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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3年 4月至 11月底，在广西水产畜牧学校内的 2个条件相似的鱼塘进行了传统养殖与垂钓养殖

经营的对比试验。传统鱼塘每 666.67 m2产量 755 kg，群体增肉倍数 12.7，综合饵料系数 1.14，成活率 92.3%；每

666.67 m2产值 10 077元，每 666.67 m2利润 3 287元。垂钓鱼塘每 666.67 m2产量 399 kg，群体增肉倍数为

0.73，综合饵料系数为 1.69，成活率 66.7%；每 666.67 m2产值为 21 596元，每 666.67 m2利润为 13 726元，资金

利润率为 174%，分别是传统养殖鱼塘的 2.40倍、4.18倍和 3.60倍。传统鱼塘取得了较高的养殖效率和较好的经

济效益，垂钓鱼塘的养殖效率较低，但其经济效益高于传统鱼塘。

关键词 传统养殖；垂钓鱼塘；对比试验；养殖效率；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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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鱼塘条件

2个鱼塘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山路

7号，广西水产畜牧学校校内，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十分方便。2个鱼塘条件相近，仅一堤之隔，南北并

列，南边鱼塘为 1号塘，用普通方式进行饲养管理

经营（以下简称“传统鱼塘”）；北边鱼塘为 2号塘，

按休闲垂钓方式饲养管理经营（以下简称“垂钓鱼

塘”）。每个鱼塘面积均为 1 333.33 m2，近于正方

形。塘堤为水泥砖砌成，宽 2～3 m，堤面上铺生态

砖，池边陆地 10 m内无高大树木，池塘上空无高压

电线穿过。池深均为 2.0 m，平均水深 1.8 m，池底

平坦，淤泥平均 10 cm。水源为地下井水，水质良好

无污染。池塘均配 1.5 kW叶轮式增氧机 1台。

为便于垂钓，将垂钓鱼塘 4个塘边划分成 A、

B、C、D 4个区，并在其塘堤边上每隔 2.5 m用红油

漆划 1个钓位，写上编号，共划出 44个钓位。每个

钓位用电钻钻小孔数个，用于安插鱼护、支杆架或

雨伞等。

1.2 鱼塘准备与鱼种放养

1）鱼塘准备。2个鱼塘均在鱼种放养前用生石

灰 250 kg对池塘进行干法清塘消毒，改善底质。鱼

种放养前 10 d注水到 1 m深左右，并投放发酵粪

肥 300 kg培育浮游生物。

2）鱼种放养。1号塘在 2013年 4月 23日共放

入鱼种 2 750尾，质量为 110 kg，其中罗非鱼为主

养鱼，每 666.67 m2放养吉富罗非鱼苗 1 000尾，配

养鳙、鲢、大口鲶。2号塘在 2013年 4月 12日共放

入鱼种 15 760尾，质量为 403 kg，其中以鲫为主要

养殖和垂钓对象，每 666.67 m2放养量为 7 500尾，

配养鳙、鲢、鲤。鱼种放养前均用 20 mg/L的高锰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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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鱼塘鱼类放养和收获情况表

品种

1号塘 2号塘

放养 收获 放养 收获

规格 /（尾 /kg） 总数量 /尾 规格 /（kg/尾） 产量 /kg 规格 /（尾 /kg） 总数量 /尾 规格 /（kg/尾） 产量 /kg

罗非鱼 40 2 000 0.65 1 200 ﹨ ﹨ ﹨ ﹨

鳙 6 50 1.50 65 3 60 1.50 50

鲢 6 200 1.10 176 4 200 0.80 128

鲫 40 400 0.15 50 60 15 000 0.04 400

鲤 ﹨ ﹨ ﹨ ﹨ 6 500 0.30 120

大口鲶 100 100 1.10 20 ﹨ ﹨ ﹨ ﹨

合计 2 750 ﹨ 1 511 15 760 ﹨ 698

钾消毒约 5 min。鱼种放养情况详见表 1。

1.3 传统鱼塘的养殖管理

1）饲料投喂。养殖期间全程采用罗非鱼膨化饲

料喂养。饲料的投喂遵循“四定”原则。在池塘南边

设置 1个 4 m2浮性饵料框，饲料投于饵料框内。通

常每天早、中、晚各投喂 1次，特殊天气除外。饲料

的投喂量控制在鱼体质量的 2%～5%左右，并根据

鱼情状态、天气情况、水温、水质等作适当的调整。

每次投料的时间控制在鱼类 30 min左右吃完饲料

为宜。投喂时的速度适度，以避免罗非鱼之间的争

斗而引起鱼鳍和眼睛的损伤或饲料浪费。

2）水质管理。养殖期间，定时巡塘，掌握鱼塘水

质变化，及时调水，保持塘水“肥、活、嫩、爽”。养殖

中后期，保持较高水位，利于鱼类生长。夏、秋高温

季节，每 10 d加注新水，排去底层老水，边排边注，

保持水位。每月用 4 kg微生物制剂原液，稀释后全

塘泼洒调节水质 1次。每天捞除池塘中的杂物。每

天适时开增氧机。

3）鱼病防治。鱼病防治贯彻“全面预防，积极治

疗，防重于治”的方针。先期做好清塘消毒；养殖时

注意调节好水质，控制病菌的传播与繁殖；做好饲

养管理，不投放变质饵料，增强鱼的体质；7-10月间

每月用生石灰 20 kg化乳全池泼洒 1次；5 月上旬

和 8月上旬分别用“铜铁合剂”40 mL进行鱼体寄

生虫的预防；7-11月每月投大蒜素药饵 1个疗程。

养殖过程中无鱼病发生。

1.4 垂钓鱼塘的养殖管理

1）饲养方法。垂钓鱼塘放入鱼种后，先封塘喂

养 1个月。饲料亦采用罗非鱼膨化饲料。投饲方法

与传统鱼塘的饲养管理方法类似，但在全塘投洒饲

料而不是在饵料台投饵。有人垂钓的当天一般不喂

料，无人垂钓时每天投饲约 6～7 kg。每日早晚各巡

塘 1次，并对鱼塘中漂浮的垃圾进行清理。根据天

气状况及鱼类浮头情况适时开启增氧机。在进行过

大型比赛后，泼洒碘制剂进行消毒。水质控制、鱼病

防治的其他方法与传统鱼塘一致。养殖过程中亦无

重大鱼病发生。

2）经营管理方法。经过 1个月饲养后，对外开展

休闲垂钓经营。规定垂钓者不得带走渔获物，垂钓结

束后必须把鱼放回原塘，所用鱼钩必须是无倒刺鱼

钩的，不得使用强盗钓法。收费方式按时间定，全天

（08：00-18：00）20元，半天 15元。与渔具经营部或

一些钓鱼组织合作，每月定期组织数场钓鱼比赛。

经常邀请竞技钓手来练杆“掐鱼”（竞技钓手们三五

成群自发组织小范围的钓鱼比赛，每人出少量资金

作为奖金，优胜者获得此奖金，此活动称“掐鱼”）。

另外通过对钓手们售卖“原塘料”（指垂钓鱼塘前期

饲养投喂所用的饲料，因为前期用此饲料喂养了一

段时间，塘中的鱼对所喂饲料已有一定的依赖，为

获得好成绩，钓手们常会购买此“原塘料”，每份 250

g售价 10元）增加收入。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收获情况及养殖效率分析

2013年 11月 26-30日，分别对 2个鱼塘进行

捕捞，其结果如下。

1号塘共产鱼 1 511 kg，平均每 666.67 m2产

量 755 kg，群体增肉倍数（池塘所有鱼类的体质量

增加量与放养鱼种的体质量之比）为 12.7，综合饵料

系数（饲料用量与池塘所有鱼类的增长量之比）为

1.14。其中主养品种罗非鱼平均规格为 0.65 kg/尾，

产量为 1 200 kg，占总产量的比例为 79.4%，成活率

92.3%；鲢、鳙平均规格分别为 1.10 kg/尾和 1.50 kg/

尾，产量为 241 kg，占总产量的比例为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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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鱼塘产值表

品种或名目
1号塘 2号塘

产量 /kg 规格 /（kg/尾） 单价 /（元 /kg） 总产值 /元 产量 /kg 规格 /（kg/尾） 单价 /（元 /kg） 总产值 /元

罗非鱼 1 200 0.65 14 16 800 ﹨ ﹨ ﹨ ﹨

鳙 65 1.50 10 650 50 1.50 10 500

鲢 176 1.10 9 1 584 128 0.80 9 1 152

鲫 50 0.15 16 800 400 0.04 18 7 200

鲤 ﹨ ﹨ ﹨ ﹨ 120 0.30 12 1 440

大口鲶 20 1.10 16 320 ﹨ ﹨ ﹨ ﹨

垂钓收入 ﹨ ﹨ ﹨ ﹨ 29 600

卖料收入 ﹨ ﹨ ﹨ ﹨ 3 300

合计 1 511 ﹨ ﹨ 20 154 698 ﹨ ﹨ 43 192

2号塘共产鱼 698 kg，平均每 666.67 m2产 399

kg，群体增肉倍数为 0.73，综合饵料系数为 1.69。其中

养殖垂钓的主要品种鲫平均规格为 40 g/尾，产量

400 kg，占总产量的比例为 57.3%，成活率 66.7%；鲢、

鳙平均规格分别为 0.80 kg/尾和 1.50 kg/尾。这些数

据说明传统养殖鱼塘（1号塘）养殖生产效率较高，而

垂钓鱼塘（2号塘）的养殖生产效率较低（表 1）。

2.2 经济效益分析

1号塘总产值为 20 154元，投入的成本为 13 580

元（主要有苗种费 1 500元，饲料费用 6 880元，电费

800元，塘租费 3 000元，人工费 1 400元等），总利

润为 6 574元，每 666.67 m2利润为 3 287元，资金

投入产出比为 1∶1.48，资金利润率为48.4%。

2号塘的总产值为 43 192元，是 1号塘的 2.4

倍；投入的成本为 15 740元（主要有苗种费 8 500

元，饲料费用 3 440元，电费 100元，塘租费 3 000

元，人工费 700元等），是 1号塘的 1.16倍。总利润

为 27 452元，每 666.67 m2利润为 13 726元，是 1

号塘的 4.18倍。资金投入产出比为 1∶2.74，资金利

润率为 174%，是 1号塘的 3.60倍。以上数据表明 2

个鱼塘的经济效益均较高，且垂钓鱼塘（2号塘）的

养殖效益又高于传统鱼塘（1号塘），见表 2。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表明传统鱼塘取得了比垂钓鱼塘较好的

养殖效率，这主要是由 2个鱼塘的经营管理策略不

同决定的。传统鱼塘是以提高养殖效率为主，在整

个养殖过程中注重饲养管理，其鱼种搭配较合适、

放养密度较合理、饲料投喂量较充足，水质管理、鱼

病防治等都严格按照鱼类生长特点和养殖规程来

操作。而垂钓鱼塘主要为了吸引人们来垂钓，满足

垂钓者的竞技或娱乐需要，所以在放养种类、密度

及投喂上都有较大的变化。放养的品种主要以鲫为

主，放养密度很大，规格小、数量多，因为鲫具有耐

低氧、生命力强、个体较小、易上钩等特点。为了保

持一定的上钩率，垂钓鱼塘的投喂量也较少。因此

垂钓鱼塘的产量较低，养殖效率较低。

2个试验鱼塘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垂

钓鱼塘的收益更好。其主要原因是 2号塘的总产值

由鱼产值、垂钓收入、卖料收入组成。其中垂钓收入

为 29 600元，卖料收入为 3 300元，这两项占总收

入的 76.2%，仅垂钓收入就占总收入的 68.5%。在成

本没有较大增加（垂钓鱼塘的投入成本是传统鱼塘

的 1.16倍）的情况下，垂钓收入及卖料收入为垂钓

鱼塘的总收益提供了 2/3以上的贡献。

本试验仅进行了 7个月，如果按全年 12个月

计算的话，2个鱼塘特别是垂钓鱼塘的经济效益会

更高一些。因为本试验的 2个鱼塘水深都较大，能

随时加注温度较稳定（20～23 ℃）的地下井水，而

且南宁市冬春季气温、水温也都较高，所以一年四

季均可养殖生产或垂钓经营，罗非鱼通常也能过

冬。特别是垂钓鱼塘，全年垂钓及卖料收入估测可

达 56 400元。如果做更广泛的宣传，增加广告投

入，让更多的钓鱼爱好者获得垂钓鱼塘的相关信

息，或与更多的钓鱼俱乐部合作并结成对子，使垂钓

鱼塘成为钓鱼俱乐部的比赛、练习基地，来垂钓的人

次数估计会增加 1倍以上，每年利润可增加约 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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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饮水免疫的 3个关键点

家禽饮水免疫具有其独特的优点，省力、便捷。为了有效地提高饮水免疫的效果，防止免疫失败，

养殖户在具体操作时务必要把握以下三大原则。

1 饮水免疫应选择合适的疫苗
并非所有的疫苗都适于饮水免疫，如鸡产蛋下降综合症油乳剂灭活疫苗、鸡痘甘油苗、鸡传染性

法氏囊灭活疫苗等就不能采取此方法，否则将会导致免疫失败。为了确保饮水免疫的质量，对劣质、过

期、保管不当的疫苗应绝对禁止使用。

2 稀释疫苗应把握适宜的浓度和适度的用水量
采用饮水免疫稀释配制疫苗可用深井水或凉开水，饮水中不应含有任何使疫苗灭活的物质，如

氯、锌、铜、铁等离子，此外饮水器要保持清洁干净，不可有消毒剂和洗涤剂等化学物质残留，饮水的器

皿可用瓷器和无毒塑料容器。

3 饮水免疫前后应控制家禽饮水和避免使用其他药物
使用饮水免疫前的家禽，应提前 3～5 h停止供水，具体停水时间长短可灵活掌握，一般在天气炎

热的夏秋季节或家禽饲喂干料时，停水时间可适当短些；在天气寒冷的冬春季节或家禽饲喂湿料时，

停水时间可适当长些，使家禽在使用饮水免疫前有一定的口渴感，确保家禽在 0.5 h内将疫苗稀释液

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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