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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水产养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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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作为西北地区第一渔

业大县，近年来水产养殖业突飞猛进。截止 2013年

底，全县适水产业规模已发展到 10 501 hm2，水产

品产量达 34 023.6 t，适水产业总产值 3.67亿元，

养殖规模和养殖产量在全区均占很大比重。全县无

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面积 10 501 hm2。健康养殖示

范场 10处，面积达 335 hm2。然而，在水产业飞速发

展的同时，部分场点仍存在养殖方式落后、进苗渠

道混乱、养殖密度和品种结构不合理、使用渔药和

投入品不规范等一些质量安全隐患，给全县渔业生

产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规范水产养殖行

为，全面推行生态健康养殖意义重大。

1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渔民走水产生
态健康养殖之路

水产技术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

网络、手机短信等媒体，大造舆论，宣传开展生态健

康养殖的重要性；同时结合科技入户工作，大力宣传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水产养殖

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禁用渔药清单》等法律法规，

使全县养殖户树立健康养殖理念。积极引导渔民转

变水产养殖观念，调整养殖结构，走生态健康水产养

殖之路。让他们充分认识到采用水产健康养殖模式，

科学管理、投喂优质饲料和用药防治疾病，能够促进

水产品无污染、无残毒、健康快速生长。

2 强化技术培训，加快水产健康养殖

示范场创建步伐

水产部门要认真组织渔民进行培训，使渔民掌

握水产健康养殖相关知识，提高全县水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要帮助他们理清思路，使他们认识到确保

水产品有效供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培训内容要涉

及农业部及区、市、县关于全面推进水产健康养殖

的文件，以及推进水产健康养殖的对策、无公害水

产品产地、产品认定和认证等方面。要通过培训，引

导渔民认真贯彻实施《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

法》，尽快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证》，保障自身合法权

益，合理开发利用养殖水域，提高水域利用率，有效

保护养殖水域生态环境；引导渔民加快老旧池塘标

准化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及场区环境卫生整顿

力度；引导养殖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社

等单位开展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活动，同时大

力宣传介绍优秀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主要做法和

成功经验，进一步提高示范、辐射和带头作用，不断

提升建设水平，全面推进现代渔业建设步伐。

3 规范养殖生产管理，确保水产品质

量安全

渔业部门要严格按照《水产品无公害标准化养

殖技术规范》和《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标准》等相关

要求，帮助水产品生产场点制定方案，加强技术指

导，督促落实各项措施，使养殖场点规范养殖生产

全过程管理，达到生产条件标准化、生产操作规范

化、生产管理制度化、示范辐射规模化。一要规范养

殖场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卫生、苗种生产、饲料、病

害防治、捕捞运输等各项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二要

改善养殖场生产条件。老旧池塘要进行标准化改

造，以达到有效减少病害与用药和化学药物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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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完善进排水、水净化和废水处理设施，配备水

质监控、疫病防控和节能减排装备，满足标准化健

康养殖的需要。定期对整个养殖场的基础设施设备

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在生产过程中设备运转正常。

三要规范苗种引进、苗种放养、饲料投喂、水质调

控、病害防治等养殖环节的工作。苗种引进必须来

源于国家级或经资质证明的省级原、良种繁殖场，

苗种品质纯正、规格整齐、体质健壮、无病无伤，并

经当地检疫部门检疫合格；苗种放养前严格进行清

塘消毒和鱼体消毒，制定科学放养模式，合理搭配

放养品种；饲料投喂采用“定时、定质、定量、定位”

的科学投喂方法。要确保所选饲料来源可靠，无添

加药物，投喂“绿色无公害饲料”，并确保在规定的

保质期内使用完；水质管理坚持定期合理加水换

水，及时向养殖水体中补充 EM菌、光合细菌等有益

菌，以改善水体环境，净化水质，降低鱼类发病率；

病害防治坚持“防重于治”的原则，使用渔药坚持高

效低毒的选药原则，不使用禁用药物，尽量使用“三

效”（高效、速效、长效）、“三小”（剂量小、毒性小、副

作用小）的“绿色渔药”，最大限度地降低药物残留

和中毒等不良反应。提倡使用微生态制剂和中草药

制剂进行疾病预防和治疗。坚持休药期制度，在商

品鱼上市前的休药期内应禁止产品上市，以保证药

物残留量下降到所要求的指标内，避免残留的药物

危害到人体健康。

4 做好日常管理记录，规范生产档案

管理

做好水产品养殖生产全过程档案管理工作。认

真、及时、详细地记录好苗种放养、商品鱼收获、渔

药、生物制剂和饲料等投入品的购置以及水质监

测、鱼病防治、池塘投饲、产品抽样等管理过程，便

于查询对比总结。各种技术资料和计划、方案、总

结、记录册等档案资料要收集齐全，规范管理。

微量元素在猪饲料中的应用

微量元素是猪饲料中需要量很少但不可缺乏的物质，它虽不含能量，但也是组成猪体的重要成

分。当饲料中微量元素不足时，就会影响猪的正常生理代谢，造成食欲减退，生长停滞，表现出特有的

营养性缺乏症。

猪需要的微量元素主要有铁、铜、锌、碘、钴、锰等。铁是形成血红素和肌红蛋白特别是仔猪造血和

防止营养性贫血的一种必需元素；铜对机体的作用最广泛，是酶系统的一种重要成分，也是造血和防

止营养性贫血所必需的元素；锌为体内多种酶的成分；碘作为甲状腺素的成分，大部分存在于甲状腺

中，参与甲状腺素的合成，同机体的基础代谢率密切相关，参与几乎所有有机物质代谢过程；硒是猪的

必需矿物营养元素，猪缺硒时常见皮下水肿、肝坏死、骨骼肌及心肌萎缩、仔猪猝死等；钴是维生素

B12的组成部分；锰对骨骼、繁殖、神经、碳水化合物及脂肪代谢有一定作用。

微量元素最低需要量很小，但如适量添加，能有效促进猪的生长、提高日增重和饲料利用率以及抗

病力。因此，可作为猪生长的促进物质，是猪饲料中不可缺少的。目前用的多是以含硒为主的微量元素添

加剂，据资料介绍，仔猪每千克日粮中铁的需要量为 80 mg；铜的需要量每千克日粮中为 6 mg；锌的需

要量每千克日粮中为 50 mg；生长猪碘喂量为每千克日粮 0.2 mg；硒喂量为每千克日粮 0.1 mg；锰喂量

为每千克日粮 50 mg。临床上补加硒元素还可以防治仔猪下痢和白肌病。

微量元素的补充剂可以使用生长素、含硒微量元素和亚硒酸钠维生素 E粉，以及加硒型生血素、

亚硒酸钠维生素 E注射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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