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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高效繁育设施开发与智能管控技术研究-基于
生物特性的水产繁育智能数字化技术与装备研究” 

示范基地考察报告 

2023 年 10 月 17 日，受蒋林华教授邀请的专家考察团队

到湖州水产繁育养殖示范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了蒋教

授牵头的浙江省智慧渔业繁育示范基地---湖州吴兴区弘鑫

养殖基地和依托开展重点项目研究的牵头单位---湖州师范

学院相关实验室。该浙江省智慧渔业重点研发项目，是湖州

师范学院牵头与星光农机上市公司、宁波大学一起承担研发，

已经在湖州（淡水鱼虾）以及宁波（海水鱼虾）等地建有工

厂化养殖示范基地 3处，目前各示范基地运行情况良好。 

 

图 1 湖州淡水养殖示范基地及宁波海水养殖示范基地 

湖州市被称为“鱼米之乡”，现代渔业一直是湖州农业主

导产业之一。湖州渔业由于多年来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企业的

持续努力，已成长为浙江省内规模最大、品质最佳的渔业基

地之一。面对渔业产业变革的主潮，湖州积极探索“智能+工

厂+规模”的发展模式，取得明显成效。湖州渔业已实现智能

化水平大幅提升，一批规模化智能工厂正式投入运营，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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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产业升级。 

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的弘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星

光农业公司的下属公司，是蒋林华院士牵头带领星光农业上

市公司、宁波大学、湖州师范学院开展浙江省智慧渔业重点

项目的示范基地。项目采用的立体数字化循环水养殖技术，

主要是通过物理、生物等技术和水处理设备，把养殖水体中

的鱼类粪便、杂质和有害固体物、悬浮物、可溶性物质从水

体中排出，进行净化处理，转化为有机肥料，养殖水经净化

处理后循环利用的绿色养殖模式。生态发展水产品养殖业，

具备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推进现代渔业绿色发展，坚持生

态循环的发展理念。生态循环发展是立体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二是坚持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合理

确定发展计划。三是以渔业转型促治水，以治水倒逼产业转

型升级。四是坚持品质为先的经营观念，提高渔业供给质量

和效益。 

智慧养殖项目采用立体数字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其

主要特征是水体的循环利用，它不同于普通的工厂化养殖，

其综合运用机械、电子、化学、自动化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

和工业化手段，控制养殖生物的生活环境，进行科学管理，

从而摆脱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条件限制，是一种高密度、高

单产、高投入、高效益的养殖方式。立体数字化循环水养殖

系统还配套了垃圾自动化排放净化系统、饲料自动投喂系统、

鱼苗和成品鱼自动投放和收集系统、养殖区域内的光照补光

系统，全面数据采集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等技术的集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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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以达到自动化、科技化养殖，降低养殖劳动成本，从

而提高水产养殖的经济效益。立体智能化养殖单位水体密度

高，其养殖密度可达到每立方米水体 40-50 公斤，年产值每

立方水体可达 80-100 公斤，实现高密度、高产能、高效益。

养殖的水产品种选择多，淡水品种如笋壳鱼、淡水石斑鱼、

黄金鲷、鳗鱼等，海水类如珍珠斑、云龙斑、青斑、老鼠班

等，产品结构可根据市场需求和行情能及时调整。 

 
图 2 考察湖州智能工厂化养鱼车间 

立体数字化循环水养殖提倡绿色产能发展，循环水养殖

的实质是养殖生产的工业化，生产过程可控，可以跨季节养

殖，产品像工业品一样可以有计划地均衡上市。其特点：一

是用水量少，可利用较低质水源；二是占地少；三是养殖密

度高；四是易于控制生长环境，鱼类(以及其他养殖种类)生

长速度快，生长周期短；五是饲料利用率高；六是水循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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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用系数高；七是排放的废水废物少，能集中处理，减

少环境无压力；八是不受外界气候的影响，可实现常年生产。

项目突出“高效、生态、集约”的现代农业发展定位，实现

了水产养殖的“三个转变”：养殖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向工厂

化养殖转变，经济效益实现了低附加值向高效益转变，产业

方向实现了从单纯“卖产品”向“卖模式”转变。该项目技

术已在江苏、安徽、四川等地建起“鱼立方”立体养殖基地，

创新立体养殖技术面向全国复制推广。 

 

图 3 技术员复测自动传感器检测的水质数据 

立体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项目，对促进当地水产品养殖业

结构调整，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拉动

当地农村经济建设具有关键性作用，充分发挥本地区水产养

殖优势，是水产养殖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湖州师范学院是是国家第一批卓越医生和卓越农林人

才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学科涵盖工学、农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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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1 大学科门类，其中信息工程学院、工学院、生命科学学

院等学院为该校重点优势学院。学校现有 14 个省部级及以

上科研创新平台，获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等共 5 项，其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78 项。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科、水产是浙江省高校一流学科，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是浙江省重点专业；水产养殖学专业为浙江省一

流专业、省新兴特色专业，入选国家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

计划改革试点和国家新农科试点（项目）。湖州师范学院的水

产和计算机均为省重点学科，并且还有多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1）浙江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与开发技术研究重点实

验室； 

（2）水产养殖与环境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 

（3）水生动物繁育与营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4）水生动物繁育与营养浙江省工程实验室； 

（5）浙江省现代农业资源智慧管理与应用研究重点实

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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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湖州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与计算机重点学科 

 

 
图 5 湖州师范学院水产重点学科实验基地 

湖州师范学院在智能繁育装备、农业信息技术研究及项

目研发、推广及产业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主持或参与研

发过智慧农业、智慧城市、两化融合等一系列信息技术应用

项目。2012 年，湖州师范学院的智慧水产养殖系统，得到农

业部、浙江省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2015 年与香港科技大学

霍英东研究院筹建物联网联合实验室，共同推动湖州本地物

联网产业升级。湖州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拥有浙江省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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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源智慧管理与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RFID 物联网技术

浙江省工程实验室与湖州市农业物联网技术重点实验室。

2020 年蒋林华院士牵头浙江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水

产高效繁育设施开发与智能管控技术研究—基于生物特性

的水产繁育智能数字化技术与装备研究，对水产品的智能繁

育，疾病监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为水产养殖产业的

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图 6 重点实验室平台与科研实验室考察 

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拥有我校首个水生动物繁

育与营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水产养殖与环境研究国

际联合实验室，浙江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与开发技术研究重

点实验室、浙江省媒介生物学与病原控制重点实验室、水生

动物繁育与营养浙江省工程实验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

生动物繁育与营养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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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医药与环境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建有水生生物学与

水环境学科浙江省院士专家工作站，浙江省渔业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水生生物学与水环境研发中心，水生动物育种与健康

管理研究所（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共建），湖州水生生物资

源养护与开发创新中心，南太湖水生生物生态与环境野外观

测研究站。学院现有国家大宗淡水鱼、虾蟹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 5 人。 

 

图 7 部分水产研究支撑平台 

总体看，本次湖州渔业基地考察的印象很深刻。蒋林华

院士及其团队的智慧渔业信息化智能化等技术在国内属于

产业领先水平，在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建设有示范基地，工

厂集约化、自动化水平较高。湖州渔业资源丰富，产业规模

大，智能水产工厂养殖的自动化率较高。蒋林华院士带领的

留学归国人才团队汇集了宁波大学、星光农机上市公司、及

湖州师范学院水产和计算机重点学科的研究基础和高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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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渔业示范项目有利于加快推进“智渔变”战略与行动，

实现智能化水平跨越，全面贯彻“科技赋能企业”发展理念，

将促成一批领跑企业成功实施渔业养殖工业化与规模化转

型，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蒋林华院士团队所带领的智慧渔业信息化、智能化、自

动化和工厂化技术将对市场养殖和繁育产业转型带来积极

影响。 

（1）蒋林华院士团队在智慧渔业信息化方面具有丰富

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他们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起

全面的渔业养殖和繁育数据管理和分析系统。通过物联网、

传感器、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能够实时监测和收集渔业生产

中的各种数据，如水质、水温、气象等，对其进行分析和预

测。这将为渔业产业园的管理者提供科学决策的支持，帮助

他们更好地调控和管理养殖环境，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2）蒋林华院士团队在智能化、自动化和工厂化技术方

面的研究也能够为现代渔业产业的产业转型带来积极影响。

他们可以利用先进的智能养殖设备和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

对养殖过程的精确监控和控制。通过对关键参数的实时调节

和优化，能够提高养殖效率，降低资源浪费，并减少人工干

预的需求。同时，他们还可以引进先进的加工设备和生产线，

实现渔产品的快速加工和分发，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3）蒋林华院士团队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创新将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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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产业的产业转型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和指导。他们的技

术方案将帮助渔业繁育和养殖产业实现更高效、更智能、更

可持续的生产模式。总之，重点项目的开展实现了预期研发

目标，同时将提升渔业产业的竞争力，有助于推动其成为国

内乃至国际上的渔业产业示范基地。 

 

下图是项目验收专家给出的意见扫描件： 

 
 

以上项目专家意见书另有单独签署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