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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淡水鱼高效生态养殖技术实践 

陈树荣
1
 

（江苏省灌南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江苏 连云港 222500） 

【摘 要】：最近这几年我国在大力的发展生态渔业的发展，淡水鱼生态养殖已经成了各个地区的主要发展趋势。

生态养殖淡水鱼不仅仅可以提高鱼产品的质量，还可以降低渔业养殖的成本和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淡水鱼生态养殖

提升了灌南县养殖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基于灌南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本文从淡水鱼生态养殖技术的实践方法

和淡水鱼的疾病预防两方面来简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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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养殖淡水鱼所采用的养殖手法极为粗放，不但没有在实际养殖中形成闭合的管理体系，而且在养殖后也没有相应的

管理工作，这些都会对鱼塘周围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不仅提高了淡水鱼的患病几率，还降低了鱼产品的质量，更是没有办法

实现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养殖技术核心原理便是利用不同生物的生活习性、特性，形成生物链，从而在特定区域内实现互

惠互利，再结合科学、合理的养殖手段以及管理措施，在自然规律下尽可能提高淡水鱼养殖的经济效益。 

1 灌南县生态养殖的本质 

生态养殖的简称是 ECO，指的是在养殖的过程中利用生物之间的共生互补原理，再使用科学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措施，让不同

种类的生物在同一环境下共同生长，从而实现保持生态平衡，提高养殖业的经济效益。生态养殖中强调的是生态，是共生互补的

原则，学习自然界中自有的物质循环系统，在养殖的场地中模仿自然界中的生态环境来进行养殖。那么以我们灌南县为例子，灌

南县属于连云港市管辖，地理位置上属于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常年平均气温 14℃，平均年降水量 930mm，常年无霜，风

向基本上都是东南风，气候属于是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度适宜。从自然的条件上来说温度适宜，比较适合搞养殖

业，所以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给灌南县的淡水鱼生态养殖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灌南县拥有完整健康的生态系统，这

种完整健康的生态系统在人们使用生态养殖方法进行淡水鱼养殖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用生态养殖技术的目的是

保证淡水鱼质量，从而提高淡水鱼养殖业的经济效益。江苏一直都是水产养殖业的大省，养殖的淡水鱼的种类繁多，所以地处于

连云港的灌南县也不例外，灌南县的生态养殖淡水鱼技术一直走在我国的前列。那么下文就从生态养殖技术实践方法和最重要

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两方面入手来阐述生态养殖技术[1]。 

2 淡水鱼生态养殖技术实践方法 

2.1选择鱼苗和饲料的技术 

由于淡水鱼对于生存环境的要求较为苛刻，因此，为尽可能使淡水鱼能够健康生长，相关的养殖工作人员必须对当前的环境

条件进行分析，掌握好淡水鱼在各个生长环节中对于周围生长环境以及营养元素的需求，并以实际情况为准调整所采用的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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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养殖手段，利用规范的饲养手段，保证淡水鱼可以在合适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首先在养殖户选择淡水鱼的品种的时候不

要盲目地去追求价格的低廉，要根据灌南县的气候条件和平均气温来选择鱼苗，养殖户们要着重观察鱼塘中所养殖鱼苗的质量，

杜绝养殖那些存在近亲繁殖可能性的育苗，这是因为如果鱼苗是近亲繁殖的话，会有较大概率夭折，即便不会夭折，其生长速度

以及健康程度均会和正常鱼苗形成差距。最好选择一些本身就带抗病基因的鱼苗，并且在幼体的时候就粗壮并且活泼的。除选择

鱼苗外，选择饲料也是尤为重要的，饲料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淡水鱼的生长速度以及健康程度，因此，工作人员要从选择的鱼苗种

类出发，合理地采用淡水鱼饲料。相关的工作人员要着重注意饲料的营养结构以及卫生情况，严格把关饲料质量，杜绝向鱼塘中

投放含有抗生素以及生长素的饲料，在选择饲料方面最好选择一些自然的原生态的饲料[2]。 

2.2合理的喂养技术 

科学的喂养是淡水鱼生态养殖技术中重要的一环，使用高质量的饵料均匀地投喂是属于科学喂养，是养殖中核心的技术。在

每年的夏季和秋季的时候，淡水鱼类食用的饵料数量是最多的，在这个时间段淡水鱼的体型会出现特别严重的两极分化，长得大

的鱼体由于在抢食的过程中占据优势，会长得越来越大，长得小的鱼体在抢食的过程中不占优势，长势会越来越慢。通常情况下

来说那些抢食速度快而且体质也比较好的个体生长的速度会远远大于其他的个体。而对于那些长势不好的，抢食能力比较弱的

鱼苗来说，由于长期缺少食物，在大环境中会逐渐地地被淘汰，最终导致淡水鱼的成活率急速降低，总产量明显减少。那么针对

这种情况来说，相关的工作人员要尽量地去多投喂，让那些生长发育不是很好的鱼体尽量地多摄入食物，同时也要提高饵料的质

量，提高饵料的营养。除了增加投喂量的方式之外，工作人员也可以采用分塘的饲养办法，虽然生态养殖技术是要尽量地利用自

然的方法来养殖淡水鱼，但是为了经济效益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进行人为的干预，把发育比较缓慢的鱼体尽量分到其他

的鱼塘中进行投喂，然后延缓他们上市的时间，让鱼塘内部的淡水鱼的大小可以保持一致。那么在实际的养殖工作中，坚决不能

使用已经发霉变质的饲料，而且没有经过加工的饲料也减少使用的频率，最好投喂的饲料就是使用根据淡水鱼类所需要的营养

成分自己配制的饲料。 

2.3循环水生态技术 

生态养殖核心技术便是合理对自然条件进行利用或是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创造自然条件，再和生态养殖相互结合，从而改善

淡水鱼的生长环境。最后选择科学合理的养殖模式以及养殖手法，逐步扩大养殖规模，那么要想实现这种设想，在投喂饲料的时

候就要秉承着投喂无公害饲料，不打药，打造绿色的无公害的淡水鱼产品，从而让淡水鱼的产品质量得到比较大的提升。 

水质和淡水鱼的正常生长密切相关，是淡水鱼养殖工作的核心要素，因此，在养殖过程中，工作人员提高对水质的重视程度，

尽可能地把水的质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工作人员可以对水的透明度、pH 值、氧含量、亚硝酸盐含量等指标进行检查，从而

控制水体的总体质量。通常的情况下生态养殖技术的水源都是江河、附近水库、地下水等。但是由于一些地区的水体污染的情况

比较严重，直接使用会对淡水鱼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灌南县经常使用的循环水生态技术。该项技术的核心

是利用自然环境中的生物来净化水源，从而达到让水质条件符合淡水鱼的生存条件。那么循环水生态技术中的三级净化系统中

的第一级净化主要是对河道进行净化。以河道为中心在河道四周种植水生植物，可以选择芦苇等品种，并在河道中放置一些水生

生物，比如鲤鱼或者河蚌，以此种方式在河道中形成完整的生态体系。二级净化是在自然的池塘中种植一些水面的浮水生物，再

投放一些贝壳类的水产品，和一些经济价值比较低的鱼类。三级净化是在淡水鱼的养殖鱼塘中构建潜流坝，在中间放置一些沉

水、植被和一些水生生物来净化水质。这三级净水系统可以把有污染的水源和鱼塘中的废水通过层层的净化和循环然后变成可

以满足淡水鱼生存条件的水源。以此种方式形成水循环，此种模式中可以选择中大型淡水鱼品种比如草鱼或者青鱼等。在净水的

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在养殖水体中放置专门检测水质的仪器，检测水源处的 pH值以及叶绿素，只有符合标准之后才能循环地投

入使用。 

另一种净水的方式就是使用微生物进行净化，这种净水技术的核心技术是在养殖范围内形成一个人造的生态循环体系，因

此，养殖区域的面积要符合要求，通常一到两公顷便可以符合需求，利用水体中的微生物便可以实现对水体的净化，工作人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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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其中增加微生物的含量，以此种方式提高水中营养物质的消耗速度，防止富养化的出现，并以实际情况为准，对微生物的

分布进行调整，合理提高或降低水体中的氮元素以及磷元素。另外，还可以采用具有一定弹性度的材料制作生物刷，其长度要控

制在 200cm左右，宽度控制在 100cm，将其横截面积控制在养殖鱼塘的四成，再向其中加入生物制剂，待水体的各项指标恢复正

常后，把净化完毕的水体存储到水塔之中，然后再流入到鱼塘。在净化的过程中可以把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渣、生态垃圾都送到

生态排水渠中，传输到人工湿地，等湿地净化完成后再放回到鱼塘中。如果是那种富营养化的池塘还应当建设浮床，在水中种植

一些根系比较发达，比较耐湿的植物，用于吸收水中多余的养分[3]。 

2.4鱼、稻养殖技术 

鱼、稻养殖技术是把淡水鱼养殖和水稻种植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这种生态养殖技术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够减少养殖

业对水质的污染。那么在实际养殖工作中，稻田的面积占据鱼塘面积的 3/1就可以，可以把鱼塘的面积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是

类似于田字的形状。其中的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半区域种植水稻，其余的区域全部饲养淡水鱼。在投放饲料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科学

的营养搭配，商品饲料、碳铵饲料、磷肥的配比要维持在 5:1:1，如果是两公顷的鱼塘面积，那么这些饲料的投放重量应该是 400、

80、80kg。在养殖的过程中要彻底的贯彻零废水排放的理念，每天早上把鱼塘中的 20/1的水排放到稻田中，然后使用水泵把稻

田中的水排放到鱼塘中，从而利用稻田对鱼塘中的水实现循环和过滤，这样不仅能够给稻田提供肥料，还能保证鱼塘中的水质，

增加淡水鱼的成活率。那么在实际的工作中具体的参照依据为，在该生态模式中的稻田可以降低鱼塘水体中大量的氮磷物质，七

天左右就可以降低水体中百分之五十的氮磷含量，十天左右就可以降低 75%以上。其中需要注意的就是，虽然稻田可以对水体中

的溶解氧性和通透性有很大的提升，降低水中的氮磷浓度。但是工作人员要注意其中的亚硝酸盐、氨氮等其他元素的浓度，同时

也要关注化学需氧量的指标变化，防止这些对淡水鱼有害的因素影响整个鱼塘的生态系统[4]。 

2.5鱼塘的修复技术 

鱼塘的修复技术是生态养殖技术中一个收尾的技术，利用的是水生植物自带的净化功能，由于水生植物的根系十分的发达，

吸收水中的营养物质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使用生态养殖方法的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水生生物构建一种植物床，形成一层由水生植

物构成的过滤层，利用该过滤层吸收水中大量的污染物和杂质，通过离子的交换，沉淀，让水中的垃圾更加的集中，水生生物的

根部通常会分泌一种粘性的物质，水中的污染物会被这种粘性的物质黏在水底，这就可以让鱼塘的水更加的清澈。从而增加水体

中的氧含量，分解水中的杂质。同时还可以在水中制造好氧菌，厌氧菌的栖息场所，促成生态系统形成多样性，厌氧菌对于水中

的硝氮含量降低有直接的作用。 

在实际的养殖工作中要注意水生植物种植的数量，如果种植数量过多的话会遮挡住大部分的阳光，使得水体的光照时间减

少，减少和氧气接触的面积，一般水生植物覆盖的面积占据整个池塘的两三成即可，这样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生态环境。在养殖进

入后期的时候除了利用水生植物进行水体的净化之外，还应当人工的对池塘的底部进行清洁，从而给淡水鱼营造良好的生长环

境。当淡水鱼的养殖到中后期的时候，由于淡水鱼不断的生长，对于食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所以相应的淡水鱼的排泄物也堆积

得越来越多，并且在鱼塘中还可能有很多植物、动物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那么这种情况单单靠着水生植物净化水质，效果是微

乎其微的，如果对于这类污染物放任不管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水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直接的就会对淡水鱼养殖的生

态环境产生不可逆的破坏。因此，相关的养殖工作人员要根据鱼塘的实际情况，定期对鱼塘的底部进行清理，进行生态上的修

复，从而杜绝上述情况发生的概率，在清理的过程中着重需要注意的是清理鱼塘内剩余的饲料，鱼类、植物的尸体[5]。从根源上

抑制住病菌的滋生，给淡水鱼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那么在养殖的中后期不仅要使用水生植物对鱼塘中的水体进行净化，还

要采取人工干预的手段对于鱼塘的底部进行清理。从而给淡水鱼营造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6]。 

3 淡水鱼生态养殖中疾病预防和治疗 

3.1淡水鱼常见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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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和秋季是淡水鱼疾病的高发季节，虽然在生态养殖技术中不应当对于鱼体的生长有过多的干涉，但是在预防疾病方面

如果不重视的话可能会引发比较重大的损失，所以必须要做好淡水鱼的疾病预防和治疗工作。通常来说，在夏季和秋季这个时间

段，水霉病、烂鳃病、肠炎病都是比较多发的，这些都是感染性疾病，水霉病是由霉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病的主要原理是在伤口

的菌丝和伤口的细胞组织粘连之后分泌大量的蛋白分解酶，然后使组织坏死，食欲减退，最后死亡。烂鳃病的病原体是柱状屈挠

杆菌，一般都是由鱼体和病菌直接的接触感染，症状是腮部的皮肤表面充血然后发炎，从而形成圆形透明的小窗。肠炎病则是由

于水质环境的恶化，或者投喂的饲料不正常引起的，患病的鱼体一般是腹部膨大而且有红斑，对腹部进行挤压的话还会有黄色的

黏液从肛门中流出。 

3.2淡水鱼常见疾病的预防方法 

在淡水鱼养殖中对于淡水鱼疾病主要是以预防为主，因为如果鱼体患病之后使用药物的避免对鱼塘内的生态系统产生破坏。

所以在生态养殖的过程中要以疾病的预防为主。相关的养殖工作人员可以在晴朗的天气对鱼塘进行消毒，消毒的药物一般使用

生石灰或者漂白粉这些常规的药物，利用这些药物对鱼塘进行彻底的消毒。这些消毒工作要在鱼塘建立生态系统之前进行，以免

在消毒的过程中对鱼塘中的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在消毒工作结束之后尽快地放养鱼种，放养的时间尽量选择在晴天，温度适宜的

时候进行放养。在放养之前，可以把鱼苗用药物浸泡消毒，从而杀死那些从原来的饲养环境中带来的一些病菌。在平时的养殖工

作中，要注意清理鱼塘中残留的饲料，稳定鱼塘的水质，从而提高鱼体的抵抗力。进入到春季之后，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和气候

条件，提早开食，在开食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饲料进行投喂，在投喂饲料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适量地增加一些维生素，比

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等，让鱼体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免疫力，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对鱼体

进行捕捞，运输或者放养等工作时候，要避免鱼类受伤导致细菌感染。鱼类在刚刚开春的时候体质比较弱，在操作的过程中一定

要轻柔，避免受伤。 

4 结论 

综上所述，养殖户在饲养淡水鱼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生态养殖的原则，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可以使用三级净水系

统或者是鱼稻的生态养殖技术进行养殖，从而达到提高淡水鱼产品质量的目的。在养殖的过程中要注意鱼苗的选择，饲料的选

择，以及科学的喂养，相关的养殖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要注意对水体质量的观察，在一些必要时候采取必要的措施，还要注意鱼类

疾病的预防，只有在各个方面都进行科学的养殖，才能切实提高淡水鱼养殖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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