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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类健康养殖原理与技术》

前言

　　对虾是世界公认的高蛋白水产品，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对虾食性广、
生长快、养殖周期短、效益好、换汇率高，在我国海水养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我自
科技工作者早在1958年就开展了对虾养殖的试验研究。1959年，首次人工培育出中国对虾虾苗并养成
，相继在人工控制条件下越冬培育成功，并促使卵巢提前成熟产卵、孵化。1960年，在室内和室外水
泥池、土池及孵化箱中培育虾苗均获成功。与此同时，进一步研究了对虾的生殖习性、性腺发育规律
、胚胎发育、幼体发育形态习性以及同环境条件的关系等，取得了“对虾发育条件及苗种的人工培育
”研究成果。于1967～1969年获得对虾大面积育苗研究成功，确立了一套室外育苗法，列入中国科学
技术情报所科学技术成果选编。1967年，对虾养殖示范实验取得成功。从此，我国的对虾养殖业开始
兴起并不断发展。至1978年我国的对虾养殖业已在日照、即墨、赣榆、乳山、文登等市(县)初步形成
规模。1979年后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有力推动下，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对虾养殖热潮
。20世纪80年代初又取得“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研究成功，这不仅满足了养殖生产所需苗种
，而且还为我国对虾放流移植、增殖对虾资源提供了所需的苗种。迅速发展的中国对虾养殖业在养殖
总产量和育苗量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第一养虾生产和出口大国，并带动了对虾产品加工、
冷藏、运销、外贸出口和生产服务等多行业的发展。养虾业为开发利用沿海荒滩、振兴渔区经济、帮
助渔民和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仍然存在一些诸如近海环境恶化、
赤潮频发、虾病增多等科学、技术、管理问题等，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　　中国海洋大学的王克行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虾类养殖专家。他长期从事虾类养殖研究与教学工作，在虾类育苗和养殖方面进行
了不断深入的探索，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为我国虾类养殖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他主编
的《虾类健康养殖原理与技术》一书，集中了我国长期从事虾类形态结构、养殖生态、遗传育种、病
害防治、食品工程、增殖放流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在长期的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丰富生产经
验和宝贵的科学技术资料，并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和经验归纳、精练，升华为理论，撰写成书，这是一
笔宝贵的财富。　　我衷心地祝贺该书的问世。我相信：该书的问世必将进一步促进和带动我国虾类
养殖业科研、教学和生产的发展；并将为我国水产养殖产业的结构调整、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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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类健康养殖原理与技术》

内容概要

《虾类健康养殖原理与技术》在介绍虾类生物学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论述了虾类健康养殖的原理与
应用技术。内容包括虾类形态与解剖组织学、虾类生理学、亲虾培育原理与技术、虾类育苗和养成的
原理与应用技术、虾类育种原理与应用、对虾的增殖与放流、虾类常见疾病防治、虾类加工工艺及14
种养殖虾类的生物学研究和养殖特点。在总结群众高产、高效养虾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具有
应用价值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充实新颖，理论联系实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虾类健康养殖原理与技术》可作为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水产研究人员、水产管理者和技术员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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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克行，男，1932年生，山东省龙口市人，教授。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1年毕业于山
东海洋学院，留校任教，曾任水产养殖研究所所长等职，2001年离休。曾兼任中国动物学会甲壳动物
分会理事、中国水产学会海水养殖专业委员会委员、原农业部对虾养殖专家顾问组顾问等。　　长期
从事无脊椎动物养殖及虾蟹类养殖教学与研究工作，自1964年起研究对虾育苗与养殖技术，先后在乳
山、文登试养成功，1980年又突破了对虾工厂化育苗技术的研究，1987年帮助海南省突破了斑节对虾
育苗难关。编著了《对虾养殖》和《虾蟹类增养殖学》等书，为全国养虾界培训了大批技术骨干，为
我国虾类养殖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曾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山东省教委1993年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等；2000年主持的东营市盐碱地渗水养虾获市特等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为山东省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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