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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是一项满足生态社会建设需求

的关键技术措施，不仅对水环境较为友好，而且能够

显著降低病害发生率，对未来农业发展有积极向上的作

用价值。大水面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养殖业，在推广与

应用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节约与利用生态资源，进而实

现节本增效的目的。然而，根据当前技术的应用情况来

看，人们过于注重生态平衡要求，却忽视了结构与场景

的合理化设置。基于此，应不断强化大水面的管理力

度，合理施肥、规范用料，提高水产资源综合利用率，

更好地保护水体环境，控制鱼类疾病的发生，全面凸显

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的积极性作用。

一、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概述

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是以生态环保为前提，始终贯

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满足食品安全要求，

是一种全新型养殖模式。而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与传统

养殖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同样要扩大养殖规模、

增加养殖数量，但要在此基础上融入生态健康理念，采

取科学合理的养殖模式以及积极健康的养殖技术，改善

以往的养殖环境，在降低养殖成本的基础上提高养殖质

量，促进养殖业与生态环境和谐健康发展。

二、当前水库养殖存在的问题

（一）养殖规模难以实现持续化增长

水库具备水量大、水位深、面积大、用途广泛等特

点，而且大部分水库并不以养殖为主要目的，多承担

灌溉、防洪、发电等作用，甚至是部分地区饮用水的主

要来源，这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水库养殖本身的发

展。另外，水库多位于山区，受到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

的影响，无法提供优质的生长环境，进而影响鱼的产量

及效益。综合以上影响因素，水库养殖会受到诸多限制

性因素的影响，致使养殖范围难以实现可持续化增长。

（二）养殖技术水平不高

部分地区水库养殖技术水平不高，缺乏健全完善的

养殖技术体系，致使养殖效果差强人意，不利于水库养

殖业的发展。实际投料环节，受到水库面积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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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精准找到投料位置，往往会残留大量饵料，加上粪

便的大量堆积，使水库水体环境发生酸败现象，pH值长

时间低于正常范围，甚至会引发鱼体肝脏病变，加剧鱼

类的死亡速度。

（三）环保程度较低

当前，部分地区水库养殖仍秉承传统养殖理念，为

实现养殖规模与养殖数量的最大化，不科学合理投放

饲料，而且养殖方式以人工为主，不利于养殖效率的提

升，甚至还会加大水产品病害发生率，严重时直接污染

与破坏生态环境。此外，养殖人员缺乏良好的生态养殖

理念，未采取环保养殖方法，残饵处理不够及时，加重

了生态环保问题的发生。

三、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的应用

（一）合理放养

合理放养对养殖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是践行养殖

计划的关键。首先，要想全面凸显水体养殖效益，就

要始终坚持“当年放、当年捞”的全进全出养殖模式，

如想采取套养模式，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并

做好多次捕捞的准备。其次，合理控制主养鱼的比例，

主养鱼是白鲢也好、花鲢也罢，均要按照 80 ∶ 20 的比

例。无论是养殖何种鱼类，均要不断地探索，健全完善

养殖模式。最后，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养殖，鱼产量的确

定要以水库或湖泊条件为依据，其中主要包括水的深

度、面积、光照量等。起捕规矩要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

为主，结合鱼产量及起捕时间做到放养密度与规格的科

学规划。

（二）科学施肥

施肥是影响水产健康养殖的关键举措之一，传统肥

料以有机肥为主，尿素、磷肥为辅，整个施肥环节肥

料用量较大，综合利用率相对较低，漫无目的地施肥，

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久而久之，水环境遭受严重污

染，蓝藻严重泛滥，不利于鱼的生长与繁殖，甚至会为

鱼病的爆发提供机会。随着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的

提出，生物渔肥得到广泛应用，而且深受市场养殖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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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生物渔肥作为一种新型、有机、高效混合肥，不

仅能在很大程度上优化水体环境，而且有利于饵料生物

的繁殖与生长，进而实现培肥水体、促鱼虾生长的目

的。另外，生物渔肥集有机长效肥、无机速效肥和生物

肥等诸多优势为一体，倘若主养鱼为花鲢，就要在 2—

5月施入基肥，肥料以有机肥为主，均匀施撒于库尾浅

处，切忌施撒于闸口或溢洪处。倘若主养鱼为白鲢，基

肥施入少量有机肥，待水温稳定在 18℃左右时增施无机

肥，之后根据情况施加生物肥。一般情况下，7—9月是

细菌生长与繁殖的关键期，此时也是鱼类生长的重要时

期，并且藻类有较强的代谢能力。因此，要做好此阶段

的施肥管理工作。

（三）水质优化

做好水质调节与管理工作是大水面养殖的关键，要

想提高水体活力与水质肥力，进一步优化水体环境，

就要做到测水与看水施肥，坚决杜绝盲目施肥，提高施

肥工作的针对性。其中，测水施肥需做好水中生物量和

营养元素的分析检测工作，通过精准施肥满足水体对营

养元素的需求。而看水施肥主要看的是水体颜色与透明

度，以此为依据判断水源状态。

（四）疾病防治

大水面高效健康养鱼同样会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和

制约，进而为疾病的发生提供机会。然而，在防治鱼病

的过程中，施药是不经济且不科学的手段，稍有不慎很

可能造成水环境污染现象。因此，要想更好的控制鱼病

的发生，最好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1.鱼种消毒。鱼种的选择要以体格健壮为主，完成

消毒作业后合理放养。消毒药物建议选择高锰酸钾、

漂白粉等，通常每吨消毒水投放高锰酸钾 20g、漂白粉

10g，经消毒后，能够很好地抑制鱼体上寄生虫和细菌

的繁殖，同时，降低疾病发生率。

2.饵料消毒。通常情况下，要选择新鲜度与洁净度

较高的饵料投喂，投喂前全面消毒。饵料主要包括以下

几种类型：动物性饲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螺类，用清

水反复冲洗干净后，选择鲜活的进行投喂。植物性饵

料，其中主要包括旱草和水草等，放入漂白粉溶液中浸

泡 25min左右，选取质量优的投喂。有机肥料，按照每

吨 200g的剂量添加漂白粉，混合均匀后予以投喂。

3.药物挂袋。每隔 1d在食台周围更换 5个药袋，每

袋内装有漂白粉 100g，连续挂袋 3d为宜。另外，药袋

内也可搭配使用硫酸亚铁和硫酸铜，每袋用量分别控制

在 40g、100g左右，每一天更换一次药物，连续挂袋三

天即可。

4.投喂药饵。由于吃食性鱼发生肠炎疾病概率要高

于其他鱼类，因此可通过投喂药饵治疗肠炎疾病。注意

药物的选择要有针对性，黏合剂选择麦粉，与精料按照

1∶ 3的剂量投喂。

5.中草药预防。中草药是一种用途广、成本低、副

作用少、取材方便的优质预防药物，在鱼病防治过程中

应大力提倡使用。一旦发生肠炎和烂鳃病，就可选用马

尾松针进行治疗；白头病与白嘴病可选择大黄根茎防

治；草鱼发生烂鳃病和肠炎病后，可选择地锦进行防

治；对于鱼类寄生虫病，可采用木楝根、茎、叶进行防

治。实际防治环节，要按照中药用药要求判断水煎泼洒

还是研磨拌料。

6.控制施肥。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必须严格控制施

肥量，以此保障水体生态环境的平衡性，严格控制有机

肥和有无机肥的用量，一旦粪便施加过量，很可能加大

鱼类寄生虫病的发生率，而化肥用量过多，则可能为衍

生物的繁殖提供机会，加剧水体环境的恶化，无法给鱼

类提供优良的生长空间。

四、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的几个误区及对策

（一）放养密度的误区和对策

1.误区。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过程中，绝大多数情

况下要保持放养密度与产量呈正相关状态，正是因为如

此，广大养殖户肆无忌惮地增大投放密度，想以此来获

得更高的产量与效益，当放养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不仅没有达到所期望的产值，还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现

象。追根究底，总结为以下几点原因：每个大水面均有

与其相对应的产量，其中肥料资源优越，同时，还会在

雨水等外来环境的影响下生成外来肥源，水体环境中的

固氮菌对氮源有良好的吸收作用，为细菌和浮游生物的

繁殖奠定基础，最终成为杂食性与滤食性鱼类的重要食

物来源。根据水环境深度、外来营养源数量、水生动植

物的丰富程度，每亩水面鱼的自然产量在 10kg左右，

对于营养含量较高的水环境，鱼产量在 15kg以上。由

此可见，即使不向水环境内投放肥料与饵料，鱼类净产

量也能达到一个自然水平状态，但广大养殖户却忽视了

这一自然产量的计算。除饲养密度会影响鱼产量外，投

放的肥料与饲料也与产量有密切的联系。倘若投放肥料

与饲料量相同，饲养密度并不会对鱼的产量造成较大影

响，这是因为受到饲料转化率的影响，饲料与肥料投入

比越大，产出的鱼越多。然而饲养密度越大，产出的鱼

越少，同时，养殖效益也就越低，这是受到投入成本的

影响，密度的增加势必会增大成本，最终鱼产量没有增

加，规格小、售价低，直接降低了养殖效益。当鱼的产

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及时投入更多的成本，不断增加饲

养密度，也不一定能获得更高的产量。大水面高效健康

养殖，大部分养殖户会选择鲢鳙鱼，一方面水体环境内

现有动植物可以满足鲢鳙鱼的生长需求，同时，水中营

养元素充足，鱼每日产量会趋向于定值，通过施加肥料

为鱼类提供营养源，一旦所需食物超出水体的供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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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投放饵料来满足食用需求。

2.对策。养殖户应对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的自然产

量有一定的了解，并制定科学合理的饲养密度，以此凸

显效益的最大化。以鲢鳙鱼为例，一般要通过投饵施肥

来实现产量的转化，在投入一定量饵料与肥料的前提

下，同样会取得一定的产量，因此，要结合市场需求情

况，生产出价格优、销量高的鲢鳙鱼，确保养殖效益的

最大化。计算公式为：密度（Y）＝预期产量（X）×

回捕率（A）/期望出产规格（W）

（二）放养重量的误区和对策

1.误区。放养重量与鱼的产量也呈正相关状态。通

过增加放养重量来扩大鱼的群体，同时，水体中实物消

耗量逐渐增多，鱼的净重量也就随之增大，而鱼的产量

也会自然而然地提高。从理论方面来讲，更好的印证

了放养重量与产量的正相关关系，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恰

恰相反。然而，影响放养重量与产量关系的原因主要包

括：当投入一定量的肥料和饲料时，则无法证明鱼重量

与产量呈正相关状态，这是因为鱼本身具有饲料和肥料

转化能力，而通过投放一定量的饲料与肥料即可满足鲢

鳙鱼的需求，一旦超出正常饲喂值，很可能会对鲢鳙鱼

生长起到抑制性作用。鱼的规格和年龄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其生长速度，确定好投放重量后，鱼的尾数与投放规

格呈反比关系，规格越大，尾数越少，同时，增重率就

自然降低，饲养密度也会随之变小，相反，规格越小，

尾数越多，增重率自然升高，饲养密度也会随之变大。

此外，鱼的增重率也会受到年龄的影响，年龄大不利于

增重，年龄越小增重率越好。倘若鱼的年龄相同，不同

规格均有其生长的极限；倘若鱼的年龄不同，即使同一

规格也会表现出生长差异化。以上说明，数量不足以作

为鱼的投放标准，此举存在一定的不科学性，而鱼的放

养重量也不是影响产量的直接因素，很可能是受到水

环境中饵料的限制。采取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方式，

水体透明度往往在 40cm以上。一般透明度和浮游生物

计算公式为：浮游植物（Y）＝ 168.465 ～ 3.516 透明

度（X），以此为依据，当水体环境透明度为 40cm时，

每升浮游生物量为 27.825mL，由此大水面每日可供鱼

类食用的食物是有限的，一旦水体载鱼量达到一定程

度时，很可能无法满足鱼的食物需求，进而影响鱼的

产量。

2.对策。不同生物均有与之相符的生长规律，鱼类

也不例外，广大养殖户要充分尊重鱼类生长规律，合理

安排投放事宜。投放鱼种的过程中，既要全面掌握鱼的

年龄、规格，又要对鱼的生长规律有一定的了解，结合

自身经济条件，确定最佳管理模式与实际投放量，确保

水环境内营养物质能够满足鱼的生长需求，以此实现优

化养殖、增产增效的目标。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是新时期渔业的必

然发展趋势，始终秉承绿色生态养殖理念，在降低养殖

成本、扩大养殖规模、优化养殖环境的同时，促进养殖

与生态的有机平衡发展。然而，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

无法全面凸显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效益，水体环境污染

严重，鱼类生长速度缓慢，疾病发生率持续增高，产量

与效益均有明显下滑趋势。基于此，要尤为重视水体环

境保护工作的开展，规范大水面施肥、用药手段，结合

当前养殖问题，从合理放养、科学施肥、水质管理、疾

病防治等方面优化大水面高效健康养殖技术，切实提高

水产养殖管理水平，提高区域规划的针对性与科学性，

为渔业提供优质健康的水源环境，减少鱼类病害的发

生，最大限度上实现节本增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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