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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鸭共作具有“双赢”的优势，该模式倡导水下养

鱼，水面养鸭，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养殖模式，鸭可消灭

水中的蝌蚪、水生昆虫等不利于鱼类成长的生物，同时

也可充分借助鸭粪及残饵等废物，净化水质，改善环

境。鱼鸭共作技术可实现增产增收，同时也可提高经济

效益。鱼鸭共作能够为鱼类提供更多的氧分。鸭子嬉戏

和浮游的过程中可向水中直接压入空气，此外也可使下

层饱和氧和溶氧水直接置入下层，从而可有效优化水下

的溶氧概况。同时，该模式也能够优化生态系统内部的

营养环境。受施肥、投饵及鱼类排泄的影响，易于产生

较多的沉积物，其主要为有机物，鸭子搅动的过程中可

加快分解速度，为细菌凝聚物扩散提供条件，鱼类也可

获取更为丰富的饵料。此外，鸭粪也是鱼类的优质饵

料。鸭粪中的有机物较多，粗蛋白含量在 30%以上，部

分无法被鱼类直接食用的饵料也可被细菌分解，为鱼类

提供营养。与此同时，该模式也可防治寄生虫病。鸭可

捕食水中的病死鱼，有效抑制病源蔓延，同时，其也可

清理水中的藻类和青苔等。鸭子游泳时可有效降低鸭寄

生虫传染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其在绿色经济发展中也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一、鱼类养殖技术

（一）环境要求

对于新开发的鱼塘，可先将直接平底，将进水口、

排水口等检验完毕，然后进行消杀。如果是长期使用过

的鱼塘，首先将鱼塘中的生物捕捞干净，然后把池塘中

的水放干，在阳光下暴晒杀菌后把池底淤泥挖净，仔细

检查鱼塘周边的设施，对于出现损坏的部位及时修补完

整，并将池塘底部平整完好。清理鱼塘一般情况下在冬

季进行，特别是鱼苗换季的时候，在不影响养殖效益的

情况下，还能长期暴晒提高杀菌效果。清理完整后可向

鱼塘中注入池水，并提前投放水生植物，不仅能净化水

质，还能提高水中氧气的含量，为鱼类提供更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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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环境。投放水生植物的数量不宜过多，投放前对植

物进行消毒，避免带来外部病菌，污染水质。投放鱼苗

前要对水质进行检测，特别是水的酸碱度值，不符合养

殖要求会增加鱼类的发病风险，也会对植株的生长造成

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的保证水质符合养殖要求，要及

时清理水中的动物粪便、死亡的植物植株以及食物残渣

等，并且要定期对池塘换水，每次换水量在池塘水量的

1/3 ～ 1/2 之间，在保证鱼类生长环境稳定的同时，提高

水质质量。

（二）饲养方法

黄豆饲养法是现在最常用的鱼类饲养方法，将黄豆

加工成豆浆、豆饼等形式，投喂给池塘中的鱼类，便于

鱼类食用。投食的时间和数量也有严格的规定，养殖户

应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投放 10d内的鱼苗，每天投喂两

次豆浆，两次时间间隔 5小时左右，投放量为每亩池塘

10kg豆浆。换水或者加注新水时，要注意严防野生杂鱼

进入池塘。随着鱼苗的生长时间增加，投放饲料的量也

要相应增加，同时要关注天气变化及鱼类生长状况的变

化，及时更改饲料投放量，不过一次过多投放饲料，容

易造成水质污染。在投喂期间要定期清理池塘的垃圾及

食物残渣，减缓水质恶化的速度，保证鱼类生长的环境。

二、鸭类养殖技术

（一）繁殖饲养

从出生不满 25d鸭子均被称为雏鸭，雏鸭还未发育完

全，除了不能正常调节体温，需要外界干预才能保证体

温正常外，雏鸭的消化系统也没有成年鸭子功能健全，

喂养雏鸭时需要挑选容易消化的饲料，以便雏鸭能吸取

足够的养分。雏鸭的生长发育速度较快，尤其是骨骼生

长发育最为明显，此时要喂养营养全面的饲料，保证短

时间内的骨骼发育所需。雏鸭的应激能力差，因此育雏

期间要保证外界没有干扰因素，以免降低雏鸭的生长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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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管理

对于以放养为主的饲养方式，应选择在立秋前开始

培育雏鸭，这样能保证三周后的雏鸭能具有在放养状态

下生存的能力，否则天气温度低，雏鸭生长发育不全，

无法较好的调节体温，适应外界的环境。以产蛋为主的

放养方式，要根据放养区域的种植物情况，选择合适的

放养时间，这样能保证雏鸭生长一月后及时开产。放养

密度要根据鸭子的生长状况决定，特别是鸭子的大小，

鸭子的强弱等情况，一般情况下每亩地放养数量不宜超

过 30只。

放养时最需要关注的是及时补充饲料，每天早晚各

补充一次饲料，保证雏鸭的生长需求。雏鸭时期早上补

充饲料时可适当减少饲料量，晚上补充饲料的量可适量

增加，便于雏鸭积累养分，提高生长速度。为促进雏鸭

生长，可适当增加杂草、野菜、昆虫等补充次数，减少

补充饲料的次数，促进雏鸭饮食多样化。在放养期，晚

上鸭子返回棚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饲料，数量以足够吃

饱状态为宜。

二、疾病防治

（一）鱼类病害防治

鱼类养殖过程中要及时关注鱼只生长状况，及时记

录鱼只的活动变化，遇到出现异常的鱼只及时隔离，便

于分开确诊，防止出现病害传染，要让专业人员诊断，

以防出现误诊现象，造成其他鱼只交叉感染，增加治疗

费用。在投喂时，要根据鱼塘环境变化和饲料成分的变

化而变化，避免因此诱发疾病。建立鱼塘时要做好消杀

工作，特别是投放鱼苗前，要将池塘的淤泥彻底消杀，

防止病菌寄生，造成鱼苗感染病害。注水时要对水质进

行检测，特别是要在正规检测机构检测，保证水源无污

染，隔绝病菌传播途径。每年春秋季要及时消毒，并对

鱼塘喷施杀虫药，喷施频率为三周一次，防治害虫出现

耐药性，可交换使用杀虫剂。

（二）鸭类病害预防

鸭子主要的病害是鸭流感，常见病发时间是春季和

秋季，天气比较干燥的时节，主要的病发对象是生长至

2～ 6周的幼鸭。预防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措施：一是采

购鸭苗时要提前了解当地的病害情况，尽量避免在鸭流

感出现的地区采购鸭苗。引进鸭苗后要做好养殖场所的

清消工作，在天冷的时间要提供御寒保暖的工具，避免

鸭苗体弱抵抗力差，感染病害，饲养时要定时关注鸭苗

的生长状况，加强管理工作力度；二是在没有病害的情

况下要做好动物养殖场所的消杀工作，按照卫生防疫机

构的要求，对出现异常的鸭子及时隔离、烧毁，并对异

常场所进行消毒，消毒剂用浓度为 5%甲酚、浓度为 4%

氢氧化钠与浓度为 0.2%过氧乙酸按照一定比例配置的混

合液体。出现病害的鸭群要使用指定的疫苗接种，提高

其他鸭子的抗病害能力，减少病害损失；三是采用化学

试剂预防鸭流感，发病初期的鸭子可用高免血清和蛋黄

疗法进行治疗，减轻病害恶化，降低其他鸭子病害感染

率。处于传染期的鸭群，应注射抗病菌药物，提高整体

免疫能力，常使用青霉素、庆大霉素、恩诺沙星、利巴

韦林可溶性粉等药物，连续使用 3d便有明显的效果。为

避免出现病菌耐药性，可添加双黄连口服液、盐酸金刚

烷胺、病毒唑、病毒灵等药物交替使用，每天两次，连

续使用 3d，便可有效抑制病菌传染。

三、海鸥岛鱼鸭共作筑升绿色经济

农业发展离不开种植业、养殖业的改进，在全国惠

农政策发布下，不少地区为了发展农业，推行出了产业

融合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海鸥岛的地理优势，当地水

资源丰富，适合养殖水产和家禽，让当地农民摆脱传统

的种植业束缚，发展鱼类养殖与鸭子养殖规模。鱼鸭养

殖可充分提高养殖效率，节省养殖成本，在利用当地资

源的前提下，也能丰富农业产业链，为农民开拓更多的

产业。在与当地环境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当地的鱼鸭共

养模式为养殖户节省了饲料成本，解决了环境污染问

题，提高了当地鱼与鸭子的肉质质量，增加农民的经济

收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模式，也为当地其他农业发展

奠定了基础，形成独特的绿色经济。

（一）完善产业模式

海鸥岛四周环海，水资源丰富，十分适合发展养殖

业。当地气候温暖，动物冬眠时间少，也就意味着养殖

户可以养殖的时间更长，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发展鱼

鸭共养模式，能提高单位面积的容积率，提高养殖效

率，让鱼类与鸭类同步生长，缩短换茬周期。养殖户为

了节省养殖成本，可以在池塘底部种植鱼类与鸭子共食

的植物，减少喂养的饲料数量。岛上也可以种植果树或

者间植草类，用池塘淤泥和鸭子的排泄物施肥，其中富

含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与部分有机肥补充使用，节省大

笔种植肥料的费用，也能实现生态种植。鸭子还能解决

果树部分虫害问题，间植的草类可以提供给鸭子部分草

籽充当食物，也能为鱼类提供植物饲料。这种以养殖业

辅助种植业、以种植业辅助养殖业的相辅相成模式，形

成了当地具有特点的鱼鸭共养绿色经济，也大大提高了

农业发展速度。

（二）拓宽销售渠道

海鸥岛的鱼鸭共养模式为我国的肉类市场提供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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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优质的鱼与鸭，并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当地改善农业

生产模式单一的弊端，为当地农民提供了符合当地发展

的农业生产模式。提高养殖产量的同时也要拓宽销售渠

道，降低产品出现滞销的风险。当地政府应在现有的技

术基础上，发展线上销售模式，补充线下销售模式的劣

势，形成完美的销售模式。招商引资可为当地食品加工

业发展带来活力，也能吸纳部分养殖产品，提高养殖产

品的销量。线上销售渠道可与各大销售平台合作，为当

地优质鱼类、鸭类产品做宣传，提高产品的影响力，增

加潜在客户的消费量。

（三）降低就业压力

海鸥岛区域实行鱼鸭共养的养殖模式，不仅实现了

养殖业间的有效融合，还提高了养殖户的养殖效率，增

加了经济收益。这种养殖模式优化了当地的农业产业模

式，降低了养殖成本，并带动了养殖业相关产业的发

展，为当地新增了不少的工作岗位，也为待业人员提供

了创业机会。当地待业人员应根据自身的条件与工作经

历，应聘符合条件的工作岗位，便于提高岗位利用率。

通过应聘这些工作岗位，不仅能解决当地的就业压力，

还能为当地的农民解决农闲工作，提高农民的经济收

入，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四、结束语

海鸥岛的自然资源丰富，水源充足，温度适宜，适

合常年养殖，并能提高养殖经济收益。当地政府推行惠

农政策，提高农民养殖鱼类与鸭类的积极性，并为养殖

人员提供了技术指导，便于提高养殖质量。扩大养殖规

模的同时也要注意疾病预防，降低疾病带来的损害。海

鸥岛当地实行鱼鸭共养的养殖模式，优化了当地农业产

业结构，并通过鱼类与鸭类养殖，提高养殖效率，节省

养殖饲料成本，增加养殖收益。通过实现养殖业的产业

融合，发展了一些与鱼鸭共养相关的产业，为当地待业

人员提供了工作岗位，减轻了就业压力，提高了当地人

员的经济收入，也让当地形成了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绿色

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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