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立鱼的选育，只是卢建国这位
“鱼塘主”自 2017年加入中山大学后，
结出研究硕果的其中一项。

2012年8月，卢建国从美国奥本大
学渔业系博士毕业。还没有想好未来
的路该怎么走的他，选择回到培养自己
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这一待，就是
五年。

“最初我的研究主要围绕淡水鱼类
的品种改良，解决产业中的实际问题。”
卢建国回忆道。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
渐意识到，国家在海洋领域的科研需求
更为迫切，他决定跳出舒适圈做更多创
新尝试。

他觉得，南方有更广阔的天地。
2016年前后，中山大学在珠海校区发展
建设大海洋学科群，先后成立一批涉海
院系，进入服务海洋强国的快速发展新

时期。2016年6月，“中山大学”号海洋
综合科考实习船获教育部批复立项。

“乘大船，做大事”的美好蓝图正在中山
大学徐徐展开。

这让人怎么不心动？2017 年，卢
建国以副教授的身份加入中山大学海
洋科学学院。“学校给予了我充分的科
研自主权，允许我独立组建团队，独立
招收博士后。”卢建国回忆起“创业”初
期，字里行间不乏对学校学院的感激，

“就像给了我们一颗种子，让团队能在
中大这片沃土茁壮生长。”

“这里有令人梦寐以求的大平台，能
提供很好的条件，让我们放手去做科研。”

卢建国说，入职不久，他就依托学
校学院迅速组建起一支“金字塔型”科
研梯队——从博士后到本科生层层衔
接，形成高效协作模式。“中山大学的学

生生源质量高，综合素质很强，加入团
队之后，我们很快就能有组织地开展工
作，自成体系。”

如今，卢建国的团队已发展成一支
20余人的科研生力军——两位副教授、
两名博士后和充满活力的学生构成了
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我给团队命名
为‘海洋生态基因组团队’，每个人都是
独特的拼图。冯建祥副教授主攻生态
环境研究，可以理解为外部大环境；林
根妹副教授专注微生物相关研究，可以
理解为体内环境；而我负责宿主基因调
控研究，串联起外部环境和体内微生物
的互作网络。三组方向环环相扣，有内
有外，能开展各种不同的研究，互补互
促。”卢建国说，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如
果没有大平台作支撑，没有足够的资
源，是做不了这些的。

在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的
某个养殖池里，一尾尾肥美的
黄立鱼欢快游动。这批鱼苗于
去年2月投放，经过15个月的
人工喂养，体重已经达到半斤，
比自然生长速度要快了将近
30%。

“大家回去之后，可以再琢
磨一下怎么保证这个品种的稳
定繁育。”在养殖池边，中山大
学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卢建国捞
起一尾游弋的黄立鱼，仔细叮
嘱着身边做记录的学生。这些
鱼苗，是卢建国师生团队经过
基因组选育和基因编辑培育出
来的。一经推广，受到珠海当
地养殖户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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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卢建国

卢建国的学生创业团队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在这里在这里，，海阔凭鱼跃海阔凭鱼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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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更大的舞台

“其实黄立鱼能做出名堂来，也在
我的意料之外，最初选择这个鱼种并非
有心。”卢建国说。然而，当初的“无心插
柳”，如今已长成覆盖基因组育种、生态
养殖、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科技树”。

来到中山大学之后，站在南海之滨
的卢建国，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海
洋。“在和当地有关政府机构联系上后，
我才了解到黄立鱼。”这种鱼奇妙的特性
瞬间点燃了他的研究兴趣，“我觉得太有
意思了，雌雄之间还会出现性逆转，这到
底是为什么呢？”

经过观察，团队发现，黄立鱼在出
现性腺前生长速度较快，迎来性成熟阶
段前后生长速度会放慢，先长为雄鱼，等
到生长两年左右时又会性逆转为雌鱼。
到底是什么基因控制着这样的进程？是
否可以通过人工手段进行调控呢？带着
问题，卢建国开始带着团队深入开展黄

立鱼基因组相关研究。
除了这些有趣的生物特性，黄立鱼

还是一种经济鱼种，肉滑味香、鲜美甘
甜、鱼香浓郁、营养丰富。“大家关注的产
学研转化，其实当时也同步开始了，算是
我们的意外之喜。”卢建国说，他着手研
究后没多久，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就成
立了，大力度支持优种黄立鱼的培育。

无巧不成书。在卢建国一心一意
搞基础研究的时候，一位学生主动找上
了门。她，就是卢建国的博士研究生黄
俊柔，当时还只是海洋科学学院生物方
向的一名本科生。

在卢建国的指导下，黄俊柔和其他
几位来自工商管理、计算机类等学科专
业的学生，组建了“智渔时代”团队，开
始围绕黄立鱼养殖周期长、育繁难、种
质差这三大“卡脖子”问题攻坚克难。

“我们的思路是，利用基因编辑技

术，敲除雄性性别决定基因，在性别分
化之前介入控制，让黄立鱼直接跨越
性逆转过程，缩短生长周期；同时，通
过基因编辑让雌鱼和雄鱼在第一年同
步性成熟，将育种周期缩短一半；其
次，使用基因组选育技术筛选优良性
状。”经过近10年的研究周期，“金湾一
号”和“金湾二号”两个黄立鱼新品系
相继诞生。

分子选育的“金湾一号”改善了种
质差的根本问题，出肉率高且营养丰富，
基因编辑的“金湾二号”生长速度有了质
的飞跃，养殖周期可缩短半年，且具有

“抗病性强”的品系属性。
而凭借“养鱼养出来的名堂”，“智渔

时代”学生创业团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
一举斩获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金奖。

成为“育种师”

创新争先自立自强

“虽然没有刻意安排，但是得知有
机会，我们还是双管齐下，基础研究和
产学研转化两手抓，同步推进。”卢建
国说，团队不会厚此薄彼，既不局限于
应用导向的产业问题攻关，也不止步
于理论探索的基础研究。

谋其上者取其中，谋其中者取其
下。对新引入的老师和学生，卢建国
都希望大家可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
人的精力有限，做科研有一段黄金时
期，要提前谋篇布局，做好规划，再坚
定地往前走。

“希望每一个理论突破都能找到
应用场景，希望每一个实际问题都能
找到解决手段和技术工具。”卢建国道
出了研究人员的心声。

在广东省海洋发展战略推进的背
景下，卢建国察觉到新机遇，带领团队
从陆基迈向海基，开展海洋牧场研
究。2023 年，在学校科研院和台山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山大学与台山
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中
山大学—台山海洋发展优势种业与智
慧养殖联合研发中心”，卢建国带头设
立“4+4+3”功能实验联合平台，推进

打造“海洋牧场＋海上粮仓”融合示范
样本建设。

去年，联合研发中心为台山海洋
牧场培育的适养鮸鱼良种投放至“台
山 1 号”桁架式养殖平台。这些经过
基因组精准选育技术培育的鮸鱼良
种，不仅具备更强的耐受力和免疫
力，还完美契合了台山海洋牧场的水
域环境。今年年初，成功捕获首批鮸
鱼，总重超 50 吨，存活率 100%，个体
均重达 7.5 千克，相比于传统养殖产
量更高。项目预计将实现产值 5000
万元。

“台山 1号”的成功不仅在于鱼苗
的优质，更在于其开创性的智慧养殖
融合模式。在2024年中国海洋经济博
览会上，“台山1号”及其智慧养殖的最
新成果赢得了海洋学界专家和业界人
士的广泛赞誉。

卢建国团队还携手珠海市海洋集
团成功攻克黄立鱼大规格苗种海水驯
化难题。目前，团队已累计培育100多
万尾种苗，应用“陆海接力”养殖模式，
将黄立鱼鱼苗投放到深水网箱和桁架
式平台进行试养，取得了显著成效，为

黄立鱼在海洋牧场的规模化养殖提供
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面对亟待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
中山大学有着多学科和综合性的办学
优势。卢建国表示，在黄立鱼基因组
解码攻坚期，他就借助了中大超算中
心平台，“就像给 DNA 装上了高速解
码器，算力一开，海量基因组数据瞬间
脉络分明。”

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卢建国
达到毕业要求后凭着对理工科的一腔
热爱，坚持攻读了计算机博士学位。
这为他现在的研究带来了新思路与大
帮助。

“中山大学文理医工农艺学科齐
全，学科交叉融合可以孕育出不少科
研增长点。”卢建国说，有的问题，换一
个学科思路去看，就豁然开朗了。

言语间，他还展示了一个智能监
测系统。“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可以远
程监测黄立鱼养殖场的情况。之后，
我们团队还要继续加强和有关院系的
合作。”谈及未来，卢建国依然像刚来
的时候，信心满满，动力十足。

万事都该谋其上

卢建国带领学生开展黄立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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