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21 年第 05 期

死亡率。最好采用全进全出方式，有效防控疾病的

发生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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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养殖的日常管理和特殊管理

陈静贤

广西容县水产畜牧技术推广站，广西容县 537500

摘要 为了提高鱼类养殖效益，本文从池塘管理、合理投喂 2 个方面介绍了鱼类养殖的日常管理要点；又从暴

雨前后的鱼塘管理、高温季节的鱼塘管理、鱼类患病期间的管理等方面简述了鱼类养殖的特殊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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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管理

1.1 池塘管理

池塘养殖的日常管理主要包括巡塘、调水、增

氧、施肥和投喂等。巡塘时要观察鱼的活动情况、生

长情况、摄食情况，观察池水的颜色、温度、水位，根

据各种情况综合分析塘鱼与环境的关系，正确安排

一天的生产工作。

加强巡塘，每天早、中、晚各巡塘 1 次。一是检

查堤坝、堵塞漏洞，保持水位，防止浮头和泛塘。二

是观察鱼类吃食与活动情况，及时清扫食场、捞除

残饵。三是要做好养殖日志记录。

在池塘养殖管理中，最重要的是要时刻保持鱼

塘的水肥、活、嫩、爽。肥，指的是池塘水中浮游生物

主要是浮游植物，池水呈茶褐色或油绿色；活，指的

是水体有活力，水色早晚变化大，早上淡下午浓，也

就是“早清晚绿”，这样的水质浮游生物繁殖旺盛，

适口性饵料含量丰富，氧气含量高；嫩，指的是水体

颜色不老，浮游生物处于生长期，水表无漂浮的水

华；爽，指的是水质清爽，无浑浊。在主养肥水鱼的

池塘，水的颜色最好是绿豆青或茶褐色，透明度在

25耀35 cm 为好，当水色发黄、变清、透明度增大时，

说明塘水变瘦，需要多施肥；当水色发黑、透明度很

小时，说明塘水过肥甚至有恶化的危险，这时就要

停止施肥，及时加入新水。需要说明的是，南方的土

质、水质都是偏酸性的，而鱼的生长却需要弱碱的

水质，因此，最好每月能施放 1 次生石灰，用量为

15 kg/667 m2。在有水源的池塘，每隔 7耀10 d 换掉

10 cm 深的水，能直接排出底层水最好，不能直接排

放可以用抽水机抽出，再加注新水。没有水源的每

隔 15耀20 d 使用有益菌调节水质。

鱼塘的水中有充足的氧气，鱼类的新陈代谢就

快，鱼的生长就快，现在大多数的鱼塘放养密度都

适度偏大，鱼类长期处于轻微的缺氧状态，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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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氧机的池塘要适时开动增氧机，减少鱼类浮头

的次数，一般鱼池溶氧含量在 5 mg/L 以上时最好。

当水中的溶解氧低于 3 mg/L 时就容易造成鱼浮头

甚至泛塘。增氧机开启要遵循以下原则：晴天中午

开机 1耀2 h，晚上 23：00 以后开机 4耀6 h，阴雨天夜

间延长开机时间，傍晚阳光刚刚退去时不宜开机，

浮头早开，无风多开，有风少开，高温多开，低温少

开或不开。

1.2 合理投喂

饲料投喂要坚持定时、定质、定位、定量的“四

定”原则。一般日投喂 2耀4 次，投喂量为鱼体重的

2%耀5%，以鱼类吃八九成饱为宜，并根据天气、水

温、季节灵活增减。对于草鱼精养池塘，要添加一些

青饲料，增加草鱼对维生素和纤维素的摄入量，恢

复草鱼原始的食草习性，减少应激，增强草鱼对肝

胆病的抗病能力。无论是喂草还是投料，特别强调

的是养殖前期如果投喂过多，生长速度过快，肝胆

负荷过大，容易出现肝胆病变，一旦遇到天气变化

或者拉网上市等外界环境刺激就容易出现死鱼，所

以千万不能急于求成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特殊管理

鱼类养殖的特殊管理是指在养殖过程中的特

殊时期所采取的管理措施，这种特殊管理包括暴雨

前后的鱼塘管理、高温季节的鱼塘管理、患病期间

的管理、池塘底质的管理。

2.1 暴雨前后的鱼塘管理

现在通讯科技发达，天气预报可以准确到某一

天的某个时段。所以当收到暴雨、台风的等极端天

气预报时，养殖户要马上加固养殖设施，拦网防逃，

控制水位，提前降低水位，检查供电设施是否完好，

如变压器、发电机、线路、电杆的状况，增氧机是否

正常工作。减少投喂量或者不投喂，密切注意天气

变化，备存一定量的增氧药物。暴雨过后会造成以

下几种后果：1）大量雨水冲入鱼塘造成水质混浊，

溶氧降低；2）带入大量病菌，诱导疾病暴发；3）造成

池水偏酸，鱼闭口；4）雨水冲入过程中把底层有毒

物质如氨氮、亚硝酸盐、硫化氢等翻起导致表层水

含量升高而出现鱼类中毒死亡。所以暴雨过后要及时

用生石灰（氨氮高除外）改良水质，按每亩 15耀20 kg
化水全池泼洒，能有效提高 pH 值，杀灭病原菌，澄

清水质。天气恢复正常后，开始投喂饲料，采用少量

多次的方法，逐渐恢复到先前的摄食量。

2.2 高温季节的鱼塘管理

高温季节是鱼类生长迅速的一个时期，也是病

害频发的一个时期，应在抓好防病治病的基础上合

理投喂，促进养殖鱼类的快速生长，提高经济效益。

此时投饲量大、排泄物多、水质容易恶化，所以 5原
10 月，每隔 15耀20 d 全塘泼洒 1 次光合细菌或芽胞

杆菌或 EM 菌调节水质，或在食场周围采取挂袋的

形式预防鱼病的发生，或在饲料中添加大蒜素、维

生素、免疫营养素等增强抗病力。另外，高温季节应

加深水位，避免因水温太高引起鱼类应激反应，无

法加深水位的应搭盖遮阳网特别是养殖无鳞鱼的

池塘。高温、强光、富营养化是蓝藻暴发的首要条

件，一旦蓝藻暴发形成“水华”，死鱼在所难免，所以

发现蓝藻要及时处理。同时在饲料中定期添加大蒜

素和多种维生素等增强鱼体抗病力。

2.3 鱼类患病期间的管理

养殖的鱼类一旦患病，就会出现食欲减退、适

应能力差等症状，此期间应当积极治疗，对症下药，

使病鱼及时恢复。同时，由于患病鱼体质较弱，受药

物刺激容易加速死亡。所以发生鱼病时，建议第 1
天早上全池泼洒维生素加葡萄糖降低鱼类应激反

应，下午全池泼洒有机酸加大颗氧解毒增氧。第 2
天再开始使用杀虫杀菌药物，杀菌药物要选择温和

型消毒剂，如二氧化氯、溴氯海因、聚维酮碘等，尽

量避免使用刺激性强的消毒剂，如强氯精、漂白粉

等。药物要均匀泼洒，用药半小时内加强巡塘，发现

鱼类应激反应立即加注新水，开启增氧机。注意池

塘在缺氧时切不可用药。如需投喂药物应先停食

1耀2 d，第 1 天投饲量减半，第 2 天开始逐渐增加，

待鱼类恢复后再正常投喂。在用药期间不要换水，

及时捞起死鱼远离池边深埋，而且禁止拉网捕鱼，

否则会越拉网越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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