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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1、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j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o 突出本省水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状，记述科技进步，反映历史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2、编纂原则：存真求实，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述而不论，寓论断于记述，寓褒贬于事实。

3、时间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尽量追溯历史渊源和发端，下限断于1990年底。

4、内容安排：本志突出科学技术部分，着重阐述全省范围内获得省级以上科研项目的时代

背景，研制过程和结果等。根据专业特点采取横排纵述的方法加以记述。为了加深对本省科学

研究水平及全貌的认识，同时列举省内主要科研机构及学术交流等内容，最后附以必要的附
、

录。
。

料。

5、资料来源：省内外有关档案资料、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卡以及各种报纸、期刊等文字资

6、编纂体例：采取序、述、志、记、表、录等六种体裁。篇目层次分为篇、章、节、目、子目。

7、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1949年前，在中国纪年后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公元纪年采

用阿拉伯字。

8、简称：较长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以后使用简称。

9、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0、字体：简化汉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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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渔业科技志》，经过编纂同志们的艰辛努力，即将付印出版了，我作为浙

江水产战线40余年的工作者，由衷地感到欣慰!

历来地方志中编写某个行业专志的很少，而编写一个行业中某一单一专题志

书的，甚为罕见，《浙江渔业科技志》的出版更值得我们庆贺!

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稿件，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

浙江号称“鱼米之乡"，是全国重点渔业省，也是渔业科技成果大省，更是人才

荟萃、英模辈出的地方。渔业文化蕴藏丰厚，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先

人们即用木桨划船渔猎；越国大夫范蠡总结群众经验，著作《养鱼经》，并亲自指导

养鱼实践；南宋周密《辛杂识》中有建造活鱼车的记载；明代鄞县人屠本唆在福建

做官，写作了《闽中海错疏》和《海味索隐》两本水产专著；当代我国水产界浙江籍

专家学者朱元鼎、伍献文、王以康、费鸿年、朱冼、董聿茂等，有如群星璀璨。

浙江渔业科技成就，来源于发达的浙江渔业经济，来自于生产实践和科学实

验。 ，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建立水产科接

机构，组织水产科技队伍，采取领导、科技人员和渔民群众相结合的科技路线，广

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渔业科技工作，取得了机帆渔船试验、淡水鱼人工育苗、海

带南移养殖、渔情预报、水库捕捞、中国对虾南移养殖与放流增殖等丰硕的研究成

果。每一项成果都促进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形成了一个新产业。对全国渔业的发

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相信，这部志书不仅忠实地记载了渔业科技史实，而且对后人从中吸取经

验与教训，认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借鉴以指导自已的实践，定会不无益处。

浙江渔业前途广阔，渔业科技大有用武之地，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更多的人

才出现! ·

翊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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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业也称渔业，是人们以水域为依托，利用水生生物本身生物量的增长，利用科学技术，

通过劳动取得水产品的生产事业。

浙江发展水产业的自然条件优越。海岸线长而曲折，岛屿星罗棋布，港湾众多，渔场和滩涂

面积广阔，淡水水面分布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水产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浙江是全国的重点渔业省份，1990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139万吨，约占全国水产品总产

量的七分之一，其中海水鱼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在全国水产业中居重要的地位二

浙江水产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从出土文物看，海洋捕捞可上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

化时期，原始人类就在杭州湾一带乘独木舟从事海上捕捞活动。早在公元前4000年到10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在沿海和舟山群岛的人类，使用简单的工具，在涂面、礁边、潮间带采拾

藻、贝，捕捉一些随潮进退的鱼虾，并在沿海捕捞海洋鱼类。据《国语》载：越自建国即“滨于东海

之陂、鼋龟鱼鳖之处，而蛙龟之与同渚”。勾践当政时期，‘‘上栖会稽，下守海滨，唯鱼鳖见矣。”公

一元前505年，吴越两国在海战时有捕石首鱼的记载，这说明浙江沿海黄花鱼渔场，早在2000年

以前就开发利用了。秦代以后到汉唐期间，浙江海洋捕捞业发展缓慢，只停留在浅海滩涂的插

簖、堆堰和随潮进退捕捉鱼虾。宋代以后，出现了较大的船网工具，从沿岸采捕逐步发展到近海

捕捞。据宋代昌国县令王任之撰写的重修教寺碑文记载：。网捕海物，残杀甚多，腥污之气，溢于

市井，涎壳之秋，厚于丘山”，在《昌国志》上所刊的海产品中，仅鱼类就有大黄鱼、小黄鱼、鲟鳇

鱼、鳖鱼等12种．可见当时捕捞业之盛。明末清初，由于倭寇侵扰，朝庭实行“海禁”，海洋捕捞

业一度夭折。直至清康熙23年(1684年)，“海禁”解除，浙北大对作业，浙南张、流、钓作业得以

发展。鸦片战争后，由于连年战争和政府腐败，渔业生产发展缓慢，但渔具和捕捞技术的改进却

取得了进展。新渔场也不断地开拓，为本省近代渔业奠定了基础。 ．．

浙江淡水养鱼在公元前5世纪已开始。据《吴越春秋》载：。越王既栖会稽，范蠡等日臣窃见

会稽之山有鱼池二处，山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溪六谷之广，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民臣。畜

鱼三年，其利可以致千万，越国当盈”。从公元前460年左右写的《养鱼经》中也可看出当时养鲤

鱼的经验已相当丰富，养鱼事业相当发达。到了唐代因鲤鱼象征皇族，捕鲤必须放生，卖鲤受到

处罚、鲤鱼养殖受到压抑。而青、草、鲢、鳙的养殖业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浙江淡水鱼养殖的传统

品种。宋代是浙江淡水养鱼鼎盛时期，据《嘉泰志》(1201～1204)载：会稽、诸暨以南，大家多凿

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喂以粉，稍大饲以糠糟，

久之饲之草。⋯⋯其间多鳙、鲢、鲤、鲩、青鱼而已。池有数十亩者，旁筑亭榭，临之水光浩渺，鸥

鹭鹩鹊之属自至，植以莲黄菰蒲，柜霜如图画然⋯⋯。到了明代，养殖技术更加进步，自鱼苗一

直到商品鱼的饲养过程中，如鱼池建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分苗、转塘、饲料、施肥以及混养

技术等都广泛采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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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水养殖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前，奉化泥蚶(称奉蚶)唐代就成了贡品。宋时，有福建养

民从乐清湾购蜻苗养殖的记载。据明弘治十六年(1530年)所编《温州府志物产卷海族篇》就有

“渔者淤海浅处植竹为扈，竹入水处垒而生，蛎竹取名日竹蛎”记载了牡蛎插竹养殖技术。但直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浙江省海水养殖一直还是薄弱环节，养殖规模小，养殖技术比较简

陋，养殖品种仅限于泥蚶、缢蛏、牡蛎等三大贝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七个五年计划，浙江水产业得到了恢复

和发展。全省水产品产量，从1949年7．1万吨，到1990年上升到138．98万吨。在这40年中，

海洋捕捞能力大大加强，海、淡水养殖有了很大发展，现代水产品保鲜加工迅速兴起，渔业机械

和设施已具一定规模。旧中国破破烂烂的水产业已改造成一个规模大、门类齐全、技术比较先 。

进的综合性行业。

水产业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水产科学技术的进步。1949年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就

把水产科学技术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不失时机地进行科学技术机构建设，大力选拔和培养水

产科学技术人才。及时组织力量，就水产生产中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进行科技攻关，使水产科

学技术不断地发展，科技成果不断地涌现。
’

水产资源调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40年来，通过对全省海洋和内陆水域的水产资源的多

次调查，基本摸清了浙江沿海主要渔场、浅海滩涂和内陆水域的水产资源状况、生态环境，初步

掌握了主要经济水产品的资源分布，洄游及数量变动规律，并开展了几种主要经济鱼类的渔情

预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通过综合研究分析，提出了渔业区划，提出了渔业结构调整、发展途

径、目标及主要措施，为指导渔业生产，加强渔政管理，制定渔业政策和渔业发展规划提供了科

学依据。40年来，在新渔场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水产资源的增殖放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效

果显著。50年代开发了吕泗大、小黄鱼资源。60年代开发了鲐够鱼资源，70年代开发了马面纯

资源，以及以后对河纯鱼、石斑鱼、远东拟沙丁鱼和虾类等资源开发，为扩大捕捞渔场，增加品

种，提高产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后，先后进行了中国对虾、海蜇、曼氏无针乌贼及淡水

鱼类放流增殖试验，为浙江水产资源增殖研究工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40年来，浙江海洋捕捞技术的研究，随着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捕捞生产形势的变化，各个

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研究重点。50年代开始的机帆渔船试验和推广，根本上改变了全省海洋捕

捞业的落后状况。随着绞纲机的试验和应用，渔网合成纤维化的普及，探鱼仪和导航、通讯设备

等在渔船上的使用，使浙江省海洋捕捞迈向现代化。70年代，开展了灯光围网捕捞中上层鱼类 ▲

试验，通过网具改进，诱鱼设备的研制以及新渔场的探捕，使灯光围网成为全省海洋捕捞中一

项新的作业。80年代《群众渔业向外海发展渔船、渔具和渔法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为浙江海洋捕捞向外海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浙江海水养殖的研究工作原有基础较差。50年代海带南移获得成功，而后又系统地解决

了苗种和养殖技术，使海带成为全省海水养殖产品中的重要支柱。60年代中期，开展了紫菜人

工养殖和育苗技术研究，使紫菜养殖业形成了一定规模。70年代，浙江海水养殖取得多项重大

科研成果。坛紫菜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取得成功并大面积推广应用；中国对虾南移养殖及育苗

技术研究取得小试成功，为本省海水养殖开创了新的产业；继60年代小试成功后，缢蛏“围塘

整涂”附苗技术生产性试验成功和大面积推广应用，解决了全省蛏苗短缺问题；泥蚶、紫贻贝等

人工育苗技术小试获得突破，使本省贝类育苗达到了一定的水平。80年代，随着渔业结构调

整，海水养殖技术研究项目大量增加，科研成果丰硕。中国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对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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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高产技术、对虾亲虾越冬和育苗高产技术以及中国对虾放流增殖技术等研究成功，为全省对

虾增养殖业迅速发展莫定了重要的基础。皱纹盘鲍、海湾扇贝、日本真牡蛎、石斑鱼、尼罗罗非

鱼、鲻鱼、锯缘青蟹、长毛对虾、日本对虾等新品种的开发、引进和人工育苗研究成功，改变了浙

江海水养殖品种单一状况。

浙江淡水渔业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苗种、鱼病、饵料和养殖技术等重点进行。50年

代前期，主要从事总结群众池塘养鱼高产经验和技术，开展防治四大家鱼病害等方面工作。50

年代中后期，成功地突破了鲢鳙鱼的人工育苗难关，还进行了流水养鱼、鱼种培育及钱塘江干

流鱼类资源调查的工作，初步缓解了全省池塘养鱼。鱼瘟”的危害程度。60年代，在突破青、草

鱼人工繁殖技术关后，主要进行了水库渔业利用的研究工作，先后解决了水库拦鱼技术，水库

中上层鱼捕捞技术，并初步总结了水库养鱼高产技术。70年代，研究成功河蟹人工繁殖技术；

引进开发了尼罗罗非鱼、河鳗、圆吻鲴等新品种；三角帆蚌育珠获得成功；细菌性鱼病的研究取

得较大进展；青鱼颗粒饵料研制成功；网箱养鱼技术和外荡底层鱼机电捕捞技术研究成功，把

外荡渔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池塘养鱼和水库养鱼高产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80年代，病毒性

鱼病的研究取得可喜的进展；山塘小水库养鱼高产技术和池塘养鱼连片万亩高产技术研究成

果显著并大面积推广，名特优新品种养殖引人注目。

40年来，浙江的水产品保鲜加工和水产品综合利用技术等研究成绩显著。在陆上开展的

冷冻保鲜技术研究中，引进了平板结冻机和组装式冷库、研制了片冰机、板冰机和管冰机、有效

地提高了陆上制冷制冰能力。渔船隔热鱼舱和海水冷却保鲜等技术的成功和推广，初步解决了

全省渔船第一线保鲜问题。80年代，从国外引进了湿法鱼粉生产线和墨鱼拉丝、鱼糜、鱼香肠

生产线，经过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水产品加工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为水产品加工向多样化，

精加工和改善包装方向发展。

渔业机械仪器科研成果使海洋捕捞、海淡水养殖，水产品加工等各个领域的机械化水平均

有了较大提高。渔船、捕捞机械、助渔导航仪器、渔业设施和装备不断完善和更新。电子技术和

计算机技术在渔业上得到应用。

40年来，浙江水产科技机构的发展也比较迅速，已逐步形成从科研到推广相配套的科技

机构和一支具有一定研究开发水平的水产科技队伍。

1949年前，浙江省曾创办过一个水产科研机构，即浙江省水产试验场。它成立于1935年2

月，是利用原浙江水产学校在定海的校址和设备建立起来的。成立二年来，曾进行了一些调查、

试验和研究工作，并出版了一批调查论文报告。由于日寇侵扰、浙江危急，该场于1937年2月

停办。

1949年后，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已建立省级科研机构三个，逐步形成相当规模。

1951年，省农林厅水产局在德清县建立全省第一个外荡示范养鱼场——省农林厅水产局

西葑漾外荡示范养鱼场，并在吴兴县菱湖镇建立省农林厅水产局菱湖种鱼养殖试验场。1953

年，将两场合并为“省农林厅水产局菱湖淡水水产养殖试验场”。

1956年扩建为浙江省淡水水产试验所。1959年3月改名为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以下

简称省淡水水产所)。由于该所地处四面环水、交通不便的菱湖镇，一度影响了该所的发展。

一．1982年选址湖州市，当年着手基建，1987年完成搬迁工作。1990年该所设有：养殖、鱼病、资源

三个研究室和淡水渔业环境监测站、实验工场、养鳗场、技术服务部等部门。共有职工108人，

其中科技人员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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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省农林厅水产局在舟山沈家门创办了省农林厅水产局沈家门水产技术指导

站，1954年11月该站划归舟山地区，改名为舟山专署水产局水产技术指导站，1955年3月改

名为舟山专署水产局水产试验所，1956年4月划归省水产局，改名为浙江省海洋水产试验所。

建所后，开展了机帆渔船和海带南移的试验和推广工作，取得这两项主要科研成果。1959年3

月，该所改名为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以下简称省海洋水产所)，研究所得到发展，人员增至

81人，试验研究工作除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外，重点开始转向水产资源调查。1960年5月，该所

一度曾并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改名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并与浙江农业大学水产

学院合署办公。1962年5月，重新归浙江省水产厅领导，恢复了省海洋水产所至今。1990年，

该所设海洋捕捞、海洋水产资源、海水养殖、水产加工等4个研究室，以及实验技术室、科技情

报室、技术咨询服务部、办公室、人事科、西闪试验场等10个部门，共有职工135人，其中科技

人员85人。

1953年，省农林厅水产局在温州建立了温州专区水产技术指导站，1959年改名为温州专

区水产科学研究所，全所人员10人。1962年5月，温州水产学校撤销，部分教师调到该所工

作，部分仪器设备和图书也调拨给该所，该所技术力量充实，规模扩大。1963年4月改名为浙

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温州分所(以下简称省海洋水产所温州分所)，管理体制仍属地区领导，方

向任务调整为浅海滩涂养殖为主。1986年12月改名为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以下简称

省海洋水产养殖所)归浙江省水产局(以下简称省水产局)领导，下设鱼虾、贝藻、资源环境、养

殖设施、科技情报等5个研究室，以及行政办公室、人事科和清江海水养殖试验场等部门。1990

年全所职工72人，其中科技人员53人。 ．

地市级水产科研机构有舟山市水产研究所(以下简称舟山水产所)、宁波市水产研究所(以

下简称宁波水产所)、杭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杭州水产所)、台州地区水产研究所(以

下简称台州水产所)和舟山渔业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舟山渔机所)等五所。普陀、苍南、洞头、

淳安、温岭、奉化等县建有县级水产研究所。

1990年末，全省省、地市级水产科研机构职工人数553人，其中科技人员329人，内有高

级49人，中级130人，初级及其他人员150人。

1953年浙江开始组建水产技术推广机构，省农林厅水产局分别在吴兴、绍兴、台州、温州

和舟山等重点渔区建立了5个水产技术指导站。1956年在嵊泗、岱山、象山、温岭、平阳、洞头、

玉环等县建立了7个水产技术推广站。1958年又新建了宁波、台州、嘉兴、金华、杭州及定海县

等6个水产技术指导站或推广站。到1960年底，全省水产技术推广机构发展到20个，水产技

术推广人员达100人。1966年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全省水产技术推广机构几乎全部撤

销。直到70年代中期，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才逐步得以恢复。1983年，全省水产科技推广站恢复

到7个，其中地市级1个，县级6个。1990年末，水产技术推广站52个，职工人数为332人，其

中科技人员274人。

此外，浙江水产学院(以下简称浙水院)、杭州大学生物系、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以

下简称国家海洋二所)、浙江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有关科技人员也从事水产科研工

作，并取得许多重要科研成果。

据统计，1978～1990年，全省省级以上水产科技成果有166项，其中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和国家级奖励18项，获得部、委级奖励45项，省级科技奖励10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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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渔业资源综合调查和区划
，

‘

，

’

渔业资源调查是分析评价渔业资源和环境状况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海

洋、浅海滩涂和内陆水域渔业资源方面，进行了全省性或区域性，综合性或专业性的调查，在开

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发展渔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海洋渔业资源调查和区划

渔业资源是海洋渔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了解和掌握渔业资源的数量，洄游分布等是渔业生

产的基本条件，查明渔业资源的状况可以成为渔业行政部门进行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60年代的浙江近海水产资源调查、80年代大陆架渔业资源调查和区划研究，是

浙江省二次重要的渔业资源调查。通过实地的调查获得了翔实的数据，再经过深入地分析研

r究，提出合理利用资源和区划的意见，对浙江省海洋渔业生产的合理布局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

义'： 。 ?

(一)重点渔区水产资源调查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深入了解浙江水产资源的状况，稳步地恢复和发展水产业，

根据华东区水产资源调查研究会议精神，1951年7月由浙江省农林厅水产局向各地(市)，县

和鱼市场等单位抽调人员组建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农林厅水产局水产资源调查队，对浙江重点

渔区开展调查。 一

组队当月，省农林厅水产局抽调五人和中央水产实验所(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

研究所)三人，以及上海水产专科学校(现上海水产大学)实习生六人组成舟山群岛渔业调查

组，调查工作从舟山群岛的渔业中心——沈家门镇开始。调查内容涉及：渔业概况、渔捞状况、

水产加工、水产资源和水产经济。’ 。

‘

在完成舟山群岛水产资源综合调查(试点)的基础上，在宁波经过总结和培训，于1952年

7月，成立浙江省水产资源调查队，除对舟山群岛扫尾调查以外，又分赴宁波、台州、嘉兴三个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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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区共计22个县、市142个区、约760个乡、4341个村开展调查。1953年3月该队又到温州地

区各县进行调查，历时4个月，7月转至金华地区各县调查淡水渔业资源，是年调查队还对新

划入舟山行署管辖的嵊泗诸岛开展水产资源调查。．

各调查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别撰写了舟山群岛水产资源调查，各县及重点渔区的水

产资源调查以及沈家门渔港调查、蚂蚁岛张网渔业互助组及转业问题的专题报告。通过这次调

查较系统地了解了浙江省几个重点渔区的水产资源和渔业生产现状，提出了渔业生产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为当时和以后水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资料和决策依据。
‘

(二)浙江南部沿海水产资源调查

。为了发展海洋渔业生产，开辟新渔场，1956年3月至5月省水产局会同温州专署水产局、

水产部水产实验所，上海水产学院(现上海水产大学)，进行了浙江南部沿海水产资源调查。

调查内容有：鱼类、头足类和甲壳类的分布；大陈渔场海况定点观察；几种重要经济鱼类的

洄游概况；大陈乌贼渔场初步调查I同时还进行了海底生物资源勘察。通过调查，初步了解该水

域水产资源的分布和春汛大陈渔场的海况特征。为开发利用浙南渔场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三)浙江近海水产资源调查

浙江近海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水产资源丰富，是我国著名的海水鱼产地。为了进一步

合理利用现有资源，适应渔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根据东海水产资源调查委员会关于调查东

海渔业资源的精神。1960年3月成立了浙江省水产资源调查委员会，由省水产厅、省海洋水产

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海洋所)、浙江省动物研究室等13个单位组成了

70余人参加的专业调查队。在北纬27。307至31。30’之间机轮禁渔区线以内的群众渔业生产的

渔场开展周年性调查，纵以纬度30’，横以经度307间隔为一站，共设71个调查观测站，调查内

容有海洋水文(水温、盐度、水色、透明度、潮流等)，海洋气象(天气、气温、风力、风向、气压、湿

度、能见度)，海洋生物(浮游生物、底栖生物)以及主要捕捞对象(主要经济鱼类和无脊椎动物)

等。通过两年的外业调查，以上述单位为主分别写成《主要捕捞对象和渔业资源概况'、《浙江近

海鱼类分布的初步研究)、t浙江近海重要经济鱼类食性研究》、<浙江近海重要经济鱼类生物学

基础的初步研究》、《浙江近海重要经济无脊椎生物学基础的初步研究>、《浙江近海渔业资源概

况)、‘浙江近海水文特征的初步研究》、《浙江近海海底沉积物的初步研究>、‘浙江近海浮游生

物的生态调查研究》、<浙江近海底栖生物的研究》等报告。

此外，还共同编绘了三册浙江近海捕捞海图，共414幅。其中有捕捞对象渔获量分布、鱼卵

分布以及生物学资料图160幅；海洋地质、海洋水文、海洋气象图共63幅；浮游生物、底栖生物

数量分布图以及主要种类分布图共191幅。

通过这次规模宏大的多学科海上实际调查，对本省近岸海域的水产资源及其环境条件有

了较全面清晰的了解，对指导渔业生产和渔业资源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四)浙江海洋鱼类资源调查
’

，

1970年周恩来总理对调查海洋鱼类资源，发展渔业生产傲了多次重要指示，同年7月由

省海洋水产所20余名科技人员组成六个小组，分赴沿海各地开展浙江近海上层鱼资源的面上

普查，并通过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于1970年9月完成了鲐鱼、蓝园够、竹夹鱼、鲅鱼、鲤鱼、舵

鲣、鳓鱼、金色沙丁鱼等八种鱼类的资源调查报告。1971年6月根据农林部水产组指示，省水

产局在宁波召开海洋鱼类资源调查座谈会，讨论通过了浙江海洋鱼类资源调查计划。组建了由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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