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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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是我国海水养殖产量最大的鱼类，2022 年养殖产量 257 683 t，产值近 

30 亿元人民币。目前我国养殖大黄鱼主要集中在福建省和浙江省，分别占全国产量的 84%和 14%。大黄鱼

养殖模式中常见的有网箱养殖、池塘养殖、内湾围网养殖、港湾网拦养殖等。其中，内湾网箱养殖占总量

的 85%以上。我国已出台一系列规范水产养殖的法律法规，从规范选址、苗种选择、养殖用药、上市流通

等均有相对应规定，并对大黄鱼的用药减量、病害管理、配合饲料使用等方面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大黄鱼

养殖产业的绿色健康发展。同时，行业也出台了多项大黄鱼养殖相关标准，用于规范大黄鱼产业链的繁育、

养殖生产、加工等各个环节。福建省针对大黄鱼用药开展专项整治，打击喹诺酮类、磺胺类兽药违规使用

行为。 

 

网箱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产生残饵、排泄物等有机废物，长期沉积可能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目前

大黄鱼养殖普遍存在网箱密度过高的问题，造成水体交换能力下降，加剧水体污染的效应。同时也会引发

大规模病害，并对周边其他的鱼类资源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大黄鱼养殖较为常见的病害包括细菌性疾病

(如肠炎、烂尾烂嘴、烂鳃等)、寄生虫病(如纤毛虫、指环虫、本尼登虫等)、白点病、水霉病等。其中由

弧菌属细菌引起的疾病，因其发病率高，流行范围广，危害最为严重。为了控制病害的爆发，网箱大黄鱼

养殖中存在恩诺沙星等抗生素的普遍使用现象，以及敌百虫、福尔马林、硫酸铜、硫酸亚铁等起到杀菌杀

虫剂。此类药物的使用需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然而近年仍有恩诺沙星监测超标事件发生，同时也有违规

使用氧氟沙星的情况。 

 

由于近岸传统网箱抗风浪能力较弱，易受台风等自然灾害破坏，养殖大黄鱼逃逸事件时有发生。由于目前

的养殖苗种几乎都来自于人工选育个体，逃逸后个体在野外生长、繁殖，有几率形成稳定种群，对野外种

群的基因多样性产生潜在威胁。此外，人工网箱养殖的大黄鱼未经筛选而进入野生环境也可能会造成疾病

传播的风险。 

 

目前而言大黄鱼养殖产业的配合饲料使用率依然较低，养殖户仍然以冰鲜杂鱼为主要饵料进行投喂，配合

饲料使用率约为 25%，专家估算目前当年养殖鱼（平均 150g 以下）饵料系数约为 1∶（5～6），跨年度养

殖大鱼（平均 200g以上）饵料系数约为 1：（7～8），该产业仍然高度依赖野生渔业资源。 

 

目前的大黄鱼养殖苗种以官井洋种群选育的宁德大黄鱼养殖群体为主，宁波市培育的 60%以上岱衢族鱼苗

用于增殖放流，苗种人工选育程度较高。其中以“富发 1 号”为代表的官井洋族系苗种及“甬岱 1 号”为

代表的岱衢族苗种最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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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养殖与野生动物接触的信息记录较为缺乏，除养殖网箱可能堵塞海洋生物洄游通道外，可能有鹭类

捕食养殖对象的情况，养殖户一般通过假设防鸟网或者飘带的方式减少相关损失，对野生动物产生显著影

响的风险较低。 

 

综上所述，海鲜明鉴认为大黄鱼养殖产业存在养殖密度高、病害频繁、逃逸风险较高、对野生渔业资源依

赖程度高等问题，养殖环境负责任表现有待改进。因此海鲜明鉴对我国养殖大黄鱼的评级为黄——总体可

持续性良好，但仍有改善空间的品类。 

 

 

 

 

养殖水产品概况 
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硬骨鱼纲，鲈形目（Perciformes），石首鱼科（Sciaenidae），黄鱼

属，又名黄花鱼、黄瓜鱼、黄鱼等，体色金黄、嘴唇红艳，为我国传统“四大海产”（大黄鱼、小黄鱼、

带鱼、乌贼）之一，是我国近海主要经济鱼类。 

 

大黄鱼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海中部以南直到琼州海峡以东的我国沿海约 60米等深线以内的某些海域，我国福

建、浙江及琼州海峡东部全年均可以见到。我国捕捞大黄鱼产量最高的省份依次是浙江、福建、广东。由

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过度捕捞，我国野生大黄鱼资源迅速减少。为了保护和恢复大黄鱼资源，我国从 80

年代开始对大黄鱼人工养殖进行研究。随着人工养殖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大黄鱼的人工养殖规模也不断

扩大，以福建省为例，大黄鱼的人工养殖, 从 1994 年的几百箱, 发展到 2000 年 30 万箱以上。养殖区主

要集中在福安北斗、福鼎沙埕、宁德的青山、黄湾、城沃, 霞浦东安、盐田、霞山, 罗源湾、连江坑园、

福清柯屿、平潭钟门等海区。
[26]

目前，我国已经构建了完善的大黄鱼养殖产业技术支撑体系。
[15]
到 2010

年，我国大黄鱼的年产量在 10万吨左右，其中福建省产量近 9 万吨，浙江省 3000到 5000吨，广东也有数

千吨产量。
[8]
2022 年中国大黄鱼养殖年产量为 257 683 t，年产值近 30 亿元人民币，其中福建产量为 215 

231 t，浙江产量约为 36 000 t，广东产量约为 5 000 t。
[1]
 

 

我国大黄鱼的销售市场不断向内陆开拓，逐渐的遍布全国，并进入了国际市场，福建宁德市成为了我国大

黄鱼的产销中心，全国的养殖大黄鱼多由宁德市中转销售。大黄鱼产品主要有冰鲜、冷冻大黄鱼及腌渍大

黄鱼。由于受运输条件的限制，活鱼运输困难，目前国内主要销售以冰鲜鱼和冻鱼为主，并以腌渍鱼辅助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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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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鱼养殖模式中常见的有网箱养殖、池塘养殖、内湾围网养殖、港湾网拦养殖等。其中，内湾网箱养殖

占总量的 85%以上。
[22]

 

 

网箱养殖常见的网箱规格有 3 米×3 米、4 米×4 米、5 米×5 米等，养殖户通常采用 4 米×4 米规格的网

箱，深度在 5～8 米，网箱包括由木板制成的渔排和尼龙网片缝制的渔网。网箱养殖模式中有几大重要因

素，即海域选择、制造工艺、设置方式、放养密度等。
[24]

一般选择风平浪静、潮流畅通的港湾海区布设网

箱。一般而言，暂养鱼种的网箱规格相对较小，养殖成鱼的网箱则相对较大。原因在于：大网箱养殖可扩

大鱼的活动范围，提高鱼的品质及商品价值，提高成活率从而降低养殖成本。另外，放养密度这一因素至

关重要，大黄鱼的放养密度根据网箱内水流畅通情况及规格来决定，适宜的放养密度能够提高产量和效益。

大黄鱼网箱养殖放养密度太低会导致残余饵料量增加，既增加了成本，又影响了大黄鱼的生长环境；而密

度过高会导致部分大黄鱼摄食不足，影响生长。
[24]

 

 

目前传统大黄鱼养殖网箱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海域条件和不同养殖阶段鱼体规格进行加大和

加深，逐步发展成面积可达 400m2 以上、水深可达 10m 以上的多框位大网箱养殖。该养殖模式 100g规格的

鱼种投放密度约 40尾/m3，水体平均单产可达 12kg/m3～15kg/m3。该创新模式的潜力和养殖鱼的品质都得

到一定幅度的提高，但抗流能力和安全系数有所下降，需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塑胶网箱是在传统筏式网箱的基层上，采用塑胶材料（HDPE）对网箱框架和浮球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的一

种模式。与传统的渔排相比，塑胶渔排有安全性高、避免泡沫塑料白色污染、以及环保可回收利用等诸多

优势。但相比传统渔排，塑胶网箱投资成本高。
[21]

 

 

深海网箱养殖需要在相对较深海域(一般深度大于20米)使用深海专用网箱养殖大黄鱼。深水大网箱养殖是

近年刚发展起来的一种大黄鱼筏式网箱养殖形式的补充。框架主要采用 HDPE材料，网衣材料采用聚氯乙烯

或铜合金，每只网箱养殖水深约 10m。因其设置海域流速较大，主要利用大规格鱼种进行大黄鱼成鱼养殖。

该模式养殖水体空间较大，为大黄鱼提供较大的生长空间。但因水流急，大黄鱼生长缓慢，养殖成本过高

及抗流和风浪能力有待提高等原因，该养殖模式普及程度不高。目前该模式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南麂岛、大

陈岛、普陀山等半开放或开放的海域。
[12][21]

 

 

围栏养殖模式是1999年开始兴起的一种大黄鱼养殖模式，主要包括利用低潮线以下的内湾浅海区的插杆式

围网养殖，港湾和库湾的网拦养殖等方式。该种养殖模式与传统小网箱养殖相比，具有鱼体活动空间大、

病害少、成活率高等优点，且可利用天然生物饵料作为补充，饵料成本相对较低。但这种养殖方式受到适

养海区少、抗灾能力弱、投资较大等因素限制，且也存在多年养殖后因底质污染而流行鱼病等问题。目前

发展规模较小，养殖面积近 50公顷。
[21]

 

 

池塘养殖模式对池塘结构、底质条件等要求较高，一旦水质管理不善极易流行鱼病而全军覆没。1998 年福

建省池塘推广面积多达 2万多亩，而目前大约仅为 3000亩～5000亩，且多以阶段性养殖为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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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我国大黄鱼养殖模式面积
[1]
 

 
 

目前，大黄鱼养殖主要集中在福建省和浙江省，分别占全国产量的 84%和 14%。2022 年中国大黄鱼养殖年

产量为 257 683 t，年产值近 30 亿元人民币，其中福建产量为 215 231 t，浙江产量约为 36 000 t，广

东产量约为 5 000 t。
[1]
在福建，养殖区主要集中在宁德海域，约占全省产量的 75%。

[22]
此外，还有福州

连江县，浙江沿海的温州市 、台州市、宁波市、舟山市，以及广东省的惠州惠东县也是大黄鱼养殖的重要

产区。
[7]
 

 

表 2 2020 年大黄鱼养殖区域及养殖网箱数
[7]
 

 
 

大黄鱼养殖从 3cm 长的鱼苗养到商品鱼可分为鱼种培育和成鱼养殖两个阶段。养殖周期（从放苗到养成商

品鱼出售）视商品规格要求不同，通常为1-2年不等。其中，鱼种培育(全长3-10cm的培育阶段)在春季的

4-5 月份或秋季的 10-12 月份开始投放鱼苗，大多采用海区网箱培育；网箱规格通常为 3m×3m×4m，投放

密度约为1万尾/箱，随鱼苗长大，不定期进行分箱。成鱼养殖即从50g/尾的鱼种养殖至 350g/尾的成鱼需

8-15 个月，养成商品鱼时每箱 1,500尾左右，以平均 0.4kg/尾重计，每箱可产商品鱼 600kg。不同的养殖

户养殖成活率差异大，平均存活率为 70%，最高可达 90%，最低则为 30%。
[14]

 

 

政府监管 

我国已出台一系列规范水产养殖的法律法规，从规范选址、苗种选择、养殖用药、上市流通等均有相对应

规定。2003 年，农业农村部出台《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对养殖用水、养殖生产、渔用饲料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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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养殖用药进行统一要求；2020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

推动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对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广、养殖尾水治理、水产养殖用药减量、

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水产种业质量提升进行了强调要求。在水产养殖用药减量方面，提出大黄鱼、鲆鲽

类等海水鱼类重点防控病毒性神经坏死病、刺激隐核虫病、大黄鱼内脏白点病等；在“配合饲料替代幼杂

鱼行动方案”中提出，2020 年在浙江、福建、广东，每省建立 2 个试验推广点以上，并提出大黄鱼海水养

殖鱼类推广点配合饲料替代冰鲜幼杂鱼率不低于 60%。
[19]

2022 年，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发表《关

于加强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的意见》，从环评管理和布局优化、实施养殖排污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监

管和执法检查、加强政策支持与组织实施四个角度提出要求，推进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 

 

另外，关于大黄鱼养殖生产相关环节，行业已出台多项相关标准。福建省大力推进大黄鱼产业标准建设工

作，国内相关大黄鱼标准也均以福建为参照，制定了 GB/T32755-2016《大黄鱼》、GB/T36206-2018《大黄

鱼配合饲料》、NY/T5060-2005《无公害食品石首鱼》、SC/T2049-2006《大黄鱼亲鱼和苗种》、

SC/T3216-2016《盐制大黄鱼》、SC/T2089-2018《大黄鱼繁育技术规范》、DB35/T1055-2010《注水大黄

鱼判定方法》、DB35/T1350-2013《大黄鱼围网养殖技术规范》等标准或技术规格。
[21]

2011 年，福建省将

大黄鱼作为主要水产品纳入福建省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初步实现源头追溯。2018 年，福建

省海洋与渔业局出台《福建省大黄鱼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要求做到“6 个百分百全覆盖”以整

治大黄鱼育苗、养殖环节禁用药及喹诺酮类、磺胺类兽药违规使用行为。
[21]

 

 

评估项二 栖息地影响 

栖息地影响 

网箱养殖在过去 20年迅速发展，是全球水产养殖业中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然而在其迅速扩增的同时，对

周边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网箱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产生残饵、排泄物等有机废物，它们绝

大部分以颗粒态形式沉积到底泥中，积累到底泥中的有机物经过一系列的生物地球化学作用，最终以氮、

磷等可溶性营养盐形式释放到水中，可能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被污染的沉积物成为潜在污染源，反过来影

响整个水产养殖系统甚至还会威胁野生生物和人类的健康。近年来，人们对于网箱养殖造成的沉积物影响

日益关注，养殖对沉积环境的影响与渔场地点、养殖种类、投喂饲料、养殖规模及周围生物区系对固体废

弃物的吸收能力等有关。 

 

目前大黄鱼养殖存在网箱密度过高的现象。大黄鱼养殖是利用浅海和海湾进行养殖的产业活动，而浅海和

海湾的水体交换能力较低，即净化能力相对较低。按照国家相关技术标准，一个大黄鱼养殖片区最多设置

100个网箱，而现在的大黄鱼养殖片区，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500个网箱。
[5]
网箱过密分布，使水流不畅，

更加加剧了养殖残饵、排泄物等有机废物的过量富集，引发水质富营养化，病害频发，特别在高温季节，

水中的溶解氧明显变低，不仅严重影响大黄鱼的产量，还会对其他的鱼类资源造成恶劣影响。过度养殖还

会导致鱼病，其带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大约在 2-3 亿元。
[16]
因此，控制海域的养殖规模，合理规划养殖区域

布局，对减少大黄鱼养殖环境污染有重要的作用。 

 

评估项三 化学品使用与病害防治 

化学品使用 

网箱大黄鱼养殖常见病害防治方法中，除使用复合维生素、免疫增强剂、益生菌等用于增强免疫力外，还

提到使用恩诺沙星等抗生素、以及敌百虫、福尔马林、硫酸铜、硫酸亚铁等起到杀菌杀虫作用。
[13]

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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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中，由于养殖密度过高等原因，大黄鱼病害频发，化学品使用较为频繁。随着政府宣传与打击力度加

大，目前已经基本杜绝了禁用药物的使用，但仍存在部分养殖户药物使用不规范，造成药残超标现象。

2018 年，在大黄鱼出口和农业农村部市场抽检中曾出现恩诺沙星等限用药超标现象，说明部分大黄鱼养殖

户在养殖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守停药期规定。
[21]
另外经 2019年整治后仍有发现个别使用氧氟沙星的情况。

[7]
 

 

病害防治 

由于大黄鱼普通网箱养殖的适宜地区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宁波地区仅象山的西沪港、崇馋港等少数几个地

方能养，养殖地区的局限伴随养殖规模的扩大，造成网箱集中连片，密度过高，使局部海区水域环境有机

质负荷急剧增大，呈现富营养化，这容易引发网箱饲养大黄鱼大面积发病。
[6]
一旦发生病害，则难以控制

病情的发展。
[26]

近年大黄鱼养殖中流行的病害主要有:细菌性疾病(如肠炎、烂尾烂嘴、烂鳃、内脏白点病

等)、寄生虫病(如纤毛虫、指环虫、本尼登虫等)、真菌性疾病（如水霉病）等。其中由弧菌属细菌引起

的疾病，因其发病率高，流行范围广，危害最为严重。
[9]
大黄鱼病害已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引起有

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如 2009 年 7 月霞浦县溪南镇的白沙角养殖区发生大规模白点病，约 4000t 大黄鱼死

亡，大约占福建全省大黄鱼年产量的 8%，占全国年产量的 6%，养殖户因此损失 6000 多万元。
[14]

目前对病

害的诊断还缺少快速、准确的方法和手段。在缺乏抗病品系的情况下，传统的方法是采用抗生素和化学药

物治疗。随着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一些药物已被禁止使用。因此，一些非特异性免疫方法已被应用到大黄

鱼疾病防治中，一个例子就是中草药的应用。
[2]
 

 

评估项四 养殖对象逃逸风险及处置 

逃逸风险 

传统的木质渔排抗风浪能力较弱，易受台风等自然灾害破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较为严重的此类事件，

2018 年 7月发生的台风玛利亚使三都澳的 500 多口网箱遭到严重侵袭，造成大黄鱼等鱼苗逃逸。据不完全

统计，三都镇有各类网箱养殖受灾约 3.5万框，损失约 1.05 亿元。 目前福建省正在推广大黄鱼标准化示

范工程项目，在福建宁德市开展网箱整顿与抗风浪网箱推广替代，帮助养殖户替换传统木质小型鱼排，使

用更大面积、强度更高、更结实环保的 HDPE网箱，可以有效抵抗台风侵袭，降低网箱破坏风险。 

 

由于目前的养殖苗种几乎都来自于人工育苗，逃逸后个体在野外生长、繁殖，有几率形成稳定种群，对野

外种群的基因多样性产生潜在威胁。有分子研究显示，舟山野生捕捞大黄鱼个体的分子序列与宁德养殖个

体相似，可能与历史上曾通过人工增殖放流将宁德苗种引入舟山野外种群有关。
[3]
这证明了人工繁育个体

在野外建立稳定种群的可能性。也有研究结果表明，与野生种群相比，养殖大黄鱼的遗传多样性明显降低，

在统计学上与野生种群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应谨慎进行现有野生种群的增殖，并防止养殖场的逃逸。
[4]
 

 

除基因污染风险以外，人工网箱养殖的大黄鱼未经筛选而进入野生环境也可能会造成疾病传播的风险。
[25]

此外，考虑到近岸网箱养殖带来的各种问题，大黄鱼养殖逐渐转移至外海，进行深水网箱或大型围网的离

岸养殖。由于所选外海多为野生大黄鱼的主要栖息地，因此养殖对象可能与自然海域中的野生种群在天然

饵料方面存在竞争。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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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五 饲料需求 

饲料中野生鱼比与可持续性 

目前，在大黄鱼苗种培育和养殖中主要有桡足类等生物饵料、冰鲜杂鱼和配合饲料三大类。
[11]

 

 

成鱼养殖的主要饵料为人工配合饲料、冷冻小杂鱼虾和鲜杂鱼（杂鱼需加工成粘性团状饲料投喂），其中，

冻、鲜杂鱼是养殖大黄鱼的主要饲料，被用作饵料的小杂鱼虾主要是青鳞鱼、沙丁鱼、日本鳀、小公鱼、

稜鳀、龙头鱼、七星鱼、麦氏犀鳕、虾虎鱼类、毛虾、糠虾和磷虾等市场价值低的小型鱼类和甲壳类，同

时也常常混杂有许多如石斑鱼、大黄鱼、鮸鱼、带鱼、马鲛鱼、鲳鱼、对虾和梭子蟹等具有经济价值、甚

至珍稀水生动物的幼体。
[10]

 

 

亲鱼强化培育期间的饵料以贝类肉为主，也有活沙蚕及配合饵料交替使用，苗种培育根据仔稚鱼苗的不同

发育阶段而投喂轮虫、卤虫、桡足类以及鱼、虾、贝肉糜等。鱼种培育饵料一般为鱼贝肉糜、糠虾，大型

冷冻桡足类，及人工配合饲料等。 

 

目前而言大黄鱼养殖产业的配合饲料使用率依然较低，养殖户仍然以冰鲜杂鱼为主要饵料进行投喂。
[10]

2017 年至今，配合饲料销售量稳定在 10 万吨左右，主要在育苗期、高温期、过冬期使用的比例较高，

折合鲜杂鱼约占饵料的 25%。
[7]
韩承义等人根据大黄鱼生长周期，计算得出当年养殖鱼（平均 150g 以下）

饵料系数约为 1∶（5～6），跨年度养殖大鱼（平均 200g 以上）饵料系数约为 1：（7～8），大黄鱼规格

越高，饵料系数越高。
[7]
2022年我国大黄鱼养殖产量超过25万吨，是海水养殖鱼类产量最高的品种。据调

查报告显示，2014 年我国养殖了不到 13 万吨大黄鱼，养殖中投喂的饲料使用了近 1.3 万吨的鱼粉鱼油，

同时投喂幼杂鱼约 44万吨，合计使用海洋渔业资源48万吨，FIFO约 5.35。
[18]
表明该产业仍然高度依赖野

生渔业资源。 

 

以鲜(冻)杂鱼为主要饵料，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负担的同时，对养殖本身而言也有许多弊端：质量难以保

证，带入病原体，特别是鲜杂鱼饵料需要冷冻储藏，长时间的贮藏极易导致脂肪酸败变质，造成饵料细菌

大量的繁殖，鱼类摄食后易引发疾病，养殖成活率较低；鲜杂鱼磨成的糜状饵料在投喂过程中极易造成饵

料的流失，污染海区，腐败水质，损害环境等。
[20][17][27]

配合饲料具有投喂操作方便、省工省力、易于保存

等优势，但配合饲料的品质还有待提高，目前养殖成效总体不如冻鲜小杂鱼，鱼体易出现食欲降低、生长

缓慢等现象，且成本较高，因而目前养殖户在综合考虑养殖经济效益时，依然倾向于优先选择小杂鱼作为

养殖大黄鱼饲料。 

 

评估项六 种质来源 

种质来源 

目前我国大黄鱼苗种以官井洋种群选育的宁德大黄鱼养殖群体为主，育苗场主要分布于福建省宁德市的蕉

城区、福鼎市、霞浦县，福州市的罗源县以及浙江省的苍南县、宁波市。2020年累计培育大黄鱼鱼苗33.0

亿尾。其中，宁波市培育的 60%以上岱衢族鱼苗用于增殖放流。
[7]
 

 

目前，形成批量培育的大黄鱼种源有宁德市富发水产有限公司的“富发 1 号”新品系为代表的官井洋大黄

鱼养殖群体，及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甬岱 1号（2020 年 9月获水产新品种证书）”为代表的岱衢族

苗种。官井洋大黄鱼养殖群体经多年选育，对人工养殖环境适应性提高，生长快，养殖周期缩短。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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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培育的岱衢族大黄鱼虽早期生长偏慢，但因条形修长而受到消费者偏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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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大黄鱼养殖中野生动物接触的信息记录较为缺乏。大黄鱼养殖目前主要集中在近岸内湾，过高密度的

网箱架设可能阻塞海洋生物的洄游通道，占据一些生物幼体的重要栖息地，同时导致水流不畅，进而影响

养殖海域的水质，可能会对周边环境中的海洋生物产生影响。另外，可能有鹭等鸟类捕食养殖对象，部分

养殖户通过架设防鸟网、飘带等方式减少相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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