的滨海湿地具有很多候鸟的关键栖息地,有多达 16 个调查点水鸟的数量超过 20,000
只，140 个水鸟调查点满足国际重要湿地、国际重要鸟区或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伙伴网络
(EAAFP)标准（张正旺，2017）。 

综上所述，海鲜明鉴根据各类文献数据发现部分地区存在因防御水鸟等养殖敌害捕杀濒
危或受保护物种的记录，当前状况未知，尚待深入调查；更值得担忧的是广泛报道的增养殖
活动中对滩涂湿地水生敌害动物违法违规使用高致毒性化学品进行广泛毒杀的行为。为追求
蛏类一个养殖种类的经济效益，而在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生态屏障和具有国际保护价值
的宝贵滩涂湿地中长期施用诸多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具有高毒性的药品，有可能对野生渔业
资源、湿地生物多样性和以滩涂上的无脊椎动物和小型鱼类为食的水鸟、海鸟这一生态文明
指标类群造成毁灭性打击，这是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甚至广大滨海居民和海鲜消费者不负责
任的行为（马超, 2018）。 



海鲜明鉴团队建议在我国国际重要滩涂湿地和各级滨海湿地类型保护区内和周边区域
优先加大力度推进中央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落实退养还滩，在增加滩涂类型
保护地的梳理、面积和管理水平的同时，积极探索保护地友好型的生态渔业模式，实现水鸟、
滩涂贝类、渔民社区的和谐共存。在重点蛏类增养殖区域也应当鼓励探索推广生态友好型养
殖模式，吸纳国内外最佳养殖操作标准实践经验。在高保护价值的滩涂湿地鼓励采用蛏钩钓
法和盐卤钓法，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采收蛏类对滩涂生态的干扰，还能保留住这些传统的
中国乡土赶海技艺，同时作为生态教育和休闲渔业的内容邀请游客亲自体验，一举多得。上
述举措可以协助落实《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要求，推动蛏类增养殖产业提质增
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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