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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鳖鱼生态种养试验

刘瑞义

福建省福安市水产科学技术推广站，福建福安 355000

摘要 针对近年来福建省福安市稻鱼、稻虾、稻蟹等双品种稻渔种养常发生病虫害而造成生产不稳定的问

题，开展 1.67 hm2稻鳖鱼生态种养试验。结果显示，2020年 5月中旬种植水稻 25万丛，6月初投放平均个体重
492.3 g的中华鳖和个体重 102.5 g的湘云鲫，经过 195 d左右的种养，鳖、鲫个体均重分别达到 1 072.5 g、503.6 g，
存活率分别为 90.6%、85.7%，整个过程几乎未发生病虫害，亩产稻谷、鳖、湘云鲫分别为 501.2、88.4、47.5 kg，创亩产值
1.91万元，亩利润 1.16万元，投入产出比为 1颐2.53。结果表明，与双品种稻渔种养对比，稻鳖鱼种养在防控病虫害、
抵抗风险、稳定生产、增产增收等方面的效果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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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渔种养是一项种植业与水产养殖业有机结

合的立体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它对提高资源利用

率、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保障粮食安全起到积

极的作用。各地在养殖品种、技术模式等方面进行

不断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形成了以稻鱼、稻虾、稻蟹

等双品种种养为主的种养新模式，丰富了传统稻田

养鱼理论的内涵[1]。但近年来福建省福安市稻鱼、稻
虾、稻蟹等双品种稻渔种养常发生病虫害，造成生

产不稳定，且部分群众为了确保产量，忽视了种养

对象和环境的质量安全，盲目使用药物。为此，根据

当地的稻田特点、气候条件、消费习惯，开展稻鳖鱼

生态种养试验，并与双品种稻渔种养对照比较，以

期为稻渔种养技术模式改进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稻鳖鱼生态种养系统的建设

2020年 2月 20日在福安市潭头镇下洋村挑选
1.67 hm2稻田，开始进行稻鳖鱼生态种养系统建
设。该系统主要由水稻种植区、进排水系统、防逃设

施、环沟、食台组成。所选择的稻田地势平坦，水源

水质良好，水量充沛，土质保水性好，无污染。

1）开挖环沟。将整个稻田划分为 2个水稻种植
区，离田埂 3耀5 m，每个水稻种植区四周开挖环沟，

环沟宽 2.5 m，总长 650 m，深 1.0耀1.2 m，环沟面积
占总面积的 9.75%。环沟是鳖和鱼活动、栖息、觅食
的主要场所。

2）建立防逃设施。利用开挖环沟的泥土加宽加
高田埂，并将泥土打紧夯实，使田埂高度高出田面

70 cm左右。把石棉瓦埋入田埂泥土中 30 cm，露出
地面 60 cm，每隔 2 m用木桩固定作为防逃墙，防
逃墙四角转弯处的石棉瓦做成弧形。再用铁皮做成

“T”形，扣在防逃墙上方，用螺丝固定，使防逃墙上
缘向田内垂直延伸 10 cm左右，在防逃墙外侧约
1.5 m处，用篱笆设置围墙。

3）完善进排水系统。结合开挖环沟，在田埂上
建进水口，在沟渠最低处建排水口，深埋 2根直径
15 cm的聚乙烯塑料管作为排水管，由弯管控制水
位，进排水口用铁丝网围住，以防鳖鱼逃逸。

4）设置食台。在环沟一侧设置 10个食台，其长
3 m，宽 0.5 m，食台一端在田埂上，另一端没入水中
15 cm，食台同时为鳖晒背台。
1.2 消毒环沟、移植水生植物与投放螺蛳

2020年 3月 15 日，每亩环沟用 100 kg 的生
石灰进行带水消毒，以杀灭沟内病原生物。3月 20
日-3月 30日，移植轮叶黑藻、伊乐藻，投放活螺蛳
2 600 kg，轮叶黑藻、伊乐藻的种植面积为环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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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1/3左右。
1.3 种植水稻

2020年 5月 16日栽插甬优 15号单季稻，采取
宽窄行交替，沟边加密的栽插方法，宽行行距 40 cm，
窄行行距 20 cm，株距均为 18 cm，宽行是为了方便
鳖等水生动物进出稻田，总共种植水稻 25万丛。
1.4 放养中华鳖种和湘云鲫鱼种

2020年 6月 1日放养中华鳖 2 275只，平均个
体重 492.3 g，总重量 1 120.0 kg。鳖规格较为整齐，
体质健壮，无病无伤，放养前用 20 mg/L 的高锰
酸钾溶液浸浴消毒 10 min。6 月 5 日放养湘云鲫
2 750尾，平均个体重 102.5 g，总重量 281.9 kg。湘
云鲫鳞片完整，游动活泼，放养前用 5%的食盐水浸
浴 10 min，以杀灭体表的有害生物。
1.5 种养管理

1）饵料投喂。中华鳖的饵料以小鱼虾为主，每
天投喂 2次，日投喂量为鳖体重的 2%耀5%，一般以
1.5 h内吃完为宜，具体的投喂量根据摄食状况、生
长阶段、水质、天气等情况确定。湘云鲫主要以种植

的水生植物、螺蛳、腐殖质等为食，不需专门投喂。

2）水质管理。在水稻分蘖末期的半个月（2020
年 7月 16日-8月 3日）及水稻收割前的半个月（10
月 5日-20日）进行晒田，在此期间逐渐降低水位，
使水位低于稻田 20 cm，保持环沟水深 80 cm，让大
部分鳖鱼自然转移到环沟里。晒田后及时复水，使

田面水位达 20 cm左右，环沟水位达 1.2 m左右，
每 10 d换水 1次，每次换水 10 cm。每隔 15耀20 d
撒生石灰消毒环沟 1次，每次每亩用量 65 kg。

3）病虫害预防。稻田边安装 3台频振杀虫灯，
每日天黑后开灯 10 h左右，诱杀害虫，并将它喂养
鳖鱼。水稻虫害高发期，提高田面水位 10耀20 cm，
让中华鳖吃掉茎秆上的害虫，并淹灭虫卵。

4）日常管理。每天早晚巡查 2次，观察鳖鱼活
动、摄食情况，及时捞取病死鳖鱼进行无害化处理。

每 1耀2个月测定鳖鱼稻的生长情况 1次。关注环沟
及田面水位变化情况，夏秋季高温期水量蒸发快，

及时补充新水。

2 结 果

2.1 稻鳖鱼生态种养收获

2020 年 10 月 21 日-22 日收割水稻，2020 年
12月 10日-28日捕捉中华鳖，2020年 12月 18日-26

日起捕湘云鲫。总产稻谷 12 530.0 kg、鳖 2 210.4 kg、
湘云鲫 1 187.0 kg。稻谷颗粒金黄饱满，整米率高，中
华鳖呈淡茶绿色，体表光洁，与野生鳖相媲美，个体均

重 1 072.5 g，湘云鲫体色鲜亮，个体均重 503.6 g。
2.2 稻鳖鱼生态种养成本与效益

经过 195 d左右，1.67 hm2稻鳖鱼生态种养创
总产值 47.63 万元，亩均产值 1.91 万元，扣除总成
本 18.80 万元，总利润 28.83 万元，亩利润 1.16 万
元。其中稻鳖鱼种费用 9.30万元，饵料费用 2.87万
元，基建折旧及田租费用 3.15万元，管理工资 2.5
万元，生石灰等费用 1.43万元。
3 讨 论

1）目前稻鱼、稻虾、稻蟹等双品种稻渔种养的
亩效益一般为 0.2万耀0.7万元[2-3]。本试验整个过程
几乎未发生病害，亩利润达到 1.16万元，投入产出
比为 1颐2.53。该结果提示，在资源利用、遏制病虫害
发生、生产稳定等方面，稻鳖鱼种养优于双品种稻

渔种养。条件适合的地方可合理开展水稻与 3个品
种，或与更多个品种的水生生物的种养，以获得更

好的生产效果，诸如稻鳖鱼虾种养、稻鳖鱼螺种养、

稻鳖鱼虾鳅种养。

2）试验过程常发现，投喂小鱼虾等饵料后，大
量鳖在食台上抢食拥挤，部分鳖无法及时爬上食台

摄食。虽总体上鳖生长速度较正常，但最终规格差

异较大，这不单与饲料投喂等管理有关，也与食台

的数量和总面积不足密切相关。在环沟边侧多设置

些食台，增加食台面积，方便鳖的摄食和晒背，有益

于鳖健康与生长。

3）在稻渔种养过程中，水产动物放养不合理，
饲料投入过大，会增加对环境影响的风险，因此，为

更好地指导稻渔种养生产，亟须开展不同品种结

构、不同种养密度、不同种养比例等的对照试验以

及相关的理论研究。

4）稻鳖鱼种养等多品种稻渔生态种养具有生态
环保、资源节约、产品优质安全、农耕文化气息浓厚

等特点。可结合农家乐、渔家乐和观光休闲农渔业

的发展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因田而异，

优化种养模式和种养品种，将它打造成生产、观

光、体验、垂钓、美食、科教为一体的新型稻田种养

业，实现农旅融合发展，促进农村增收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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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黄贮饲料的品质和营养成分分析

邵育新 1 冯青俊 2*

1.河南省平舆县家畜家禽改良站，河南平舆 463000；2.河南省泌阳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南泌阳 463700

摘要 近年来，肉牛、肉羊的饲料多以黄贮饲料为主，再辅以少量的精饲料，因此制作出优质的黄贮饲料成为

肉牛、肉羊养殖场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黄贮饲料的发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品质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从而降低了黄贮饲料的利用率。本研究通过对豫南 5家养殖企业的黄贮饲料进行品质鉴定，并对其中的营养成
分进行检测，确定出收割及时、边收取边贮藏、分层压实、水分 60%耀65%的芋号黄贮饲料为优等饲料。为养殖场因
地制宜、科学严谨的制作和管理黄贮饲料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黄贮饲料；发酵；营养测定；养殖；反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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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养殖规模的迅速扩大，优质

牧草供应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现如今，我国主

要的牧草品种多为苜蓿（ ）、俄罗斯

饲料菜（ Ledeb）、黑麦草
（ L.）、墨西哥玉米草（
）、高丹草（ ）等，这些牧草营养价值较高，

在牲畜的生长期能提供充足的能量以供动物的代

谢发育[1]。然而由于受产量不足、价格较高等多种因
素的限制，优质牧草一直满足不了我国畜牧业发展

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黄贮饲料应运而生。

黄贮饲料的原料主要是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资

源，这种生物资源每年的产量大约有 1伊1010 t，是世
界上最多的可再生资源之一[2-3]。中国是粮食生产大
国，近年来随着玉米等农作物产量的提高，秸秆的

产量也在逐年升高，现已逐渐成为世界上秸秆产量

最多的国家。玉米秸秆经发酵后制成的黄贮饲料因其

具有芳香味、易消化等特性，能够较好地刺激家畜的

食欲，提高反刍动物（ruminantia）的采食量[4-5]。李晓晖[6]

报道，通过饲喂黄贮饲料可使家畜采食量大幅度增

加，家畜的采食速度也能提高 40%左右。同时，黄贮
饲料中难以消化的粗纤维已被微生物降解，提高了

反刍动物的消化率。

黄贮饲料因其制作原料为农作物废弃的秸秆，

成本低廉，在肉牛、肉羊养殖场中得到迅速推广。但

因在收割、铡切、装窖、压实、封窖、管理等环节上的

失误，经常造成制作的黄贮饲料品质不佳，严重影

响了黄贮饲料营养价值的发挥。本研究通过对确山

县 5家养殖场黄贮饲料的品质对比，探索出黄贮饲
料制作和管理过程中的不当之处，为养殖场制作出

优质的黄贮饲料提供技术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的选用

黄贮饲料取自河南省确山县 5家养殖场，分别
编号为：玉、域、芋、郁、吁。实验室用台式酸度计
（PHS-3C，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实验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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