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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意见 

该成果针对淡水养殖青虾良种繁育技术缺乏、营养与

饲料研究薄弱以及绿色养殖技术体系未有效建立等关键性

技术难题，突破了以下三大关键技术：（1）系统构建了我

国青虾种质资源库，开发出青虾首个微卫星标记，率先创

建了青虾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扩增的有效方法，筛选出适

宜在池塘养殖的青虾优秀群体和杂交组合，建立了青虾规

模化育苗技术；（2）突破了青虾专用绿色配合饲料配制与

科学投喂技术，实现了系列化饲料产品的规模化生产。系

统研究了青虾对糖、糖脂比、微量元素（硒、镁和锰）以

及 VC 和 VE 的营养需求；研发出促生长抑制性早熟的适

宜脂肪源，揭示了亚麻酸、花生四烯酸调节机体免疫和脂

肪代谢的机理；阐明了 α-硫辛酸和硫胺素提高青虾对糖的

利用效率及节约蛋白质的效应；率先研发出可替代青虾

50%鱼粉蛋白的氨基酸强化型发酵酶解豆粕；研发出绿色

配合饲料系列产品及其科学投喂技术，饲料系数降至 1.45-

1.52。（3）攻克了微囊藻毒素降解、氟苯尼考安全使用、养

殖水体原位修复等关键技术，构建了池塘健康养殖及安全

生产技术体系。构建了青虾体内和池塘水体高灵敏度的微

囊藻毒素检测方法，研发出光-Fenton 和降解酶降解藻毒素

的有效技术；阐明了氟苯尼考在虾体内代谢规律，确立了

氟苯尼考在青虾养殖中的使用规范；建立了青虾养殖水体

原位修复及净化技术；发明了“淡水青虾拉网式套养方法”，

创建了“轮捕轮放”和“一年三茬”养殖模式。成果极大

地推动了青虾种质资源挖掘和绿色养殖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等方面的科技进步，对我省乃至全国青虾养殖产业的转

型升级和绿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成果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 项，发表论文 64 篇，其中

SCI 收录 41 篇，整体研究居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已在浙



江省推广应用并取得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 

提名该成果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