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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 蛎 属 软 体 动 物 门 (Mollusca) 、 双 壳 纲
(Bivalvia)、珍珠贝目(Pterioida), 牡蛎科(Ostreidae), 
是一种重要的海洋生物资源。其肉味鲜美, 营养价值
较高, 素有“海中牛奶”之美称。牡蛎地理分布广、生
长快、产量高,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是世界各国重
要的海水养殖对象。 2007年世界牡蛎产量达 440万
t, 产值 32.2 亿美元 [1]; 中国牡蛎产量居全球首位 , 
达 353.8万 t, 占全国海水养殖总量的 1／3[2], 已成为
中国乃至世界养殖产量最大的经济贝类。 

福建牡蛎养殖历史悠久, 迄今已成为中国最大
的牡蛎养殖区。2008 年福建省牡蛎养殖面积 3.3 万
多 ha, 产量达 144.9万 t, 面积、产量均居全国之冠[3]。

然而 ,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和养殖密度的提高 , 养
殖牡蛎经常出现大面积死亡, 并呈现养殖个体小型
化、长成慢、出肉率低及“水蛎”机会上升等经济性状
持续衰退现象, 严重影响牡蛎的产量和质量。本文就
福建牡蛎在中国及世界牡蛎养殖业中的地位, 福建
牡蛎养殖业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做一简

要概述。 

1  世界及中国牡蛎养殖业概况 

1.1  世界牡蛎养殖概况 
牡蛎的地理分布很广 , 在世界上 , 濒临沿海国

家几乎都有牡蛎的分布, 目前已发现的品种多达 100
余种。由于牡蛎食物链短、生长快、产量高, 且经济
效益好 , 因此深受世界沿海国家的重视 , 其产业化
养殖和开发已遍及全球。 

牡蛎在世界海水养殖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2007
年其养殖产量达 439.7万 t, 位居第 3位, 仅次于褐藻
(653.6 万 t)和红藻(564.1 万 t), 占全球海水养殖产量

的 14%[1](图 1)。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在 1950~2007 年间世

界牡蛎年产量由 20 万 t 增至 439.7 万 t(图 2)。1980
年以后 , 世界其他各国的牡蛎产量增幅不大 , 维持
在 75 万 t 左右, 而中国牡蛎产量急剧增加, 由 1950
年的 0.7万 t增至 2007年的 350多万 t, 占世界总产
量的百分比也由 1950 年的 3.54%增加到 2007 年的
80.37%, 特别是近 10 年来中国牡蛎年产量均在 300
万 t以上, 约占世界牡蛎产量的 80%左右[1]。  

目前世界生产牡蛎的国家与地区中, 中国牡蛎
产量最大, 其次为韩国、日本、美国、法国、泰国、
菲律宾、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图 3 示 2007 年世界十
大牡蛎生产国的产量(t)及所占比例。 

1.2  中国牡蛎养殖概况 
我国海岸线长达 18, 000km多, 从南到北都有牡

蛎分布。据了解, 分布在我国沿海的牡蛎约有 20 余
种, 主要养殖品种有长牡蛎 Crassostrea gigas、葡萄
牙牡蛎 C.angulata、香港巨牡蛎 C.hongkongensis、有
明巨牡蛎 C.ariakensis 等[4-6]。2008 年我国牡蛎养殖
面积 105 207 ha, 产量达 3 354 382 t[7]。 

我国养殖牡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早在汉代
(公元前 206至公元 220年)就有牡蛎养殖的记载, 是
世界上人工养殖牡蛎首先成功的国家。目前我国牡

蛎养殖区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山东和广西。其

中福建省牡蛎养殖面积、产量均居全国之冠, 图 4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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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7年世界十大海水养殖种类及产量 
 

 

图 2  1950~2007年世界牡蛎产量 
 

 

图 3  2007年世界十大牡蛎生产国产量(t)及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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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8年中国各省市牡蛎产量(t)及所占比例 
 

2008年各省市牡蛎产量(t)及所占比例[7]。 

1.3  中国牡蛎产品贸易状况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2007 年世界牡蛎产品

(包括鲜、冻、干及腌制等)出口量达 40 437t, 出口金
额 1.88亿美元, 其中法国出口量为 8 835t, 出口金额
0.5 亿美元 , 分别占全世界出口量和出口总金额
21.85%和 26.89%, 其次为韩国、美国、加拿大等   
国[8](图 5和图 6)。 

中国牡蛎养殖规模大、产量高, 其产品大部分以
鲜活销售。由于牡蛎深加工技术相对落后、品种单

一, 目前加工品仍是传统的蚝干、蚝油和牡蛎罐头等, 
因此中国牡蛎出口主要是冷冻牡蛎肉和牡蛎罐头 , 
且出口量小, 产值低。2007年中国牡蛎出口量 1346t, 
出口金额 186 万美元, 仅占全世界牡蛎出口量和出

口金额的 3.33%和 0.98%, 这与世界第一牡蛎生产大
国的地位极不相符。且 1990 年到 2007 年间中国牡
蛎出口量起伏不定, 出口量最高年份是 2003 年, 达
17 584t, 出口额为 2360.5万美元, 但 2005年以后出
口量就急剧下降(图 7)。2006年世界其他国家牡蛎平
均产值达 1360 美元/t, 而中国为 531.8 美元/t, 仅为
其他国家产值的 39.1%[8]。 

2  福建牡蛎养殖业发展现状 

2.1  牡蛎资源 
福建濒临东海、南接南海 , 为亚热带水域 , 在

夏、秋两季受北上的黑潮暖流支流的控制, 冬春两季
又受南下的沿岸流的影响, 加之有闽江、九龙江、晋 

 
 

图 5  2007年世界牡蛎(包括鲜、冻、干等)十大出口国出口量(t)及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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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7年世界十大牡蛎(包括鲜、冻、干等)出口国出口金额(千美元)及所占比例 

 
图 7  1990~2007年中国牡蛎出口量及金额 

 

江等河流的大量淡水注入 , 牡蛎资源丰富 , 已发现
和报道的牡蛎有 11 种之多, 包括长牡蛎、葡萄牙牡
蛎、香港巨牡蛎、有明巨牡蛎、熊本牡蛎 C.sikamea、
棘刺牡蛎 S.echinata等[9-11]。 

福建沿海海域面积辽阔 , 海岸线绵长曲折 , 形
成了许多天然港湾, 为牡蛎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 从南端诏安到北端福鼎都有牡蛎养殖。目前主
要养殖品种有长牡蛎、葡萄牙牡蛎、香港巨牡蛎, 其
中长牡蛎为罗源湾 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从日本、台
湾和澳大利亚等地引进养殖的[12]。 

2.2  养殖苗种生产方式 
目前福建牡蛎苗种生产方式主要有二种方法 , 

即人工育苗和自然海区半人工采苗。 
2.2.1  人工育苗 

长牡蛎苗种主要依靠工厂化人工育苗, 目前福

建牡蛎育苗场主要分布于宁德、罗源、连江和漳浦

等地, 总计约 100家, 其中宁德 50家、漳浦 30家。 
2.2.2  自然海区半人工采苗    

葡萄牙牡蛎和香港巨牡蛎苗种主要依靠海区半

人工采苗。在附苗季节投放牡蛎壳串进行海区附苗, 
葡萄牙牡蛎采苗场主要分布在厦门大嶝海域、石狮

深沪湾、惠安大港湾、莆田平海湾和福清福清湾; 香
港巨牡蛎采苗场在龙海九龙江口海淡水区域。 

2.3  养殖方式 
福建牡蛎养殖历史可追溯到宋代, 那时闽东北

以插竹养蛎为主 , 闽中南以投石养殖牡蛎 , 到明清
时代, 福建投石养蛎已十分普遍[12]。目前福建牡蛎主

要的养殖方式 , 除少部分传统滩涂条石养殖外 , 绝
大部分为垂下式养殖, 包括棚架式、延绳式和浮筏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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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棚架式养殖 
养殖棚架 采用条石、水泥柱为脚架, 长度一般

2～3m, 椿头入土 0.5～1.0 m, 间隔 2.0～2.5 m, 横
竖排列成行。采用聚乙烯绳作主绠与横缆, 系紧于脚
架顶端。采好牡蛎苗的附着器便可垂挂或平挂在棚

架上养成。 
2.3.2  浮筏式养殖 

浮筏结构大小因地制宜, 一般浮筏的大小以毛竹
的长短而定, 每台 5 m×10 m, 也有 10 m×10 m。每台浮
筏的底部用聚乙烯泡沫浮球 6~9 个, 使筏架上浮于水
面, 筏架四角用聚乙烯制成的锚缆系在桩头上, 定置
于海区。采好牡蛎苗的附着器便可垂挂在浮筏上养成。 
2.3.3  延绳式养殖 

延绳式有较大的抗风能力, 适用于风浪较大的
海区养殖。其基本结构用 2 根长 40~100 m, 直径为

2cm 的聚乙烯绳索做为浮绠 , 每 4 m 用一个长

1.2~1.5 m 的聚乙烯浮筒为浮力, 用聚乙烯绳作横杆
或横缆 , 浮绠两端用聚乙烯绳索做锚缆 , 固定于海
底桩头。 
2.3.4  养殖面积和产量 

近二十年来福建牡蛎养殖面积迅速扩大, 尤其
1990~2001年间养殖面积由 19 920ha增加到 47 366ha, 
增幅达 137.8%, 年平均增长率为 11.5%; 养殖产量
也从 352 128t增加到 1 612 987t, 增幅达 358.1%, 年
平均增长率为 29.8%。2001~2005年间养殖面积和产
量均较稳定, 养殖面积维持在 4.5万 ha左右, 年产量
在 170万 t上下。2006年开始, 由于海区围垦、一些
海湾养殖功能改变以及鲍鱼海区吊养的大面积发展, 
牡蛎养殖面积急剧减少, 2008年仅为 32 871ha, 年产
量 144.92万 t[3] (图 8)。 

 

图 8  1990~2008年福建省牡蛎养殖面积(a)和产量(b) 
 

福建是中国最大的牡蛎养殖区, 养殖产量几乎
占据了中国牡蛎产量的半壁江山。2008 年福建牡蛎
养殖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31.24%和 43.20%。牡
蛎养殖业也是福建海洋水产业的支柱之一, 2008 年
牡蛎养殖面积占全省海水养殖面积的 27.23%, 占贝
类养殖面积的 50.91%; 养殖产量占全省海水养殖产

量的 51.09%, 占贝类养殖产量的 69.24%[3] (图 9)。牡
蛎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对福建海洋渔业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2008 年福建沿海养殖牡蛎的县(区)中, 莆田秀
屿区牡蛎产量最高, 达 164044t, 其次为连江、龙海、
惠安、漳浦、福清、诏安、平潭、莆田北岸和霞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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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示 2008年福建十大牡蛎养殖县(区)的产量(t)。 

 

图 9  2008年福建省牡蛎产量分别占全省海水养殖产量和
贝类养殖产量的比例 

 

3  福建牡蛎养殖业存在的问题 

福建牡蛎养殖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成为福
建海水养殖业的主要产业之一, 它对推动福建沿海
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存在
一些瓶颈问题, 它对牡蛎养殖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
有潜在的威胁。 

3.1  种质资源退化 
目前福建养殖的长牡蛎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从日

本、台湾和澳大利亚等地引进, 自引种以来未采取相
应的种质管理措施, 也未进行过系统有效的育种工
作。特别是大部分育苗场使用年龄、规格和质量等

都不理想的个体繁衍后代, 直接导致苗种品质下降, 
而长期人工育苗致使遗传变异降低, 近交衰退。近几
年突出表现在育苗成功率降低, 养殖牡蛎经常大批
量死亡, 并呈现养殖个体小型化、长成慢、出肉率低
等经济性状持续衰退现象, 严重影响牡蛎的养殖产
量和质量。 

3.2  局部海域超负荷养殖 
随着福建牡蛎养殖面积的急剧扩大, 局部水域

养殖面积和密度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 超负荷养殖
十分突出, 养殖对环境和自身的影响问题逐渐显露。
首先 , 由于海区基础生产力有限 , 无限制的扩大养
殖面积已造成局部海区饵料生物-浮游植物供应不足; 
加上养殖密度增大、养殖筏架间距、养殖绳距和壳

距缩小, 造成海区流速减缓, 降低了饵料的可得性, 
导致大片牡蛎处于饥饿状态 , 生长速度减慢 , 尤其
夏季牡蛎频繁产卵 , 贝体体质虚弱 , 对环境变化适
应力降低 , 在饵料不足及环境不良条件下 , 极易发
生大面积死亡。 

其次 , 养殖密度过大 , 加之有些海区水体交换
不好, 牡蛎代谢过程中排出的氮、磷等物质增加了水
中营养盐负荷, 对水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 在养
殖期间富含有机颗粒的粪便及假粪下沉海底形成生

物性沉积 , 而局部海区高密度养殖 , 加速生物性沉
积累积 , 使底质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 , 污染了
底质环境。 

 
 

图 10  2008年福建省十大牡蛎生产县市(区)产量(t) 
 

3.3  养殖水域污染持续恶化已危及牡蛎质

量安全  

随着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急剧增加, 大量
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生产使用的农药、化肥

及港口船舶排放废油正成为影响养殖水域的主要外

源污染源。水域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水环境污染不仅
直接危害牡蛎生长 , 影响牡蛎质量 , 而且污染物通

过生物富集与食物链传递危害人类健康, 目前主要
是细菌、重金属和贝毒超标, 牡蛎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受到严峻挑战。 

此外, 由于养殖布局不合理、局部海域超负荷养
殖以及不断加剧的陆源污染导致养殖水域环境恶化, 
牡蛎疾病频繁发生, 已成为制约牡蛎养殖业发展的
主要因素之一, 全省养殖贝类因病害造成的产量和
产值的损失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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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建牡蛎养殖产业发展对策 

4.1  加强牡蛎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研究 , 
促进牡蛎养殖良种化 

4.1.1  牡蛎种质资源保护关系到牡蛎养殖业的可持
续发展, 也是牡蛎良种培育的原始材料和物质基础。
因此应充分发挥福建牡蛎资源优势, 开展福建牡蛎
种质资源评估, 建立长牡蛎、葡萄牙牡蛎和香港巨牡
蛎原、良种场, 加强对牡蛎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4.1.2  福建虽为牡蛎养殖大省, 但至今尚未对主要
养殖牡蛎进行过系统有效的育种工作。长牡蛎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引进后, 未采取相应的种质管理措施, 
同时由于长期人工育苗导致遗传变异降低, 近交衰
退 , 种质资源退化严重 ; 而葡萄牙牡蛎和香港巨牡
蛎等主要以海区采苗进行养殖 , 采苗量丰歉不一 , 
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因此急需开展长

期、系统的牡蛎遗传育种研究, 通过引种、选育、杂
交等育种手段, 培育生长快、抗逆性强、品质优的牡
蛎优良新品种(系)。 

4.2  合理规划布局养殖海区, 构建安全、高

效、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养殖模式 
4.2.1  科学确定海区养殖容量, 控制养殖强度 

重新制订牡蛎养殖技术规范、标准。要减少局

部水域养殖面积和密度 , 疏散筏架和控制亩吊数 , 
增大串距和壳距 , 以增强海水的交换能力 , 使牡蛎
养殖负载量与养殖区生态环境相平衡。 
4.2.2  增加养殖多样性, 优化养殖环境 

在养殖方式上, 应增加养殖多样性, 长期集中、单
一放养牡蛎会造成局部养殖水域生物多样性破坏, 影
响水质、底质环境。在某一养殖水域, 可合理搭配养殖
品种, 增加养殖多样性。鱼贝藻轮养已收到了良好效果, 
可有效降低养殖生产对环境污染, 提高单位水体产量。 
4.2.3  研制抗风浪牡蛎养殖设施 

开发具有抗流、抗缠绕性能的牡蛎养殖方式, 发
展低成本强固定力的锚式橛固定系统及安装技术。

把浅海牡蛎养殖水域向外推移 , 提高水域利用率 , 
减少养殖环境污染, 达到持续发展目的。 

4.3  加强养殖牡蛎质量安全控制 
牡蛎质量安全控制是从“养殖产地到餐桌的全

过程”, 涵盖产前控制、产中控制和产后控制。产前
控制包括使用优质牡蛎养殖苗种; 在养殖生产前进
行产地环境现状和环境影响评价, 在影响评价符合
养殖要求时 , 才发放养殖许可证; 确定养殖产地养
殖容量, 建立适宜养殖模式。产中控制包括养殖产地
环境状况监测, 对产地环境监测是对牡蛎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的首要环节; 对不同生长阶段的牡蛎进行
定期检测 , 尤其是贝类毒素 , 贝类毒素是牡蛎质量
安全的最大隐患; 加强监管和督察。产后控制涉及牡
蛎加工、储藏、运输以及分发配送, 建立牡蛎产品流
通安全可追溯系统。 

4.4  加快牡蛎精深加工产品开发,  提高产

品价值,  延长牡蛎产业链 
福建牡蛎养殖规模大, 但产品深加工技术落后、

仍主要是传统加工品蚝干、蚝油等, 市场开发能力
弱、产值低。因此需加强牡蛎精深加工技术研究, 开
展牡蛎保健品、药品等新产品的研发, 提高产品价值, 
延长牡蛎产业链。此外, 牡蛎养殖区大量的牡蛎壳除
少部分用于附苗外, 大部分都被遗弃。牡蛎壳富含碳
酸钙等物质, 可作为建筑材料、肥料和过滤材料的原
料, 因此应加强对牡蛎壳的综合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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