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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技术
YANGZHIJISHU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国渔业资源从丰富到枯竭，
为确保渔业与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创设出和谐共生的状态确
保生态保持平衡。在虾稻共生生态发展模式中，可采用虾肥水、
菜净、水养虾的生态循环模式，既节约成本，又提高了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从根本上实现了高效养殖技术也促进了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不仅提高了虾稻的质量也实现了绿色环保的理念，为
农业与渔业提供了良好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同时也促进了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虾稻共生生态高效养殖的难点
（一）稻田的选择以及田间工程的建设
在虾稻共生生态高效养殖中首先应对稻田进行选择，稻田的

选择应根据周围的水资源是否充分、土壤是否优质、是否存在一
定高度污染程度进行考量。在田间工程建设中由于贵州地区会有
大面积降雨的天气出现，为防止大面积降雨导致田埂受损、田埂
基础被破坏应采用一定的技术对田埂进行加固，也可在稻田四周
建设时应设定好环形沟，其环形沟的主要作用是为了防止虾出逃
或其他生物进入养殖范围，也对田埂加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虾种养殖
由于在养殖过程中虾种放养数量一般较少，其养殖产品也

不多。而且在生态养殖中河道内的浮游生物也逐渐减少，可供虾
进食的饵料明显不足，为减少养殖风险应采用人工投饵方式确保
虾种饵料供应充足。虾种在养殖过程中应减少对水稻的农药施药
量，因虾种对农作物农药比较敏感，为确保虾种的成活率可在河
道两侧或者农作物种植比较少的地区进行养殖工作，为防止危害
虾种的农药进行扩散应做好水流疏导工作。

二、虾稻共生生态高效养殖的改进策略
（一）稻田的选择内容，田间工程建设的要点
首先，在对稻田的选择时应确保无污染、水资源优质、土壤

资源丰富，在满足这些条件后应对稻田的地势进行考量，其地势
的选择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应选择较低洼的田块，其面积
最好在 3 亩地的范围内。应确保土壤耕作层养分含量比较丰富，
并作为虾稻高产的最基本条件，且土壤耕作层应有一定的不可再
生性，应注意保护土壤耕作层不受破坏下进行田埂的加固，避免
大面积降雨造成田埂崩塌或影响土壤条件等，在进行加固时高度
应确保田面蓄水深度并预留进排水口。其次，在进行环形沟建设
时，养殖人员应明确按照田地面积进行建设，应建设在稻田地低
处应按照高灌低排的格局，保证水灌得进，排得出，进、排水口
分别位于稻田两端，进水渠道建在稻田一端的田埂上，进水口用
长型网袋过滤进水，防止敌害生物随水流进入。在进行挖沟时，
应沿着稻田田埂外缘向内缘进行开挖，环形沟的建设应保证在堤
脚距沟 1 ～ 2m处进行，沟深与沟宽应在 2 ～ 5m之间。为确保田
间工程建设可以顺利进行农业农村渔业部门可派相关的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里给农户讲解稻田养虾技术要点，指导农户加高、加
固田埂，开挖养殖沟，设置防逃设施，从而不断加强田间工程建
设与田间管理。

（二）虾种养殖与放养
虾稻共生生态高效养殖技术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条件使得虾稻肉质鲜嫩、口感极佳，是纯天然无公害的农产品。
在进行虾种养殖时，首先需要进行养殖前的准备工作，应对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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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消毒在消毒时可应用鱼藤精、茶碱这些污染较少的药物，应
避免使用消毒水、漂白水这种含有大量化学药剂的药物。在消毒
完毕后应进行放苗工作，放苗工作一般是在每年的初春季节进
行，可选择在环沟内倾斜坡上进行。一般虾种会以稻田中的蚊、
虫等为食，所以应确保施肥培水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施肥可采用
市面出售的生物肥料，培养天然可供虾种进食的饵料生物，这种
方式不但减少了化肥农药投入，也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效
提高了稻米和虾的产量而且还提高了稻米和虾的品质，生态效益
显著。

在放养时应在初春季节进行，虾种放养前可用食盐水进行浴
洗 5 ～ 10min，杀灭寄生虫和致病菌。在离水较长时间的虾种放
养前应进行一定的处理，将虾种在水池中浸泡 1min，提起搁置
2min，再浸泡 1min，如此反复 2 ～ 5 次，让虾种体表和鳃腔吸足
水分后再放养。虾种可在虾圈进行放养，在虾圈一定范围内进行
丝网固定，等待伊乐藻长成后再将丝网拆除，在圈养时应合理进
行饵料投入。在进行田间插秧时为防止伊乐藻对幼虾进行破坏可
在幼虾成年后再进行田间插秧工作。

在进行虾稻投食、除杂草工作时应按照每亩 30 ～ 40kg的量
进行投放，需要注意的是在每年的 6、7 月份，气温升高，虾的自
我调节能力比较差，所以需要调节水温、水质，让虾有一个很舒
适的生长环境。在进行虾稻共生的生态循环系统时，可有效让虾
种消灭稻田虫害，而且能够降低虾种的养殖成本。养殖人员应按
照“以种为主，全产业链布局”的运行思路，依托当地淡水水产
研究所等技术优势，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打造虾稻共生生态高效
养殖技术模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实现虾稻共生生态高效养殖技术模式，科研和

养殖部门应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创新高效化养殖技术，不断提
高我国农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稻虾共作的养殖方式是利用稻
与虾的互补作用，在稻田周围开挖环形沟，沟里养殖小龙虾，田
中间每年种一季水稻，实现一田两用，实现一田双收，有效地增
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其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也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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