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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技术
YANGZHIJISHU

水产养殖作为水生生物的商业性饲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
较大。当前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让污染问题限制了水产养殖业
本身的发展，水产养殖对水体质量的影响制约了当前水产养殖业
的发展，如果没有整体规划和管理，就会影响社会经济和环境发
展。当前环境保护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水产养殖规划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也需要更为精细。

一、水产养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概述
（一）水产养殖对水环境的影响
水产养殖项目一直在水环境中进行，在长期养殖过程中，水

产养殖的建设会对水环境造成影响。由于水产养殖是完全依赖于
水资源的，因此在进行水产养殖项目的时候，需要对水资源的数
量和质量进行判断，确定影响水产养殖质量的多种因素，因为影
响因素中地表水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的，累积性的，因此在进行因
素判定的时候需要对水生生态系统的构成进行分析，确定水产养殖
的所有权归属，从而减少冲突。

（二）水产养殖规划环境影响识别方法
在进行水产养殖规划环境过程中，需要对养殖规划中的环境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一是整体性原则，规划过程需要从整体考
虑，尽量对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环境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将整
个项目综合成一个整体，分析每一个项目之间的关系和可能产生
的影响，从整体上解决遇到的环境问题。其实建设项目中的环境
测评，需要集中区域内进行控制，因此整体性原则非常重要。第
二是动态性，环境系统就是一个动态系统，无论整体性，还是子
系统，都在动态变化。很多系统都在变化和发展状态。因此结合
环境变化做出动态分析具有现实意义。第三是早期规划，规划应
该越早越好，越早的规划可能为环境保护带来更多价值。另外还
要遵循可持续性原则，环境规划策略本身就是为了可持续发展而
存在，将可持续发展原则融入到环境评测中来，可以很大程度为
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更准确地环境影响评价。第四是科学性原
则，保持科学有效地评价，使用适合的评价模型来对地理系统和
景观等进行测评，先进的技术可以为环评提供更多帮助。这些技
术手段也是提高效率的关键。水产养殖季节需要制定有效地评价
指标，确定潜在环境影响因素，尽量减少环境影响因素对整个环
评的影响。

二、水产养殖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析
（一）评价指标分析
1.环境目标。环评最重要的是对环境进行规划评价，对于环

境的规划评价主要是对环境进行评测和研究。水产养殖规划环评
的重点是关注环境质量，结合环境承载力的状况来考察区域环境
的变化，环境目标则是指水产养殖大环境对于水产养殖的限制性
因素，限制目标包括环境质量目标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在记
性评价指标分析的时候需要对污染物和环境承受能力进行综合分
析，这儿是进行区域水产养殖规划环境的基础指标。对于环境规
划的评价，在环境部分主要集中在环境质量与环境承载力两个方
面。首先是环境质量评价，对当下水产养殖区域进行检测，分析
环境质量变化情况预测未来环境变化的方向，是环境质量评价的
关键所在。第二是环境承载力的评价，这一部分的评价是衡量规
划环境承载力和目前环境承载能力的区别，进一步分析产生变化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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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容量。环境容量指的是环境自身养殖活动的承载力，
环境本身对于水体、空气以及土壤等多要素能提供的养殖空间和
时间极限等都属于环境容量的范畴。不同的环境能够承受的养殖
活动的承载力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环境本身可以提供的
养殖空间和时间都存在差异，对于养殖场来说，在确定养殖场的
承载力过程中，需要确保整个环境的承载量，确定承载量的范围
才能对环境容量有更为清晰的了解，从而展开养殖。

3.水环境容量与水环境承载力。养殖场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作
为养殖活动的基础，当前水产养殖活动的直接承载者就是水，水
体包容度越高，养殖场的供水能力越高，水量越多，水环境承载
力越高，整个环境的水产养殖活动就会更为快捷。

（二）水产养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类型
1.集成式EIA。集成式环境影响评价是从规划环评开始的，

主要对集成的方案规划、发展规划来进行提前制定。为了对环评
进行尽早的规划，需要及早对目标与规模、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
三个方面进行环评。规划的时候对目标和规模进行观测和评价，
搜集足够的资料，确定区域规划中的培养目标和产业规模。根据
当下区域建设中的产业目标和产业规模进行对比，可以对变化情
况进行精确分析，对产业结构和布局进行分类研究，结合产业的
发展状况进行规划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规划的效率。

2.预测型EIA。预测型环境影响评价需要对水产研制规划做
好方案和可行性分析，评价整个规划方案的可行性的综合分析，
这种环境影响评价需要对结果和影响进行提前评估，确定养殖基
地的可行性，最终体现在目标制定的设计和规划上面。

3.监控型EIA。监控型的环境影响评价是在组织和实施阶段
对环评结果进行反馈的过程，在整个评价体系中，这一环节的功
能就是检测环境影响的变化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之后调整规划
方案。从而确定程序运行没有收到环境限制的目标影响。此过程
中环评的关键在于回顾评价，作为区域发展的代表，产业结构能
直观表现活动的发展潜力。因此对产业结构进行回顾评价也是规
划环评的程序之一。回顾评价主要是对原规划中的主导产业和目
前现状发展形成的主导产业进行对比，这样可以对主导产业的类
型和规模进行判断，进一步了解产生的环境变化情况。除此之外，
还要进行产业布局进行回顾性评价，当下产业布局是评价规划质量
的重要因素，对于产布局和当下产业发展方向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了
产业的产地规模和地理位置，在进行规划的时候对主导产业进行研
究，可以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和相应的环境变化。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产养殖的快速发展和建设已经成为当前水产

养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水产养殖系统影响评价直接影
响到了系统规划情况，在进行水产养殖环境影响评价的时候，需
要对环境目标、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与水环境承载力等进行分
析，采用集成式EIA、预测型EIA、监控型EIA来进行环境影响评
定，从而提升环境规划影响评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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