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视窗】06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版编辑卢继延│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刘芳│２０23年 12月 19日·星期二

□本报记者 崔欣/文 彭程/摄

素有“活化石” “软黄金” 之称
的鲟鱼， 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 可经过20多年的
繁育， 它已“脱危”， 并成为北京百
姓餐桌上的美食。

在今年9月举办的第三十届中国
北京种业大会“首届水产种业专业论
坛” 上， 发布了北京市鲟鱼种质创制
和品种选育联合攻关项目取得的四项
阶段性成果， 尤其是第一项成果———
杂交鲟“京龙1号”， 通过了全国水产
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新品种审定，
标志着我国作为食用鱼的鲟鱼品种实
现了零的突破。 而取得这些成果的，
正是由胡红霞率领的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水产科学研究所生物技术与育种研
究团队。

胡红霞始终认为： “只有开发鲟
鱼人工繁养殖技术， 促进鲟鱼合法的
商品化产业发展， 才是对这一物种的
最有效保护方式。” 可是从20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 我国才进行鲟鱼的商
品化养殖， 当时的苗种主要依靠国外
进口。

自2001年开始， 胡红霞带领团队
以生长性状作为选育目标；2005年首
次使用剖腹产手术取卵， 突破了鲟鱼
规模化人工繁殖； 之后结合人工养殖
鲟鱼繁殖生理学的研究， 不断完善鲟
鱼反季节人工繁殖技术， 最终实现一
年四季订单式鲟鱼苗种生产， 彻底摆
脱我国鲟鱼产业苗种依靠进口的“卡
脖子”限制。 尤其是通过人工杂交获得
的杂交一代———杂交鲟“京龙1号”，成
为北京市第一个自主选育的国审水产
新品种， 也是国内外第一个人工选育
的肉用鲟鱼新品种， 基本实现了我国
鲟鱼养殖优良品种的更新换代。

提起自己的从业经历， 胡红霞
说： “26年来， 我都在养鲟鱼。 我觉
得， 这是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而
做农业科研因为与民生相关， 更能实
现自身价值， 更让你有满足感。 所
以， 我希望那些选择了农业科学研究
领域的青年， 别怕苦， 要坚持下去。”

将鲟鱼繁育成百姓美食
胡红霞和她的育种研究团队

通过专业设备能够更细致地观察鲟鱼

鱼房内饲养着不少小型鱼类用来实验研究 胡红霞与团队研究员查看鱼房内鲟鱼生长情况

小型鱼类生长速度快， 适合用于实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