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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strategies and scientific ideas ab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 loach aquaculture 
were presented on the basis of a deep analysis to its rapid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
lems. These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are as follow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aquicul-
ture model and technique, strengthening breeding product management and parental genetic im-
provement, emphasizing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perfecting service system and expanding 
distribution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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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深入分析台湾泥鳅养殖业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研发养殖新模式和新技术、注

重苗种生产管理和亲本遗传改良、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健全配套服务体系、拓宽销售渠道建设等促进我

国台湾泥鳅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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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台湾泥鳅又名台湾龙鳅、台湾鳗鳅等，是由台湾渔业署淡水所首席工程师林森庄先生将中国大陆与

我国台湾省及泰国、缅甸等东南亚诸国的泥鳅品种进行种间杂交、选育而成的泥鳅新品种，取名为“TW-6
台湾龙鳅”，属于大鳞副泥鳅的改良养殖新品种[1]。隶属于鲤形目(Cypriniformes)、鳅科(Cobitidae)、花

鳅亚科(Cobitinae)、副泥鳅属(Paramisgurnus)，具体分类地位不明确[2]。从外部形态观察中发现台湾泥鳅

的许多外部观察指标都介于泥鳅和大鳞副泥鳅之间，线粒体基因组全长也只有 2 个碱基的差异，戴璐怡

[3]推测台湾泥鳅可能为大鳞副泥鳅的一个亚种。 
台湾泥鳅 2012 年由台湾地区直接引进大陆，由于其具有个体大、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不钻泥、雌

雄个体大小基本无差异、免疫力强、饵料系数低等优良特点[4]，2013 年，台湾泥鳅养殖在大陆特别是广

东、湖北、江浙一带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2015 年，台湾泥鳅养殖热潮基本蔓延至全国，特别是泥鳅主

产区[5]。随着台湾泥鳅养殖业在大陆的快速发展，显现出一些较为突出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

该产业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2. 台湾泥鳅养殖业发展过快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1. 台湾泥鳅养殖一窝蜂的扩大规模，但是供求矛盾，销售渠道未打开 

台湾泥鳅从 2012 年引入大陆以来，在全国兴起了一波养殖热潮。养殖产量逐年上升，而消费和出口

量增长幅度跟不上产量的增长，造成相当部分地区由于收购量少而存塘。从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任何商

品一旦供大于求，必然导致产品销售受阻，价格下降。另外，作为一个外来品种，台湾泥鳅的体色与本

地泥鳅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市场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造成消费需求不高，急需

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打开台湾泥鳅的国内消费市场。 

2.2. 台湾泥鳅养殖所造成的污染较为严重 

目前，台湾泥鳅主要采用池塘精养养殖模式，由于台湾泥鳅耐低氧，养殖过程中基本很少换水，造

成水质较肥，养成后大量的养殖废水不经处理就被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对地表河流造成一定的水质污染。

特别是含有病原微生物的废水，其最终有可能会导致爆发性流行病的发生。因此，台湾泥鳅养殖对自然

环境和自身的污染都是较严重的。 

2.3. 台湾泥鳅苗种来源参差不齐，苗种质量堪忧 

台湾泥鳅属杂交品种，用其繁殖的后代再繁殖的苗会出现退化现象，其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抗

病能力等均将下降，随着繁殖代数的增加，退化现象更加严重[4]。养殖户大多采用直接购买开口苗、寸

苗来开展养殖，有养殖户的泥鳅长势较快、个体也大、饲料转化率也高，也有不少养殖户出现泥鳅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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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饲料用量大、养殖中不同程度出现病害等情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苗种质量参

差不齐。一般一代种繁殖的苗养殖效果最好，而如果购买的是二代或三代亲鳅繁殖的苗，有的甚至是市

场上销售的商品泥鳅繁殖的泥鳅苗，其养殖效果不佳也便不足为怪了。台湾泥鳅现在缺乏正规的良种繁

育场，市场上苗种质量良莠不齐，质量堪忧。 

2.4. 台湾泥鳅养殖过程中病害增多，对渔药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 

台湾泥鳅耐低氧，一般养殖密度均较高。在高密度养殖过程中投饵量大，粪便多、水体有害物质超

标，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比如：烂身烂尾病、胀气病、寄生虫病、肠炎、烂鳃、烂尾、出血病、一点红

等病害，这些常见的病害一直困扰着养殖户。另外，台湾泥鳅对常用渔药的耐受剂量、渔药在体内代谢

情况以及生理应激反应等均缺乏研究，致使对渔药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 

2.5. 台湾泥鳅养殖技术欠缺 

台湾泥鳅作为一个新品种，虽然养殖技术在不断完善，但是至今为止，寸片的成活率仅为 5%~10%，

顶尖水平的才能达到 20%~30% [6]。因此，台湾泥鳅的养殖技术还有待继续研究和完善，研究泥鳅苗种

培育技术及开发优质泥鳅幼鱼配合饲料，提高泥鳅苗种存活率显得尤为迫切。另外，在养殖户层面，从

事台湾泥鳅养殖的从业者多是个体户，养殖技术参差不齐，养殖成功率好的达到 90%以上，差的仅有 20%
多一点，饵料系数有养到 1.1 的，也有养到 2.5 的，导致成本参差不齐[6]。 

2.6. 台湾泥鳅养殖盲目性较高 

台湾泥鳅作为一个新引进的品种，其生长快、利润高的特点吸引了很多养殖户的关注，由于没有更

好的品种可选择，很多养殖户看到别人取得了成功便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跟风，也投资进行台湾

泥鳅养殖。但是由于养殖技术缺乏，管理不到位，加之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极易造成亏损。面对巨大

的利益诱惑，养殖户需要保持几分清醒，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避免盲目跟风。 

3. 对台湾泥鳅养殖过快发展应采取的措施 

3.1. 加大资金投入、研发台湾泥鳅养殖新模式、新技术 

社会各界要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开展台湾泥鳅养殖新模式的研究与开发，探索多元养殖模式。尤其

在绿色健康池塘养殖模式、循环水养殖创新模式、稻渔综合种养模式、数字生态智慧水产养殖模式等先

进养殖模式上做出探索和应用。同时，立足科技创新，解决苗种成活率低、病害多发、专用饲料缺乏等

方面的难题，在台湾泥鳅养殖技术上做好做足功课。 

3.2. 加强苗种生产管理与亲本种质改良 

台湾泥鳅属杂交品种，用其繁殖的后代再繁殖的苗会出现退化现象，其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抗

病能力等均将下降，随着繁殖代数的增加，退化现象更加严重。从事台湾泥鳅苗种生产单位和个人应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申请审批，并应按照审批的范围、种类等进行生产。台湾泥鳅苗种的生产应当遵守农业

部制定的生产技术操作规程，保证苗种质量。而且苗种的质量必须经过检疫检验。另外，作为种鳅供应

繁殖场要做好亲本保种和种质保纯工作，作为引种单位也需擦亮眼睛，找信得过的繁殖场引种养殖。 

3.3. 重视保护生态环境 

由于台湾泥鳅养殖废水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在有关渔业及环保管理部门应密切配合，加大对水

域污染的防御和综合整治力度。具体来说，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大力推广无公害健康养殖技术，比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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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广“鱼菜共生”、“稻鱼共生”等综合种养模式，减少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环保部门也要加强水

域环境的检测，通过实行“一控双达标”来严格控制造成水域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3.4. 加强鱼病预防，保障用药安全 

鱼发病是鱼体、病原体、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高密度精养过程中，由于密度高、投饵多、

粪便多，导致养殖环境恶化，引发肠炎、烂鳃、烂尾、出血病、一点红等常见的病害。因此，我们要了

解台湾泥鳅的习性，注重水质、饵料管理，加强鱼病预防工作。另外，加强常见渔药对台湾泥鳅的急性

毒性、药敏试验以及各种药物在台湾泥鳅体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保障用药安全和水产品质量安全。 

3.5. 健全配套服务体系 

众所周知，在水产养殖行业中“苗种是基础、饵料是产量，水质是保证、管理是关键”，要保障台

湾泥鳅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首先要健全苗种、饵料、水质及管理四位一体的配套服务体系，在苗种生

产、饵料开发、水质监测以及生产管理上制定一系列标准和政策为台湾泥鳅养殖保驾护航。其次，建立

行业协会，统筹安排产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并有效协调各方面关系。最后，加强各级水产技术推广和

服务体系建设，重视渔民技术培训，确保水产管理服务体系的健全、完善和正常运转。 

3.6. 加大宣传、努力拓宽销售渠道 

在引导渔民发展台湾泥鳅养殖业的同时，注重在“销”字上做文章，以市场销售助推渔业发展，实

现渔业增效、渔民增收。组织宣传推介和媒体营销，依靠渔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市场经营主体的带动，

积极推行“订单渔业”；加大水产品牌培育，鼓励台湾泥鳅养殖企业、加工厂注册水产品商标，增强企

业实力；在南方乃至全国广开销路、本地区也要采取深加工产品，多条腿走路，确保泥鳅产业的健康发

展。这就要求养殖企业和养殖户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积极联合水产加工企业，实现自身产业

化、品牌化，进而拓展国内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努力打造从养殖到加工再到销售的整条产业链。 

4. 结语 

台湾泥鳅自 2012 年引进大陆以来，由于其具有个体大、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不钻泥、雌雄个体大

小基本无差异、免疫力强、饵料系数低等优良特点，深得养殖户的青睐，迅速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淡水

养殖鱼类，并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由于

养殖技术的落后和管理不善造成台湾泥鳅养殖产地环境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病害发生率逐年上升，

新的疾病不断出现。另外，养殖户要理性投资，不要太过于追求高产，要在“销”字上多做文章，积极

推行“订单渔业”；台湾泥鳅养殖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式下发展的需要，研发新型的养

殖模式，最大限度地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我国的台湾泥鳅养殖业尽快摆脱现有的困境，迅速走上

健康、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轨道。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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