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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浸 式 体 验 全 景 式 记 录

跟船24小时 海上收鱼记
早报记者随船见证青岛国家深远海养殖试验区“深蓝1号”网箱3000多尾大西洋鲑鱼丰收的喜悦

说起收获的大西洋鲑鱼，彭勇的疲惫一扫而光，眼睛中闪动起光
亮。彭勇介绍，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
唯一一个国家级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由山东海洋集团深远海绿色
养殖有限公司负责开发运营。

试验区内自然条件优越，溶解氧、PH值、水温、盐度等各项评价因
子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可贵的是，试验区底层海水温度常年
保持在12℃以下，适宜鲑鳟鱼等高价值鱼类的生长，所出产的成鱼蛋白
质丰富、品质优良，富含EPA和DHA等生物活性物质。

好水出好鱼，试验区内的产品——大西洋鲑鱼品质优异。“这里出
产的成鱼经权威机构检验，无任何重金属、寄生虫残留，具有较高的营
养和经济价值。”说起这些，抱着大西洋鲑鱼的彭勇显得十分自豪。

“今天我们收获了3000多尾大西洋鲑鱼，平均单鱼重量在5公斤
以上，可以说是大丰收。”彭勇说，接下来这些成熟的大西洋鲑鱼将通过
运输船第一时间送往陆地。

“从打捞上船开始12个小时内，这些鱼就能被送到市民的餐桌；36
个小时内，就能依托冷链网络被送到全国百姓家。”彭勇介绍，这一改我
国大西洋鲑鱼依赖进口、动辄四五天时间跨度的短板，为中国自主蓝色
蛋白质提供了新“鲜”选择。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在2021年、2022年，“深蓝1号”网箱已相继
实现了全球首次虹鳟、大西洋鲑的低纬度深海规模化养殖。“这次收获
的大西洋鲑，是网箱内养殖鱼类首次成功度夏后的丰收，它们在网箱度
过了完整的生长周期，相较之前，又是一次长足的进步。”彭勇说。

彭勇还透露，现在“深蓝1号”网箱中，共有约5万尾成熟的大西洋
鲑鱼，他们的收鱼工作预计将持续到月底。

靠海吃海，作为沿海
城市，海洋渔业历来就是
青 岛 西 海 岸新区的优
势。在距离青岛海岸约
120海里的青岛国家深远
海养殖试验区内，“深蓝1
号”网箱里首次成功度夏
的 大 西 洋 鲑 鱼 迎 来 收
获。这不仅意味着大西
洋鲑鱼的丰收，还标志着
西海岸新区联合山东海
洋集团深远海绿色养殖
有限公司探索建设的试
验区已经日趋完善。

为了见证“海上粮
仓”丰收的喜悦，4月 15
日深夜，记者从西海岸新
区九龙山路附近的码头
跟随山东海洋集团深远
海绿色养殖公司工作人
员乘船出发，深入一线直
击3000多尾大西洋鲑鱼
的丰收现场。而经过了
接近24个小时的海上跟
访，记者深刻感受到西海
岸新区着力转变渔业发
展方式，探索耕海牧渔、
打造现代渔业“西海岸样
板”的决心。

15日23时许
随船出海直奔“深蓝1号”

15日23时左右，记者跟随工作人员从西
海岸新区九龙山路附近的码头乘快船出发，
在海上颠簸了近 8 个小时，到达了全世界最
远的深海渔场——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
试验区。

该试验区是全国首个深远海绿色养殖试
验区，位于黄海中部距青岛约120海里，所拥
有的黄海冷水团是冷水鱼生长的绝佳之所。
该区域也是中国首座自主研制的大型全潜式深
海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深蓝1号”所在地。

浩瀚海面上一根黄色立柱直插天际，这
便是固定“深蓝1号”网箱的中立柱。当天中
午，这里将开展“深蓝 1 号”网箱内首次度夏
大西洋鲑鱼的收鱼作业。

16日8时许
50余名工人紧张准备

8时许，记者登上执行收鱼作业的鲁青新
渔养60001工船，靠近了“深蓝1号”。等待收
鱼的“深蓝1号”，两个足球场大小的网箱顶部
被拉起，宛如一张黄色大伞倒挂在天空下。
而在这把“伞下”，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

小的网箱便是大西洋鲑鱼的“家”。
收鱼之前的准备工作，要比正式收

鱼时更复杂。现场，潜水队员穿戴好设
备下潜到了网箱。“收鱼作业的第一步，

就是潜水员将鱼聚在一起。”山东海
洋集团深远海绿色养殖公司海上

养殖负责人、本次收鱼现场的
负责人彭勇介绍，本次收鱼有

50 余名工人，收鱼步骤分
为聚鱼、吸鱼、处理、装箱

等。经过紧张筹备，一切
准备就绪开始收鱼。

16日11时许
第一网收获1200多尾鱼

“收鱼作业，正式开始！”11时许，随着彭勇
的一声令下，一尾尾近半米的青黑色鱼影穿过
吸鱼管道。加工车间内，操作工人双手翻飞，
几秒钟便处理好了一条经过电击之后的大西
洋鲑鱼。在工船上进行电击放血、降温装箱
等处理后，这些鱼将通过运输船送往陆地。

一个多小时后，第一网收鱼工作接近尾
声，1200 多尾平均重量超过 5 公斤的大西洋
鲑鱼被冷藏装箱。据悉，当天的收鱼计划是
3000尾。而同样场景的收鱼作业，接下来会
每天上演，一直持续到4月底。

2021年6月21日，“深蓝1号”首次收获，这
是首批国产深远海养殖大西洋鲑鱼；2022年6
月7日，“深蓝1号”的大西洋鲑鱼被捕获上船，
标志着全球首次低纬度养殖大西洋鲑鱼成功。
如今网箱内这批首次度夏的大西洋鲑鱼，证明
了大西洋鲑鱼在中国全周期养殖的可行性。

16日13时30分许
造访海上养殖员工的“家”

13 时 30 分，随着收鱼工作的结束，近百
箱经过降温处理、冷藏保存的大西洋鲑鱼整
装待发。而记者也离开了收鱼的鲁青新渔养
60001工船，来到附近一座充满科技感的“岛
屿”——距离“深蓝 1 号”网箱约 1 海里处的

“深远海1号”中央综合管理平台。
这里是海上养殖员工们生活、工作的地

方。“深远海 1 号”中央综合管理平台可以实
现网箱的综合管理，包括鱼料的自动投喂、水
质的情况监测等。在远处以大海为背景，该平
台看上去似乎很小，但接近之后记者发现，该平
台非常大，3座直插天际的钢架将近百平方米的
建筑牢牢固定在海面上。而在平台之上，一栋
白色的多层建筑格外显眼，与普通地上建筑并

没有区别。“这里有食堂、宿舍、实验室、会议室，
也有控制调度中心。”山东海洋集团深远海绿色
养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据介绍，该平台长74米、宽84米，最大作
业水深可达91米，配备有136人高标准单间，
同时配备有两台 21 吨的全回转加班吊机以
及12吨级的直升机停机坪，可以实现生活保
障、生产保障、综合监控调度、深远海应急救
援中心等九大功能。

通过吊篮，已经乘船在海上接近13个小
时的记者，踏上了该中央综合管理平台。在
平台上，记者找回了熟悉的“脚踏实地”感，有
了一种“上岸”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在该
平台上，记者发现出海后处于“失联”状态的
手机居然可以连接网络了。

“平台的作用，就相当于在网箱旁边新建
了一座‘岛’。以平台为落点，我们可以在周
围建设更多的网箱，然后多点成线，由点及
面，不断扩大深远海养殖规模。”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正在试验区内打造“1+N”养殖新模
式，即“中央综合管理平台+多个分布式网
箱”模式，该平台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据悉，目前试验区依托平台通过对深海
大型智能网箱不断升级优化，打造了网箱大
脑——“养殖集控管理系统”。该系统将环境
监测、自动投喂、养殖光控、生物量监测等数
字集成，与岸基集控中心实现陆海自主联动，
搭建起了一体化数字化管理模式，让养殖过
程更加科学、便利、高效。

“基于深远海养殖多年所积累的环境参
数、鱼苗生产规律经验，用基于 AI 算法的数
据处理系统进行鱼类生长曲线拟合，实现全
方位动态监测与传输、全过程智能养殖分析，
可以为我们提供成本更低、周期最短、育肥最
优的科学养殖方案。”山东海洋集团深远海绿
色养殖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吴济红介绍。

见证了 3000 多尾大西洋鲑鱼的丰收场
景，参观了“深远海1号”中央综合管理平台，
15时许，记者带着满满的震撼登上返程船。

/ 讲述 / 陪鱼长大的“牧洋人”
在收鱼现场，最为忙碌的

人非彭勇莫属。记者了解到，
作为收鱼现场的“指挥员”，彭
勇还是陪着这批大西洋鲑鱼成
长的深海“牧洋人”之一。

“ 水 下 聚 鱼 情 况 怎 么 样
了？密度足够的话我们就开
机。”“加工车间准备就绪了
吗？吸鱼泵马上启动，要快！”

“装箱的时候一定注意分层，每
个箱子三层鱼、四层冰。”16日
上 午 10 点 ，在 鲁 青 新 渔 养
60001 工船上，彭勇传呼机里
的声音一刻不停，与记者只能
只言片语地沟通。

今年 37岁的彭勇，看上去
要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一直
在海上风吹日晒，可不显老
嘛。”10点40分左右，收鱼作业
的准备工作稍稍放松，彭勇终
于能够回过头与记者交流。“这
批鱼苗是2022年6月放入网箱
的，那时候我就跟着。到了
2022 年 9 月，我就来到了试验
区，一直陪着这批鱼长大。”而
在聊天过程中，彭勇的关注点
仍然在鱼身上。

经过交流，记者对彭勇的
故事有了大概了解，他从23岁
开始从事鱼类的养殖工作，截
至收鱼，彭勇已经在海上生活

了 7个月的时间。期间除了春节
回过一趟家，其余时间基本都是
在海上度过的。

“我孩子今年不到两岁，生活
在西宁。在海上，最难熬的当然就
是孤独，我们平时有十多个人一直
在海上，跟我都是一样的情况，我
们就像在大海中放牧，牧鱼也牧自
己。”自己的故事还没说完，收鱼作
业前准备工作完全就绪，彭勇又开
始忙碌。“收鱼作业，正式开始！”上
午11时许，下达正式收鱼作业的
指令后彭勇一路小跑，跟着吸鱼
管道中的大西洋鲑鱼，也“走”了
一遍整个收鱼流程。

“压力没问题，鱼按照正常的
速度被吸上来了。”“鱼水分离正
常，鱼都很活跃。”“加工车间效率
再快一些，鱼要堆积了。”一路小
跑，直到第一个降温箱被装满，彭
勇才停下脚步来。“整个过程没有
问题，从把鱼吸到船舱到处理完
成装箱，流程很顺畅。”

收上第一箱鱼后，彭勇将目
光转移到了丰收的大西洋鲑鱼身
上。“你们看，鱼的鳞片银光闪闪
真好看。判断大西洋鲑鱼品质的
好坏，还要看一看它的弹性，伸手
按一按就知道了。”彭勇抱着一条
半米有余的大西洋鲑鱼向周围的
人介绍着。

/ 记者手记 /

勇敢出发 筑牢“蓝色粮仓”
4 月 15 日 ，根 据 原 定 计

划，早报记者将于当天18时与
一众同行、专家集合，出海进
行“深蓝 1 号”的收鱼采访。
但准备完毕只待出发时，一则
雷雨大风黄色和雷电黄色预
警的出现，打乱了原定的所有
计划。当晚 9 时 30 分左右，雷
雨、大风逐渐停歇，原本取消
出海计划的我们再作决定：当
晚继续出海！接近凌晨，早报
记者从西海岸新区乘船出发，
驶向了远方青岛国家深远海
养殖试验区的蔚蓝大海。

风雨之后必有彩虹，幸运
会眷顾勇敢出发者，第二天的
青岛远海，风平浪静。

“海上的风暴其实更加变
幻莫测，别看现在万里无云，
可能到了晚上就会风雨交加，
所以在海上更要时刻保持状
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在现场进行收鱼作业的工作
人员获知我们的遭遇后，分
享起自己的经验。大海浩瀚

而凶险，而耕海牧渔向海要粮，
需要“勇敢出发”并时刻保持这
份勇气。

勇于出发并时刻保持勇气，
青岛国家深远海养殖试验区的
建设者们显然做到了。在与记
者同船出发的行列里，有一个特
殊但却又普通的身影——中国
海洋大学原副校长董双林。今
年 66 岁、满头白发的他，与一众
年轻人共同前往深海，不辞辛劳
地在海上颠簸 20余小时，并毫不
落后地爬上爬下。实际上，作为
青岛国家深远海养殖试验区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这次的远赴深
海对于董双林来说再正常不过。

“没有董双林校长，就没有
中国三文鱼。”这是山东海洋集
团深远海绿色养殖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对于董双林的评价。
确实，对于不断在科学的海洋中
勇于出发、克服了“三文鱼是只
能生活于不高于 18℃水域的冷
水性鱼类”的董双林，这个评价
实至名归。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 幕后 /

从空中俯瞰
“深蓝1号”及收鱼
船，如同一把打开
海洋的“金钥匙”。

彭勇怀抱大西洋鲑鱼介绍收获情况。

加工车间内工人在处理大西洋鲑鱼。 收鱼工作人员将大西洋鲑鱼放入降温箱。

“深远海1号”中央综合管理平台。

扫码观看记者
随船出海收鱼视频

“美味”最快12小时上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