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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资源的养护策略分析 

唐玉光 

寿光市海洋渔业发展中心  山东潍坊 

【摘要】我国海域较为辽阔，具有良好的水生生物繁衍和生存空间。但是随人类活动的不节制发展，

对海洋生境、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致使海洋生物资源衰退，非常不利于整体生态系统的平

衡性发展，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加大对海洋水生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力度，结合具体情况，

采取科学的养护技术，开展全面监测，确保水生生物的资源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对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养

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重点探究水生生物资源的养护策略，旨在进一步提高保护效果，促进渔

业、国家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策略 

 

Analysis of th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of aquatic biological resources 

Yuguang Tang 

Shouguang Marine Fishery Development Center, Weifang, Shandong 

【Abstract】China's sea area is relatively vast, with a good aquatic life re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 
However, with the uncontrolled development of human activities, it causes serious pollution and damage to the 
Marine habitat and ecosystem, resulting in the decline of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ecosystem and threate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aquatic resources, adopt 
scientific maintenance technology in combination with specific situations, scientific maintenance technology,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quatic resourc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ervation work of Marine aquatic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of aquatic biological resources,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rotection effec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and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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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水生生物资源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要

素，同时也是人类的重要食物来源。对海洋水生生

物资源进行科学保护，科学开发利用，是构建健康

稳定的海洋生态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动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法。我国海洋水生生物资源

丰富，海洋生态环境类型多样化，全面拓展了我国

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环保

意识增强，对海洋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越来越重视，

并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管理机制和办法，如渔船捕

捞许可证、渔具最小网目尺寸、渔业资源品种的最

小可补标准、海洋伏季休渔等。但是在工农业生产

中产生大量的陆源污染物，随意排放到海洋中，而

且在海洋矿产资源开采中容易引起有机污染，再加

上过度捕捞等问题，对海洋水生生物资源造成了严

重的破坏，加重了水域生态荒漠化现象，严重威胁

水生生物多样性。因此，需要对海洋生物资源进行

科学养护，在具体实施中可以利用自然以及人工等

途径，对受损的水生生物资源进行恢复和重建，改

善其恶化状态，推动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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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水产品需求日益

增加，但是资源严重不足，导致水生生物资源严重

衰退，致使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性恶化，非常不利于

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工作中出现以下问题： 
（1）水域污染严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

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对近岸海域水质造成了严重

的污染和破坏，导致海水中的有机物、无机磷的浓

度日益提升，无机氮严重超过标准参数，多种自然

灾害频繁发生，加大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发生几

率，导致水生生物的产卵场、索饵育肥场的功能逐

渐退化，严重降低了渔业生产力[1]。 

（2）过度捕捞，我国的捕捞渔场不较多，长期

采用粗放型的捕捞模式，对海洋资源造成严重掠夺，

知识渔业资源严重下降，很多物质濒临灭绝，渔获

物逐渐向低龄化、小型化发展，严重降低了渔业生

产力，渔民经济收益减少。 
（3）人类活动影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类

海上活动日渐增多，如水利水电、交通航运等，对

水域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挤占水生生物的生存空

间，致使其洄游通道被切断，栖息地被破坏，非常

不利于水生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监督管理不到位，虽然我国在海洋生物资

源保护方面做出了重大决策，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

制度和办法，但是缺乏完善的法制建设，监督力度

不足，公众监督不到位，存在重制度建立、轻实际

落实的现象，导致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效果不理

想。此外，各地在经济投入以及技术研发方面不重

视，难以满足水生生物资源养护需求。 
2 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措施 
2.1 增殖放流技术 
增殖流放是恢复渔业资源的重要举措，可以实

现水生生物群落结果的持续性优化，并强化渔业生

产能力。具体的实施方法是在天然水域投放鱼虾蟹

贝等渔业生物苗种，以便实现渔业资源种群数量的

恢复和增加，确保资源总量。在具体应用中，需要

结合具体情况，统筹规划，科学布局，选择合适的

增殖水域滩涂，针对已经出现衰退现象的重要渔业

资源品种、生态荒漠化严重的水域等，开展多样化

的增殖途径，强化增殖力度，对更多的品种、数量、

范围等进行有效性增殖。同时需要对增殖苗种生产

基地进行科学布局，确保苗种的及时充足性供应；

要完善人工渔礁（巣）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工

渔礁（巣）建设规划，对其建设布局、类型、数量

等进行合理设置，全面挖掘其规模生态效应，其中

复合型人工渔巣的建筑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复合型人工渔巣的建筑结构示意图 

同时引进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强化建设力度，

并对报废渔船等进行回收利用，有效控制投入成本；

要大力发展增养殖业，要大力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形成示范区（其示范功能如图 2 所示），在人工渔

礁、底播增殖、增殖放流等技术基础上，推动增养

殖业的高效发展，为渔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要

开展规范性的增殖管理，明确技术标准和技术指标，

加大审批、建议、监管力度，对增殖效果进行全面

监测和评价，并开展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风险评估，

实施许可管理，开展可行性论证，促进增殖管理水

平的提升。 

 

图 2  增殖示范站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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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营养层次增养殖技术 
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海水养殖技术。通过这

种方式实现营养物质的循环利用，构建资源稳定、

守恒的生态系统。在具体应用中，综合养殖系统包

含投饵类动物、滤食性贝类、大型藻类、沉积食性

动物等各个营养级生物，在该系统中，部分生物的

排泄物可以成为另一生物的营养物质来源，这样一

来可以对系统中的营养物质和能量进行循环利用，

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营养损耗，最大程度上降低

经济损耗，增加养殖系统的整体容纳量和经济产出。 
2.3 海洋牧场建设技术 
通过该技术可以构建新型的增养殖渔业系统，

在特定海域内，构建人工生息场，并与当地的水厂

资源生态相适应，利用增殖流放、移植流放等方式，

通过中间育成、人工驯化等方式，将生物种苗放流

到海洋中，通过海洋自然生产力和微量投饵育成。

在此过程中，需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如鱼群控

制技术、环境监控技术等，确保资源量的不断增长。
[2]为了保障海洋牧场的高效性建设，需要形成系统

规范的管理制度，配备完善的渔业设施等，包含人

造上升流、人工种苗孵化、自动投饵机、环境监测

站等。 
2.4 保障重点渔业资源 
要结合实际情况，持续性优化禁渔区，并制定

科学合理的禁渔期制度，尤其是针对一些重点的渔

业资源品种的主要栖息繁衍场所，如产卵场、索饵

场、越冬场等进行保护，设置为禁渔区；针对其繁

殖期、幼鱼生长期需要监理禁渔期，对其进行重点

保护。需要对海洋伏季休渔等禁渔制度进行严格落

实与执行；实现规范化管理，明确重点渔业资源品

种保护名录，并设置最小可捕标准，实施最小网目

尺寸制度和幼鱼比例检查制度等，积极推广选择性

渔具，对捕捞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实施压缩方式，

避免使用破坏性较大的渔具和渔船；要对水产种质

资源进行保护，建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并出台

相关管理办法，强化规范性管理。完善水产种质资

源基因库，加强保护，深化技术研究，实现优秀资

源的循环利用。同时需要对渔场环境进行优化改善，

重建被破坏的重要渔场等场所。 
2.5 负责任捕捞管理 
实施捕捞限额制度，要对捕捞量进行严格控制，

避免其高于资源增长量，明确总可捕捞量，确保捕

捞限额制度的贯彻执行。同时完善调查与评估机制，

加大监督管理，对捕捞份额进行科学分配，确保公

平公正性，同时需要对配额转让机制进行合理研究

和推行；要健全捕捞许可证制度，对船网工具、捕

捞限额等指标进行明确，对捕捞许可证的发放数量

进行合理控制，强化监管各类捕捞生产要素，同时

需要对渔船规格进行严格检验，实施科学合理的渔

船报废制度，确保渔船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完善船

员持证上岗制度，对渔业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

逐渐转移到休闲渔业、增养殖业等方向。同时需要

完善配套措施，顺利实施减船措施。加强对转业渔

民的转业技能培训，强化信息技术服务，进行适当

的救助，合理安排其生活和工作。 
2.6 生物多样性与濒危物种保护行动 
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以强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发

展。现阶段，我国水生生物多样化受到严重挑战，

水生生物濒危物种越来越多，再加上外来物种的入

侵危害，对生物多样化造成极大危害。因此，需要

采取科学方法，对水生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如建

立自然保护区、开展濒危物种专项救护、濒危物种

驯养繁殖等方式，对濒危生物进行科学性保护，同

时还可以利用经营利用管理、外来物种监管等措施，

构建系统完善的水生生物多样性与濒危物种保护体

系，强化养护能力。 
2.7 水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行动 
水域生态环境是水生生物生产繁衍的重要基

础，是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当前由于人类活

动的无节制开展，大量挤占了水生生物的生存空间，

导致水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3]因此，需要对

水域生态环境进行科学修复，促进水域生态的平衡

性发展。在具体实施中，可以利用水域污染与生态

灾害防治技术、工程建设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等方

式，对水域生态环境进行科学保护和修复，避免人

类活动对水域生态造成太大影响。此外，还要对多

样化的技术措施，如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等，对已

经受到破坏的水域生态进行修复和重建。 
3 未来展望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在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出

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把陆海统筹、生态文明、海

洋强国等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进行研究与发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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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渔业资源恢复的良性发

展。针对当前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渔业资源枯

竭等问题，需要加大管理力度，促进绿色发展，实

现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强化自然生态系统功

能的有效性发挥。同时需要在自然环境承载力基础

上，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管理

模式的创新，促进渔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因此，需

要在政府、学界、行业的协同合作，强化海洋生物

资源的科学保护与管理，加大技术和政策支持，强

化监督力度，推动水生生物资源的有效性保护。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环

境保护日益重视，但是人类活动、过度捕捞、水域

污染、监管不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海洋生态受到

严重破坏，导致海洋生物资源逐渐衰竭，非常不利

于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

况，对水生生物资源进行科学养护，如采用增殖放

流技术、多营养层次增养殖技术、海洋牧场技术等，

同时还需要对重点渔业资源进行保护，强化负责任

捕捞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开展濒危物种保

护行动，卡站水域生态保护和修复行动等，全面提

升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效果，为渔业可持续发展创建

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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