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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水产养殖情况分析及发展对策探讨
1
 

温清宏 

（普洱市渔业局，云南普洱 665000） 

【摘 要】普洱市拥有良好的水产养殖条件，2017 年全市水产养殖总产量达 115220 吨，占全省 16 地州（市）养

殖总产量的 11%。养殖产量较大，但与之匹配的需求市场未得到培育和拓展。现有的养殖水域条件也正在发生着变

化，并因此引发全市养殖规模、产量削减变化，笔者通过对全市水产养殖情况分析，提出应对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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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地处北纬 22°02'-24°50'，东经 99°09'-102°19'之间，属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无霜期在 315

天以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海拔 317-337qm，年平均气温 15°C-20.3T，年降雨量 1100-2780cm，全年日照&数 2161.2 小时，

自然条件非常适宜发展水产养殖。 

2017 年，全市的养殖水面已达 149641 亩（池塘及库区），占全省养殖水面的 6.54%,养殖产量 115220 吨，占全省养殖总产

量 11%（据云南省及普洱市渔业统计年报）。其养殖规模、养殖产量皆处全省十六地州市前列，但与养殖产量相匹配的需求市场

却一直未得到很好的培育拓展；与养殖规模稳定所需要的水体养殖条件也在发生着较大变化。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问题有的存

在多年，早该解决而未得到解决；有的是近年逐渐出现的新问题，应引起重视而未得到重视。诸多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新老问

题都应认真分析，总结出应对解决的措施，才能保障全市水产养殖状况趋稳向好。 

1 普洱市水产养殖情况 

1.1发展概况 

普洱市水产养殖起源较早，长期以罗非鱼为主要养殖品种，其次为青、草、鲢、鳙等四大家鱼，虾、蟹、泥鳅等名特优养

殖时间稍晚，但近年来养殖品种（名特优类）、养殖规模有小幅增加扩大之势。其发展进程以时间分段而论：20 世纪 80 年代末

以前，处于养殖技术落后、养殖产量低、养殖规模小且分散的状态；自 90年代初开始，一是获益于从广东、广西及海南等地引

进全雄性罗非鱼取代原长期未经选育、雌雄同池共养的莫桑比克罗非鱼、尼罗罗非鱼，全雄性罗非鱼在全市大规模推广养殖成

功，成为主要养殖的品种；二是受益于鱼料使用的改变，以全营养型的鱼用配合饲料取代原用的糠麸、油枯，在养殖品种、养

殖饲料及养殖方式上求新求变，使全市水产养殖产量由此至 2010 年前得以逐年快速增长；最近 10 年，其养殖规模、养殖产量

处于相对稳定状态。1.2水产养殖情况现状 

以 2013 年至 2017 年最近 5 年的养殖面积、养殖产量等反映养殖情况的主要指标相比较，全市水产养殖情况总体为饱和稳

定状态，不同水域、不同养殖模式的具体养殖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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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池塘养殖情况 

时间 养殖面积（亩） 总产量（kg） 平均单产（kg） 

2013 年 57576 76151 1323 

2014 年 60234 79685 1323 

2015 年 61342 83011 1353 

2016 年 62108 86298 1389 

2017 年 62639 89816 1361 

 

表 2库区养殖情况 

时间 养殖面积（亩） 总产量（吨） 平均单产（kg） 

2013 年 81229 10884 134 

2014 年 81075 9891 122 

2015 年 82399 11123 135 

2016 年 85741 14061 164 

2017 年 87002 25404 292 

 

表 3网箱养殖情况 

时间 养殖面积（m
2
 ） 总产量（吨） 平均单产（kg） 

2013 年 305049 21353 70 

2014 年 289419 24311 84 

2015 年 292669 25462 87 

2016 年 311509 25232 81 

2017 年 328844 16442 50 

 

表 4稻田养殖情况 

时间 养殖面积（m
2
） 总产量（吨） 平均单产（kg） 

2013 年 97345 3953 41 

2014 年 93228 3939 42 

2015 年 97711 4067 42 

2016 年 98500 4257 43 

2017 年 100638 4536 49 

 

1.3养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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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的池塘养殖、库区养殖以罗非鱼为主养品种，混养 4%~5%（尾数比）的青、草、鲢、鳙、鲤等品种；网箱养殖以单养罗

非鱼为主，也有少数以鲤鱼、青鱼、草鱼、花鲢等品种的网箱单养模式；稻田养殖以鲤、鲫、泥鳅为主要养殖品种。2013 年至

2017 年，罗非鱼养殖产量依次占全市养殖总产量的 68.26%、64.22%、64.63%,66.68%、66.99%。 

2 水产养殖发展的制约因素 

2.1养殖水面 

为顺应国家治理江河生态环境政策，普洱市政府于 2017 年 9月颁布《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糯扎渡库区综合整治行动的

通知》，全部取缔糯扎渡原已养殖的网箱，实行禁养；墨江县政府等县区多个库区也作出了限养、禁养规定。由此，全市养殖模

式将进一步单一化，养殖面积将被大幅缩减，每年原有养殖产量难稳难增，对全市水产品总量的保有稳定形成直接不利影响。 

2.2市场制约 

近十年来，有多重原因在制约着水产养殖产品的销售问题，一是受产品质量的影响，由于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认识不到位，

在养殖过程中不求质量只重产量，盲目追求高产量（尤以池塘养殖为甚），高密度养殖、过量投饲，使鱼病增多、用药量加大，

水体生态环境质量变差，进而使养成产品口感等质量下降，使产品市场欢迎程度受挫；二是养殖品种结构不合理，罗非鱼等品

种养殖量过大，市场无消化空间，虾、蟹、泥鳅等名特优养殖量过低，多种产品主要于外地调入供给；三是罗非鱼片加工外销

市场萎缩及因质量问题等原因使外销渠道不畅。因以上种种因素，全市水产品总量虽大，但与之相匹配的市场一直未得到培育

拓展，养殖产品常年供过于求，产品售价常年处于低价徘徊状态，严重影响水产养殖的经济效益。 

3 对策建议 

3.1以稻田养鱼为抓手保障水产养殖趋稳向好发展 

普洱市有宜渔稻田 40 万亩（据《普洱市“十二五”渔业规划》），而 2013 年至 2017 年仅养殖 97354 亩、93228 亩、97711

亩、98500 亩、100638 亩（据“普洱市渔业统计年报”），已养殖面积仅占可养殖面积的 23%、24%、24.9%、24.6%、25%,可进一

步扩展养殖规模的潜力巨大，以 2017年全市稻田养鱼平均亩产 49kg计，全市宜养而未养的近 30万亩稻田可养殖产量可达 14700

吨，以同年全市池塘平均单产 1361kg计，与 10800亩池塘养殖总产等量。简而言之：抓好稻田养鱼这一水产养殖模式，不但能

在养殖面积、养殖产量上较大程度对冲弥补因库区限养、禁养而削减的养殖面积和养殖产量，而且稻田养鱼鱼产品具有生态、

绿色、有机等优良品质。优质的鱼产品自然会受消费者欢迎，市场空间得以拓展，鱼产品价格会有提升，使养殖者获得更好的

经济效益。 

3.2提升水产品质量突破市场制约瓶颈 

水产品外销渠道通畅与否，内需市场受消费者欢迎程度的髙低，无不与水产品自身的质量优劣情况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

普洱市水产品量大而价贱，究其主要原因：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在罗非鱼鱼片加工出口的外销市场上，往往因部分质量低劣的

产品影响整批次的出口标准合格率，产生“一粒老鼠屎糟蹋一锅粥”的破坏效应，导致外销渠道受阻。也因大多水产品从口感

变差到有机、生态等整体质量不保障，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弱化消费群体。有鉴于此，水产养殖行政管理部门及水产技术

推广部门应该对水产养殖业者加强有机、绿色生态健康的养殖生产理念宣传，并对养殖生产过程符合有机、绿色生态健康养殖

条件的水产养殖企业进行相应的认证，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有明显的优势。水产养殖者应将追求产量与保障质量有机结合，

二者并重，在充分保障养殖品种赖以生存的水体环境优良的前提下，理性降减养殖密度，从养殖源头一以贯之地抓好抓实，产

品质量，在质量效益上下功夫。在养殖用水方面：勤换、勤调节（于池塘）；在用料方面，选用正规厂商生产饲料，所选饲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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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养成产品质量的添加剂、激素等，且不过度投饲；病害防治方面：以预防为主，尽量避免病害发生，尽量少用药或不用药，

若需用则选择对养殖产品低残留或无残留的药品。在全程养殖过程中进行科学合理的饲养管理，保证自身产品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以优质的产品质量作保障重拾消费者信心，拓展销售市场，获取更大的养殖效益。 

3.3合理调整养殖结构 

以何种模式进行水产养殖主要是由水域状况、水体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养殖者无更多主观择优选择的条件，而普洱市大

多县区因具有良好的自然宜渔条件，可供选择养殖的宜养品种较多，养殖者应全面了解、利用好自身的养殖自然条件，充分调

查市场需求，丰富养殖品种，使养成产品适销对路。连续多年来，全市水产养殖品种单一而不合理，大量养殖罗非鱼，而罗非

鱼的鱼片加工出口外销渠道不畅，致使产品严重供大于求；而消费者大量需求的虾、蟹、泥鳅等名特优养殖又极为滞后，本地

自产供给占比份额极低，市场外调供给份额大。水产养殖者应有清晰的判断，理性选择养殖品种，使自身的水产养殖获得更好

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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