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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占比中，水产养殖比例

大，确实增加了许多农民的收入，改善了人们的生

活水平，同时对国家来说也是不容小觑的经济构成

部分。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部分水产养殖户没有

合理控制养殖场的规模且管理松散，比如说化学药

剂的不合理使用使得湖水、湿地富营养化等，环境

破坏日益严重[1]。对于不同的养殖种类应该有不同

的养殖方式，因此相关养殖人员必须具备很强的专

业素质，对水产养殖业能够做出精确地判断。因此，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水产养殖知识的学习，为研究和

管理整个水产养殖系统做好铺垫。

1 我国水产养殖业自身污染现状

1.1 聚集性养殖方式影响养殖场内外环境

近年来，环境问题一直是炙手可热的话题，生

态的破坏导致全球大量江河湖海面积减少，地区聚

集性的水产养殖方式便开始大量出现。尽管现代科

技发达，但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投入大量的化学饲料

与饵料，加上鱼类等水产养殖品排放出大量排泄

物，就加大了鱼塘自身的承担负荷。养殖场产生的

所有废水排放更是加大了养殖场内外水环境的富

营养化，间接性地危害到了人们的居住环境[2]。

1.2 现存养殖方式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相冲突

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

发展方向，这与以往只看重利益要求有所冲突，这

种冲突主要来源于当前养殖户不当的养殖方式、管

理模式还达不到国家环保要求，比如，海域大面积

撒网养殖，区域性养殖密度过大，水产养殖种类繁

杂，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生活习性，一些底栖鱼类

会促进水下植物的生长，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不过

有一些贝类、藻类的养殖会缓解水体的富营养化[3]。

现今大多数水产养殖是在封闭的水域进行，尽管养

殖户向水中投放了大量的净水植物，但因生物投放

量大、密度高、饲料投喂多以致水体富营养化的情

况依然存在。

1.3 养殖权限的设立与养殖用户安置之间冲突

水产养殖必须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资源节

约、环境保护都应该考虑在其中。国家明确规定水

产养殖必须缩小规模，降低养殖密度，支持绿色养

殖。这样一来，我国对水产养殖就有所限制，禁养区

养殖户的安置也就成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也成了农

业部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1.4 养殖人员的基本养殖素养缺乏

很多水产养殖户都是农民出身，没有过硬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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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知识储备，养殖生产达不到国家对水产养殖的严

格要求，养殖户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选择养殖种

类、养殖方式、投喂饲料的剂量等，对小型养殖户来

说更是如此，自主分散经营，他们一心想达到理想

的经济效益，认为只要多养殖总会有收益，考虑到

污水处理耗费精力、物力大，可能还需要有专门的

专家指导，就选择忽视，更加不会自主选择建设环

保系统，养殖产生的污水不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

造成环境污染。

2 水产养殖业自身污染控制的治理
对策
2.1 科学合理规划养殖模式，加大渔民基本需求政

策支持

国家加强生态环境管理，地区政府与相关管理

部门应该合理规划水产养殖模式。对养殖区域的水

体环境进行环境监测，根据数据合理布置水域的功

能分区，科学规划养殖。对于一些重要的水域地区，

应明确颁布法令禁止养殖。同时，要不断探索更加

健康的养殖模式，对于一些被限定养殖区域的养殖

户进行合理安置。

2.2 促进水域地区的可持续、多方面发展

经过合理的规划后，有了科学的养殖模式。在

此基础上，应该不断创新，扩大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空间，减小养殖户对养殖产品的依托。因此，在保护

现今已有的养殖区域环境基础上，也应该不断发现

新的养殖模式，发掘更多的养殖空间，比如说海域

地区可以从浅水地区到深海地区，保障我国水产养

殖业的持续发展，或者是养殖更加合理的种类，相

互制约，可以有效改善环境污染情况。

2.3 加强水产养殖技术培训，加大国家监测力度

在未来，水产养殖模式将会多样化，甚至会进

行海洋养殖，那更应该有加强资源保护的意识。国

家应该提供强硬的基础技术培训，鼓励所有养殖户

学习专业的养殖知识。同时，开启网络环境监测，制

定严格有力的管理条令，养殖户必须具备专业养殖

证，各级政府的执法部门也应该加强治理力度，各

司其职。

3 结 语

水产养殖业中产生的污染问题很多，这些问题

也必须引起养殖户、相关部门甚至国家的重视，并

且能及时治理，只有合理规划，才能将水产养殖业

发展起来，养殖出来的水产品才能有质量，养殖户

更应该利用自己的专业养殖知识，处理问题，才能

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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