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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实地采样调研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我国每年海洋捕捞渔船的燃油消耗为 <!>

万b!其中拖网和刺网渔船分别占 "O7O]和 ##7#]!是渔船燃油消耗的主体'推算出每年渔船

总燃油消耗为 >B$ 万b!渔业生产领域总能源消耗为 % >"? 万b标准煤!其中水产捕捞#养殖和

加工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和 %!]!并以万元产值能耗为指标对渔业及其主要领域的

能源利用水平进行比较分析" 在对渔业节能减排总体水平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指出降低

渔业能耗的主要领域是拖网渔船和刺网渔船!控制渔业排放的主要领域是池塘养殖和工厂化

养殖'标准化渔船技术#玻璃钢渔船技术#循环水养殖技术等是推进渔业节能减排的主要技术

支撑'参考国外渔业节能减排技术状况!提出发展目标和主要措施等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 渔业节能减排' 燃油消耗' 渔船节能' 养殖排放' 循环水养殖

中图分类号! j>%?&&&&&&&文献标识码(,

&&节能减排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实

现标志) 农业节能减排是国家节能减排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渔业

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中工业化程度相

对较高的领域之一) 渔业又是一个对能源&资源

高度依赖&对环境生态影响较大的行业) 提高渔

业节能减排水平!对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现

代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摸清渔业耗能与节能减排现状!明确渔

业节能减排工作思路!从 #$$< 年起!本项目组开

始开展对全国工厂化养殖设施的调研任务!#$$O

年承担了渔业耗能与节能分类调查任务!并在调

研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研究与调研报告'% ;?(

%

#$$B 年对山东&江苏等地的节能减排情况进行了

专题调研%同时!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开展了

水产品加工业耗能与节能调查工作) 本文是在几

次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渔业耗能与节能减排

的整体状况的综合报告)

%&我国渔业能耗与排放基本状况及特点

!"!#我国渔业能耗构成及特点

海洋捕捞渔船能耗构成&&海洋捕捞是我国

渔业生产的主要领域) 根据统计数据'" ;>(

!我国

共有海洋捕捞机动渔船 #$7>< 万艘!总吨位 "<?

万b!总功率 % #<$ 万 [l!其数量&吨位和功率分

别占我国机动渔船总量的 !<7$]& >!7!]和

>%7?]%海洋捕捞产量 % #?!7" 万 b!占水产捕捞

总产量的 O?7<]) 尽管其数量不大!但在吨位和

功率配备上的比重却相当大!可以说海洋捕捞机

动渔船的能耗在我国渔船全部能耗中所占的份量

最重) 因此!本次渔船能耗调查以海洋捕捞机动

渔船为重点)

通过实船信息采样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调研和

统计数据汇集!推算出我国海洋捕捞渔船年燃油消

耗约 <?$万b"统计推算数 <!>7$< 万b#!其中拖网

作业耗油 !>?7<> 万 b"占 "O7O]#!刺网作业耗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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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万b"占 ##7#]#!张网&围网&钓具及其它作

业方式油耗分别占 !7B]&#7?]&<7O]和 "7B])

机动渔船能耗构成 &&在海洋捕捞渔船燃

油消耗调研测算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机动渔船中

内陆渔船&捕捞辅助渔船&养殖渔船和其它渔船的

统计数据!结合各类渔船的实际工作状况!获得如

表 % 所列的我国渔船燃油消耗构成) 渔船年总燃

油消耗为 >B$ 万b!海洋捕捞生产共消耗燃油 >$$

万b!占渔船总燃油消耗的近 B$]%养殖生产消耗

燃油 !$ 万b!所占比重较小)

表 !#我国机动渔船燃油消耗量及构成

,-."!#'D04<:-<630DC097:70<0==42130<94DC:70<0=D0:05=79>7<@ 82992197<)>7<-

机动渔船

XEUHEIF D5b5:P59b

捕捞产业船 XEUHEIF P59bU

海洋捕捞船

D9:EIMXEUHEIF

P59bU

内陆捕捞船

EI69IN XEUHEIF

P59bU

捕捞辅助船

9K_E6E9:f XEUHEIF

P59bU

养殖产业用船

9cK9LK6bK:M

P59bU

其他渔船

5bHM:XEUHEIF

P59bU

船数 "万艘#P59bU ">7> #$7> %>7! #7! %<7% %7!

占总数百分比"]# QM:LMIb9FM %$$ !"7B !$7$ ?7$ #>7B #7#

吨位"万b# b5II9FM >O$7> "<?7% >#7# <<7% <!7O %?7"

占总数百分比"]# QM:LMIb9FM %$$ >#7! B7# O7? O7# %7B

功率"万 [l# Q5gM: % ><?7O % #<$7? %>!7$ %%>7B %>"7< !>7B

占总数百分比"]# QM:LMIb9FM %$$ >%7? B7O <7> %$7$ #7%

耗油量估算"万b#

XKM6L5IUKDQbE5I

>B$ <?$ ?$ <$ !$ #$

占总数百分比"]# QM:LMIb9FM %$$ O%7$ "7% >7< !7O #7"

折合标准煤"万b#

Ub9IN9:N L596McKEe96MIb

% %"%7% B!#7" "O7! O>7? ?!7> #B7#

&&水产养殖能耗构成&&我国水产养殖的方式

主要是内陆水产养殖和海水养殖两大类) 其中大

多数的养殖方式主要利用水域或地域自然条件!

对能源的依赖度相对较低!只有池塘养殖和工厂

化养殖对能源的依赖度较高) 本次调研着重针对

池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的能耗情况进行统计分

级!并结合理论分析值!推算水产养殖的能耗"表

##) 水产养殖能耗总量约为!<#7%万b标准煤)

表 $#水产养殖能耗量及构成

,-."$#S<25@; 30<94DC:70<-<630DC097:70<0=-I4-341:452

养殖模式

LK6bK:MD5NM6

产量"万b#

5KbQKb

单产耗电系数"度@[F#

KIEbQ5gM:X9Lb5:

能耗"万b标煤#

MIM:Ff L5IUKDQbE5I

比重"]#

QM:LMIb9FM

备注

:MD9:[U

池塘养殖

Q5IN LK6bK:M

% ?O?7$ $7!> ##%7O <%7!

包括淡水池塘养殖% !"$7O万b&海水池塘养

殖%!!7#万吨

X:MUHg9bM:Q5INU%!7"$O DEI b5IU!UM9g9bM:

Q5INU%!7!# DEI b5IU

工厂化养殖

EINKUb:E96LK6bK:M

##7% O7<< >>7! #%7!

包括淡水工厂化养殖 %!7?万b&海水工厂化

养殖O7>万b

X:MUHg9bM:EINKUb:E96LK6bK:M %!? $$$ b!

UM9g9bM:EINKUb:E96LK6bK:MO> $$$ b

网箱养殖

L9FMLK6bK:M

. . "%7B %?7!

筏式养殖

:9XbLK6bK:M

. . . . 以养殖渔船为主D9EI 5XLK6bK:MeMUUM6

围栏养殖

MIL65UK:MLK6bK:M

. . . .

其它养殖

5bHM:LK6bK:M

. . %%7% !7%

以滩涂&围栏为主!主要依靠自然条件!能源

消耗很少!以池塘养殖合计值的"]估计

P9UMN 5I PM9LH!XMILM7D9EI6f :M69f 5I I9bK:96

L5INEbE5IU!6Ebb6MMIM:Ff L5IUKDQbE5I!9IN EU

MUbED9bMN 9P5Kb"] 5XbHMb5b96e96KM5XQ5IN

9cK9LK6bK:M

合计 b5b96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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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耗结构看!池塘养殖由于生产规模大!其能耗

占养殖能耗总量的 <%7!]%其次是工厂化养殖!

占 #%7!]%网箱养殖和网栏养殖"以养殖渔船计#

的能耗占 %?7!])

渔业能耗构成及特点&&渔业生产领域中!

水产品的捕捞&养殖和加工等 ! 个领域的能耗结

构分别为 <<]&#%]和 %!]!我国渔业生产能源

消耗总量为 % >"?7$ 万 b标准煤"表 !#) 捕捞生

产中的渔船捕捞装备以消耗燃油为主!耗能最多%

养殖生产主要依赖自然条件!辅以增氧机&水泵等

小型设备!主要消耗电力%水产品加工主要依赖制

冷设备等!能源消耗总量相对较小)

表 +#渔业生产领域能源消耗结构

,-."+#R:543:4520=2<25@; 30<94DC:70<0==79>25; C50643:70<

水产捕捞

XEUHEIF

水产养殖

9cK9LK6bK:M

水产品加工

XEUH Q:5LMUUEIF

合计

b5b96

主要能源形式 bHMD9EI X5:DU5XMIM:Ff 燃油XKM65E6 电M6MLb:EL 电&煤M6MLb:EL!L596 .

折合标准煤"万b# Ub9IN9:N L596McKEe96MIb % %"%7% !<#7% #?$7O % >"?7$

比重"]# QM:LMIb9FM << #% %! %$$

&&海洋捕捞业是渔业能耗的主体!其能源利用

效率也最低) 从产量与能耗的关系分析!捕捞生

产的单位产量能耗为 $7>!!其中海洋捕捞为

$7O#!内陆捕捞为 $7#<!而养殖业则为 $7%%!海洋

捕捞的单位产量能耗最高) 从产值与能耗的关系

分析!捕捞生产的单位产值能耗为 $7O?!其中海

洋捕捞为 $7BO!内陆捕捞为 $7%#!养殖生产则为

$7%%!海洋捕捞的单位产值能耗也最高)

!"$#我国渔业排放状况及特点

水产养殖用水及排放状况&&养殖生产离不

开水源) 内陆池塘养殖和设施化养殖需要占用大

量淡水资源) 研究表明'O(

!池塘养殖生产单位产

量的水体利用率为 %$ W%" D

!

@[F!换水型工厂化

养殖和流水型养殖设施的水体利用率为 %O$ W

#>$ D

!

@[F!以此推算!我国淡水养殖设施用水量

约为 # $$$ 亿D

!

"表 ?#)

表 H#淡水设施养殖用水量

,-."H#O-:2530<94DC:70<0==529>F-:25-I4-341:452

池塘养殖

Q5IN LK6bK:M

设施化养殖

X9LE6EbEMULK6bK:M

水体利用率"D

!

@[F#

g9bM:KUMMXXELEMILf

%$ W%" %O$ W#>$

产量"万b# 5KbQKb % !"$7O %!7?

用水量"%$亿D

!

#

g9bM:L5IUKDQbE5I

%!"7$O W#$#7<# #?7%# W!<7%O

用水量估计"%$亿D

!

#

MUbED9bMN 5Xg9bM:L5IUKDQbE5I

#$$7$"%"B7# W#!O7O#

注$设施化养殖包括换水型工厂化养殖和流水型冷水鱼养殖)

+5bMU$.9LE6EbEMU9cK9LK6bK:MEIL6KNMg9bM:CLH9IFMEINKUb:E96LK6bK:M

9IN X65gC9g9f L56NCg9bM:LK6bK:M7

&&海水鱼工厂化养殖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 海

水鱼工厂化养殖以鲆鲽鱼养殖为代表!水源主要

是地下海水&自然海水和卤水兑淡水等 ! 种!具有

+大棚d深井,的设施特点!地下水是主要的水

源) 我国鲆鲽鱼养殖产量为 >7# 万b!总用水量约

为 %!$ W%B$ 亿D

!

)

氮&磷等是水产养殖排放的主要富营养物质)

水产养殖过程中需要投放大量的饲料&渔用药物

等!除养殖对象吸收之外!养殖水体中的残饵&排

泄物&生物尸体&渔用营养物质和鱼药大量增加!

造成氮&磷和鱼药以及其它有机物或无机物质超

过了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排放导致对水环境的

污染) 从总量上看!水产养殖的排放量依然不小)

表 " 所列为部分排放物质的规模)

渔船排放状况&&渔船排放主要有渔船柴油

机排放和渔船油污水和生活污水排!以前者为主)

柴油机废物排放主要分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等 !

种形态) 气体形态的排放物质主要包括氮氧化物

"+(

_

#&二氧化硫"0(

#

#一氧化碳"3(#&和碳氢

化合物"13#) 液体形态的排放物质主要有硫氧

化物"0(

_

#&碳氢化合物"13#) 固体形态的排放

物质主要是微小形态的颗粒物排放物"A8#) 二

氧化碳"3(

#

#是氧在柴油机燃烧的产物) 二氧化

碳虽然对生物无直接的毒害!但却是温室气体的

主要组成部分) 船舶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

化碳和氮氧化物!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

表 < 系根据我国渔船全年 >B$ 万 b的燃油耗量所

做的推算结果) 尽管是理论性估算!但也可以反

映我国海洋机动渔船柴油机废气排放的规模及其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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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部分水产养殖排放物质的规模

,-."K#SD79970<994.9:-<32993-120=C-5:90=-I4-341:452

养殖方式

LK6bK:MD5NM6

产量"万b#

5KbQKb

排放物质

MDEUUE5I

排放系数"[F@b#

MDEUUE5I X9Lb5:

排放量"万b#

NEULH9:FM9D5KIb

备注

:MD9:[U

氨氮S,+ #7<! !7"< 四大家鱼排放水中含量'B(

淡水池塘养殖

X:MUHg9bM:Q5INULK6bK:M

% !"$7O 磷A $7$$# < $7$$! " MDEUUE5I X:5DbHMX5K:D9V5:3HEIMUML9:QU

氮+ %"< <7!

排放系数来自大亚湾网箱养殖排放研究'%$(

MDEUUE5I X9Lb5:X:5DbHM=9f9P9f L9FMLK6bK:M

网箱养殖

L9FMLK6bK:M

?$7< 磷A %$7# WO<7< $7?O W!7"

排放系数以质量平衡法获得的研究结果汇

集'%%(

5Pb9EIMN 2DEUUE5I X9Lb5: Pf KUEIF

89UUZ969ILM

表 L#我国渔船柴油机主要有害物质排放量

,-."L#/-7<>-5D=4194.9:-<3292D79970<90==79>7<@ 82992197<)>7<-

排放物质

MDEUUE5I UKPUb9ILM

排放量"万b@年#

NEULH9:FM9D5KIb

全国"万b@年#

MIbE:ML5KIb:f

比重"]#

QM:LMIb9FM

氮氧化物 IEb:5FMI 5_ENM ?$ % <?!7? #7?

硫氧化物 5_fUK6XENM #$ # ?<O7% $7O

微颗粒物DEL:5CQ9:bEL6MU # BO<7< #

二氧化碳L9:P5I NE5_ENM # "$$ ?$7O"亿b@年#?7$O $7<

污油UKDQ 5E6 # . .

生活污水 N5DMUbELUMg9FM !"$ . .

固体生活垃圾U56EN g9UbM "$ . .

注$%7排放量以 >B$ 万吨燃油消耗为测算依据%#7全国排放量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联合国国际能源署 #$$? 年数据!其它为 #$$> 年

数据)

+5bMU$%72DEUUE5I L96LK69bE5I P9UEU9b>7B DE66E5I b5IU5XXKM6L5IUKDQbE5I%#72IbE:ML5KIb:f MDEUUE5I!L9:P5I NE5_ENMMDEUUE5I N9b9X:5DbHM

)IEbMN +9bE5IU/IbM:I9bE5I962IM:Ff ,FMILf EI #$$?!bHM5bHM:N9b9EI #$$>7

&&渔业排放基本特点&&水产养殖的排放属于

遍布内陆和近岸水域的面源污染) 生产规模与方

式是决定排放量的主要因素) 富营养物质的产生

量与养殖生产量直接相关!不同生产方式!其废水

排放量也不同) 表 > 所列为主要设施化养殖生产

方式的产生总量及其占养殖总产量的比重) 池塘

养殖生产规模大!用水量大!富营养物质及水体的

排放量也最大) 工厂化养殖的总体生产规模较

小!也有相当的排水量) 网箱养殖和围栏养殖主

要排放的是可溶性营养物质和固体有机物!前者

溶于自然水体!后者可以收集控制) 其它形式的

养殖生产方式!湖泊&水库大水面养殖和河沟&稻

田养殖!设施化程度很低!对排放的控制手段

很弱)

表 M#主要设施化养殖的生产规模及比重

,-."M#R3-120=D-7<=-3717:729-I4-341:452

淡水池塘养殖

X:MUHg9bM:Q5IN

LK6bK:M

海水池塘养殖

UM9g9bM:Q5IN

LK6bK:M

工厂化养殖

EINKUb:E96LK6bK:M

网箱养殖

L9FMLK6bK:M

围栏养殖

MIL65UK:MLK6bK:M

产量"万b# 5KbQKb %!"$7O %!!7! ##7% ?$7< "$7<

比重"]# QM:LMIb9FM ?%7# ?7% $7<> %7#? %7"?

排水量"%$ 亿D

!

# N:9EI9FMe56KDM

%!"7$O W#$#7<# . !B7O$ W"B7>$ . .

注$海水池塘养殖产量T海水陆基养殖"%?#7$ 万b# ;海水工厂化养殖"O7> 万b#)

+5bMU$0M9g9bM:Q5IN LK6bK:M5KbQKbT0M9g9bM:69INCP9UMN 9cK9LK6bK:MLK6bK:M5KbQKb"%7?# DE66E5I b5IU# ;0M9g9bM:EINKUb:E969cK9LK6bK:M

5KbQKb"$7$O> DE66E5I b5IU#7

&&渔船废气等排放物呈量大&面广等特点) 我

国渔船数量众多且船型小!单艘渔船的排放量比

其它船舶小很多!而且散布在广阔的海洋上!相对

于其它海洋性污染!渔船的影响要小很多!但排放

总量还是具有一定的规模) 渔船废气排放的减少

和控制主要取决于提高燃油效率和节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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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加工排放属于工业类点源污染) 排放

量及废水中污染物质的浓度取决于加工工艺!控

制和减少排放在环保领域有相应的技术措施!主

要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限制)

#&我国渔业节能减排主要问题与制约

因素

$"!#海洋捕捞渔船装备存在的主要问题

渔船装备陈旧技术水平落后&&受生产力水

平的限制及捕捞资源衰退的影响!我国渔船装备

经历上世纪 O$ 年代以后的迅猛发展后!许多渔船

使用至今!装备老化问题严重) 统计数据表明!现

有渔船中!只有 %$]是近 " 年内建造的新船!船

龄在 " W%$ 年之间的占 "$]!船龄在 %$ 年以上的

占 ?$]!对新型高效节能设备的使用比例相当

低) 船型是不同作业方式渔船综合性能优化的集

中体现) 由于我国渔船建造业实行市场化!加上

渔船标准化建设的滞后!造成任意建造&船型杂

乱) 另外!由于渔船建造的规范性差&优化度不

够!我国渔船的主机配置&船机桨匹配方面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直接关系到航行的性能和经济性)

玻璃钢渔船发展滞缓&&玻璃钢渔船推广应

用滞缓的主要因素是造价和建造的工艺保障) 玻

璃钢渔船造价较木质船要高 "$]以上!比钢质船

高 #"]左右!初期投资成本过高!渔民难以接受)

由于产业规模没能形成!我国玻璃钢渔船建造工

艺的规范度不够!建造质量难以保证大中型渔船

和作业受力较大的拖网渔船的需要!有些玻璃钢

渔船建造受成本的限制!质量不高!达不到应有的

材料性能指标) 玻璃钢渔船的发展还受制于渔港

条件)

节能技术应用推动力不足&&近年来!随着

柴油机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型柴油机的性能比老

机型优越了许多!燃油效率明显提高) 但一次性

投入很大!大部分渔民难以承受) 因此!希望国家

能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以鼓励渔民将能耗高的旧

机更换成节能型柴油机) 此外!使用燃油添加剂

的目的是保证柴油机燃烧更稳定&更充分!以提高

效率&控制有害气体的排放) 如果能被证明其确

有效果!渔民是欢迎的) 本次调查样本显示!约

>O]的渔民认为没有节油效果!或感觉并不省钱)

台架试验表明 "中国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

#$$O#!? 种试验的添加剂在新装机上效果不明

显!与产品说明书上有较大差距) 其它形式的节

能技术与产品"包括主机余热利用&风帆助推装

置&太阳能示位灯等#的应用尚处于起步或探索

之中)

$"$#养殖设施排放存在的主要问题

饲养方式粗放#饲料投喂精准度低&&我国

水产养殖生产方式较为粗放!饲料"或饵料#营养

结构的针对性较差!主要依据经验实行定量投喂)

养殖对象对饲料的吸收率不高!造成排泄量增加)

养殖对象的摄食行为会影响摄食量!使得定量投

放的饲料未被完全食用!直接加剧水体的富营养

化) 研究表明!运用精准投喂技术!与经验型定量

投喂相比!可以节省 #$] W!$]的饲料用量) 换

言之!提高饲料营养效率!采用精准投喂技术!可

以减少养殖排放 !$]以上)

水质调控能力弱#水体利用率低&&我国水

产养殖设施系统的水质调控能力弱&方法少!对循

环水养殖技术的应用还相当落后!大多数工厂化

养殖系统没有应用循环水技术!工厂化循环水养

殖总体上还处在示范阶段!池塘养殖循环水技术

还处在集成研究的过程中) 研究表明'O(

!循环水

养殖的水体利用率为 $7# D

!

@[F!比池塘养殖的

%$ W%" D

!

@[F 和换水型工厂化养殖的 %O$ W#>B

D

!

@[F高出许多) 应用循环水养殖技术可以大大

减少养殖废水的排放) 近年来!许多工厂化养殖

系统受水源不足的影响!对发展循环水养殖技术

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如沿海北方地区鲆鲽鱼工厂

化养殖系统!南方地区的鳗鱼工厂化养殖系统!以

及一些苗种繁育生产系统#) 我国北方地区的池

塘养殖系统水源不足!南方一些地区的养殖场因

水域污染或旱灾的影响!常受缺水的威胁!都需要

发展循环水养殖技术)

减排措施不足#排放无控制&&由于养殖系

统的用水量大!有效的减排措施很少) 一些有条

件的养殖企业!利用沉淀池构建生态塘!或养殖低

等级的生物!起到了一定的减排作用) 我国的水

产养殖企业总体上还没有真正面临环境保护对排

放的限制和压力!除非发生特定水域恶性污染问

题"如滇池&太湖等水域的蓝藻爆发#!养殖企业

的排放不受法律&法规的制约!大部分养殖系统对

排放没有限制措施)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

展!人们对水产养殖的排放问题越来越关注!一些

地区已经开始对养殖企业的排放提出了要求) 增

%*#



! 期 徐&皓!等$我国渔业节能减排研究与发展建议 &&

强养殖系统的减排能力&控制富营养物质排放是

养殖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趋势)

$"+#影响渔业节能减排的主要制约因素

科技因素&&总体上讲!我国渔业装备与工

程的科技投入与成果产出落后于现代渔业发展的

需要) 集成优化度低是渔业节能减排科技水平提

高不快的主要原因) 渔业生产体系是集生物生产

技术与装备设施技术为一体的系统工程) 渔业节

能减排新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捕捞作业船舶

系统和节水减排养殖设施系统!系统的关联度大!

集成优化就愈显重要) 许多有限的技术和使用条

件必须同时在一个平台上集成协调!甚至创造一

个新的系统!才能在渔船的节能和养殖系统的减

排上发挥显著的作用)

生产者因素&&生产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产量

上!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往往不受重视) 新造

捕捞渔船追求的是产量&航速&抗风能力&装载能

力等硬指标!而对船体阻力&航行经济性&高效作

业&排放控制等软性能不够重视) 养殖系统对自

然条件的依赖很大!在节水和排放方面没有节制!

直到自然条件不断恶化&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养殖

生产受限并自身遭受环境污染影响之时!对符合

+健康养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高效生产,养殖

模式的需求才显迫切) 利益关联度低是生产者对

利用现有节能减排技术兴趣不大的主要原因)

政策法规因素&&我国有关渔业节能减排的

法规和标准建设还相当滞后!对关系能耗和排放

的主要的建造和生产环节如船型的规范&材质的

选用&陈旧装备的合理淘汰&排放控制措施的落实

等影响力不够!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约因

素) 有些节能型产品如节油装置&燃油添加剂等!

在应用过程中!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导致对其性

能的评价说法不一!甚至褒贬不一!从而影响适用

产品的推广使用) 我国在渔业装备领域应用研究

基础不足!尤其对节能减排的技术研究过少!使得

相关的法规&标准建设缺少主要的支撑)

!&国外相关技术研发进展

为维持捕捞渔业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国外一些渔业发达国家已经重视并展开捕捞渔业

节能降耗的研究和探索) 主要措施有$

+"!#减少渔船阻力

渔船船型优化&&优化船型可节油 ##]

'%#(

%

而英国的绿色拖网渔船"F:MMI b:9g6#通过增加船

长使渔船变得瘦长!可节油 !$]以上'%!(

) 另外!

通过改进船底龙骨的线型结构!又可以节油

%$] W#$])

远洋渔船采用球鼻艏&&采用球鼻艏可节

油 <]

'%#(

)

优化渔具&&渔具类型的改进最多能节油

#$]

'%#(

%如果网具使用迪尼玛"=fIMMD9

S8

#高强

度材料!可实现节油 !$]

'%?(

)

定期清洁船壳&&铲除杂物一个月后与刚铲

除时相比!船舶耗油量要多 >]

'%"(

%如果每年将螺

旋桨上的污垢清除一次可节油高达 %$]

'%"(

)

+"$#优化动力推进系统$提高燃油利用效率

螺旋桨推进系统的改进&&根据研究'%?(

!换

用较大直径的螺旋浆可节油 ?] W%"]%安装导

流管!可节油 %O]%优化系柱拖力可节油%7"] W

?]%用可调桨替换固定螺距螺旋浆!可节油

?7"])

新型燃油流量计&&通过配置主机&辅机的

燃油流量计!可提高操作者对燃油消耗的感性认

知!有助于提高节能降耗意识) 采用燃油流量计

可获得燃油消耗率等数据!有助于渔船行驶速度

接近最佳运行点'%<(

)

+"+#新型能源技术的使用

风能利用&&安装天帆"0[f09E6U#风力推进

系统!渔船每年可节油 %$] W!$]%在最佳的风

力条件下!节油可短暂性地达到 "$]

'%>(

)

生物柴油的应用&&使用生物柴油后的主要

优点包括$发动机表现性能更佳!加油更容易!减

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O(

)

混合动力技术&&机电一体化的油电混合动

力推进技术逐渐地应用于渔船中!从而节约了燃

油能耗!降低了生产成本'%B(

)

?&促进我国渔业节能减排的对策

H"!#发展思路

节能减排是推进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国家战略!也是渔业现代化发展必须长期坚

持的发展策略) 提升渔业节能减排水平不可能一

蹴而就!需要全行业的长期努力!通过行业管理部

门&科研单位&企业和广大渔民群众全方位的参

与!形成+管理引导&科技支撑&企业行动&渔民参

与,的发展局面!共同推进渔业节能减排事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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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

"%# 发挥行业管理的引导作用) 广泛宣传渔

业节能减排的意义!通过政策引导和专项支持!促

进渔业节能减排科技水平的提高!引导企业实施

生产条件改造和技术装备提升!树立节能减排的

示范典型) "## 强化科技支撑的推动作用) 设立

科技专项!加强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研究!解决制

约渔业节能减排事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问题!形成

标准化技术体系!建立生产条件改造建设规范和

技术装备评价标准!构建示范性装备与设施系统)

"!# 促进企业成为行动的主体) 通过政策引导&

专项支持&科技支撑和示范推动!鼓励企业运用新

技术&新装备!积极实施生产条件改造和技术装备

提升!使企业成为实施渔业节能减排战略的主体)

"?# 形成渔民广泛参与的局面) 通过宣传&示范

和培训!让渔民群众深切感受实施渔业节能减排

在增加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实惠!树

立节能减排的意识)

H"$#目标与措施

发展目标&&到 #$#$ 年!渔业单位产值能耗

下降 #$]!富营养物质排放减少 "$]!养殖设施

用水减少 "$]!渔业节能减排技术及装备得到普

及) 拖网&刺网渔船船型的标准化率达到 !$] W

"$]!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以上%!$ D以下玻

璃钢渔船达到 #$] W!$]%工厂化养殖系统实现

水循环利用!池塘循环水养殖技术在缺水地区得

到基本普及!高位池养殖废水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水产养殖实现高效生产和管理%从而整体提升我

国渔船装备和集约化养殖设施的现代化水平)

通过实施+渔业节能降耗生产条件改造与技

术提升推进工程,和+渔业节水减排生产方式转

变示范工程,!构建主要拖网&刺网渔船船型标准

和建造规范!系统集成节能技术与装备!建立标准

化船型示范船%推进玻璃钢渔船发展!构建 !$ D

以下玻璃钢渔船标准化系列!制定建造规范!集成

节能技术与设备!建设玻璃钢示范渔船%构建鲆鲽

鱼工厂化养殖系统循环水改造模式!改造建设鲆

鲽鱼工厂化循环水系统示范点%构建养殖池塘节

水&减排标准化改造模式及建设规范!建设池塘健

康养殖示范园区)

措施建议&&"%# 设立行业科技专项) 争取

设立国家公益性行业科技专项!以拖网&刺网作业

渔船节能技术集成研究与养殖池塘节水&减排与

生态化改造为重点!启动+船舶节能技术在我国

主要作业渔船上的应用研究与示范,和+池塘健

康养殖设施工程技术研究与推广,两大专项!研

发节能船型&玻璃钢船型和养殖池塘节水减排设

施模式!集成节能减排技术)

"## 设立标准研究专项) 争取国家标准化研

究专项!开展+我国渔业节能减排标准体系建设

与关键技术方法研究,!解决诸如渔船节油产品

评价技术&玻璃钢渔船建造工艺&养殖设施经济性

评价技术等关键性问题!构建检测实验平台) 针

对目前节能产品推广的热点!制定+渔船主机节

油效应评价方法, +渔船玻璃钢材料建造规范,

+池塘养殖设施建造规范,+养殖水体物理过滤净

化设备评价方法, +养殖水体生物净化设备评价

方法,等!以指导节能减排先进技术装备的推广

应用)

"!# 设立产业发展专项) 设立+节能型标准

化渔船建设产业专项,!引导产业使用新型标准

化渔船%设立+玻璃钢渔船建造产业专项,!引导

中小型渔船建造选用玻璃钢船型%设立+工厂化

养殖循环水技术升级改造专项,!提高水体利用

率!减少能耗!有效控制排放!实现节水&减排)

"?# 扩大农机补贴政策范围) 按照国家农机

补贴的支持方向!具有节能减排效能的渔业机械

应该重点考虑纳入) 目前可以纳入农机补贴的产

品包括$节能型船用柴油机&液压起网机&船用风

力发电装置&油污水处理装置&饲料投喂装置&颗

粒过滤机&泡沫分离器&生物净化装置&纯氧添加

装置&紫外杀菌装置&循环水泵等)

""# 深入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工程) 通过政

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建立改造标准!规划进排水系

统&水源净化设施&养殖水体生态净化设施和水排

放净化设施!配置水质监控装置&饲料智能化投喂

装置和高效增氧装置!配套养殖管理技术和水质

调控技术!建立健康养殖与节水减排示范区!并逐

步推广应用)

"<# 建立渔业节能减排长效推进机制) 有必

要在渔业部渔业局的领导下!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由渔业&渔船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相关机构的专家

组成!针对我国渔业节能减排的现状和发展要求!

科学制订整体提升渔业节能减排水平的发展规

划!交流和协调各地推进渔业节能减排的相关政

策!确定科技发展和工作推进的重点!开展针对渔

&*#



! 期 徐&皓!等$我国渔业节能减排研究与发展建议 &&

民群众的宣传和培训!编辑渔业节能减排通讯!建

立渔业节能减排成效的评价机制!整体推进我国

的渔业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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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

&&第九届亚洲渔业和水产养殖论坛"BbH ,UE9I .EUHM:EMU9IN ,cK9LK6bK:M.5:KD#由亚

洲水产学会和上海海洋大学共同主办!为期五天!从 #$%% 年 ? 月 #% 日到 #" 日!举办地

在上海海洋大学临港校区!届时第四届渔业资源增殖养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九届世

界罗非鱼协会年会和第三届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性别研究专题研讨会将作为分

会同期举行)

联系人$ 周婷婷

地&址$ 上海市临港新城沪城环路 BBB 号

邮&编$ #$%!$<

电&话$ $#% ;<%B$$$<#&&&&传&真$ $#% ;<%B$$#O$

邮&箱$ B9X9XJUH5K7MNK7LI 或bbGH5KJUH5K7MNK7LI

网&址$ H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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