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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瑞海，李海昆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3）

牡蛎在国外是最受认可的高档海珍品之一，

价格昂贵，在我国也是第一大养殖贝类。2019年

我国的牡蛎产量为522.8万吨，占我国贝类总产量

的35%以上、海水养殖总产量的25%，位居世界第

一。牡蛎食用是有季节性的，最适宜吃的季节主

要在温度较低的冬季和春季，此时糖元含量最

高、味道鲜美，而高温的繁殖季节其食用价值较

差，不适宜消费。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在高温繁

殖季节的消费，开展三倍体牡蛎育苗和养殖势在

必行。三倍体牡蛎具有育性差、生长快、死亡率

低的优点，特别是北方夏季牡蛎繁殖季节，由于

其育性差、软体部肥满，可弥补夏季北方二倍体

牡蛎口感差、无法食用的缺陷。目前，三倍体牡

蛎的养殖面积逐年增加，成为北方牡蛎养殖的热

点之一，这势必造成三倍体牡蛎苗的供不应求，

远远满足不了生产需求。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依据30多年从事三倍体

牡蛎育种技术研究工作经验，结合三倍体牡蛎育

苗的技术特点，对三倍体牡蛎育苗和养殖中存在

问题和发展现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以利于

三倍体牡蛎育苗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护养殖

户和生产者的利益，防止不纯三倍体牡蛎充斥

市场。

一、目前三倍体牡蛎育苗及养殖现状

目前养殖户养殖的牡蛎三倍体苗主要是采用

二倍体卵子与四倍体精子杂交，产生接近100%的

三倍体，其他药物诱导和盐度诱导因三倍体率低

且不稳定，已被养殖单位淘汰。

首先，当前限制三倍体牡蛎苗种供应的瓶颈

就是稳定的四倍体牡蛎供应。由于牡蛎四倍体是

一个特殊群体，它是由三倍体牡蛎卵诱导而来

的，跟普通的二倍体牡蛎不同，在自繁后代群体

四倍体会出现染色体丢失的问题，因此，后代倍

性极不稳定。四倍体自繁后代中的四倍体随生长

时间的延长，染色体不断缺失，大部分变成三倍

体、二倍体及非整倍体，只有小部分甚至没有四

倍体存在。因此，四倍体需要不断进行诱导培

育，致使四倍体不能大量供应，直接造成三倍体

牡蛎苗的供应紧张。

其次是四倍体诱导难度较大。四倍体诱导主

处于较低的水平，不能和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

也不能用欧美国家的标准衡量和评价我国的渔药

企业。要正确地处理好发展与其他各方的关系，

某些片面的举措有可能会设置道道不可跨越的

“鸿沟”，所带来的并不是料想中的结果。

渔药管理的法规应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除了《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等极少数

标准外，我国鲜有针对渔药的立法，由此所导致

的结果不是其他法规被不合理地套用，就是无法

可依、无据可循，有些“文件”“通知”发出后均

成了一纸空文而无法落实，出现了管理的盲区和

真空，渔药使用的安全成了一个永久的无底洞。

渔药管理的方式应该符合我国渔药发展的现

实。渔药由谁管理一直是在争论而得不到解决的

问题。外行管理内行、外行管不了内行成了渔药

管理方面最大的障碍和弊端。渔药管理的主体应

该从《兽药管理条例》立法开始，让水产养殖的

管理部门成为真正的渔药管理主体。

十、0

对“0”肤浅的认识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

深层次地去考虑，“0”不仅有，而且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占位作用，没有“0”“109”就成了

“19”。虽然有的时候“0”似乎代表最小，但更多

时候它却代表着最大，从零开始寓意着后面是一

个更美好的未来！笔者认为渔药的未来就是这个

“0”！不容否定，渔药一定会再从零开始，一定会

在“1”后面加上那些个更伟大的、若干若干个的

“0”。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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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法是通过三倍体的卵子与二倍体精子受精

后，用化学或者物理方法抑制受精卵的极体排

放。进行诱导的三倍体必须是纯三倍体，诱导之

前必须进行检测。牡蛎的倍性检测最为实用和快

速的方法是流式细胞仪检测法，而流式细胞仪对

于大多数的育苗场而言是不可获得的，这是造成

四倍体诱导困难的第一原因。此外，三倍体牡蛎

本身育性差，其雌性个体比例低，怀卵量极少，

再加上用三倍体牡蛎卵诱导的四倍体成活率极

低，不到万分之一，造成四倍体一直无法满足供

应育苗单位。

第三，近年来由于三倍体牡蛎养殖价格高、

经济效益显著，成为北方牡蛎养殖的热点，成品

贝价格比普通二倍体高出1～2元/千克，造成了三

倍体牡蛎苗市场异常火爆，价格是普通牡蛎苗的

1～2倍，目前还供不应求。由于利益驱使和过度

炒作，再加上倍性检测仪器昂贵，检测麻烦、费

用高，一般养殖户无法检测，监管不到，一些不

纯的三倍体牡蛎苗充斥市场，养殖户花高价买了

这些不纯的三倍体苗养殖，养成的产品在繁殖季

节收获时却是二倍体牡蛎，给养殖户造成很大经

济损失，对三倍体牡蛎的市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二、目前三倍体牡蛎育苗及养殖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首先是各种四倍体充斥市场：目前各个育苗

场通过不同渠道，如从美国、加拿大、法国及韩

国进口四倍体牡蛎，但这些进口渠道进来的四倍

体一方面不一定适应中国海区，另一方面四倍体

牡蛎有的是长牡蛎、有的不一定是长牡蛎；再有

国内育苗场认为从国外进来的四倍体牡蛎都是纯

的四倍体，没有进行检测，这里面存在不少二倍

体或三倍体，如果直接杂交受精，就有可能是二

倍体之间受精，是生产不出三倍体的。

其次，近年来三倍体牡蛎育苗在北方特别困

难，成功率不高。国内从事四倍体研究的就1～

2家单位，导致其数量不足。有的育苗企业利用药

物或其他诱导产生三倍体群，也有的利用与葡萄

牙牡蛎杂交产生三倍体，或到福建等地进行杂交

三倍体牡蛎育苗，这些苗是否适合北方海区，对

三倍体牡蛎养殖户会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有些三倍体牡蛎养殖户自律性差，再

加上一般人无法检测倍性，因此基于要花高价买

三倍体牡蛎苗，为降低成本，一些养殖户在养殖

过程中会掺入一些二倍体牡蛎，影响三倍体牡蛎

养殖市场，受影响的是养殖户和广大消费者，当

然大部分养殖户是不会这样做的。

没有独立三倍体牡蛎的养殖海区，一般是和

二倍体牡蛎养殖的海区混杂，或有的自然海区有

野生牡蛎，造成一些养殖三倍体牡蛎的海区附着

野生牡蛎于三倍体上，造成三倍体养殖后，出现

不纯和三倍体率低的问题。

盲目追求三倍体牡蛎苗种导致二倍体苗种的

价格低下，目前牡蛎苗种市场的二倍体苗种出现

了严重供大于求的现象，价格十分低廉，甚至销

售不掉，长此以往必将致使二倍体苗种生产滞

后。养殖海区二倍体牡蛎逐渐减少，这严重违背

生态规律，不利于牡蛎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目前三倍体牡蛎育苗和养殖发展对策

1.首先加强本国四倍体诱导培育和检测

(1)四倍体产生及染色体不稳定性特点。四倍

体牡蛎产生是由三倍体牡蛎成熟的卵子与二倍体

牡蛎精子杂交，通过诱导抑制产生出的一种可以

存活的四倍体牡蛎，是由美籍华人郭希明教授发

明的一种贝类四倍体生产技术。

四倍体牡蛎是一个特殊群体，是由三倍体牡

蛎卵诱导而来的，由于三倍体染色体配对是紊乱

的，诱导出的四倍体的自繁配对也是紊乱的，跟

二倍体牡蛎不同，虽然可以自繁，但二倍体自繁

后代染色体配对是稳定的，而四倍体自繁后代染

色体配对紊乱，这就已造成染色体缺失和丢失，

造成自繁后代倍性不稳定。根据2018－2020年四

倍体牡蛎自繁试验得出结果：后代出现四倍体、

非整倍体、三倍体及二倍体，其中三倍体最多、

占50%左右，四倍体12月龄后仅占20%左右。

(2)加强四倍体的监测力度。根据四倍体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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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稳定性，在进行三倍体生产时，一定要进行

四倍体的检测，再与二倍体牡蛎卵子进行杂交产

生三倍体，这样才能保证三倍体达到95%以上。

(3)弄清不同产地四倍体应用范围。加强国外

四倍体牡蛎检查和检疫力度，要弄清产地特点，

国内南方葡萄牙牡蛎四倍体一定要标清楚，告知

养殖户适合养殖的海区和范围。

(4)加强四倍体诱导培育，不断进行更新换

代。由于四倍体具有不稳定性，就需要不断、不

定期地进行诱导培育，以保证四倍体后代的稳

定性。

(5)做好三倍体杂交培育工作标准化。三倍体

牡蛎苗纯度除了四倍体检测外，还需要做好二倍

体雌、雄检测和区分标准化，防止二倍体精子污

染，这里包括雌雄检测区分、牡蛎雌雄同体区

分、取卵及洗卵工作、受精前检测卵子是否污染

等，要进行标准化操作，否则污染一点二倍体精

子都会造成此批三倍体育苗的失败。这也是三倍

体育苗成功的关键因素。

2.三倍体牡蛎要根据地区发展需要和品种特

点因地制宜地发展

目前国内牡蛎主要养殖品种有3种，北方的长

牡蛎(俗称太平洋牡蛎)、广西和广东的香港牡蛎

(近江牡蛎)以及福建的葡萄牙牡蛎(福建牡蛎)，

几乎各占1/3的产量。要根据各地生活习性、季节

和当地食用爱好特点，适当发展三倍体牡蛎。

(1)长牡蛎是北方主要养殖品种，在北方只有

一个繁殖季节，4月底至6月底，成熟后几乎一次

性排放结束，而长牡蛎冬季12月－翌年4月是食

用的最佳季节，5－9月底不适合食用。为了弥补

夏季无法食用的缺陷，三倍体牡蛎因育性差，可

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在北方开展长牡蛎三倍

体育苗和养殖是可行的，而且有发展需求。

(2)葡萄牙牡蛎是福建沿海主要养殖品种，它

的繁殖季节是从4月初一直到12月初，每个月能

繁殖1～2次，基本是成熟一些就排放一些。由于

葡萄牙牡蛎繁殖持续时间长，能量用于繁殖，影

响了葡萄牙牡蛎的生长发育，造成葡萄牙牡蛎个

体小、长不大，因此，葡萄牙牡蛎非常适合开展

三倍体牡蛎养殖，并利用三倍体育性差的特点，

培育大规格葡萄牙牡蛎，提高它的品质和规格。

(3)香港牡蛎是广西、广东沿海主要养殖牡蛎

品种，根据南方的生活习惯，主要加工蚝皷，需

要比较肥的牡蛎。因此，要在最肥的季节即繁殖

前加工，而香港牡蛎三倍体就没有二倍体肥满，

因此，开展香港牡蛎三倍体养殖意义不大，主要

关注降低其养殖死亡率的问题。

3.建议根据牡蛎口感和糖元营养含量多少，

在不同季节食用不同牡蛎

二倍体牡蛎在冬季糖元含量最丰富、口感最

好，因此，在冬季主要食用二倍体牡蛎，市场及

养殖户以二倍体牡蛎销售为主。夏季高温季节二

倍体牡蛎已排放，口感差，主要食用三倍体牡

蛎，此时市场及养殖户以销售三倍体牡蛎为主。

这样才能让消费者吃到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优

质牡蛎，有利于牡蛎养殖健康可持续发展。目前

国外主要牡蛎消费国如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及

日本以二倍体牡蛎消费为主，只有少量的三倍体

牡蛎供应市场。

4.加强三倍体牡蛎养殖海区选择，避开二倍

体养殖海区和野生牡蛎多的海区

为了保证三倍体牡蛎的纯度和质量，三倍体

牡蛎养殖海区尽量养殖在水深流急的外海海域，

避开二倍体牡蛎养殖海区，特别是野生牡蛎多的

海区，同时也要避开贻贝多的海区，贻贝附着会

影响水体交换和牡蛎摄食。

5.进行三倍体牡蛎和二倍体牡蛎苗种生产和

规划

通过目前行业内比较有威信的三倍体生产或

养殖单位，对三倍体牡蛎的养殖进行合理的规

划。对育苗场而言，给予三倍体牡蛎和二倍体牡

蛎苗种适宜的价格规划，不能盲目、不理性地完

全追求三倍体苗种；对于养殖户而言，要引导其

合理养殖，既要养殖一部分三倍体，还要养殖一

部分二倍体。中国的牡蛎市场既需要有三倍体牡

蛎，更需要有二倍体牡蛎，这样三倍体牡蛎才能

细水长流，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牡蛎的养殖增添

色彩。我们要

将三倍体牡蛎

看成一个新的

养殖品系，仅

仅是牡蛎市场

的一个组成而

不是整个牡蛎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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