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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
YANGZHI

生态养殖主要是利用人工方法，创设和水产生物生长自然
环境相似养殖区域，降低水产品患病概率，减少养殖过程成本投
入，保证产品质量，为人们提供更多健康的水产品，因此，研究
生态养殖技术的具体运用具有现实意义。

一、注意养殖品种的合理选择
利用生态养殖这一技术，在养殖品种选择方面，和养殖效益

有直接关联。养殖人员应该结合区域养殖环境和生态环境特点，
选择对于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养殖过程存活率高，对于常见
病害抵抗能力较强的水产品种。还可结合养殖经济发展需求，选
择多种淡水养殖品种进行混养。

例如：可将青鱼、草鱼和鲶鱼共同混养，不但能够保证养殖
质量，而且还能保证养殖效益。在养殖品种的选择方面，还需秉
承绿色养殖这一理念，灵活运用淡水水产菌类，维持养殖环境的
生态。养殖人员可按照水产品生长过程对于自然环境的需求，选
择对其成长有利的环境菌类。像乳酸菌、芽孢型菌以及光合细菌
都可以应用其中。

除此之外，在引进菌种之前，需要选择具有资质的企业，从
中引进菌种，并展开菌种实验，确保其对于水产品的生长具有促
进作用，并确认菌种添加量，营造和水产品自然生长高度相似的
环境氛围，保证引进品种的健康生长。

二、做好养殖环境的调节工作
（一）位置选择
运用生态养殖，对于养殖池的选址具有较高的要求，应该选

择保水性良好，并且池中无污染物，进水和排水畅通的区域。养
殖区选择过程，需要养殖人员结合实际地形条件，对于养殖池的
位置综合确认。之后，向池中添加适量的微生物以及有益菌，以
免受到水体污染。与此同时，部分淡水生物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
相对较高。

比如：养殖河蟹、草鱼等，上述水产品喜爱生存在水草茂盛
的环境当中，并且以水草为栖息场所，还可采食青草。此外，大
量水草还能为水产生物提供蜕壳繁殖和避害场所，能够打造和自
然环境较为相似的生长环境。因此，在养殖上述产品时，养殖户
可在养殖池内投放水葫芦或者浮萍等类型水生物。但是需要控制
水草的投放量，以免对于鱼类正常生长造成影响，可将水草的覆
盖面积控制在不超过养殖池总面积的 2/3。

（二）调节水质
水质环境和水产生物的健康生长有直接关联。在生态养殖的

运用之下，养殖人员可借助活性酵母、光合细菌以及沸石粉各类
物质，在养殖池当中培养各类有益生物，同时，将水体内部的杂
质吸附、排出，有助于对水质的净化，降低水产养殖期间各类致
病菌出现概率，对于淡水生物的健康生长十分有利。打造和自然
环境高度相似的环境。

比如：在养殖淡水鱼类、虾类和蟹类生物时，需要水体呈现
为淡绿、翠绿等颜色。水产生物投放之前，可利用生石灰，对于
塘口位置进行消毒，并向其中投入适量的有机肥料以及微生物肥
料，对于养殖池内部的水质进行调节。养殖期间，若水体颜色不
断变深，可向其中添加新水，保证水体颜色为翠绿或者淡绿等颜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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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饲料
绿色养殖理念之下，饲料选择和养殖质量以及经济效益有

直接关联。养殖人员应该选择绿色环保类型饲料，不可以为了获
取经济效益，随意向饲料当中添加激素、抗生素等，对于水产品
的品质造成影响。为改善水产品品质，还可在饲料当中添加腐殖
酸、酸菜碱各类物质，保证淡水鱼肉质鲜美。除此之外，还可结
合淡水生物生活习性，对于饲料供给科学控制。

例如：养殖草鱼时，由于其食量相对较大，因此，需要投放
大量的饵料，水体当中草鱼排泄物较多，并且饵料的残余物也相
对较多，上述物质在微生物分解作用下，能够分解成杂食鱼类的
食物。对此，在养殖草鱼的过程，可将鲤鱼这类杂食鱼类和其共
同混养，提高饵料的利用效率，降低养殖过程成本投入，还能净
化水体，一举两得。

三、科学预防水产生物的病害发生
淡水养殖期间，水产生物的病害问题严重威胁养殖效益。在

生态养殖观念下，可利用绿色养殖技术，防治各类水产病害，常
见的绿色防治技术有两种：

（一）共生养殖模式
共生养殖主要是利用水产生物以及水生植物二者之间的共生

特点，打造相互依存的养殖环境。具体分析，水生植物在防治水
产生物病害方面主要可从两方面体现出来：第一，水生植物可对
淡水鱼类排泄物中的致病因子进行调节，将其转化成营养因子，
增加水体营养物的含量，降低致病因子数量，以实现对病害的防
治。第二，淡水鱼在呼吸过程，能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能够
有助于水生植物光合作用，进而将水体内部含氧量增加，为淡水
鱼生长营造良好环境。

（二）混养模式
使用混养模式主要是利用不同水生物生活习性特点，在同一

养殖环境当中共同养殖多种产品。营造完善的生态环境，提高水
产生物患病的概率。研究表明，若养殖池内部同种淡水生物数量
高于 50%，那么动物患病概率会急剧增加。此时，可使用混养模
式，将鲫鱼、草鱼和鲤鱼等进行混养，丰富生物种类，组成完成
的生物链。鲫鱼、草鱼等大部分在池底活动，将病原体滋生的环
境破坏，如果池内存在患病鱼类，鱼类的游动速度降低，可被肉
鱼类捕食，抑制病原体在养殖区内传播。

四、结束语
总之，在淡水养殖过程，应用生态养殖这一技术重点需要关

注苗种的选择，对于养殖环境合理控制，使用科学的养殖模式，
预防水产品患各类病害。在生态养殖的运用之下，不但能够保证
养殖过程的安全性，而且对于水产生物的品质提升有促进作用，
最终提高养殖经济效益，保证水产养殖行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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