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8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229

实 验推广
SHIYANTUIGUANG

在养殖行业中，水产养殖属于畜牧养殖的一个重要分支。当
前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水产品质量有更高要求。推广养
殖新技术，有助于养殖模式的转变和养殖结构的调整，为养殖户
参与科学养殖提供技术指导，还能控制水产养殖阶段对环境造成
的污染程度，提高水产养殖经济与生态效益。

一、水产养殖新技术推广应用
（一）遗传育种
在水产养殖行业当中，遗传育种属于新技术应用类型之一，

核心技术是利用杂交育种这一技术，对于父本、母本等进行合理
选择，通过杂交生产具有优势的后代，使水产动物对于外界环境
的适应性更强，加快其生长。我国水产的行业经历数十年发展，
在遗传育种方面产生的杂交鱼类有 25 种，同时，还取得了基因数
据的组合 112 个，由此可见，应用效果显著，技术推广应用成效
良好。当前，杂交鱼类遗传育种技术应用较为成熟的是鲤鱼和鲫
鱼。近年来，该技术在水厂领域有关研究越来越成熟，依托此技
术科学完成品种选育，能够将水产养殖的育种时间缩短，为养殖
户带来更高经济效益。

（二）营养调控
我国水产养殖领域对鱼类饵料有关研究，主要通过营养调控

的方式确定饲料配方，在使用说明中明确饲料用量，对于水产养
殖过程技术的应用做出规范。并且研究了对虾、草鱼和鲤鱼等养
殖过程对于饵料中脂肪含量、氨基酸含量、矿物质盐含量、维生
素含量的需求，总结出多种配方，在水产养殖过程得到推广应用。

（三）病害防治
由于市场对于水产品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原有养殖结构难以

适应养殖需求，因此需要对于养殖结构加以调整，引进新型动物
品种。我国已经向国外引进了鱼类 40 余种，藻类 10 余种，并且
经过长期养殖，形成了规模产业，优化了传统养殖结构。然而，
引种阶段可能存在技术运用不合理现象，导致水产动物病害发生
率较高，特别是新型病害的出现时，一旦爆发就会大面积传播，
威胁养殖户效益。对此，深入研究水产养殖领域疾病预防有关新
技术，对于鱼类药理学、免疫学、寄生虫学和病毒学等展开研
究，将疾病原因找出，明确水产动物发病以后临床表现，了解病
源传播渠道，之后对养殖户养殖技术的运用进行指导，及时切断
病源传播，控制疾病的爆发。将上述新技术应用在养殖过程的病
害防治当中十分重要。

（四）综合养殖
所谓综合养殖是将水生态保护作为理念的养殖技术，此类

技术的应用形式主要有四种：第一，池塘养殖，该技术适合用
于小规模的养殖环境当中，可按照池塘特点应用技术，使用标
准化工艺对池塘进行改造，及时清理淤泥，将水生动物生长环
境加以改善，选择优质饲料，配合浮性饲料，降低饲养过程人工
成本投入，还可以用改良技术改善环境，使用微生态制剂、物理
或者化学改良剂等及时调节水环境，借助增氧技术，为动物提供
充足的氧气。第二，低碳循环，该技术是水产养殖领域应用的重
点技术之一。运用循环养殖的技术理念，倡导低碳高效，融合池
塘养殖、流水养殖多种技术的应用，利用网箱、流水池等将鱼类
圈养，之后集中收集剩余饵料和动物排泄物作为植物肥料，不但
能够保护水环境，而且还能提高废物利用率。第三，鱼菜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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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主要是利用生物工程的原理，将植物种植与水产养殖有机
融合，能够控制水产养殖过程实现少换水、不换水，还能降低植
物种植对于肥料的需求量，运用资源循环使用的生产模式，以环
境友好的方式展开水产养殖。第四，稻田共生，所谓稻田共生就
是在稻田里投放鱼虾等水产动物，上述动物能够以稻田内部虫卵
和杂草等作为食物，不但能够预防田间杂草，还能控制水稻生长
病虫害发生，降低农药用量。同时，虾蟹等水产动物还能疏松土
壤，改善土壤通透性，利于植物根系生长。常见的共生模式有
“水稻和泥鳅”“水稻和鲤鱼”“水稻和河蟹”“水稻和河虾”等，
上述技术的应用能够将水稻产量提升约 30%左右，节约生产过程
药物的使用量约 50%，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完成水稻种植和水产
养殖，经济效益良好，而且更加环保。

二、水产养殖技术推广应用前景
未来水产养殖领域，技术推广方向应该为对资源的高效利用

和发展生态养殖，建设养殖工程，加速行业发展。不断优化养殖
技术和理念，培育新型品种，提高品种对于环境适应能力，激发
其生产潜力。在水产养殖领域技术推广方面，应该考虑到水域环
境实际承载能力，对于养殖规模、数量等进行确认，及时将不合
理地养殖结构进行调整，保证布局科学合理，适当运用多样化养
殖模式，将水产养殖和环境保护二者关系加以协调，促使生态养
殖领域技术应用能够实现持续发展。此外，水产养殖领域新技术
发展过程，还需加强水产动物流行疾病与常见疾病方面的调查和
研究，探寻影响水产动物生长的具体因素，找出发病原因，结合
实际养殖需求，合理制定防控措施，优先选择生物防治手段，转
变以往养殖过程过度依赖化学药剂的现状，利用绿色防治理念，
降低水产品体内药物残留问题，增强水产动物疾病预防的有效性。

三、结束语
总之，当前水产养殖领域各类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转变养

殖户的理念，让养殖过程技术运用更加符合实际需求，合理控制
养殖成本，将水域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未来新技术推广应用阶
段，应该提高养殖户对于新技术应用的重视程度，转变观念，以
科学环保和高效养殖等为出发点，对新技术进行合理运用，使水
产养殖技术覆盖范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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