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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16833.htm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发

布“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优质高效淡水养

殖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申报指南和组织课题申报的通知(农

办科[2006]60号)各有关单位：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重点项目“优质高效淡水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已通过科技

部组织的专家论证。根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的要求，我们组织编制了《“优质高效淡水养殖技术研究

与示范”课题申报指南》（见附件，以下简称《课题申报指

南》）。现将《课题申报指南》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申

报指南要求，认真组织好申报工作。 联系人： 农业部渔业局 

李纯厚 黄建光 电话：64192938/2975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张振

华 陈彦宾 电话：64193078/3022 附件：“优质高效淡水养殖技

术研究与示范”重点项目课题申报指南农业部办公厅二○○

六年十月十六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优

质高效淡水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申请指南(农业部渔业

局 二○○六年十月)第一章 申请须知 一、项目总体目标 针对

我国水产养殖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保

障水产品质量安全等重大技术的需求，以“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优质高效”为目标，开展环境友好的优质安全高效养

殖技术、环保高效渔用饲料开发技术、渔药安全使用和疫苗

研制技术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和创新集成。建立池塘、湖泊和



水库等主要养殖类型的优质高效增养殖技术，完善水库有机

渔业核心技术，池塘养殖产量提高15%，效益提高20%，示范

湖泊优质鱼类产量增加30%，经济效益提高20%；摸清7种以

上主要养殖动物的营养需求，开发出低氮、磷排放的环保型

饲料，建立超低鱼粉用量的饲料开发技术；研究建立15种主

要渔用药物的安全使用技术，开发孔雀石绿等水产养殖禁用

药物的替代药物；开发渔用疫苗5-7种，降低病害发生率20%

。建立优质高效养殖示范区15个，推广养殖新技术40万亩以

上；淡水工厂化养殖实现废水达标排放和关键水质指标实时

在线监控，示范面积1万m2以上；建立三峡生态渔业开发技

术。通过降低病害损失、提高产品量，增加经济效益100亿元

。 二、申请内容 针对我国淡水养殖业实现增长方式转变面临

的主要问题，本项目在水产养殖模式升级、养殖投入品创制

方面设置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类课题9个；在优质高效养

殖技术集成方面设置标准化示范类课题1个。 课题1：池塘优

质高效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课题2：湖泊优质高效增养殖技

术研究与示范 课题3：高效环保渔用饲料配制技术开发与产

业化示范 课题4：渔药安全使用技术和新型渔药制剂开发 课

题5：商品化渔用疫苗研制和规模化应用示范 课题6：淡水鱼

工厂化养殖关键设备集成与高效养殖技术开发 课题7：水产

名优品种优质高效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课题8：名优鱼类苗

种规模化繁育技术研究 课题9：三峡生态渔业开发技术研究 

课题10：淡水渔业标准化升级与技术体系建立 三、申请管理

1、由项目组织部门农业部负责项目实施的总体协调。 2、根

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遵循“

公开申报、统一评审、优势优先”的原则，通过评审择优选



择并落实优势承担单位。 四、资金来源 项目国家拨款2500万

元，共性关键研究类课题提供配套经费2500万元。 五、实施

年限 本项目实施年限为3年（2006年-2008年） 六、申请资格 

（一）申报单位的条件和要求 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注册，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内资或内资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等，均可单独或联合申报，不接受个人申请。 积极鼓

励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申报课题，实现责任和风险共担、知

识产权和利益共享。 共性关键技术课题申请单位原则上以科

研院所、大专院校为主，联合相关企业共同申请。此类课题

申请时须提出拟结合的1个或多个示范区，研究的相关技术成

果必须在结合的示范区内开展示范工作。 2、课题申报必须

以某一课题整体研究内容为申请单元。联合申请各方须签订

共同申请协议，明确规定各自所承担的工作和责任。经上级

主管部门审定后，进行申报。 3、具有能够承担本项目有关

研究任务和把握学科发展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和年龄学科结构

合理、人员相对稳定的技术队伍。鼓励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担

任课题负责人。 4、具有开展此项工作所必需的研究基础、

科研设施条件及运行管理经验。 5、课题申报单位（包括联

合申报中的任意一方）和第一申报人及所有参加人，对同一

研究内容不得进行重复和交叉申报。 6、申报单位经费须专

款专用，设立单独账簿，独立核算，并保证配套资金及时到

位，保障课题研究工作的顺利实施。 7、成果查新证明须由

有资质的国家或部省级查新单位出具。 （二）申请负责人的

条件和要求 1、课题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并有固

定单位，年龄不超过60周岁（截止到2006年10月），无不良



科研行为，从事相关研究或技术开发五年以上。课题负责人

用于本课题研究时间不少于本人工作时间的60%。 2、所有课

题申请人均不得申报两项以上本项目课题，且只能主持申报

一项；课题申报单位（包括联合申报中的任意一方）和主要

申报人，对同一个课题不得进行重复或交叉申报。申报材料

需经第一承担单位所属部门科技司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

局审定后，进行申报。 3、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不得

主持本项目课题申报。 经形式审查，申请单位或申请负责人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书视为无效申请，不参与专家评审。 

七、申请文件的编制与递交 1、申请文件编写：以中文编写

，要求语言精炼，数据真实、可靠。 2、申请文件的规格要

求：一律用A4纸，仿宋体四号字打印并装订成册，同时附上

电子版。 3、申请文件构成： （1）申请函 （2）课题申报书 

（3）课题预算申报书 （4）附件（申请单位承诺函、联合申

请合作协议、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或法人代码证复印件）。课

题预算书单独装订，其他文件装订成一册。 4、课题预算书

编制要求参照《关于2006年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预算

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财函[2006]12号）（见科技部网

站www.most.gov.cn）。 5、申报工作自本指南公布之日起开始

，申报单位必须根据《课题申请指南》要求参与申报活动。

《申请指南》从科技部网站（www.most.gov.cn）上直接下载

。 6、请各申报单位于2006年10月31日16：00时前，将申报文

件（一式十份）报送到农业部渔业局科技处（地址：北京市

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邮政编码：100026），以签收时间

为准，过时不再受理。受理单位对申报文件在邮寄过程中出



现的遗失、延误或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7、联系人和电话

： 农业部渔业局科技处 李纯厚 黄建光 董金和 （010

）64192938 64192975 八、课题管理 1、经专家评审、择优选定

课题承担单位，按项目管理要求与项目组织部门签订“十一

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任务书。 2、按照《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对课题承担单位进行管理，国拨经费

将根据每个课题进展情况按年度分批拨付到承担单位。 3、

课题执行期间，项目组织部门组织专家对课题进展情况进行

阶段性考核，对未按合同执行，达不到阶段考核目标，配套

和自筹资金不到位的课题，项目组织部门有权终止合同。 4

、课题完成后，由项目组织部门对课题进行评估和验收。第

二章 申请课题研究内容与目标 课题1.池塘优质高效养殖技术

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草鱼、罗非鱼、鲫鱼等池塘主要

养殖鱼类，研究水质高效调控、污染物减排和生物净化技术

，开发池塘底质改良、养殖废水再利用和无害化生态处理技

术，构建渔农复合、渔农轮作等生态工程系统，集成池塘升

级改造、药物安全使用和质量安全管理等配套技术，建立池

塘养殖小区高效生产技术体系，开展标准化技术集成养殖示

范。 研究目标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建立高效池塘养殖水质

调控、底质修复和产品质量控制技术体系，池塘水质达到无

公害淡水养殖标准，排放废水达到“淡水养殖废水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减少30％以上，节水达到15－20％，经济效

益提高15%；优选池塘生态修复有益微生物产品1－2种，完成

无公害产品认证2－3个，绿色食品认证2－3种，绿色基地认

证1个，申请或获得专利3项以上，建立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程4

项以上；在长江和珠江流域建立2－3种新的复合生态养殖模



式，以养殖小区方式示范推广面积达到1万亩，技术辐射面

积4万亩以上。 课题经费：国拨经费240万元，配套经费240万

元。 课题2：湖泊优质高效增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

：研究长江流域不同类型湖泊、水库食物网及营养动力学特

征，包括各营养层次关键物种生态转换效率及其主要影响因

素。定量分析放养结构调整对养殖水体生物群落结构、生物

量和水质的影响，优化天然饵料资源管理，合理设置渔业布

局，评估鳜、河蟹、鲂、黄颡鱼、、鲴等主要经济水生动物

类群的养殖生态容量。研究湖泊鱼类人工放养对野生群体的

影响，开发湖泊人工放养的种质管理技术。开发湖泊不同生

态类群优质渔业增养殖模式和技术工艺。研究水库有机渔业

承载力和生态系统调控技术，开发有机渔业模式。 研究目标

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建立湖泊鳜、蟹、黄颡鱼等名特水产

放养容量评估技术；提出湖泊水库大水面名特水产的不同生

态类群（如鳜、蟹、黄颡鱼等）的放养技术，恢复湖泊优质

水产种类资源结构，建立湖泊多种群渔业资源管理模型，建

立湖泊增养殖鳜、河蟹、黄颡鱼等优质水产种类的规模化生

产技术模式。建立30万亩的示范区，优质渔业种类增加2－3

种，优质鱼类产量增加30%以上，显著提高湖泊渔业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湖泊水质达到水源地水质标准。建立水库有

机渔业承载力和鱼类适宜养殖容量的指标体系，制定水库有

机渔业技术规程，试验区水库水产品质量达到有机水产品标

准；建立水库有机渔业示范基地，水产品达到有机水产品质

量标准，渔业经济效益提高15％；水质长期维持在II类水水平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