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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水产品需求

量激增，极大推动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与此同时，

水产养殖业的诸多问题也渐渐显现：一些地方依然

处于粗放式管理模式，只重视水产品的数量，而没

有严格把控质量；一些地方养殖结构混乱，十分容

易形成跟风养殖的现象，扰乱市场。因此，在水产养

殖的过程中如何应用好生态养殖技术，以促进水产

养殖业健康、高效、稳定发展，是水产养殖业当前阶

段需要思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 生态养殖技术概述

在当前的水产养殖模式结构中，部分养殖户依

然采用较为传统的养殖模式，缺乏对产品质量的管

理，养殖的水产品种类过于单一；采用较为简单的人

工养殖模式，不能做到全面、系统管理；过分重视水

产品的数量，而忽略产品的质量。甚至在一些偏远地

区的水产养殖场中没有专业的技术人才，水产养殖

病虫害防护意识淡薄，极易引发环境的污染，导致水

产养殖户利益受损。与传统的水产养殖不同的是，生

态养殖技术坚持绿色环保的原则，在养殖品种的选

择上也更为科学，养殖环境的选择更为合理。所以，

在生态环保技术的支撑下、引进生态养殖技术，能提

升水产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1]。

2 水产生态养殖技术的要点

2.1 科学选择优良水产养殖苗种

在养殖过程中，养殖户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

和当前市场的需求，选择预计收入较高的种苗。在

采购种苗时，要选择资质齐全，能提供一定技术指

导且口碑较好的站点，同时应向站点索要检疫合格

证及正规发票或收费凭证等，万不可因贪图便宜，

而选择劣质种苗。资金雄厚的养殖户，也可根据想

要养殖的水产品种类对养殖区域的水质及部分水

域环境进行改造。针对优质的种苗，还要根据其习

性选择适当的养殖模式，其中包括饵料、水质净化

设备及生物疾病预防药物的选择。

2.2 水质环节的调控

养殖水域的水质和水温，关系到水产品能否健

康成长。对水产品来说，洁净、安全的水质及水域环境

是先决条件，这关系到水产品的安全及后续的经济效

益。所以，需要工作人员及时调控、确保养殖水域的各

项指标趋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工作人员要根据自

身条件定时、定期对水质及水域环境进行监测，并建

立档案，以备不时之需。水质和水域环境的监测数据，

能够及时反映出养殖区域内水质的变化，通过对这些

数据的观察和分析，工作人员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

解决这些问题，为水产品的成长提供安全保障[2]。

2.3 科学投喂优质饲料

人们养殖水产品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它

们带来经济效益，因此饲料的选择及投放关系到水

产品的健康状况及成长状况，也直接影响养殖户的

收益。因此，养殖户要科学地选择饲料，不能“捡了

芝麻丢了西瓜”，要选择没污染水质、没添加防腐剂

和抗生素的饲料。投放饲料也要科学配比，定时定

收稿日期：2020-06-28

闫明彬，男，1976年生，中级工程师。

水产生态养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闫明彬 1 程光起 2

1.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水产服务中心，山东单县 274300；2.山东海迪科医用制品有限公司，山东单县 274300

摘要 本文概述了生态养殖技术；从科学选择优良水产养殖苗种、水质环节的调控、科学投喂优质饲料、药物

的合理使用等方面简述了水产生态养殖技术的要点；分析了生态工程技术、水式生产生态养殖技术、“鱼稻共生”

生态养殖技术和病害的生态防治措施等在水产养殖中的使用方法和优点。

关键词 生态养殖技术；水产养殖；应用

养殖生产42· ·



养殖与饲料 2020年第 10期
量。要考虑水产品的生活习性，根据它们的习性确

定投放量，并做好记录，避免多次投放对水质产生

的不良影响及资源浪费，过少投放容易造成水产品

营养不良，带来减产的危险，影响收益。

2.4 药物的合理使用

在水产品饲养的过程中，由于投放的饲料会在

水面产生漂浮残留，再加上鱼类在生长过程中会出

现鱼鳞脱落的现象，这些水面漂浮物都会对水质产

生一定的影响，且容易滋生微生物、细菌、寄生虫等

有害物质。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有多种，最直接有

效的是合理使用药物。因为水产品的疾病有潜伏期

长、不易发现的特点，建议养殖户提前用药、科学喷

洒，在药物的选择上，尽量选择无残留、无副作用的

药物，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养殖水域药物残留过

高，危害水产品的健康。

3 生态养殖技术在水产养殖中的实

际应用分析

3.1 生态工程技术的应用

将生态工程技术与资源再生的管理理念相结

合并运用到水产养殖的过程中，可以基本实现生态

水产养殖循环系统的构建。这一系统由食物链设计

和应用技术 2个环节组成。生态工程技术的应用在

于构建自养物种、水生动植物及异养微生物之间的

功能群组关系，而这几类物种在生物链中分别属于

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将生态工程技术应用到

水产养殖过程中，能在养殖水域内形成一个良性的

循环系统，系统内的生物种类及能量保持平衡，为

养殖户提供一个基本的防护作用。

3.2 水式生产生态养殖技术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环保意识、健康

理念不断增强，水产生态养殖技术得到应用和推

广。水产生态养殖技术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将三级净

化系统运用到劣质或已遭到破坏的养殖区域内。人

们习惯将天然坑塘自然净化、河道净化和人为池塘

净化这 3种净化模式统称为三级净化系统。通过该

系统可以帮助养殖户优化、完善养殖环境。养殖水

域在广义上来讲是一个内循环的生物链，水产品、

水生植物、微生物、细菌等在这个循环中共生共长。

在养殖过程中，可以利用微生物的作用来构建这个

和谐的共生关系，实现养殖区域内的生物净化功

能，从而实现增产、增收[3]。

3.3 “鱼稻共生”生态养殖技术的应用

“鱼稻共生”的生态养殖技术一般是在水稻种

植区和水产养殖区进行的。该生态养殖模式在区域

划分上一般是以“田”字型格式呈现。这种养殖模式

是在固定的区域内进行养殖和种植，将水产品和水

上农作物紧密结合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生

长。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水上农作物能为水产品提

供生长必要的养分，而水产品的排泄物也可以作为

水上农作物的肥料，除了节省养殖户的投资成本以

外，还能实现二者的和谐共生，提高收益。

3.4 疾病的生态防治措施

养殖户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病虫

害的防治，除了使用一些基本的药物以外，还可以通

过生态防治这一技术对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控，提升

水产品的质量。工作人员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了

解基本的水产品常见疾病，并掌握简单的治疗方法，

同时要分析水产品的病发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进行

预防治疗。日常管理也要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

通过引进抗风险能力强的种苗，提升整体的抗风险

能力，从源头上解决水产养殖的病虫害问题[4]。

另外, 在当前的水产养殖中，一些疾病基本上是

由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滋生这些细菌的主要来源是

水产品的排泄物和食物残渣。所以，为了清理这些细

菌，可以利用水生植物的净化作用，在养殖区域内种

植水生植物可以净化水质，实现对细菌滋生问题的

有效控制。此外，植物的光合作用，还能给养殖水域

注入大量的氧气，吸收过多的二氧化碳，为水产品的

生长提供足量的氧气；而水产品的排泄物也是一种

很好的天然肥料，供植物生长。因此，这种动植物和

谐共生的关系，不仅提高了水产品的病虫害抵抗能

力，还能提高产量，进而提高养殖户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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