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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技术
YANGZHIJISHU

渔业产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已成为世
界范围内水产养殖的大国之一，国内的水产养殖技术也在不断地
发展，但长期的水产养殖会导致渔业水域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部分野生鱼类因此濒临灭绝。由此可见，加强对水产养殖水域环
境的污染治理不仅能够维护渔业水域的生态平衡，还能够促进水
产养殖的经济效益，因此，研究水产养殖的治理对策尤为重要。

一、水产养殖与渔业水域环境的关系
水产养殖与渔业水域其实呈现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只有水产养殖合理饲
养，注重维护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才能够保证水域环境不受污
染，而只有水域环境不受污染，才能够保证水产养殖业能够得到
合适水生物生存的水环境，反之，若渔业水域环境受到污染，
则会导致水产养殖无法得到优质的水，进而导致水产养殖减产减
质，严重影响了水产养殖业的经济效益，甚至有可能导致水产养
殖企业倒闭。由此可见，维护渔业水域环境的生态平衡对于保证
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水域环境都具有自身的承载能力，一旦水产养殖大肆破坏水
域生态环境，则会导致水域无法承载环境污染的压力，水域生态
平衡遭到破坏与污染。在养殖过程中，大量投入有机饲料导致赤
潮、蓝藻等微生物在渔业水域快速繁殖，严重污染周边的淡水环
境，同时也会导致水域周边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由此可见，若
不加强对水产养殖的环境治理，则会导致水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
的污染，破坏水域的生态平衡。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对水产养殖
水域的监测，促使水产养殖与水域生态环境共同发展。

二、水产养殖方式对渔业水域环境的影响
水产养殖方式对渔业水域环境造成的最恶劣的影响便是对水

域外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南方地区的
渔业是采用水产养殖方式最多的地区，然而，南方地区山塘水库
浅水湖较多，而山塘水库浅水湖水流流通缓慢，水的自然降解能
力较差，当水产养殖所排出的水流入湖泊中后，会导致湖泊内存
在大量的杂质，长久以往会导致湖泊内沉积大量的污染物，严重
影响了水域的生态环境。同时，部分渔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效
益，不断地开发渔业水域，导致湖泊、河流承载不了这么大的排
放压力，致使水域整体环境恶化，水质浑浊不宜居民使用，同时
也极易出现藻型湖泊。

我国淡水养殖方式还是以网箱养殖为主，这种养殖方式的
养殖密度较高，不仅节约了大量的成本，同时还方便管理，是目
前渔业普遍选择的一种养殖方式。然而，网箱养殖这种水产养殖
方式对水域环境存在着严重的威胁。由于大部分水产养殖均为人
工养殖，但人工养殖则需要有专门的饲养员为鱼群投食，在投放
饵料的过程中，水体的流动会将部分饵料带出网箱，流入水域当
中，造成水域富蛋白化，水体出现负载，严重影响了水域的生态
环境。

传统的水产养殖方式加大了水域环境的压力，同时也无法
从根本上治理水域的污染。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内的水产养殖为
了让养殖的水生物能够有生存环境，经常会选择在水箱内加入河
流中的新水，从而保证水生物能够在正常的水环境中生存下去。
然而，被替换掉的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投入河流中，加剧了水域
的环境污染，长久以往，会导致河流内的水也不再适合水生物生
存，水域含氧量不足，若不加紧治理，则会导致渔业养殖业无法
得到适合水生物生存的水，进而导致渔业养殖业无法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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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水产养殖方式对渔业水域环境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极易导致水域环境遭到破坏，同时也会导致渔业养殖业的产量和质量大幅度下降。

因此，在水产养殖工作中必须加强对水域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在提高水产养殖经济效益的同时，维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本文主要研究产养殖方式对渔业水

域环境的影响及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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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产养殖治理对策
（一）应用水体净化技术
在水产养殖中应用水体净化技术是保护水域环境的一种重要

手段，水体净化技术主要包括物理治疗法、化学治疗法和生物治
疗法。物理治疗法包括沉淀法、过滤法、泡沫分离法等，化学治
疗法包括氧化处理法、吸附法及曝气法等，生物治疗法主要是在
水域中养殖一些水生植物、绿藻等来提高水的净化能力。

同时，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还需加强对水质的监测，定期
清理水域中水生物的排泄物、残饵等，并在水域中设置水质监测
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则需要及时去治理水域环境。此外，在
水产养殖的过程中也可使用调氧溶解技术，利用调氧溶解设备来
增强水流的流动，提高水的自然降解能力，减少药物防病措施，
从而才能进一步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保证我国渔业养殖业可持续
发展。

（二）合理规划，适度开发
合理规划、适度开发是维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平衡的根本，

只有合理规划渔业水域的养殖密度和养殖范围，才能够让我国渔
业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要想做到合理规划、适度开发，首先，需要国内渔业养殖
业退垦还湖、人放天养，即退出浅水湖的养殖区域，并今后均不
在浅水湖开设养殖区域，同时，集中规划水域养殖区域，要求渔
业养殖业企业在规划范围内进行渔业养殖，并保证水域养殖区域
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确保水域的自然降解能力能够满足养殖业的
需求，从而为水域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保障。其次，加强对渔业
养殖业的管理，建立并完善水产养殖管理的相关制度，同时设立
专门的监管部门，让法律制度落到实处，用制度的约束力来约束
渔业养殖业的养殖行为，确保被污染的水域环境能够得到有效的
治理。最后，渔业养殖业需要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注重网箱内
的生态平衡，在网箱内也要注重生态的多样性，尽量减少投放饵
料，在网箱内形成自然的食物链，在保证鱼类能够生存的同时也
维护了水域环境内营养物质的平衡，避免水体出现富蛋白化的现
象，同时也为渔业养殖业节省了一定的成本，这对于促进渔业养
殖业的经济效益的提升和维护水域环境的生态环境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是真正的人与自然双赢的局面。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水产养殖方式的不科学导致了渔业水

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我国应针对水产养殖环境污染
现状优化水产养殖方式，合理规划、适度开发水产养殖的水域，
不要在浅水湖进行水产养殖，同时改善水产养殖方式，加强对渔
业水域的水质监测，及时对污染水域做出补救，进而在促进我国
渔业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的有效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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