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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霁霖 　 海水鱼类养殖专家 。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２４ 日出生于福建省宁化县 。 １９５８ 年毕业于
山东大学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研究员 ，中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
师 。 系统研究了 ２２ 种海水鱼类的增养殖理论
与技术 ，其中 ８ 种已实现产业化 。 上世纪 ６０ —
８０ 年代 ，率先突破了梭鱼等 １０ 多种鱼类的育
苗工艺 ，相继构建起工厂化育苗技术和体系 。
９０ 年代 ，创建了工厂化育苗新系统和新工艺 ，
首次开辟了人工苗的放流增殖技术 。 率先从英
国引进冷温性良种大菱鲆 ，突破了工厂化育苗
关键技术 ，构建起“温室大棚 ＋ 深井海水”工厂
化养殖模式 ，开创了大菱鲆工厂化养殖大产业 ，
年产量达 ５ 万多吨 ，年总产值逾 ４０ 亿元 ，被誉
为“中国大菱鲆之父” 。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２ 项 。 出版专著和合著 ７ 部 ，发表论文 １４０
余篇 。 ２００５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的人生轨迹和科研生涯

一 、由高山奔向大海的追求
我出生在福建省宁化县城关翠江镇 。故乡

位于闽西的崇山峻岭之中 ，是一座古朴 、美丽而
又灵秀的小山城 。 我在故乡度过了幼年 、童年
而达青年时期 。 从宁化一中毕业后才远离故土
来到山东省青岛市上大学 。

清楚地记得上高中那年 ，看过一部有关青
岛和暑期国际少年夏令营的彩色记录片 ，第
一次从电影上领略到青岛“红瓦绿树 、碧海蓝
天”的优美风光 ，顿觉心驰神往 ；还有那闻名
全国的山东大学（原址青岛）和国际上名声显
赫的海洋生物学家 ———童第周教授 ，它（他）
们就好像一颗颗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我 。
从那时候起 ，我就深深地爱上了美丽的青岛
和大海 ！

１９５４ 年 ，我毅然报考了仰慕已久的青岛山
东大学 ，当接到录取通知书时 ，全家人都沸腾
了 ！ 我的父母显得特别高兴 ，而我更是激动不
已 ，因为一个山里娃就要实现亲近大海的梦想
了 。 一个秋高气爽的 ９ 月天 ，我和几位考取大
学的同窗 ，带着简单行装 ，结伴离别亲人和故
乡 ，踏上求学之路 ，翻山越岭徒步走了三天才到
达江西省的广昌县 ，从那里搭乘长途汽车去南
昌 ，再换乘北上的火车 ，辗转 ７天才到达山东省
青岛市 。 一路风尘 ，旅途劳顿不在话下 。 离故
乡虽然远了 ，但距离一心向往的大海近了 ，愉悦
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当我第一眼望见湛蓝的大
海和美丽的校园时 ，我似乎寻找到了事业的希
骥和人生的归宿 … …

二 、父母教诲 ，奠基人生品格
我的父亲在青少年时期就挑起了全家生活

重担 ，开始做些小买卖 ，后来在城里开了一间小
布店 。 他一直在为自己过早辍学而惋惜不已 ，
便把学习科学文化 、做有用人才的希望全部寄
托在儿女身上 。 父亲为我们升学求知可谓竭尽
心力 。 我和胞弟在中小学时期 ，除了上正规学
校外 ，每逢寒暑假期他还会帮助我们把同学们
组织起来 ，请来老师“开小灶” ，不仅学习数 、理 、
化 ，还学美术和书法 ，真乃受益匪浅 。 为了培养
我们的自学兴趣 ，他还从外地买来了许多参考
读物 ，供我们课外阅读 ；买来一些枟辞源枠 、枟辞
海枠 、历史名著等书籍便馈赠学校图书馆 。 据
说 ，故乡解放前夕 ，他还慷慨解囊 ，资助过多
名学生外出求学 。 父亲那种“捐资助学”的精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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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
象 ，对我好学上进精神品格的形成产生了很
大影响 。

我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 、勤劳朴实 、身教重
于言教的贤妻良母 。 在教育子女问题上 ，她称
得上是我父亲的一位好帮手 。 她的话语不多 ，
而更多的是用实际行动做出榜样 ，潜移默化地
教育我们 。 她要求我们热爱劳动 、手脑并用 、勤
学苦练 、去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实际问题 ，这对
于青少年时期的我健康成长无疑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
三 、大学生活 ，建树励志精神
大学时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和最幸福

的时期 。入学第一年 ，我就遇到了难以应对的
经济和生活双重压力 。 首先是因为父母生活十
分困难 ，已经无力支撑我的上学费用 ；二是从温
暖的南方来到冬有严寒的北国 ，生活环境差别
很大而难于适应 。 尽管自己面对现实决心克
服 ，但这并不是靠自身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因
思想压力大而造成体质下降和情绪低落 。幸亏
老师和同学们发现了我的实际情况 ，系党总支
书记雪中送炭 ，不仅及时给我送来了崭新的过
冬衣被 ，还每月全额补助 １２ 元伙食金和 ４元钱
的生活补助费 ，解了燃眉之急 。 此后 ３ 年我都
因经济困难而享受了甲等助学金 ，完全解除了
后顾之忧 ，保障了学业的顺利完成 。

回忆 ４ 年的大学校园生活令我留恋不已 ，
老师和同学情同手足 ，友爱相助之情历历在目 ，
感人至深 ！ 王秋波 、张星桥和刘浩贤等同学给
我送来了夏天换季的新衣裤和学习用品 ；每逢
节假日他们还会请我去看电影 、逛公园或到饭
店改善生活 。 平日为了节约开支 ，集中精力
学习 ，不管严冬 、酷暑 ，我总是习惯于在校园
中度过 ，每天按常规走完教室 —图书馆 — 宿舍
三点一线的校园生活轨迹 。 这种生活看似单
调 ，但能磨砺意志 ，追求上进 ，扎实学习 ，生活
很充实 。 回想起母校环境优美 ，生活井然有
序 ，大学生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 、朝气蓬勃 ，

良好的氛围无处不在影响着我 ，促进我奋发
向上 ，使我在政治 、科学 、文化等方面的学习
都获得全面发展 。 从大二至大四期间 ，我荣
幸地被推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 、班级团支部
书记 ，参加社会活动使我得到了较全面的锻
炼和考验 ，从而变得成熟起来 。

四 、热爱海洋 ，痴迷鱼类研究
因为我热爱海洋而报考了位于青岛的山东

大学 ；为仰慕童第周教授的专业知识而选择了
学习动物胚胎学 。 大学期间 ，童第周 、叶毓芬教
授为我们讲授动物胚胎学基本原理 ，张致一教
授讲授化学胚胎学 ，李嘉泳教授讲授无脊椎动
物胚胎学 ，黄浙教授讲授脊椎动物胚胎学 ，曲潄
惠教授讲授组织学 … … 老师们的授课犹在耳
边 ，感觉是那样亲切而又精彩纷呈 ，极大地激
发起学生们的专业兴趣和学习热情 。 每当上
实验课 ，我最喜欢在显微镜下观察肉眼看不
到的生命现象 ，尤其喜欢在解剖镜下连续观
察鱼类胚胎发育过程 ，那种与时空同步瞬息
万变的情景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 当
时 ，我曾经幻想过 ：假如各种鱼类的胚胎和胚
后发育都能在全人工条件下不断获得重演 ，
那么我们苦苦求索的鱼类增养殖产业化 ，不
就可以顺利实现了吗 ？ 从学生时代我就建立
起浓厚的专业兴趣了 。

回忆 １９５７ 年春夏之交 ，正值大三实习阶
段 ，校方应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之邀 ，选派我
和许鑫荣 、王贻义等三同学参加了中苏合作渤
海莱州湾鱼卵 、仔鱼的调查研究工作 。 这是一
次机会难得 、意义很大的科学实践活动 。 我们
同学三人不畏滨海渔村生活条件艰苦 ，坚持团
结奋战 ，运用所学专业知识 ，高质量地完成了
１０ 多种经济鱼类的人工授精和仔稚鱼培育实
验 ，首次获得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开创性
成果 ，受到中苏双方专家的好评 ，也为母校赢得
了荣誉 。

１９５８年大学毕业后 ，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
黄海水产研究所 ，从事海水鱼类养殖研究 。 当
·０９４·



农 业 学 部 雷霁霖

时 ，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 ，一切从
零开始 ，面临诸多挑战 ，但是由于自己的专业思
想准备比较充分 ，又有 １９５７ 年的科学实践基
础 ，自信心很强 ，当时积极投身全国性的“海鱼
孵化运动” ，转战南北沿海 ，不辞劳苦 ，以鱼为
乐 ，执著地在第一线开展科学实验 。

五 、不懈探索 ，拓展研究空间
纵观我国海水鱼类养殖发展史 ，可以追溯

到三四百年前 ，但是 ，直到建国初期仍然停留在
港湾（南方称“鱼塭”）混养植物食性鱼类的原始
状态 ，科研工作几乎一片空白 。 自上世纪 ５０ 年
代中以来 ，我们这些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
海水养殖“拓荒者”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肩负起
历史使命 ，不畏农村艰苦环境 ，携带尺子 、天平
和放大镜（当时号称三大件）等简易工具 ，远离
喧嚣的城市和温暖的家 ，深入沿海一线 ，开展科
学实验 。我们拜渔民为师 ，努力向大自然学习 ，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针对生产急需解决的问题 ，
广泛开展研究工作 。 为了及早改变海水养殖的
落后面貌 ，我们这些早期的“拓荒者”从上世纪
６０ 年代初开始 ，就在老所长 、国际著名水产专
家朱树屏教授倡导的“大力开展海水种植和养
殖”研究思路指导下 ，我们又大胆提出了“海水
养殖必须要走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新思路 。 在
广泛调查基础上 ，我们首先聚焦于“种子工程” ，
以“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的理念为指导 ，首
先在日照模拟自然生态环境 ，设计建造了大型
潮汐环流池和一座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实验基

地 ，率先在国内获得了梭鱼人工繁殖零的突破 。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又于上世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 ，相继建成本所的胶南 、太平角和麦岛等
３个实验基地 ，还参与了北戴河水产增殖中心
实验站的建设 ，一路领先完成了鱼类工厂化育
苗工艺和体系的构建 ；相继研究了 ２０ 多种鱼类
的工厂化苗种生产技术 ；率先开辟了国外海水
鱼类良种引进渠道 ；启动了中外（中日 、中英 、中
挪 、中法）技术合作 ；迅速提升了海水鱼类养殖
研究的装备和技术水平 。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奋

力拼搏 ，不仅使我国的海水鱼类养殖从品种选
择到养殖模式的建立不断推陈出新 ，而且使海
水鱼类增养殖产业从无到有 ，由小到大卓有成
效地获得空前发展 ，并将我国多项海水鱼类养
殖技术推进到世界先进行列 。

六 、联系实际 ，开辟引种工程
我国北方沿海的年温差较大 ，冬春季低水

温期长达半年之久 ，所有温水性养殖鱼类都不
能在自然水温条件下度过漫长的冬季 ，所以当
年不能养成商品鱼 ，更难形成规模化产业 ，而使
鱼类养殖长期落后于藻 、贝 、虾类的发展速度 。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我们曾经采用过“节能越
冬” 、“工厂余热利用”等多项措施 ，但只是权宜
之计 ，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作为一名水
产科技工作者 ，面对这一现状 ，心中焦急万分 。
经过长期调研 ，我们深刻认识到 ，要改变养殖落
后面貌 ，首先必须从改变种质入手 ，在北方沿海
要走“冷温性良种养殖之路”才有出路 。 我们面
向世界搜索 ，对比分析了欧亚鱼类区系 、地理分
布 、生物学和生态学特点 ，最后认定要把欧洲刚
刚开发成功的冷温性良种 ———大菱鲆（多宝鱼）
引进我国 ，作为北方工厂化养殖的主要对象 。
经过 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９１ 年 ２ 次赴英考察学习 ，并
充分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 ，终于在 １９９２ 年首次
将大菱鲆引进我国 。 大菱鲆引进后 ，经过 ７ 年
攻关 ，克服了欧洲国家专利技术的封锁 ，依靠自
身实力 ，自主研发 ，突破了亲鱼强化培育 、光温
调控性成熟 、分批采卵和年周期内多茬育苗以
及早期培育难度大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使育苗
平均成活率达到 １７ ％ 、年出苗量超过百万尾的
国际先进水平 。 当时 ，许多热心朋友建议我们
要赶快申报专利 ，但我考虑到北方的鱼类养殖
已经较其他养殖产业落后了许多年 ，当务之
急是要尽快将其转化为生产力 ，而不是申报
专利的问题 。 为此我们不但没有申报专利 ，
而是将研究成果立即公开 ，并且帮助企业扩
大生产 。 与此同时 ，在养成方面我们首创并
推广了符合国情 、简易节能的“温室大棚 ＋ 深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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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模式 ，使我国的大菱鲆养
殖如虎添翼 ，迅猛发展 ，一举成为一个年产值
超过 ４０ 亿元的北方海水鱼类养殖大产业 ，有
力地推动了我国海水养殖第四次产业化浪潮

的形成和发展 ，为沿海推广良种养殖和 “三
农”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事实证明 ：
大菱鲆引种工程的思路正确 ，产业发展的显
示度很高 ，经济效益突出 ，所以被国内外同行
称之为“良种引进的典范”和“新产业开发的
样板” ，并受到广泛赞誉 。

七 、不畏艰辛 ，谱写科研人生
把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的水产事业 ，就是

我们上世纪 ５０ 年代人的追求和梦想 。 数十年
来 ，为了从零起步开创海水鱼类养殖产业 ，我们
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撇家舍业 ，义无反顾地年复
一年转战南北开展研究工作 。 我差不多一年中
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研究基地或在基层度过

的 ，每年都是春暖花开季节离家 ，寒冬腊月之时
才能回来 ，一直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有好几年就
连春节也在外地度过 。 不仅如此 ，包括儿女上
托儿所 、报考中学和大学直至毕业走上工作岗
位这样的家庭大事 ，都难得有时间回来过问 ，所
以不得不把全部家务重担都压到老伴一人身

上 。 记得上世纪 ６０ 年代末的一个春天 ，老伴突
发肝病住院 ，我只送她住上院就到浙江出差去
了 ，直到三个月后回家之时才接她出了院 。 那
段时间我把刚满 ２ 岁的儿子寄养在邻居家里 ；
上初一的女儿 ，不仅生活要完全自理 ，而且放学
回家后还要担负起照顾弟弟和到医院探视母亲

的任务 。那个年月我给家庭带来的困难实在太
多 ，太难为他们了 ！ 尽管如此 ，老伴依然无怨无
悔地支持我外出工作 。 想起这桩事来 ，我实在
觉得对妻子儿女有无限的愧疚 ！

鱼类是多年生的动物 ，每种鱼一年只能繁
殖一次 ，也就是说一年只有一次给我做实验的
机会 。 为了和时间赛跑 ，多做研究工作 ，争取突
破更多品种的育苗生产工艺 ，我们不厌其烦地
连续或交叉进行试验 ，以达到工厂化苗种生产

流程的优化组合 ；为了扩大天然能源的利用和
合理配置 ，我们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调研数
据 ，提出了“南北接力” 、“海陆接力” 、“工厂与池
塘接力” 、“工厂与网箱接力”等新的养殖理念和
策略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北方沿海鱼类养殖的
落后面貌 ，我们在广泛分析了中外养殖鱼类的
生物学和生态学特点之后 ，明确提出和实践了
“北方应走冷温性良种养殖之路”的论点 ；为了
解决北方工业化养殖系统构建的难题 ，我们在
总结自身实践的基础上 ，又注意吸取国外先进
经验并结合国情实际 ，才使有巨大实用价值的
“温室大棚 ＋ 深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模式得以诞
生 。 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数十年如一日 ，乐此
不疲地去钻研 ？ 我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奋斗目标
十分明确 ，还有“干起专业活来 ，不知道自己图
什么 ，只知道义无反顾 ，一往无前 … … ”的格言
一直在激励和支持着我 ，因此才能够始终如一
地对事业充满激情和追求 。 我在年青时期就患
有高血压病 ，但我只顾全身心投入工作而往往
忽视潜在的病痛带来的危险性 ，所以曾因过度
劳累而酿成 ３ 次晕倒工作现场的大事故 。 可
是 ，我一般很难接受教训 ，每次抢救出院之后仍
会“我行我素”急于赶回实验现场 ，继续投入紧
张工作 。

八 、乐情在水 ，构筑永恒事业
我与海洋的缘分很深 ，对海水鱼类情有独

钟 ，尤其是大菱鲆（多宝鱼）这个优良品种几乎
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５０ 年的
风雨历程 ，记载着我追随国家海洋水产事业发
展的历史 ，也记录了我以水为乐 、坚持发展海水
鱼类增养殖的科研人生 。 进入 ２１世纪 ，意味着
迈向现代渔业文明的新时期 ，我国虽然已是一
个世界级的养殖大国 ，但还不是养殖强国 ，摆在
我们面前的不仅有机遇 ，还有许多新的挑战 ，深
化改革开放 、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现渔业现代
化 ，任重而道远 。 我虽然年事已高 ，但作为一名
国家“思想库”里的老科学工作者 ，面对当前党
和政府举全国之力办科学的大好形势 ，深感肩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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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责任重大 ，所以要求自己必须把握时机 ，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凝集和培养人才 ，带领青年
团队 ，为国为民不辱使命 ，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
路 ，不遗余力地去推进公益性行业重大专项的
研究 ，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以质量安全为目
标去构建海水鱼类养殖大产业 ，以便使我国的
渔业经济又好又快地得到发展 。 为此 ，我决心
继续针对国家需求 ，面向生产实际 ，保持“以水

为乐 ，构筑永恒事业”的奉献精神 ，以饱满的热
情和旺盛的斗志去关注我国海水鱼类增养殖产

业中的品种选育 、营养饲料 、疾病防治 、设施装
备和产品加工等五大板块的研究与发展 ，积极
参与项目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为实现我国渔
业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而

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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