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合体”，下周适逢两节，螃蟹将

迎来一年一度的热销季。不只螃蟹，鱼类、贝类等海产品

的销量也渐渐上涨。

提到吃海鲜，很多人都会想到沿海城市，似乎只有在

海边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

们从网上订购的“海鲜”或许是产自新疆、甘肃、宁夏等内

陆地区。

今年 9 月，“我国离海最远的地方”——新疆，迎来了

“海鲜”大丰收。对此，很多网友非常疑惑，内陆没有海，

如何养“海鲜”？

答案指向一个关键词——“海鲜陆养”模式。“海鲜陆

养”模式，指在陆地营造出类似于海洋的生态环境，人工

养殖鱼类、虾蟹类、贝类等海产品。

那么，这些“海鲜”是怎么养出来的？这样养出的

“海鲜”产量、口感如何？就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

南美白对虾“游”进河西走廊

“这里的水富含锶元素，养出来的虾透明度高，吃起

来甜丝丝的。最近收获的一茬虾，足有 8000 斤，已经全卖

完了。马上到中秋节了，我们又捕了一茬虾，目前正在销

售中。”甘肃省张掖市丰森农渔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刚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道。该养殖合作社所养

殖的虾主要销往张掖、嘉峪关、酒泉等地，辐射 200 公里范

围内的市场，一只虾最快在出货约 3 小时后就能够被端上

消费者的餐桌。

李志刚介绍，张掖市地处河西走廊中段，干旱的气候

让活虾运输难以实现，而空运过来的活虾价格非常高，例

如日本对虾每斤售价高达 200 元。为了让当地消费者吃

上实惠、新鲜的海产品，甘肃省张掖市丰森农渔养殖合作

社技术人员引进了南美白对虾虾苗，并在这里给它们搭

了一个适宜繁殖、生长的“窝”。

养殖“海鲜”过程中会产生养殖尾水。按照要求，这

些养殖尾水需经沉淀、过滤、净化等处理后，达到尾水排

放标准，才可以向外排放。

“不过，我们这里不具备养殖尾水排放条件。为了不

污染环境、实现绿色养殖，甘肃省张掖市丰森农渔养殖合

作社和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自主研发了一套水循环系统

设备，模拟海水养殖环境，并安装了分级净化设备。水进

入这个循环系统设备后，在水质一直达标的情况下，可以

5 年不用更换。”李志刚补充道，张掖市海拔高、冬季气温

低，在 2023 年 1 月零下 27 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他们在自

主研发的智能化恒温大棚里，成功将南美白对虾养殖了 1

个月，该技术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认证。

记者了解到，该养殖合作社养殖场一期建设项目运

行时，技术人员发现养殖水体盐度越高，虾的抵抗力越

强、生长速度越快；但随着水体盐度提高，水循环系统等

设备的耐腐蚀性下降了。目前，养殖场二期建设项目正

在进行中，该养殖合作社已经和上海交通大学建立合

作。除了提高养殖场设备的耐腐蚀性外，上海交通大学

科研人员还开发了相关软件，给养殖场安装上“智慧大

脑”，养殖户不用到养殖场也可以远程监测控制水温、含

氧量、含盐量等水体数据。

“在养殖场二期建设项目中，我们逐步提高了养殖用

水的含盐量。养殖场一期建设项目完工后，南美白对虾

的年产量是 3 万至 4 万斤，待二期建设项目完成后，南美

白对虾的年产量有望达到 30 万斤。此外，我们最近还要

引进一个新品种——黑虎虾，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李

志刚说。

盐碱地里“长”出大青蟹

资料显示，宁夏用黄河水养鱼已经有几十年历史，近

年来又发展起用盐碱水模拟海水养殖虾蟹。宁夏宜渔盐

碱水土分布广泛，引黄灌区土壤盐化多属盐土分布类型，

盐度多在 2 至 18 之间，pH 值在 7.7 至 9.3 之间，发展海产

品养殖优势明显。

2010 年，宁夏开始利用盐碱地资源推广日光节能温

棚南美白对虾养殖模式。截至 2022 年底，宁夏养殖南美

白对虾等海产品产量达 217 吨。青蟹等海产品养殖在宁

夏也相继起步。

“我们养的青蟹个头比较大，大的一只有六两多，主

要供应本地市场，部分销往周边省市。”宁夏贺兰县晶诚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诚公司）负责人高长城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国庆节后，他们公司

产的青蟹将大批量上市，满足西北地区消费者的需求。

青蟹在我国南海和东海地区分布广泛，因其味道鲜

美、营养丰富，颇受消费者喜爱。可让生活在海里的青

蟹在宁夏“安营扎寨”，晶诚公司技术人员却颇费了一番

功夫。

2021 年，当时只养殖南美白对虾的晶诚公司从浙江

省宁波市买进了一批蟹苗进行试养，最终成活率还不足

1%。后来，晶诚公司与宁波大学进行合作，在运输、淡化

培育（通常用海盐将养殖水体调成海水并逐步将其淡化，

帮海虾海蟹适应淡水养殖环境）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大

幅提高了青蟹的成活率。

“之前，在运输青蟹蟹苗过程中，一个泡沫箱大概装

三四十斤，环境狭小造成挤压，不少蟹苗还没到地方就死

了。现在我们把泡沫箱分成几层，就像盖楼房似的，每一

层只装几斤，这样青蟹蟹苗的成活率就超过了 90%。”高

长城进一步说，他们还对青蟹淡化培育方式进行了改进，

将之前的淡化培育的时间由 7 天缩短至 5 天，并延长了青

蟹在低盐度水中适应的时间。除此之外，他们还将淡化

培育后的青蟹与南美白对虾进行池塘套养。

“如此调整可以提高池塘的水体空间利用率，而且青

蟹喜欢摄食一些有机碎屑、鱼虾和其他动物的尸体以及

某些携带虾病原体的中间宿主，这样就间接抑制了各类

微生物的繁殖，减少了虾病害的发生，实现双赢。”高长城

说，“目前，我们公司青蟹的成活率已经达到了 60%。”

“移民”内陆的海虾海蟹安全吗

用盐碱水养出来的“海鲜”能放心吃吗？这是不少消

费者在初次接触这类商品时会产生的疑问。

“在盐碱地开展海水鱼类养殖，早已有之。”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李健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例如，我国宁夏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

始发展渔业生产，近几年开始在盐碱地上挖池塘养鱼，发

展稻渔综合种养，设施渔业等，目前已利用盐碱地开展池

塘大宗淡水鱼精准养殖 15.9 万亩，累计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 100 万亩。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印度、美国等国也开展

了一些小规模的盐碱水养殖，如澳大利亚试验开展了虹

鳟养殖，印度则进行了罗氏沼虾、凡纳滨对虾养殖。

“宁夏、甘肃等我国内陆地区，工业发展相对不充分，

人稀地广，环境污染较轻，因此这些地方产的‘海鲜’质量

是有保障的。除此之外，在营养、口感等方面，有关专家

也进行了研究，盐碱水养殖方式与传统养殖方式差异不

大。由于盐碱水离子浓度比淡水高，一些养殖品种中呈

味氨基酸含量更高，肌肉色泽更好。”李健说。

甘肃对虾、宁夏青蟹……

内陆没有海 也能养海鲜

当激光直接照射在手当激光直接照射在手

机镜头上机镜头上，，短时内可能导致短时内可能导致

热量汇集热量汇集，，进而使镜头内的进而使镜头内的

光学元件光学元件（（棱镜棱镜、、透镜等透镜等））膨膨

胀或变形胀或变形，，影响成像质量影响成像质量，，

也可能会损坏手机内的图也可能会损坏手机内的图

像传感器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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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合一，假期时间长达 8 天。铁路中秋国庆

黄金周运输自 9 月 27 日至 10 月 8 日，为期 12 天，在假期前后各延

长 2 天，运输期限超过历年黄金周。

“12 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9 亿人次。”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负责人表示，从客流走势看，假期

两头以长途客流为主，将出现客流高峰，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

客流将始终保持高位运行。

铁路部门预计，黄金周期间，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天津、

广州、深圳、成都、西安等城市将会成为旅客出发和到达热门地

区。此外，杭州将在黄金周期间举办亚运会，也将成为高铁出行

的热门目的地。

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副主任单杏花表示，黄金周期间旅客出

行需求“扎堆”，造成局部地区和时段运能紧张，尤其在部分热门

方向的线路上，一些车次始发、终到时间更为适宜。全程旅行时

间更短的列车，更是许多旅客的首选出行方案。

“当这些列车车票启售时，旅客朋友会选用 12306 网络购票、

手机 App、车站窗口等各种售票渠道快速‘抢票’，可能会出现‘秒

光’现象。”单杏花说。

如何提高购票成功几率？

单杏花表示，铁路部门将根据铁路 12306 客票预售、候补购

票大数据和客流规律，兼顾长途和短途旅客出行需求，动态调整

票额分配策略，及时将票额投放至客流需求较大的车站，最大限

度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候补购票是火车票购买中的一种特殊方式。据悉，目前铁路

12306 候补购票功能运行稳定，候补兑现成功率达到 75%以上。

单杏花建议，旅客通过提报多个“日期、车次、席别”组合的

候补订单，延长候补兑现时间，可增加候补成功率。

此外，针对客流高峰期，部分旅客无法买到直达车票的情况，

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产品设计部部长王洪业表示，相关旅客可采

用购买联程票，通过分段乘车的方式满足出行需求，12306 将根

据旅客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有余票的中转换乘方案，

供旅客选择。

抢不到火车票别着急

候补兑现成功率超75%

9 月，周杰伦、张韶涵等歌手演唱会

“扎堆”举办，让乐迷大饱耳福。据媒体报

道，一些用户在演唱会现场，其手机镜头因

被激光灯照射而受损。

那么，激光灯为什么会对手机镜头造

成损坏？还有哪些强光源会损害手机镜

头？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

相关专家。

激光能量密度非常高

光是由一个或多个光子汇聚而成的，

光子在进入人眼后会打在视网膜上，而视

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受到刺激会向大脑发射

电信号和化学信号，人因此可以看到大千

世界。

“手机拍照的成像原理与眼睛非常类

似。”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方少

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光子通

过镜头进入手机，手机内的图像传感器再

将光子转变为可视图像。

方少波介绍，手机中的图像传感器一

般由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或电

荷耦合器件（CCD）等光电传感器构成。

“当光照射到图像传感器上，每个光敏

元件会感受到光的强度，将光信号转化为

电信号，并经过一系列的信号处理，将其转

化为数字图像。”方少波说，不过，此时得到

的数字图像噪声大、亮度低，手机中的图像

信号处理器会对数字图像进行进一步的处

理和优化，包括调整亮度、对比度、锐化等，

最后将处理后的图像呈现在用户屏幕上。

“激光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和准直性，如

果利用透镜将激光汇聚在一个小点上，该点

的能量密度会非常高。当激光直接照射在

手机镜头上，短时内可能导致热量汇集，进

而使镜头内的光学元件（棱镜、透镜等）膨胀

或变形，影响成像质量，也可能会损坏手机

内的图像传感器。”方少波解释道，“传感器

被破坏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坏点或亮点，也

可能会出现一条坏线或者亮线。”

避免激光直射是上策

除了激光，我们也要警惕以下这些光

对手机的影响。

“强烈的日光、高功率的聚光灯等也可

能会破坏手机镜头。”方少波表示，用手机

直接对太阳进行拍摄，尤其是在高温下，日

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辐射可能会影响手

机镜头的涂层和光学元件。强烈的日光还

会损坏传感器。

为了保护手机镜头不被这些光损坏，

方少波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保持安全

距离，注意拍摄角度。不要用手机近距

离、正对激光束拍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

地减少激光对镜头的危害。二是在手机

镜头上安装滤光镜。滤光镜可以阻挡一

部分激光，但要注意选择与手机型号适配

的产品。三是巧用光线感应器。有些手

机配备了光线感应器，感应器识别到强光

后，会自动关闭或者调整相机的曝光设

置，以防止镜头受损。”他说，虽然后两种

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镜头，但实际防

护效果可能因手机型号不同而出现差异，

因此避免激光直射到手机镜头是最稳妥

的选择。

小心演唱会上的镜头“杀手”

旅客在上海虹桥火车站自助售票机前办理火车票业务。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黑泉镇工作人员在捕捞养殖的螃蟹。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降雨天气，降雨过后，野生蘑菇生长进

入旺盛期，公园、山区、树林、绿地常常会“冒出”各种各样的野

生蘑菇，一些有毒蘑菇也混迹其中。

专家表示，9 月份仍是蘑菇中毒的高发期，提醒外出游玩的

市民群众勿采勿食勿买野生菌，谨防蘑菇中毒。

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马晓晨介绍，野

生 蘑 菇 的 种 类 很 多 ，其 中 有 毒 的 有 500 余 种 ，剧 毒 的 有 40 余

种。毒蘑菇的毒素成分各异，中毒后出现的症状也不相同。常

见的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

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 7 种类型。中毒后轻者

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及视力模糊、精神亢

奋、错乱、幻觉等精神症状，严重的可出现溶血、肝脏和肾脏损

害，甚至导致死亡。“在中毒事件中最常见的是胃肠炎型和神经

精神型，而主要引起死亡的是急性肝损害型和横纹肌溶解型。”

马晓晨说。

目前对蘑菇中毒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一旦发生中毒，发病

急、症状重、病死率高。预防蘑菇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采

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

专家表示，蘑菇中毒的潜伏期较短，一旦食用野生蘑菇出

现不适，无论症状轻重，都应尽快就医。如意识清醒可立即催

吐，若中毒者出现昏迷则不宜进行人为催吐，以免引起窒息。

一起食用过毒蘑菇的人，无论是否出现中毒症状，都应该及时

就医，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马晓晨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肝损害型蘑菇中毒在临床

上存在“假愈期”。患者在呕吐、腹泻等急性胃肠炎期过后，自

我感觉已经“康复”，特别容易忽视而不愿意就诊，而此时体内

已经出现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救治不及时可能导致多器官功

能衰竭。因此，对于超过 6 小时以上潜伏期的中毒患者要及时

转诊到有诊疗能力的综合医院进行治疗。

9月仍是蘑菇中毒高发期

外出游玩勿采勿食野生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