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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渔业生产的迅猛发 展， 人民物质生活的 提高， 人们对于体型硕大、 肉质鲜美的对虾产品十分喜

爱.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历年渔业产量统计 ， 近几十年来对 虾的渔业产量呈现 上升的菌

势. 本世纪 60- 70年代 自然海域的对虾属种类虾群资源 仍然十分雄厚， 沿海渔 场虾群密集 ， 单位 网产量

较高， 年总渔在量保持在30-40万吨. 70年代后由于提高 网产量和扩大捕捞海域 ， 特别在发 展中国家 捕

虾业的 开拓和发 展， 使对虾的年产量提高 到50- 60万吨. 8 0年代 以来各国 人工养虾业又有了 大幅 度的发

展. 1988年仅养殖虾类的产量就达到48 万吨 . 198 9年产量 上升 到56.5万吨 ， 使该年度对虾 类的年总产

量达到114.8万吨， 占世界甲壳类总产量 412.9万吨的 27.7%. 其中对虾 类来 自 自然海域和人工养殖的

年产量， 几乎各占→半. 在人工养殖的虾类 中 ， 对虾属大型 虾类产量占 85%. 新对虾属Metapenaeus 种

类产量占 15%[31.

本文根据FAO渔业 统计资料以及有 关对虾的生物 学、 养殖业的资料综合评述， 仅供参考， 不妥之

处， 请批评指正.

1对虾属的种类组成与区域分布
对虾属的种 类均为大型、 沿岸、 泪游 性的虾 类、 成熟的亲 虾 体 长180一220毫米， 体重50-60克. 大

型对虾种类最早被 Fabricius于 1798年确立为 PenaeuJ41. 第一次记述这种大 型虾 类形态特征是

Osbeck. 他于1765年就记录中国对 虾(Cancer chinensisi叫， 现已正名为(Penaeus chinensis). 随后很多研

究虾类的 学 者纷纷发现很多种类， 直至 1967年Perez-Farfante 记述了南 方对虾(Penaeus notralis). 保罗

对虾(P. parlensis)和细弱对 虾(P. subtilis)等3种 ， 经过分 类学家 二百余年的努力， 目前共 记录了对虾属种

类有27 种 . 它们隶属于 6个亚 属 ， 即FarfantepenaeU8亚属8 种 Fanneropenaeus 亚 属 4 种 ;

Litopenaeus亚属 5种 Marsupenaeus亚属 1种 Melicertrs亚属 6种 Penaeus亚属3种(表 1i4.5.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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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属 于热带、 亚热带和温带种类，主要分布于浅梅、 岛 屿周围和 河口 区，南北纬度 450范围内 . 多

数种类栖息在水深 200米之内广阔 海域，少数种类可分布 到 300米深 海区，绝大 多数密集于40米之内的 浅

水区， 对虾适应水 温1O-26t. 盐度20-34%. 少数种类 可耐低盐度2-5%左右 . 成虾喜欢底质为泥沙质 或

沙质的 渔 场 . 幼虾常在沿岸烧水区，并密集于杂草、海藻间， 成 虾活动于较深 水域，有 昼伏夜出的习性.

成虾一般游泳能力 较强，可作 较长距离的生殖泪游和 越冬泪游 . 对 虾的怀卵量 较大，体长200毫米左右的

雌虾 ， 其怀卵量 80-100万粒. 有的种类繁殖期延续几个月，有的热带海被种类全年都可繁殖，如斑节对 虾

一年可分4- 5次排卵，墨育对虾 一年分3-4 次排卵 . 这有利于虾类早期发育和幼虾生 长 . 多 数对虾的 寿命
为一年， 中国对虾的少数个体可越过2个冬天 ， 斑节对虾的少数个体可越过3个冬天.

对虾属种类的分布，主要可分为两大区系和 若干小区械， 即太平洋一句度洋区系和 大西佯区系.太平

洋一印度洋区系的种类多，分布 海域辽阔，种类有中国对虾、 日本对 虾、 噩 育对虾、斑节对虾、印度对

虾、 短沟对虾、 缘沟对虾、 宽沟对虾、 深沟对虾 和长刺对虾等10种。 它们分布于中国沿海、 东南亚海械、

印度洋， 甚至达到非洲 东海岸一带。 太平洋东海岸区域的种类有 短吻对虾、 加洲对虾、 西美对 虾、 蓝对

虾、 万氏对虾等5种. 分布于 澳洲和 新西兰海域的种类有澳洲对虾、 玉对虾、 斑节对虾、 印度对虾等几

种. 大西洋区系的种类有 褐对虾、 己西对虾、 桃红对虾、 南 方对虾、 白对虾、 斯氏对虾、 红斑对虾、 保罗

对虾和细弱对虾等9种. 分布于 地中 海的种类有 红斑对虾、 短沟对虾、 H本对虾等几种. 总之，分布于太

平洋海域有18种;印度洋海域有10种;太平洋一印度洋共有 13种;大西洋海域有11种; 地中海有3种(
表1)l9.121.

2对虾人工养殖业的发展
对虾全人工养殖的发展， 最早 由日本养虾专家藤永元作 所创导[61. 他于1933年 首先解决 了日本对虾虾

苗阶段的 开口饲料一一中肋骨条藻(Skeletonemacostatum)而被人们所注意. 之后，他于1963年在美国的加

威士顿养殖 自对虾 和 褐对虾获得成功. 他于 1967-68年又在路易斯安那州 及万阿密两 地开始养殖 桃红对

虾 . 这样就促进 了 东西 两半球的人工养虾业的开展.

本 世纪进入70-80年代，养虾 渔业在泰国、 印度 尼西亚、 菲律宾、 中国大 陆以及台湾省、厄瓜多尔 等

国家和 地区得到迅速的发展 . 据Bab Ro senberry 在<<World S hrimp Farming， 1989)) 中资料 统计[坷 ， 世界

养虾国家和 地区 已 达25个以上，养殖对虾种类 达15种以 上，各式孵化虾苗的工厂多 达2000余家，还有 数

不清的饲料加工厂. 主要养殖管理方式有 粗养、半精养和精养三种. 1989年世界养虾商积达到201. 5万公

顷 ，每公顷 产量在360- 5000公斤，年产量为53.4万吨(表2)11. 3.7.101. 其 中 东半球的产量 最高 为47万吨，

占总产量 88%;西半球产量仅 6.4万吨， 占12%. 东半球的养虾国家和 地区有中国 、 泰国 、 印度 尼西亚 、

菲律宾、 印度、 越南、 H本、 埃 及、 以色列以 及台湾、 香港地区等. 西 半球的养虾国家和地区有厄瓜多

尔、 巳拿马、 墨西哥、 洪都拉斯、 古巴、 哥斯 达黎加、 巴西、 秘鲁等.

养虾业突出的 是中国 大 陆，1989年养虾面积 为14.5万公顷，每公顷 单产为1138公斤 ，年总产量 为

16.5万吨，占世界养虾 产量的 29.2%. 名列 首位. 中国北 方沿 海主要以 半精养方式进行饲养，种类 为中国

对虾，每年收获 一次. 中国南 方陆海主要养殖方式 为半精养、 精养和 粗养，种类除中国对虾外，还有长毛

对虾、 墨吉对虾等，每 年收获一次. 在海南岛 或深圳地区一年可二次或三次. 中国台湾省以家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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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养 为特 点 ，每公顷 产量达 到5000公斤， 为世界最高单产量. 1987年产量达到 10万吨水平， 1989年由于

虾 苗供应受到病虾 害的严重侵袭 ， 使养虾面积 缩小到 0. 4万公顷 ， 年产量仅2万吨 .泰国养 虾 历史悠久 ，

规模颇大 ， 单产每公顷 为 1125公斤 ， 是东南亚一带养虾 大国 .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 越南等国家 ， 养虾规

模也相当可观.

西半球养虾大国首推厄瓜多尔， 全国以事养虾 人员达 5万， 占国家劳力的 2%. 1989年有小型孵虾场

1000余个，养虾 面积 7万公顷，每公顷产量为 643公斤，年总产量 4.5万吨.

目前， 人工养殖对虾产量较高的种类有中国对虾 、 斑节对虾、 万民对虾、 墨吉对 虾、 印度对 虾 、 西美

对虾、 自对虾等.

襄2 1989华世界对虾属主要拂殖种费和产量
Table 2 The farming and the farming yield of the major species of the Genus 

Penaeus in the world in 1989. 

洲
国家和地区

总产量 总水面 单产量 种类名称别 (万吨) 力.公顷) (公斤/公顷)

中国 16.5 14.5 1138 中国对虾，撞吉对虾，*毛对虾，斑节对虾

印度尼西亚 9.0 25.0 360 斑节对虾，印度对虾，婴育对虾

哑
泰国 9.0 8.0 1125 斑节对虾，.吉对虾

菲律宾 5.0 20.0 250 斑节对虾

洲
越南 3.0 16.0 187 斑节对虾，墨吉对虾，印度对虾，短沟对虾

印度 2.5 9.0 416 斑节对虾，印度对虾

中国台湾省 2.0 0.4 5000 斑节对虾，日本对虾，长毛对虾

南 厄瓜多尔 4.5 7.0 643 西美对虾，自对虾，巴西对虾，万氏对虾，褐对虾，蓝对虾等

美 加勒比地区 1.2 1.2 1000 自对虾，斑节对虾，疏对虾，力.氏对虾，西美对虾等

洲 南美地区 0.7 0.5 875 白对虾，万氏对虾，保罗对虾，蓝对虾等

总计 53.4 201.5 

注:此表依据[1，3]文献编制.

3对虾属的渔业
据FAO 近 20年 历年渔业 统计产量分析 ， 对虾渔业产量同其他鱼类产量一样 ， 呈现明显的年度波动，

这取决于 两方面因素. 一是自然海域虾群产量， 另一是人工养虾的产量. 以1985-1989年 间 世界对 虾产量

由 81.4万吨 提高到 114.8万吨 ， 五 年 间年 平均产量98. 8万吨 ， 占海洋甲壳动物年总产量的 25%左右 ， 经济

效益高达 30亿美元. 现将 几种主要渔业种类 简述[1-4.6.8)如下.3.1中国对虾
中国对 虾是中国近海 地方性特有种 ， 主要分布于黄渤 海(包括朝鲜 西 海岸)， 东 海北部的蠕洒列岛和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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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一带，南海主要分布于珠江口附近，以及 北部湾一带.虾樨资源量最大在黄渤海区， 由中国、 H本和

南朝鲜渔轮进行捕捕， 中国 北方群众渔业产量可观.本世纪60-70年代自然海区的虾群资源量已不如50年

的水平， 中国年产量一般为2- 3万吨. 1979年中国的产量高达4.4万吨，创历年产量的最高纪录.之后，

由于捕捞强度的增 加，渔捞期延 长， 造成产量披动悬殊，最低年产量仅854吨.以60年代以 来中国水产部

门就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 加强禁渔区、禁渔朔的管理，实行温情预报和环境保护，特别近几年还进行 人

工增殖放流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目前，我国自然海榻的年产量在1万吨左右. 耐人工弊殖业的开展

成绩十分突出，使我国对虾产量大幅度上升. 1985年我国产量为 7. 3万吨. 1988年跃缩到25.5万吨，占该

年度世界对虾总产量 118. 3万吨的 21.5%. 1989年对虾产量虽然下降，但年产量仍然很高为21.3万吨(褒

2). 3.2墨吉对虾
本种形态特征与中国对虾十分相似，要求环境条件也十分相近. 对水 温要求偏离，广泛分布于南海以

商，太平洋 西海岸和印度洋一带热带海区.自然海区虾辨密度颇大， 近 几十年 来随着人工养殖的发展，产

量逐年明显上升. 1986年产量达 到 6万吨. 1989年上升 到 8.2万吨，仅次于 中国对虾居第二位.以历年产

量 统计，自然海区虾群的产量比较稳定，年披动幅度较小. 反映噩育对虾具有丰富的资源蕴藏量. 近 几年

来人工养殖产量的提高，使它的产量始终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3.3褐对虾
本种广泛分布于大 西洋的 西海岸一带，以 北卡罗来纳措海 到 墨 西哥沿海， 均有宫的踪迹， 特别在噩西

哥湾内水域， 野生 虾群密度相当高.情岸渔民们常以中、小型虾拖网从事生产 ，捕虾渔场主要 集 中在 得克

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密 西 西比州以及亚拉巴马州等近海一带.褐对虾的昼夜垂直移动不十分明显，渔

民常常 日夜兼作，单位网产量较高，反映这种虾类资源的雄厚. 1973-1984 年间年产量谊动于 5-6万吨，

1985-1989年间年产量略有上升达到7万吨， 它 占 西半球对虾英年产量的首位.随着人工养殖业的发展，

褐对虾的养殖产量有一定的提高.3.4西美对虾
本种为太平洋 东海岸主要虾类之 一，广泛分布于美国太平佯沿岸的南部海峨、矗西哥、哥伦比亚、 厄

瓜多尔和秘鲁沿海一带.西美对虾的虾群相当密 集，资源蕴藏量丰富.据FAO历华植业皖计. 60-70年代

西美对虾的年产量稳定在1万吨左右. 1985-1989年， 随着人工养殖业在 加勒比地区、南美搁一带开展，

对虾年产量上升比较突出. 以 1985年的 3万吨上升 到 1989年的 8万吨. 成为南美洲高产 对虾之一.

3.5斑节对虾
本种是对虾属中个体最大的种类， 雌虾体长达 350毫米，体重5∞克左右，寿命可达2-3年.本种广

泛分布于热带一一亚热带海域，特别在东南亚和印度洋、非洲 东海岸 一带，怀卵量可达 1∞万粒， 几乎全

年都可繁殖 . 60- 70年代产 量稳定在1-2万吨. 随着各地养虾业的兴起和发展，本种是 最佳养殖品种之
一， 人工养殖产量大大超过自然海域的 产量. 据FAO渔业 统计 . 1985-1989年间 产 量以2.4 万吨上升 到

6.1万吨.

3.6其他
其它种 类的年产量分别如下 � 卒对虾、 自对虾、桃红对虾的年产量的1-2万吨;南方对虾、巴 西对

虾、 红斑对虾的年产量约1万吨 ;印度对虾、 宽沟对野、短沟对虾的年产量的为2ωo→∞0吨.(表3)其它

种 类的年产量在上述水平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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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3世界对虾属1985-1989主要种类产量统计(单位:盹) (Unit:ω时
Table 3 The yield statis创囚。ftbe majors院时四of Genus Penaeus in tbe world 1985ω 1989 

z种类名称 年度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为以上五年
主要产地 平均年产量

l 中国对虾 中国、 日本、南朝鲜 73894 113817 187854 255077 212321 168592.6 

2墨育对虾 民度、 尼越
西
南

亚、新加
泰

坡
国

、菲巴律布 61421 66872 72443 83130 82581 73289.4 
亚新几内亚

3 褐对虾 美国、哥斯达黎加 70858 76899 68090 63487 71938 70254.4 

4西美对虾 厄瓜多尔、哥伦比亚 37179 54067 79759 81829 81106 66788.0 

印宾度
、新越尼

几

西亚、泰国、 菲律
5斑节对虾 南、印度、巴布亚 24122 30823 46858 61857 6144。 45020.0 

几内亚、澳大利亚

6 自对虾 美国、厄瓜多尔 44596 53273 42554 35830 32217 41694.0 

7 日本对虾 日本、南朝鲜、中国 7908 12226 14607 18806 22265 15162.4 

B桃红对虾 美国、古巴 15512 13862 13795 12437 11762 13473.6 

9 南方对虾 障内加尔、尼日利亚、加 6421 7164 11782 7842' 12813 ' 9204.4 ' 蕴

10巴西对虾
巴
达
拿

黎
马、厄瓜多尔、哥

危
斯

地加、萨尔瓦多、 6351 5571 3418 ' 2794 ' 4252 ' 4477.2 ' 
马拉

11短吻对虾 意大利、西班牙 532 ' 2747 ' 4599' 4214 ' 2399' 2898.2 ' 

12 宽沟对虾 泰国 1375 1694 1763 2700 2700' 2046.4 ' 

13 短沟对虾 陆国 、阿拉伯联国商长
国、卡塔尔 1466 1230 1140 1800 1882 ' 1503.6 ' 

14 印度对虾 印度、泰国、西班牙 1601 1819 1388 1329 1330 1493.4 

15 加洲对虾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 498 283 250' 268 ' 269 313.6 • 斯达黎加、美国

16万氏对虾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 一 100 233 269 200.6 

17 览对虾 美国..西哥、萨尔瓦多 93 91 255 186 179 160.8 

对虾属未 在巳、巴基斯坦、冈比亚18列入以上 460860 390607 ' 409409' 549731 ' 546275 ' 471376.4 ' 
各项者

等13个国家

19 对虾属的
总产量 814687 833045 960064 1183545 1147998 98794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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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1)此表依据[1，3，7，10，11)文献编制 (2)表中统计数字右t角段有气";ft系估计数.

4渔业展望
今后， 世界对 虾的年产量能否持续 提高， 主要依尊多方 面的 努力和协调. 为r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 海

区的资源必得要控制捕捞强度. 作好渔政管理和虾情预报工作 ， 积 极进行人工 增殖 放流工作. 在 人工养殖

方 面， 要选择优良苗种， 合配制人工饵料， 科学地进行水质管理和病虫害的 防治. 在 市场销售和加工方

面， 要及时沟通了解市场信息， 提高对虾产品的加工水平 ， 扩大外贸销售渠道， 使对虾产品尽快流通到世

界市场上. 随着人工养虾业的 不断发展，对虾的产量将会进一步的 提高.

本文承梁象秋教授、 洪怠馨教授的审阅，并提出宝贵的意儿， 谨此深表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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