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鲑鳟鱼是鲑鱼和鳟鱼的统称， 属冷水鱼类，
因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高而被誉为

“水中人参”，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世界各国推广
的优质养殖品种。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 青藏高原
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处， 冷水资源丰富且类型多
样， 泉水、 山涧溪水及以刘家峡为代表的水库为
鲑鳟鱼养殖提供了理想场所［1�-�2�］。 甘肃省是国内
养殖鲑鳟鱼较早的省份之一， 1977 年首次引进虹
鳟试养， 历时 40 多年， 养殖业逐渐发展壮大， 目
前已初步形成永登、 永昌、 张掖、 敦煌、 临夏、
甘南等高寒冷水鱼养殖基地， 养殖品种有虹鳟鱼、
金鳟鱼、 七彩鲑、 三文鱼、 大西洋鲑、 哲罗鲑等，
养殖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1���发展现状
1.1 科研育种能力提升

一是建立了鲑鳟鱼家系选育体系。 甘肃省水
产研究所建设了鲑鳟鱼家系选育车间 1 座， 安装
了相应的选育设施 65 套， 建立了 5 个基础繁育种
群， 确立了家系选育的技术路线。 选育出 2～3 个

高效交配组合， 初步实现了规模化繁育。 二是鲑
鳟鱼工程制种技术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已经探
索出了三倍体虹鳟诱导制种的关键技术参数和三
倍体虹鳟倍性鉴定技术， 具备了进行规模化生产
的技术条件。 如甘肃临夏国家级鲑鳟良种场 2009
年鲑鳟鱼发眼卵年繁育能力达到 600 万粒， 规模
化繁育品种 3 个， 三倍体虹鳟规模化制种诱导率
达 80%以上； 同时还进行了四倍体虹鳟诱导试
验， 四倍体诱导发生率达到 40%， 为实现三倍体
虹鳟生物制种奠定了基础。 三是鲑鳟鱼光控早繁
技术推广成效显著。 自 2006 年起， 经过连续试
验， 实现通过调节光照周期控制鲑鳟鱼繁殖时
间， 并将该成果在生产中转化应用。 四是新品种
引进培育扩繁进展顺利。 引进七彩鲑、 美国金
鳟、 挪威品系虹鳟、 哲罗鲑等新品种进行培育，
解决了七彩鲑人工繁育关键技术， 七彩鲑发眼卵
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其他品种也培育了一定数量
的繁育基础种群， 为规模化扩繁推广奠定了坚实
基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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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养殖技术日渐成熟
在 40 余年的养鳟历程中， 渔业科研人员从解

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入手， 在虹鳟鱼苗种高产培
育技术、 虹鳟鱼成鱼大面积高产养殖技术示范推
广、 水库网箱养殖虹鳟鱼模式研究、 虹鳟鱼幼鱼
饲料配方、 虹鳟鱼 IPN 病综合防治技术、 中草药
治疗虹鳟鱼营养性肝损伤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先后解决了虹鳟鱼自繁、 苗种培育成活率低、 水
库网箱养鳟病害和大规模供苗方面的问题， 实现
了当年投放苗种、 当年养成销售的目标， 形成了
鲑鳟鱼苗种繁育、 商品鱼养殖、 产品加工、 贮运、
销售的产业链［5�］。 引进养殖虹鳟、 道氏虹鳟、 金
鳟、 日本金鳟、 银鲑、 大西洋鲑、 三文鳟、 白点
鲑、 七彩鲑等多个品种， 驯化土著品种秦岭细鳞
鲑， 成功培育出具有甘肃地方特色的水产养殖新
品种—甘肃金鳟， 远销陕西、 山东、 辽宁等省。
陇南、 永靖等地部分养殖户采用人工微流水技术
开展虹鳟鱼人工采卵、 孵化、 饲养管理， 成功孵
化出了虹鳟鱼苗， 孵化率达 90%以上， 开展了水
库大水面自然孵化的尝试， 发明了水库鳟鱼孵化
器， 取得了国家专利。
1.3 养殖规模逐步扩大

甘肃省着力扩大鲑鳟鱼养殖规模， 在以河西
走廊和黄河流域为主的高原冷水鱼产业带发展
鲑鳟鱼养殖。 如刘家峡库区现有 42 家规模不一
的网箱养鱼场， 其中水产养殖企业 5 家， 省、
州、 县渔业技术研究与推广部门的示范养殖基
地 5 处， 农民个体养殖场 32 家， 三倍体虹鳟鱼
养殖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已形成永靖虹大
三文鱼有限责任公司、 刘家峡水库渔村、 永靖
县永生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网箱渔场、 永靖县泽
惠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刘家峡水库渔场、 海东
鲟鱼养殖场、 永靖县玉水舫农民渔业专业合作
社等规模化养殖企业［6�-�7�］； 永昌县以“永昌金鳟
鱼”统一全县渔业品牌， 形成了年产成品金鳟鱼
和虹鳟鱼 7 万 kg、 鱼苗 80 万尾的养殖规模，“永
昌金鳟鱼”产品已通过省级无公害认证［8�-�9�］； 陇
南市文县先后整合库区移民资金 300 万多元、
灾后重建扶持资金 684 万元、 巩固退耕还林成
果后续项目资金 180 万元、 财政扶持专项资金

168 万元， 支持农民开展网箱鲑鳟鱼和裂腹鱼等
品种的养殖。
1.4 产业化进程加快

依托项目建成了甘肃省虹鳟鱼良种场、 冷水
鱼良种繁育场、 金鳟鱼良种繁育场和国家级鲑鳟
鱼引种育种中心； 自主研发出金鳟、 网箱养殖三
倍体虹鳟、 深加工鳟鱼籽等鲑鳟鱼养殖技术， 设
立鲑鳟鱼产业技术体系， 把甘肃省内所有鲑鳟鱼
专家都纳入到技术体系， 推动了产业化发展。 国
家级水产良种场—甘肃省鲑鳟鱼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主要对鲑鳟鱼产业重大关键性和共性技术问
题进行攻关， 对鲑鳟鱼产业应用前景广阔的科研
成果进行系统化、 配套化和工程化集成开发， 加
快鲑鳟鱼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步伐， 不断
地推出具有高增值效益的鲑鳟鱼新产品、 新工艺、
新技术， 促进鲑鳟鱼产业技术进步和核心竞争能
力的提高。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组织引导不力， 信息不通畅

鲑鳟鱼类在甘肃省安家落户已近 40 年的时
间， 但由于没有具有权威性的协会组织引导， 缺
乏产业龙头企业， 还没有实现有效的“公司＋基
地＋农户”的产业模式。 加之资本积累不够， 技术
水平较低， 信息采集能力弱， 企业缺乏长远规范，
对可持续发展重视不够， 产业信息不畅， 造成区
域发展的不均衡。 同时由于对鲑鳟鱼类的营养价
值、 食用价值及药用价值缺乏足够的宣传， 消费
群体主要为宾馆餐厅和少数人群， 未能真正走向
大众市场。
2.2 优良品种缺乏， 养殖成本高

甘肃省冷水鱼养殖者多数是个体企业， 养殖
品种主要以虹鳟、 金鳟为主， 鲑鳟鱼类其他品种
的养殖尚未形成规模［5�］。 大量苗种都要从外地购
进， 苗种价格加上运输费用， 不仅使养殖成本增
加， 同时引进过程操作程序繁杂， 苗种容易受伤，
影响苗种成活率和养殖效益。 部分养殖户能少量
生产苗种自给自足， 但因缺乏相应的良种生产知
识， 养殖品种单一， 加之亲鱼老化、 近亲交配、
自繁自育， 造成品质退化， 疾病增多， 肉质变粗，
鲜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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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础设施落后， 产业化程度低
甘肃省鲑鳟鱼养殖场多分布于僻远地区， 多

数规模小， 设备简陋， 管理粗放。 加之养殖区域
分散， 初具规模的养鳟场数量偏少， 养殖水平参
差不齐， 管理营销手段不同， 辐射能力差， 管理
机制尚未脱离传统的养殖业经营模式， 生产方式
上还较多依赖于资源和环境消耗， 科技含量不高，
产业化程度低， 鲑鳟鱼开发还处于小规模、 浅层
次、 低水平状态。
2.4 产业链条短， 产品竞争力弱

甘肃省鲑鳟鱼加工企业起步较晚， 规模化鲑
鳟鱼加工企业仅有少数几家， 养殖企业多不具备
高端深加工设备， 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不高， 除少
数被加工成酱熏、 鱼丸、 鱼柳、 鱼子酱外， 主要
还是以活鱼销售为主， 而且主要是面向餐馆供应，
消费人群局限性很大， 销售多集中在节日鲜活上
市， 季节性过剩现象突出［10�］。 另外， 由于鲑鳟鱼
养殖产业链严重短路， 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
加之深加工产品品种单一， 对品质的认定和加工
缺乏相应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不能适应广泛消费
的市场需求， 进而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
3���优化升级对策
3.1 完善养殖技术体系， 提高养殖效益

针对鲑鳟鱼类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科
技为先导， 重点抓好新技术、 新品种的引进推广、
科技培训工作， 做好产前、 产中、 产后技术服务，
加快水产养殖结构调整， 全面提高产品质量和养
殖效益。 建立健全鲑鳟鱼养殖技术体系， 创建高
素质、 高技能的生产队伍以及懂管理、 善经营的
场长队伍， 使鲑鳟鱼产业发展走上技术专业化、
管理现代化、 服务社会化的路子。
3.2 优化产业布局， 提升产业规模

河西地区可充分利用祁连冰川丰富的冷水资
源， 继续稳定和扩大流水池塘养鳟规模， 并以市
县渔业（水产）站为依托， 建立鲑鳟鱼专业合作组
织， 为养殖农户提供技术和市场信息服务， 位于
城郊的养鳟场， 可以农家乐为主体， 发展游钓鳟
鱼和餐饮业等多种形式的休闲渔业， 拓宽鲑鳟鱼
产业的外延， 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临夏地区以甘
肃省水产科学研究所鲑鳟鱼引种育种中心为依

托， 主要进行虹鳟、 金鳟、 七彩鲑等品种的选
育、 提纯复壮和规模化繁育， 为我省养鳟业提供
充足的良种； 同时充分发挥刘家峡水库资源优
势， 重点发展水库网箱鲑鳟鱼养殖。 甘南地区以
玛曲虹鳟渔场为依托， 进行虹鳟、 金鳟的繁育，
发眼卵除满足本地的需求， 还可以发挥区位优势
供应四川等省养鳟场［11�］。 甘南冶力关、 临夏九
眼泉等渔场也可以生产发眼卵， 作为以上渔场的
有益补充。
3.3 建立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推进健康养殖体系
建设

产品质量安全是水产养殖生存和发展的基
石［12�］。 建立以省级水产品质检中心为核心， 向市
级和重点县级辐射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
系， 重点加强水产苗种和虹鳟、 金鳟等特色品种
的监管， 确保年度抽检合格率达 100%。 相关管理
部门和养殖者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积极推进健康
养殖体系建设， 加强苗种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 强化已经实施的苗种准入、 饲料、 渔药等投
入品登记管理和生产销售登记管理制度； 建立鲑
鳟鱼养殖病害预警系统， 形成省防治中心与市防
病工作站， 区、 县（市）测报点， 无公害水产品养
殖基地、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水产原良种场组
成的病害检测检疫网络， 提升鲑鳟鱼质量安全水
平和疫病防控能力。
3.4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

充分利用国家对“三农”发展的各项惠农政策，
借助“精准扶贫” 资金、 政策的有力支撑， 通过

“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等方式， 将分散
的小规模养殖与大市场进行有效衔接， 并依靠现
代营销手段， 创建完整、 完善、 科学的营销体系，
建立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市场信息网络， 提高产
品市场竞争能力。 建立产品深加工体系， 积极慎
重地引进国际先进加工技术和设备， 鼓励资金和
技术实力较强的养殖企业积极探索， 介入鲑鳟鱼
制品加工领域， 开发系列深加工产品， 提升养殖
产品的附加值和综合效益，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
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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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道地产区掌叶大黄的药用价值及种植现状调查
何九军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农林技术学院， 甘肃 成县 742500）

摘要： 采用实地考察、 走访药农等方式， 对礼县掌叶大黄的种植现状进行了调查， 并对其药用价值进行了
阐述， 以期为礼县道地药材掌叶大黄的规范化种植提供参考。

关键词： 礼县； 掌叶大黄； 药用价值； 种植现状； 调查
中图分类号： S567.23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1463（2016）10-0073-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6.10.026

大黄属于我国传统常用中药材之一， 以块根入
药。 在国内生长 3种大黄： 一是青海高原产的唐古
特大黄， 二是四川产的药用大黄， 第三种就是礼县
大黄， 因主产于礼县铨水乡， 又称“铨水大黄”或“铨
黄”。 礼县大黄属蓼科植物掌叶大黄（Rheum palma－
tum L.）的干燥根及根茎， 其产品块大饱满、 色泽鲜
艳、 品质优良， 有效成分含量居中国之首， 20世纪
70年代国际市场即有“中国大黄甲天下， 铨水大黄
素盛名” 之美誉， 1983年， 礼县“双鹿牌”大黄荣获
国家经贸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1997年， 礼县所产大
黄系列产品正式注册“铨黄牌”商标。

掌叶大黄主要含蒽醌类、 双蒽酮类、 苯丁酮
苷类、 二苯乙烯苷类和鞣质等多种活性成分， 其
中蒽醌类成分具有抗菌、 抗炎、 保肝、 利胆和抗

肿瘤等作用［1�］。 其被《中国药典》收载， 具有泻热
通肠、 凉血解毒、 逐瘀通经等功效［2�］。 掌叶大黄
主产于甘肃、 青海等地， 而主产礼县的“铨水大
黄产量最高、 质量最好， 目前甘肃礼县已建有掌
叶大黄规范化生产（GAP）基地［3�］。 目前， 采用
HPLC 法测定不同产地、 不同形式炮制品、 不同
部位大黄药材的含量已有文献报道［4�-�6�］。 为实施
掌叶大黄 GAP 规范化种植， 巩固传统地道产区，
我们采用实地考察、 走访药农等方式， 对礼县掌
叶大黄的种植现状进行了调查， 并对其药用价值
进行了阐述。
1���性状及药用价值
1.1 性状

掌叶大黄为蓼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又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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