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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福建八闰大地处于我国东南沿海，水产业源远流长，历

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水产资源丰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中，福建劳动人民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积累和创

造了极为丰富的水产品捕捞、养殖和保鲜加工的经验。优秀

的水产科技专家吸取并总结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经验，升华

为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推动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福建j万史科技名著中的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闽产

异录》等和一些本省、府、县地方志书对福建水产业和水产

品都有许多论述。这些部是宝贵的水产科技历史文献，值得

研究和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不断发

展，水产科技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方针的引

导，福建水产科技研究和技术推广生机斐然，进入了新的发

腱阶段，科技人才辈出，科技新成果累累，生产领域不断拓

展，水产产量持续增长。

《福建水产科技志》是在省科委((福建科技志))编篡委

员会及编辑室、省水产厅《水产科技志》编篡领导小组的指导



下，经过编写人员三年多的调查研究，查阅搜集资料，精心

编写，反复审改，现已完稿并在内部发行。这是福建有史以来

第一部系统的水产科技志书，是福建水产科技工作者集体智

慧的结晶。

科技是生产力，是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强大力量。 《福建

水产科技志》实事求是跏，系统地记述了福建水产业有史实

可查以来至1989年水产资源调查研究和海洋捕捞、海淡水增

养殖以及水产品保鲜加工的科学技术发展历程、成果和现

状。鉴往丽知来，这部恚书是水产科技历史和现状的积累和

总结，将益于当代，惠及后世，为资政、存史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服务，为迸一步贯彻实施科技兴渔战略方针，促进福建

水产业稳定，持续，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福建省水产厅副厅长王铁福

一九九O年十月



编写说明

一、宗旨t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福建水产科学：芝术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逊行垒l|：li系统地分斫研究和记述，努力做到思想

性、学术性、资料挫、准痂性、借绉性的统一，为资政，存

史和社会主义渔业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原划：实事求是，泵笔直谤，古今兼收，详今略

古，详而不繁，略而不遗，突出时代特点，突出地宁特色。

三、内容：全志分为概述，水产资源和汾场环境涮查与开

发利用研究、海洋捕捞技术、海水养殖与增殖技术，淡水养

殖增殖技术，水产品加工保鲆和综合利用技术研究等五章二

十七：i了和三个附表，力求全面反映福建水产科技发展的历史

现状与水平。

四、资料：主要来源于本省的志二体、史志材料，科技文

献、档案、图书、报刊，并结合采访、社会调查。入志资

料，均经尽力考证核实。因资料来源广泛，出处刁：一一注

明，只列出其中主要的参考文I敞。

五、时限：上溯至有文记载年代，下断于1989年邝8 0

年代末年，跨越百余年。

六、体例：采用}己、志、图、表、录五种体裁，lZ志哟

主，横排竖写，编Lj层次分为章、节、目，子目，表述采用

集中附求形式，编年体。
‘

。 i ·



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历史纪年，除矗中

华民国黟外，先用汉字书写史书规范的称谓，再用阿拉伯数

字在括号内注明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均用公历

纪年，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示。

八，称谓：机构、团体、单位名称，在全书第一次赶i现

时，一律用全称，以后重复出现时则用习惯简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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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海岸线长而曲折，滩涂浅海

广阔，江河交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产资源丰富，发

展水产业有着独特优势。

福建省水产业源遁流长，历史悠久，从闽候县甘蔗出土

渔具推测，福建早在夏朝(公元前2205"-'1766年)前闽江两岸

已有先民从事捕捞活动，到明朝，多处渔场已被开发。宋代

史料已有关于牡蛎养殖的“种蛎固基法矽记载。明代《海嫡

考》中有插竹养蛎记述。缢蛏，泥蚶养殖亦始于明代。福

建是中国碑紫莱养殖的发源地，早在宋代太平兴国三年

(978年)，平潭县所产紫菜即作为贡品，明朝已有大量加工的

紫菜饼售往省外及南洋一带。据《沙县志》载，本省养鱼最

早的沙县，宋代即在官庄垦田为塘养鱼，鱼苗和养鱼技术由

江西省九江传入。

清代，福建渔业因两度禁海而受到严重摧残。民国初期

本省渔船多达8，777艘，年产量最高达20万吨。抗日战争时

期，本省两次被口军侵占，渔船损失逾半，渔业经济萧条，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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