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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渔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水生生物种质资源是生物种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水产育种、养殖生产和渔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
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战略资源。
在国际竞争中，日显其重要地位。
欧美等国十分重视水生动植物的种质资源研究，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由于生物多样性受到重视，水生
生物遗传资源研究日益深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渔业种质资源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国外相比差距仍很大，主
要表现在：①主要水生生物遗传背景不清，生物多样性研究欠缺；②生态环境被破坏，水生资源锐减
；③缺乏健全的制种机制和高新种质鉴别技术；④主要养殖种类仍是未经选育的野生种；⑤种质资源
保存体系不完善，等等。
因此，有必要加强渔业种质资源的研究，并合理地保护和利用。
　　编者长期从事渔业种质资源的研究工作，一直关注着这方面工作的进展。
为了使有关种质资源研究、利用和保护工作在以往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编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并参
照众多研究者在渔业种质资源研究、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最新成果，编写了这部《中国渔业种质资源保
护与利用》。
本书分为八章，分别叙述了渔业种质资源研究的现状，渔业主要经济种类的生物学特征和生活习性；
种群的概念；种质的遗传差异；种质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渔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渔
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我国渔业种质资源研究的发展方向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引用了同行者一些研究成果和资料，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短，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少谬误，谨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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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渔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水生生物种质资源是生物种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水产育种、养殖生产和渔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
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战略资源。
在国际竞争中，日显其重要地位。
欧美等国十分重视水生动植物的种质资源研究，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由于生物多样性受到重视，水生
生物遗传资源研究日益深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渔业种质资源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国外相比差距仍很大，主
要表现在：①主要水生生物遗传背景不清，生物多样性研究欠缺；②生态环境被破坏，水生资源锐减
；③缺乏健全的制种机制和高新种质鉴别技术；④主要养殖种类仍是未经选育的野生种；⑤种质资源
保存体系不完善，等等。
因此，有必要加强渔业种质资源的研究，并合理地保护和利用。
　　编者长期从事渔业种质资源的研究工作，一直关注着这方面工作的进展。
为了使有关种质资源研究、利用和保护工作在以往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编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并参
照众多研究者在渔业种质资源研究、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最新成果，编写了这部《中国渔业种质资源保
护与利用》。
本书分为八章，分别叙述了渔业种质资源研究的现状，渔业主要经济种类的生物学特征和生活习性；
种群的概念；种质的遗传差异；种质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渔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渔
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我国渔业种质资源研究的发展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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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我国的渔业种质资源　　我国淡水渔业资源蕴藏量和鱼类种质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不但种类
繁多，而且分布广泛，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数量也很可观，是发展我国淡水渔业最优越的物质基础。
自然分布于我国的土著淡水鱼类有804种，绝大部分是温水性鱼类，其中大约l／2的种类可供食用，常
见的经济鱼类有50多种，可作为养殖对象的有20余种；河口海（咸）淡水洄游性鱼类和入河口的海洋
鱼类共有238种，分别隶属22目73科144属，大半是有食用价值的名贵经济鱼类；此外，还有大量河口
半咸水鱼类。
淡水水生野生动物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等，被列为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的濒危水生
野生动物63种，亟须保护的种类现已达100多种。
我国内陆水域浮游生物总计110属201种；底栖生物约有600种；水生维管束植物有186种，隶属于40科76
属。
除了大型水生动植物种类以外，还有可以作为饲料或饲料添加剂和可以作为鱼用疫苗或生物防治（载
体）的微生物，如芽孢杆菌、双歧杆菌、乳酸菌、类链球菌、酵母菌等，还有大量水生细菌作为异养
生物在物质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
　　内陆水域鱼类资源中，主要经济鱼类约140种。
其中长江水系约44种，黄河水系22种，珠江水系30多种，黑龙江水系40多种。
在全国分布较广的鱼类有青鱼、草鱼、鲢、鳙、鲤、鲫、鳊、鲇、鲴等，这些鱼类具有生长快，食性
广，抗病力强，肉味鲜、易养殖和产量高等优点，一直是生产的当家品种，其产量占养殖总产量的70
％以上，在养殖生产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江中下游的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白海豚、扬子鳄、大鲵等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或学术价值，是
我国重要的珍稀水生资源。
这些都为发展我国水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并在促进我国水产业高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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