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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成立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辽宁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志》是根据辽宁省科委辽科发(1984)

第218号和省科技领导小组(1986)第6号文件精神编篡的。它基本

上反映了建所三十年来走过的历程。这对检阅科研成果，肯定工作

成绩，总结经验教训，加快改革步伐，提高研究水平，多出成果，

多出人才，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7建所三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全所职工以主人翁精神，刻苦

钻研，团结奋斗，，在科研实践中展现智慧和才华，扎用巨大的劳动代
／_，一

。 1’
。 ◇、，≥ 一 再 ” 、⋯p、 ? 。4

．．1 ，扛

价，换取了一项顾研究成果，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应用，使其尽

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辽宁省水产科技进步和渔业经济振兴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夕、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全所职工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一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勤奋工作，开拓前进。

由于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加之资料收集不够齐全，这本《所

志》会有许多缺点错误，请多加批评指正。
、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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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编写方法是参照辽宁省科技领导小组制订的《编写

科研院(所)志若干问题》进行的。

二、本志书上限起于1959年1月，下限到1988年12月。

三、本志书共4篇1 o章37节，约6万字，记述研究所的历史和现

状，以科研工作为重点，突出研究所特点，基本反映建所三十年的

全貌，尽力做到横不漏项，竖不断线。

四、本志书为语体文，记述体，书中述、志、记、图、表、录

并用，志为主体，图表穿插于有关章节中。

五、本志书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年月日及数量诃采用阿拉伯数

字。

六、本志书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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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辽宁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成立己经30年了。经过30年的发展，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条

件有了较大的改善，科技队伍发展壮大，科研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取得了一批科研成

果，某些科研成果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在国内水产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

第一节现状
’^q

辽宁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位于辽宁省南部古城一辽阳市白塔区卫国路103号，201医院

的对面。一进大门，迎面是科研楼，左边是培训楼，科研楼后面是食堂、浴室和车库。

右边一墙之隔便是职工住宅．环境清静整洁。

研究所隶属辽宁省水产局。研究方向和任务是：从事淡水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

发。当前以淡水增养殖技术为重点，并进行淡水渔业资源调查、捕捞、渔业环境保护

和监测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及技术咨询、技术培iJJl等。

研究所现有职T_69名(不包括临时工，以下同)。其中，科技人员44名(高级4名，

中级19名，初级21名)，行政干部11名，工人14名。

研究所设资源、养殖、饵料、品种、环保5个研究室和办公室、科技办、党办、人

事科等职能科室，还有试验场和招待所各1处。

研究所建筑面积7280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340i万元。设有中心实验室i鱼类标本

室、图书资料室。有图书1．3万余册，期刊200余种，鱼类标本300余种1万号。实验室

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高速离心机、电泳仪等分析测试仪器，可进行水

化、生化。j渔业环境监测筹项目的测定和研究。

试验场位于灯塔县西马峰乡，有大小试验池塘60个，豢面150亩。距市内较近，交

通方便。 j、

第二节历史沿颦
一、研究所的建立(1959---1965)

辽宁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1月。所址在辽阳市自塔区站前。建所初期，

入员较少，1964年发展到30名，其中科技人员23名。领导人为副所长王付兴、高俊清，

党支部书记崔文德。研究所贯彻执行科研工作为当时、当地生产服务的方针和科研工作

“十四条"，建立了良好的工作秩序，通过科研工作实践和业务学习，科技人员的素质

有所提高。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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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动乱(1,966-"-"I 976，

1966年3月，研究所迁至抚顺市露天区新太河街(大伙房水库附近)。接着， “文

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10月“工宣队”进。驻研究所，12月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

1970年5月部分干部和科技人员下放农村“插队落户"或调往外单位，研究所人员减少

到18名。1972年在研究所附近(大伙房水库坝下>新建试验场，调入部分人员，下放

“插队落户"人员回所，到1973年末研究所人员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30名。这一

时期主要领导人郭加夫、崔文德、王静远。

1969年6月，省革委会决定，研究所下放抚顺市。下放后研究所先后归抚顺市革委

会生产组、大伙房水库管理局、市科技局，市农林局、市水利局领导。1970年4月，抚

顺市科技局决定，研究所更名为“抚顺市淡水水产研究所矽。1971年11月，经市农林局

批准，恢复现名。

三、研究所的发展(1。977～1988)

打倒了“四人帮”，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辽宁省科学大会和全国科学大会相继

召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辽宁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得到蓬勃发展。

1、1977年lO月省革委会决定，研究所收回省水产局领导。王付兴任所长、高俊清

任副所长。1981年8月召开首届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研究所第一届党委会，王永利为

副书记。1983年9月机构改革，贾守峰任党委书记，吕迅任所长。1986年11月实行了所

长负责制，袁国成任副所长主持工作。

2、为了改善科研工作条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1983年11月研究所迁回辽阳市。新

建了科研楼、职工住宅和试验场。随后，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新建了培训楼，装

每了中!心謇黔搴，成空忑攀夺渔业坟术培训电!必和淡水堂业臻搏监督监测站。
3、经过拨乱反正，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实行专业

技术职务聘任制，提拔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担任所、室领导职务，大大激发和提高了科

技人员和全所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

4、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增多，科研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至d1986年研究

所职工人数达至1J76名，其中科技人员4垂名。经过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高、中级研究人员

达至t]23名。这期间取得科研成果36项，占建所30年成果总数的50％。其中获奖成果lO
‘

项弘有。批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的厝国内领先地位。。
‘

一 一 ．．。

第三节。‘’主要责献
．r． ’ 。-：，_ ；．t。～

辽宁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建立30年来，根据辽宁省淡水渔业资源特．点和生产发展的需

要，以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为主，突出重点，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取得科研和技

一 6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术开发成果70余项，为发展渔业经济和水产科技进步做出了贡献。

一、建所初期(1959—1970)

1958年我国渔业生产实行“养捕并举”的方针。辽宁省淡水养殖业开始发展，苗种

繁育技术、养鱼高产技术、水库捕捞技术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因此，根

据“为当时、当地生产服务”的方针，从1959年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期的1970年，

将家鱼人工繁殖技术、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和水库捕捞技术列为重点研究课题，投入了大

量的技术力量，同时在养殖品种、饵料、鱼病、渔业资源调查和渔具渔法调查等方面进

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取得较好的成效。在苗种方面!鲢、鳙、草鱼人工繁殖，相继在

省内试验成功，并普遍推广应用，扭转了辽宁“南鱼北运”的被动局面。进行了提高鲤

鱼“四率”(成熟率、催产率、受精率、孵化率)的研究，使鲤鱼育成率达到70％。

在池塘养鱼方面，进行了池塘养鱼稳产高产技术的研究，推广了“水、种、饵、密、混、

轮、防、管”的八字养鱼法，使辽!j二省池塘养鱼的单产水平有了提高。在品种方面，引

进了鳞鲤、镜鲤、团头鲂，扩大了养殖鱼类品种。在资源方面，进行了鸭绿江渔业资源

调查、辽河自鲢产卵场和鱼类资源调查、尚屯水库渔业生物学调查，为合理开发利用渔

业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鱼病方面，进行了全省鱼病普查和防治经验总结，为以后开

展鱼病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在捕捞方面，水库机船浮拖网、框刺网相继试验成功，鲤鲫

鱼刺网捕捞技术经验得到总结和推广，完成了全省淡水渔具渔法调查，引进了“赶、拦、

刺、张"联合渔法，基本上解决了辽宁省水库捕鱼难的问题。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

干扰，1966～1970年的科研工作受到较大的影响。

二、第二时期(1971—1978)

这一时期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

“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科研工作受到较大的影响。这时期以水库增养殖和捕捞技术、

池塘养鱼高产技术、淡水养殖鱼类优良品种选育为重点研究课题，试验成功了以捕捞敌

害鱼类珀鱼为主要对象的水库机船浮拖网，有效地控制了凶猛鱼类鲔鱼对放养鱼类的危

害；开展了湖泊水库增养殖和捕捞技术的研究，为发展湖泊水库渔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

据；进行了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和培育大规格鱼种的试验，引进了罗非鱼、丁自岁鱼等新的

养殖品种，并开展了辐射育种、杂交育种等试验，均取得初步的成效。

三、第三时期(1 9 79一l 98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

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的鼓舞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

实施，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得到较快的发展，成效也较显著。这一时期，以增养殖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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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主攻方向，大力加强技术开发，相应地在应用基础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池塘养

鱼方面，进行了池塘养鱼高产技术研究，1980年单塘亩产712．2公斤；进行了群塘增产

技术研究，1983年1000亩池塘，平均亩产227．5公斤；进行了池塘养鱼大面积高产试验，

1985年100亩池塘，单产505公斤；进行了连片池塘高产综合技术开发，1987年5000亩池

塘单产362公斤。在饵料方面，进行了鲤鱼系列化配合饲料研究，池塘养殖商品鲤单产

1211．8公斤，池塘培育鲤鱼种最高单池亩产2095公斤，创国内池塘培育大规格鲤鱼种高

产新纪录，。在大水面增养殖方面，完成了全省内陆渔业资源调查和区划，为合理开发利

用渔业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池沼公鱼移植试验获得成功，并开展了中试和大面积推广

应用，有的水体已形成产量，并少量出口换汇，为发展创汇渔业奠定了初步基础，该成

果居国内领先地位；中日合作进行的大麻啥鱼移植放流试验，1988年已回捕ll尾，标志

着试验初获成功。流水养鱼方面，利用电厂余热水饲养非洲鲫鱼，获得成功，1980年每

立方米水体净产鱼91．4公斤，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网箱养鱼方面，1988年每平方米产鱼

88公斤。品种方面，进行了鲤鱼杂交试验，选育出的镜荷鲤具有明显的杂交优势，增产

效果较显著；进行了德国镜鲤、革胡子鲶、高白鲑、鲤鲫核质杂交鱼等新品种的引种养

殖试验，取得初步的成效。捕捞方面，完成了辽宁省淡水渔具渔法补充调查和黑龙江水

系渔具渔法调查，为科研、生产、教学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进行了池塘电拉网试验，

三网次起捕率达NTo％以上。环保方面，进行了辽河水系污染对渔业环境影响预测和防

治对策的研究，甍窝水库水质和鱼体残毒调查及渔业环境评价的研究，沈阳油田环境影

响评价(生物部分)的研究，为治理污染保护渔业水域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渔业经济

方面，进行了辽宁省池塘养鱼方式经济效益调查和我国北方地区池塘养鱼方式最佳经济

效益的研究，为选择最佳经济效益的池塘养鱼方式进行了初步尝试。

这一时期，研究所举办备种短期淡水渔业技术培训班15期，培训来自辽宁及我国

“三北"地区学员655人次；协助省水产学会淡水渔业专业委员会和“三北’’地区水产

技术协作组池沼公鱼专业组举办学术活动和技术交流多次；还编印“辽宁淡水渔业》、

《国外水产科技资料》、《水产信息》等内部刊物，印发省内外交流，对促进水产科技

交流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节基本经验

1、科研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为发展生产服务。水产科学是探索自然规律和经

济规律的应用科学。这就决定了水产科研工作必须面向渔业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生产实

际，根据不同时期生产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选择研究课题，为生产解决存

在的问题。只有这样，研究所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2、科研、教学、生产单位协作，是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有效途径。研究所ll项获

奖成果中有9项成果是采用科研、教学、生产单位协作的方式完成的。采用协作方式可

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扬长避短，弥补不足，从而加快科研工作进程，提高研究水平。

3、办好研究所，人才是关键。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就拿不出第一流的成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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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必须依靠科技人员办科研，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大力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各

方面的管理人才，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仪器

设备、情报资料、试验场所和研究经费)和生活条件，解除后顾之忧。

4、统筹安排各项科研任务，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水产科研要紧密结合实

际，着重研究解决当前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水产科研是长期性的工作，

要有积累和储备，完全不顾将来发展需要，就会使生产缺乏后劲。因此，省级研究所必须

安排一定力量从事超前一步的研究，使科研走在生产的前面，才能更有效地为生产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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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门类 士
J曲

第一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党委

辽宁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党组织，1959～1980年设支部或支部委员会，1981年设党

委。各时期组织状况及领导人更迭如下：

1959年4月成立党支部，高俊清任书记，党员3名。

1961年4月成立党支部委员会，王付兴任书记，王德仁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

王振刚任宣传委员，党员6名。

1961年8月，王德仁因虐待妻子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监外执行，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以后撤消判决，恢复党籍，另行安排工作)。

同年儿月省水产局党组派崔文德来所，任党支部书记(不设支委会)。

1965年3月党支部改选，崔文德任书记，王付兴为副书记，党员7名。

1966年6月，党支部改选，成立党支部委员会。崔文德任书记，高俊清为组织委

员，王付兴为宣传委员。党员9名。

1970年3月恢复党的组织活动，设党支部。郭加夫任书记，崔文德任副书记。

1978年2月成立党支部委员会，王付兴为书记，郭加夫、赵健民(未到职)为委员。

1980年1月省水产局党组决定，由王永利、王付兴、高俊清三人组成党的核心小

组，负责筹建党委。

1981年8月召开第一届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委会。王永利为副书记，王

付兴、赵德勇、邱桂珍、李温林为委员。下设行政、科技两个支部。行政支部书记邱桂

珍，科技支部书记李温林。党员15名。

1982年lO月，省水产局党组任命贾守峰为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补报穆彦博

为党委委员。

1983年9月机构改革，贾守峰任党委二协记。

1984年12月召开第二届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党委会。贾守峰任书记，吕

迅、李温林、王希强为委员(缺1名)。下设行政、科技、党办三个支部。行政支部书

记穆彦博，科技支部书记李温林，党办支部二牿记李艳馥。党员25名(包括离休干部2

名)。

1986年12月补选袁国成为党委委员。

1987年5月支部调整，改为科技支部、科研支部、行政、党办、招待所等五个支

部。科技支部书记李温林，副书记于伟君；科研支部书记王剑辉，副书记朴笑平；行政

支部书记穆彦博，党办支部书记李艳馥；招待听(包括试验场党员1名)支部书记韩

春信。党员3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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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第一届党员大会合影

出席党员14名，选举产生了第一属党委会。副书记王永利(前右1)、委员王付兴(前

左3)、赵德勇(后左1)、邱桂珍(后右3)，李温林(后右4)。辱党支部书记、
离休干部崔文德(前左5)、原副所长、离休干部高俊清(前左2)出席。辽宁省水产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铁膺(前左4)、人事处副处长刘洪才(前右2)釉抚顺市委有

关部门同志出席指导。

第=节所长

1959年1月研究所正式成立。负责人王付兴，高俊清。

1960年2月省人委决定任命王付兴、高俊请为副所长。

1968年12月经抚顺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辛芳春(-r宣队长)

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郭加夫、崔文德任副组长，候德新(工宣队员)，张振范为成

员a t

1970年3月，抚顺市科技局决定，调整革命领导小组。郭加夫任组长，崔文蛰任副

Administrator
矩形



组长，张振范为成员。

同年5月，王付兴、高俊清调抚顺市农科所工作。

1973年2月，王静远调所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1976年4月，高俊清调所，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7月，张鹏武调所，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7年6月调出。

1978年2月，王付兴调所主持工作。王静远调大伙房水库水产养殖场。

同月，邱桂珍调所，参加领导班子。

1979年1月，郭加夫调出。

同年10月，经省财经办党组批准，王付兴任所长，高俊清任副所长。

1980年11月，高俊清、崔文德离职休养。

1981年8月，省水产局党组决定，赵德勇、解玉浩任副所长。

1983年9月，经省农村工作部批准，吕迅任所长，原所长、副所长全部免职。

省水产局党组决定，王永利为调研员(副所长级)，解玉浩为资源室主任(副所长级)。

1984年5月，刘国发调所任副所长。

1984年11月，省水产局党组决定，王付兴为正处级调研员，赵德勇为副处级调研员。

1986年11月，袁国成调所，任副所长，主持工作，实行所长负责制。吕迅改任副所

长。 (表1)

1987年1月，崔文德病逝。

1987年12月，赵德勇离休。

1988年6月，刘国发病逝。

第三节中层机构

1959～1960年设养殖组、苗种组、秘书组。1960年6月省水产局任命丁国范为养殖

组长，倪宗越为苗种组副组长，王振刚为秘书。

1961闷1966年设养殖组、捕捞组、秘书组。养殖组负责人倪宗越，捕捞组负责人张

文符，秘书组负责人1961年为黄德仁，1962N1965年为刘国发，1966年为李温林。

1963年3月，成立尚屯水产试验场，高俊清兼场长。1964年11月冯连福任副场长。

1973年3月，设办公室、科技室、试验场。金仁汉任办公室主任，李温林任办公室

副主任；解玉浩、倪宗越任科技室虿4主任；李书林任试验场副场长。

1978年3月，李温林改任科技室副主任。 (表2)

1979年3月，机构调整。设办公室、科技办公室、资源研究室、养殖研究室、品种

研究室、试验场。解玉浩、魏玉昌(1981年调出)任资源室副主任，倪宗越(1980年调

出)、李书林任养殖室副主任，吕迅任品种室副主任，李温林任科技办副主任，乔永弟

任试验场副场长。邱桂珍兼办公室负责人fo

1981年4月，增设政工科，邱桂珍(1983年11月调出)任科长，乔永弟任办公室晷Ⅱ

主任，丁国范任试验场副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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