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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水生动物营养与环境健康实
验室（LANEH）杜震宇教授课题
组在水产品安全性评价研究领
域又获重要进展，相关论文以
《饲料鱼油污染物追踪：从海洋
到餐桌》为题近日在线发表于国
际知名环境期刊《Environmen-
tal Pollution》。据悉，这是国际
上首次对饲料鱼油污染物从生
产源头到消费终端的全程追踪
研究。

目前，大部分食用鱼类来
自于人工养殖，并以人工配合
饲料作为其主要食物来源。鱼
油是海洋捕捞所得杂鱼的油脂
榨取物，由于其富含较高的
Ω-3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和众多
鱼类生长所需的营养因子，所
以鱼油是很多养殖鱼类饲料的
重要成分，以保证养殖鱼类必
需营养素的摄入并维持养殖鱼

类的营养品质。
然而，随着海洋污染的日

益严重，大量海洋野生鱼类体
内均含有不同含量的各种污染
物。因此，从海洋鱼类中直接
提炼的鱼油，也往往含有多种
污染物。而随着鱼油在水产饲
料中的广泛应用，这些海洋环
境污染物，尤其是有机污染物，
也随之进入养殖鱼类体内，并
最终传递给人类消费者，造成
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然而，
至今尚无人全程追踪海洋环境
污染物通过鱼油进入养殖鱼类
体内，并最终影响人类消费者
的全过程，也无人得知海洋环
境污染物在这一传递链条中的
传递效率。这为人们了解海洋
污染物进入人体的传递途径，
并科学评估养殖鱼类的食用安
全性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为此，杜震宇课题组联合了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检测中心、
上海疾控中心、挪威国家营养与
海洋食品研究所等多个国内外
研究单位，对此问题进行了近3
年的细致研究。研究团队首先
从我国渤海和黄海鱼场收购大
量用于鱼油提炼的鯷鱼，之后将
其分别送至两家鱼场附近的鱼
油粗炼厂获得粗炼鱼油，之后将
粗炼鱼油送至专业的鱼油精炼
厂进行精炼，获得精炼鱼油。然
后选用肌肉脂肪含量较高的黄
颡鱼和肌肉脂肪含量较低的罗
非鱼作为实验鱼，以粗炼鱼油和
精炼鱼油作为油源配制适合黄
颡鱼和罗非鱼的实验饲料，在洁
净水体中饲喂这两种鱼8周。

同时，研究人员系统测定了
捕捞的鯷鱼、粗炼鱼油、精炼鱼
油、实验饲料、养殖水体和8周
实验结束后两种实验鱼肌肉的
多种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含量，

并据此计算源自海洋鱼类的多
种污染物在每个传递链条间的
传递效率和在最终养殖鱼类肌
肉中的沉积率。最后，课题组又
对此养殖条件下的黄颡鱼和罗
非鱼在正常水产品摄入量条件
下对成人和儿童的致癌和非致
癌风险进行了科学评估。

据悉，该项研究获得以下几
个重要的研究发现与结论：

1）饲料鱼油是养殖鱼类体
内有机污染物的重要来源与传
递者；

2）养殖鱼类体内的有机污
染物在种类和组成比例上都与
饲料鱼油中的有机污染物高度
相关；

3）高脂鱼类比低脂鱼类积
累更多的源自饲料鱼油的有机
污染物；

4）鱼油中的有机污染物在
鱼体食用部位的沉积率在1.3~

5.2%之间；
5）鱼油的不同加工工艺会

显著影响鱼油中的污染物含量，
精炼加工过程可有效去除鱼油
中的多种有机污染物，并使得精
炼鱼油饲料所喂养的鱼体内的
污染物显著低于用粗炼鱼油所
喂养的鱼；

6）粗炼鱼油是海洋污染物
的富集体，使用粗炼鱼油作为饲
料原料所饲养的养殖鱼类具有
较高的食用安全风险；

7）研究建议政府监管部门
和饲料生产厂家应逐步限制并
最终禁止粗炼鱼油作为水产饲
料原料使用。

专家认为，这项研究成果为
开展并加强水产养殖中环境污
染物的溯源与全程监管、提高水
产品安全性提供了高价值的科
学证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
价值。 （科学网）

饲料鱼油中的环境污染物追踪：从海洋到餐桌

本报讯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
院蜜蜂研究所蜜蜂遗传与育种
创新团队针对中华蜜蜂群体基
因组学开展了研究，系统揭示了
中华蜜蜂的群体结构、进化与适
应。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
《分子生物与进化》上。

中华蜜蜂（以下简称中蜂）
是我国重要的遗传资源，其分布
广泛，涵盖多种气候区和地形。
但目前群体多样性受到严重影
响，亟待保护。过去受研究手段
限制，对中蜂群体了解有限。

该研究通过对我国18个地
区中蜂进行研究，发现其具有较
高的遗传多态性，群体间分化程
度较高，一些群体中分化达到了

亚种水平，打破了国际上对中蜂
主要为一个类型的认知。

研究团队对群体遗传结构
的分析发现，岛屿和山区的种群
存在较高的遗传分化和较低的
遗传多态性，平原地区种群存在
较强的基因流。因此，对平原地
区中蜂的保护应考虑基因流的
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形阻
隔促进种群间的分化，而地理距
离对遗传分化影响较小。因此，
有必要对青藏高原等地形较为
复杂的地区进行深入探索，发掘
中蜂种质资源。

研究成果对进一步研究中
蜂群体、保护我国蜜蜂遗传资源
具有指导性意义。

科学技术部农村司日前
在京召开油莎豆产业科技创
新座谈会。会议围绕我国大
豆及食用油对外依存度高的
问题，探索大豆产品替代途
径。与会代表交流讨论我国
油莎豆产业的发展现状、潜
力和对策，并针对品种退化、
收获机械缺乏、加工设备落
后、市场培育缓慢等制约产
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相关省区科技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
发挥各省的资源禀赋优势，
整合资源力量，加强政科企
合作，开展协同创新、联合攻
关，加快油莎豆产业规模化
高效健康发展。

科学技术部相关负责人
对油莎豆产业下一步发展提
出了具体要求，一是提高认
识。要充分认识油莎豆作为
大豆的重要替代性原料和产

品的重要作用，凝聚共识，增
强推动产业发展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二是规划引领。加
强顶层设计，研究出台相关政
策，积极稳妥推进。三是科技
先行。聚焦产业重大关键共
性技术问题，加大研发部署，
开展集成示范。四是平台支
撑。发挥农业科技园区载体
作用，培育建设油莎豆创新中
心。五是机制创新。突出企
业创新的主体作用，提升成果
转化效率与质量。

莎豆又名油莎草、虎坚果
等，为莎草科一年生植物，原
产于非洲及地中海沿岸国家，
是我国近年来引进的一种优
质、高产、综合利用前景广阔
的，集粮、油、牧、饲于一体的
经济作物。

油莎豆是我国大力推广
的新型油料作物，已被列入
《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

（2016—2020年）》推荐作物品
种。它适应性极强，适宜在荒
地、滩涂地，及盐碱地等土地
上种植，可有效利用边际土地
资源，促进边际地生态环境保
护；产量高，一般亩产鲜豆
1000千克，干豆500千克，种1
亩油莎豆相当于7~10亩油菜；
市场前景广阔，既可开发成食
用油，又可加工成口感佳的风
味食品。

今年，由中国农科院油料
所选育的“中油莎1号”，通过
了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作物专
业委员组织的品种认定，这是
我国育成的首个高油高产油
莎豆品种。该品种块茎种子
含油量31.3%，是长江流域含
油量最高的油莎豆品种，目前
在长江中下游种植1万亩左
右，已开发出油莎豆饮料、减
肥饼干等产品。

（农民日报）

新成果打破中华
蜜蜂种群的国际认知 油莎豆有望成为油莎豆有望成为

大豆重要替代性原料大豆重要替代性原料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海
洋所和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承担的山东省重
点研发计划“大西洋鲑鱼种高效
扩繁技术工艺与示范”项目通过
现场阶段性验收。验收专家组
通过听取项目汇报、现场查看培
育车间等方式，详细了解了项目
的阶段性进展情况。专家认为，
该项目成功实现了国内洄游性
大西洋鲑苗种繁育技术零的突
破，为今后国内大西洋鲑人工繁
殖技术体系的建立和苗种自给
奠定了良好基础。

大西洋鲑，俗称“三文鱼”，
原始栖息地为大西洋北部的温
带和亚北极地区，是一种遗传变
异性比较稳定的世界性冷水性
养殖鱼类，具有广盐适应性，适

宜生长水温10℃~16℃，目前主
要有深海网箱及陆基封闭循环
水系统两种养殖模式。

该项目由中科院海洋所实验
海洋生物学李军研究员牵头，带
领团队及东方海洋的项目人员充
分发挥产学研结合优势，在国内
缺少优质亲鱼种质资源、苗种依
靠进口发眼卵来获得的背景下，
利用养殖商品鱼作为亲鱼，通过
光照、水温调控、激素诱导及人工
授精等方法，获得11.6万粒受精
卵，发眼胚胎及仔鱼8.5万尾左
右，三倍体胚胎2000粒。

下一步，团队将继续进行亲鱼
选择及营养强化、亲鱼培育环境优
化调控、胚胎发育及仔稚鱼理化因
子调控等研发工作，力争早日实现
大西洋鲑苗种的规模化生产。

我国三文鱼苗种
繁育技术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