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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翔，排名 3，副研究员，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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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林，排名 5，高级工程师，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闫茂仓，排名 6，研究员，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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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雪燕，排名 9，研究员，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主要完成单位

1.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2.浙江大学；

3.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4.三门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5.温岭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提名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提名意见

该成果针对海水养殖提质增效模式缺乏、养殖尾水生态

修复处理技术体系不全等瓶颈问题，从提升水产养殖效益及

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需求出发，充分结合浙江海水养殖实际，

研发了一批基于海水池塘的贝虾蟹鱼设施化养殖技术，阐明

了养殖系统关键参数，率先构建了基于养殖容量评估的海水

池塘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提高了养殖综合效益；创新

了一批轻简化海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形成了海水单元池塘、

连片池塘养殖小区和级联式设施化养殖模式的尾水生态处理

技术体系，在沿海地区得到广泛应用，生态效益显著；解析

了系列污染物对养殖生物的毒性效应，评估了相应的食品安

全风险，研发了养殖贝类体内重金属去除关键技术，率先建

成了养殖贝类净化处理示范工程，提升了水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该成果被浙江沿海各级海洋渔业主管部门采用，在生产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提供了“浙江经验”，对全面落实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

动”和推动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成果累计发表

论文35篇，其中SCI收录12篇，一级学报4篇；获国家发明专

利16项；制定省地方标准2项、团体标准3项，获软件著作权4
件。

提名该成果为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