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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渔综合养殖属于借助种养结合、循环生态的养殖模式，其
可以更好地实现一水双用、一田双收的养殖效果，水稻种植和水
产的养殖可以共同协调进行，可以更好地保持绿色化的发展，不
仅可以打破地区养殖经济低的问题，还可以解决渔业养殖中“空
间”方面的需求问题，可以保持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综合
经营效果，对于农业结构调整以及可持续发展具备显著的推动作
用。对此，探讨稻渔综合养殖的发展与对策具备显著实践性价值。

一、稻渔综合养殖的优势
水稻属于我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我国种植面积在 4 亿亩左

右，每年的产量约两亿吨，在所有的粮食中占比约 35%，同时也
是我国超过 60%人口的主食。虽然水稻非常重要，但是水稻的
产值并不是非常高，目前单一性种植水稻的收益并不高，对于农
民经济收益以及种植积极性存在比较明显的约束性。有统计数据
显示，全国水稻平均收益仅在每亩地 200 元左右，有许多从事水
稻种植的农民都表示水稻种植并不能负担家庭的日常支出，导致
许多地区的稻田存在荒置、非粮化以及非农化的表现。对于特种
水产养殖属于推动稻田产业化以及经营效益的重要途径，其能够
显著提升稻田的综合经济收益，可以更好地实现以渔的参与实现
稻的推动。从目前各个地区稻渔综合养殖的案例来看，水稻田的
稳定产量在 500kg以上，同时农药以及化肥的使用量会减少 50%
左右，并且稻渔的产量、质量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其中“稻渔
米”“稻田鱼”的优质产品甚至还创造了许多的品牌，这一些产品
的价格相对较高，这也是稻田综合经济收益提升达到 100%的主
要原因。从市场角度来看，绿色优质的稻渔米的售价是普通稻米
的 5 倍以上，农民从传统稻米种植方式转变为稻渔综合养殖方式
的积极性相当高。综合来看，稻渔综合养殖的优势主要在于水稻
产量、产质较高，稻田鱼的价值较高，对于农民增收具备显著推
动作用。

二、稻渔综合养殖的发展与对策
虽然大多数的种植户都已经能够正确认识稻渔综合养殖并了

解其优势，但是在具体养殖期间的技术水平并不是非常理想。对
此，下面从不同角度着手，探讨稻渔综合养殖的发展与对策。

（一）稻田条件
首先，在环境方面的控制非常重要。稻渔综合养殖的养殖

模式对于水源的要求相对较高，应当杜绝任何存在污染或排灌性
的地区，保持水性为渔的生长提供支持。在土壤方面需要更改为
黏土为主，黏土本身相对容易板结同时不容易漏水，在保水效果
方面相对可靠，水体中的营养成分也不容易丢失，更利于生物的
繁殖与生长。在沙质土壤方面相对容易渗漏，同时保水效果比较
差，容易导致水清瘦，同时也很难保障生物的繁殖。以稻渔综合
养殖比较常见的小龙虾为例，其具备打洞的习惯，在沙质土壤应
用时很容易导致坍塌的风险，同时也不利于小龙虾的生长；其
次，在面积方面也需要严格控制。稻渔综合养殖的规划设计期间
需要充分考虑所选渔类的生长习惯，并基于水稻收割、种植的需
求，做好防洪排涝，基于稻田的现状进行适当的改造，并基于生
产成本以及常规管理等因素进行优化。在具体种植过程中，应当
促使稻渔综合养殖保持 2 ：1 或 3 ：1 的长宽比，面积方面控制在
30 到 40 亩，田块假设比较长更有利于小龙虾类型的生长但是不
利于水稻的管理，所以在养殖期间应当严格控制，尽可能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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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些年农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稻田养殖经济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稻渔综合养殖属于近些年提出的一种全新养殖方式，其主要是基于

稻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进行改造升级，并促使水稻可以和鱼、虾、蟹等不同生产品共同生长，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从而让稻田单位面积的产品质量、

生产效益得到显著提升，属于一种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价值较高的养殖模式。对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农业经济水平，本文简要分析稻渔综合种养

的发展与对策，希望可以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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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殖技术要点
首先，在开挖围沟方面。在夏季水稻栽培过程中水位的高度

相对比较浅，此时水文较高，不利于渔类的生长。对此，在稻田
周边可以采用环形沟，养殖过程中需要基于稻田的田埂外围开挖
环形的围沟，堤脚距离应当在 1m左右，围沟上面口宽度应当为
4 ～ 6m，下底的宽度为 1 ～ 2m，沟深 1.2 ～ 1.5m，坡比 1 ：1.5。
基于以往的养殖经验，想要更好的保障稻渔综合养殖双方共收，
可以采用机械作业的方式实现对田块的处理，在稻田进水时促使
田块的水体维持一个微流动的状态，更有利于有害物质的分解与
水中含氧量的维持。其次，在挖土助埂方面，可以采用加固、加
高宽的田埂，田埂应当适当超过田面 1m，田埂的底部与顶部的宽
度可以在 5m、2m左右，坡比的控制一般在 1 ：2。最后，在防护
装置方面。稻渔综合养殖的进水与排水口都应当设置防护网，预
防渔类逃脱。排水口可以设置一个 8 孔/cm的网片进行防护。田埂
方面可以应用水泥瓦、防逃塑料膜等进行防护，防护网的高度一
般在 40cm左右。稻田的周边可以应用 60cm的高塑膜提供防护，
将塑料膜放入到塘埂以下。采用 2m为间隔设置立柱并对塑膜进行
固定防护，预防下雨天逃脱现象的发生。对于条件相对较好的稻
渔综合养殖地区，可以采用灭菌处理措施，安装太阳能灭虫灯，
实现对水稻当中稻飞虱、螟虫等病虫的防控，从而降低农药的使
用量为稻渔综合养殖的绿色种植效果提供支持。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稻渔综合养殖属于一种新技术、新模式，虽然具

备许多的优势，但是在具体的技术方面并不成熟。对此，在今后
需要进一步提高关于稻渔综合养殖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基于地区
养殖经验不断地调整完善，更好地提升稻田规划的合理性，并提
高稻田养殖综合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当地农业技术宣传部门，积
极示范、推广，强化从业者的种植技术以及参与积极性，在提高
稻田养殖效益的同时也为农户的经济收益增长提供支持，从而为
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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