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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缩短1000公里更新鲜

“轻点！轻点！小心它蹦出来。”每次顾客挑虾，盒
马重庆冉家坝店的周娟都异常紧张，因为活度太高，池
子里的虾随时会蹦出水缸。

周娟介绍，以往重庆市民要想吃到海虾，最近的产
地是广东湛江，经过1200公里的长途奔波，虾早已进
入休眠状态。如今，来自大足的南美白对虾上市后，从
产地到门店，只需一个半小时。它们旺盛的生命力，给
周娟的工作造成不少“负担”。

“不仅是活度高，这些诞生于重庆的海鲜，还拿到
了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无抗养殖证书。”重庆盒马商品
总监李多思介绍，目前这些无抗虾正处于产能爬坡阶
段，每天限量200斤，靠着安全新鲜，每到下午就会卖
光。预计到明年，年产量会达到30万斤，将覆盖川渝
市场。

运用生物技术实现内陆造海

海鲜养殖，难在水源，深居内陆的山城，海水从哪
里来？

没有海，那就自己造！在重庆大足大安农业园区，
2000平方米的封闭厂房内，分布着近百个虾塘，虾苗们自
由游弋在30℃的“温泉”中，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味道。

“这就是我花费数年在重庆造的海！”重庆零抗水
产公司总经理宦国新介绍，以目前的养殖技术，人工调
制海水不是难事。但如果只靠换水养殖，平均养一斤
虾的换水量可达50吨，在内陆城市简直是天方夜谭。

为此，宦国新花6年时间，钻研出了生物絮团技
术，通过为人工海水添加微生物，有效去除养殖水体中
的粪便、残饵等颗粒物，形成生物循环，相当于在内陆
打造了一个封闭的海洋生态系统。

更可贵的是，为达到生态平衡，养殖过程不能添加
任何抗生素，同时养殖“海水”可以循环使用，无任何排
放，不会对外部环境造成污染。

预计明年产能可达30万斤

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研究员李虹介绍，用生
物絮团养虾，难点在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这
项技术大多存在于实验室，能进入规模化商业运用，在
西南尚属首例。

“每个虾池都是一个单独的生态系统，为维持生态
平衡，必须控制好微生物与代谢物的比例。”凭着一股
倔劲，宦国新每天24小时住在工棚，对每个虾池进行
实时监控。

但宦国新并不孤单，从3年前第一批虾试验性出
塘，到现如今形成稳定规模，订单源源不断。为了让宦
国新安心养虾，盒马不仅提供了后端的运输、包装、推
广等工作，还给出承诺：产多少要多少！

宦国新表示，大量的订单不仅给了他底气，还带来
了不少资本的关注。今年拿到融资后，预计明年的产
能可达30万斤，可供应成渝两地30多家盒马门店。

据华龙网

重庆没海也能产海虾
首批南美白对虾已上市

真的！

近日，新疆量产三文鱼的消息火
了，不少重庆吃货纷纷表示羡慕。其实
不必眼馋，咱们重庆也能产“海虾”了。
近日，首批来自大足区的南美白对虾在
盒马上市。

基地通过培育类似海洋的封闭生态
系统，实现海虾的工厂化、规模化养殖，让
本地人吃上了土生土长的新鲜“海鲜”。

说起海鲜，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是沿海城市的
特产。但近日，在地处内陆、被称作“离海最远的地
方”——新疆，迎来了“海鲜”大丰收。很多人有疑
问：内陆没有海，如何养“海鲜”？答案指向一个关
键词——“海鲜陆养”模式。

什么是“海鲜陆养”模式

“海鲜陆养”模式，指在陆地营造类似于海洋的
生态环境，人工养殖鱼类、虾蟹类、贝类等海产品。
营造类似于海洋的生态环境，有多种方法。

“海鲜陆养”有种方法，叫“海虾淡养”。在位于
新疆阿克苏市的一处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已经到
了南美白对虾丰收的季节。养殖基地负责人周京
森介绍，养殖基地有两个塘子占地16亩，水是来自
天山的雪水，虾苗是从海南引进的，养殖方式是“海
虾淡养”。

“海虾淡养”指的是把海虾放在淡水里养殖，最
大的技术难点在于让海虾适应新疆的淡水环境。

那么，如何让海虾适应淡水环境？周京森介绍
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的关键是淡化池。这是一个独立的池
子，要把这个池子里的水调成接近海水的水环
境。虾苗引进来之后，第一时间放在这个池子里
进行养殖。

第二步是加水淡化。从虾苗入池第二天开始，
每天定时定量往淡化池里加入新疆阿克苏本地的
淡水，逐渐把池里水的盐度降下来，让虾苗适应本
地的环境。

第三步是换池子。经过7天到10天每天加淡
水，让淡化池中的水环境和大塘里的水环境相似以
后，就可以把虾苗放进大塘里养殖了。

周京森说，一般南美白对虾适应的水温在
25℃左右，如果水温低于18℃，就不适合对虾的生
长了，“淡化过程结束，虾苗进入大塘之后，我们每
天要监测水塘的温度、溶氧、pH值、氨氮以及亚硝
酸盐的水环境。今年预计产量每亩可以达到400
公斤。”

将盐碱水变成人造海水

“海鲜陆养”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巧用资源造
海，将盐碱水变成人造海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三师红旗农场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部，因地势低
洼，周边地下盐碱水都往这里汇集，地下水位比较
高，而且水质含盐碱量大，pH值普遍在8以上，大
量的盐碱水不能够被农业等其他产业再回收利
用，对当地土壤、作物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当地
因地制宜，从现有资源找出路，利用现有盐碱水资
源优势，探索一条适合农场盐碱水水质养殖的产
业发展之路。

在红旗农场的一处盐碱地智能生态海产养殖
基地里，工作人员正忙着打捞、装箱、发运当地产的

“海鲜”。
工作人员表示，“这里盐碱水资源丰富，我们将

当地盐碱水调配成与天然海水较接近的人造海水，
模拟海洋环境。9月份预计集中上市的50余吨‘海
鲜’，已经全部被预订一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
一处水产养殖基地，近期也将上市一批南美白对

虾。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基地所在区域是盐碱地。
为了把盐碱地变废为宝，技术人员根据当地情况，
搭建大棚，调节虾苗用水，克服高盐碱和高寒对养
殖的不利影响。

以前寸草不生的盐碱滩，如今能养出鲜活的水
产品。

“海鲜陆养”模式的优势

首先，采取“海鲜陆养”模式，丰富了人们的餐
桌，也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近日，新疆麦盖提
县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陆续上市，这里的龙虾体大
肥厚、肉质嫩滑、口感鲜甜。养殖基地负责人说，龙
虾自9月陆续上市以来，卖了快500公斤。

当地一家海鲜店老板说：“自从麦盖提县开始
养殖澳洲淡水龙虾，我们就不再从外地进货了，节
约成本的同时，品质也得到了保障。”湖北武汉“陆
养海鲜”的品种在增加，产量也在提高。如今，湖
北省已经实现鳗鱼、南美白对虾、石斑鱼等产品的

“海鲜陆养”，品质、产能双提升，让人们的餐桌鲜
味十足。

其次，采取“海鲜陆养”模式，为解决我国盐碱
地的治理难题提供一种可行性方案。

盐碱地的土壤积盐较重、无法耕种，通过采取
“海鲜陆养”模式，能够让这些土地得到重新利用。
可能有人会问：盐碱水里养殖的海产品会好吃吗？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红旗农场生态智能恒
温养殖基地里，圆形鱼池内分别养殖了南美白对
虾、海鲈鱼、石斑鱼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盐碱水
养的虾风味独特，口感特别好，肉质鲜甜又不失淡
水虾的弹性。去年投养的鱼、虾需要再过几个月才
能上市销售，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客户提前下订单
预订。”

最后，采取“海鲜陆养”模式，提供了一条致富
路，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近日，位于甘肃张掖的
一家养殖合作社迎来了南美白对虾的丰收。今年
1月，合作社投入第一批虾苗，采取“海鲜陆养”模
式，进行工厂化养殖。该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合作
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可产出6茬，每茬产量可达2
万斤，“主要销往甘肃嘉峪关、张掖等地，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3000多斤虾已经销售一空。”在湖北省
最大的“海鲜陆养”基地，采用工厂化的海水循环养
殖模式，实现一年四季有虾上市，年产量预计达
100万斤，并对周边农户开展养殖培训和虾苗输
出，促进农户增收。今年8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三道桥镇南美白对虾养殖建设项目开工
奠基。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建成后，年培育南美
白对虾苗3亿尾，年产商品虾1200吨，产值可达
8000万元以上，辐射带动周边农户183户，有效利
用盐碱地近 1000 亩。

“海鲜陆养”，不仅为解
决我国盐碱地的治理难
题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
案，还促进农户增收、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未
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海
鲜”走进千家万户的日
常餐桌。

据央视新闻

内陆没有海 如何养“海鲜”伸延

大足区大安农业园区的虾塘厂房 运用生物絮团技术养殖的南美白对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