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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稻田养鱼事业不断发展，不管是从立

体生态农业的发展格局角度出发，还是从稻田养鱼的

经营角度出发，稻田养鱼这一全新的种植模式都已展现

出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而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更需

对区域内的稻田养鱼经营现状进行深入了解和针对性分

析，寻找更适合稻田养鱼产业发展的地区，将目光聚焦

于稻田养鱼的产品挖掘、产品开发以及产品销售，并加

大稻田养鱼发展策略的探索，推动稻田养鱼与休闲农业

的高效融合。而就目前形势来看，包括湖南省怀化市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等在内的湘西山区各县市更加大了稻

田生态养鱼技术的推广力度，区域内稻田养鱼面积不断

增大，区域品牌逐渐形成。

一、湘西山区稻田养鱼技术重点

（一）稻田及水稻品种的选择

为推动该区域内稻田养鱼模式的泛化和成熟化发

展，在进行稻田和水稻品种选择时，相关农户需关注以

下注意事项：首先，必须保证所选择的稻田具有充足的

水源，且其水质并不存在污染现象，土质具有较强的保

水力，一般情况下，成片连块的稻田更适合鱼类生存。

而在选择养鱼稻田所种植的水稻品种时，必须确保水稻

品种具有较强的抗病害、抗倒伏能力，其耐肥力也必须

满足要求。

（二）落实养鱼稻田田间工程

首先，农户必须保证田埂高度的标准性，一般情况

下，田埂高度需保持在 30 ～ 50cm范围内，若养殖稻田

极易面临洪涝灾害等风险，则必须进一步加大田埂的规

格，保证田埂的坚固性，避免田埂漏水、坍塌，以至于

出现逃鱼现象。其次，在进行进出口水设置时，需采用

对角设置的方式，进出水口的大小需与田块面积大小保

持一致，宽度通常不得超出 80cm。此外，需加强拦鱼

栅的设置。一般情况下，拦鱼栅要设置在溢洪口或者进

出水口区域，其网眼大小则由放养鱼种的品种和规格来

决定，形状则多为“（”形或“＜”形，其宽度必须超

出进出水口 15cm以上，高度则需保持在水面 80c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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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最后，需做好鱼钩（沟）和鱼溜的挖掘。在挖掘

鱼钩（沟）时，农户必须充分了解田块的面积和形状，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鱼钩（沟）的挖掘形状。一般来说，

鱼钩（沟）的形状大多为十字形，日字形或口字形。除

此之外，需在鱼钩（沟）交叉处挖掘鱼溜，鱼溜的深

度通常需大于 30cm，小于 50cm，长度和宽度需保持在

2～ 4m范围内。

（三）做好苗种放养

在进行苗种放养时，农户必须对放养的时间进行合

理把控，针对养鱼稻田，其苗种放养必须遵循“早整

地”“早插秧”，“早放苗种”的原则。在插秧完成 20d

之后，便可进行苗种的放养，此时秧苗的根系已相对固

定，随便放养鱼苗苗种，苗的正常生长也不会被其影

响。与此同时，稻苗秧苗根系的固定能让稻田水位进一

步提升，这也能充分保障养鱼稻田中水的温度，为鱼苗

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生长环境。而针对放养品种的选择，

湘西山区稻田养鱼所放养的鱼类品种多以鲫鱼和鲤鱼为

主，在放养苗种时，也需提前做好消毒工作。此外，农

户还必须密切关注苗种放养的密度情况和规格表现。

（四）合理控制水深

在水稻生长的不同时间段内，农户必须对养鱼稻田

的水深进行合理控制和及时调节。在水稻生长初期，水

深度通常需保持在 6～ 8cm范围内。此时潜水的环境不

仅能让秧苗的根系尽快固定，同时也有助于秧苗返青。

进入水稻生长中期之后，若想满足水稻的孕穗期需求，

则需为其生长提供充足的水分，此时养鱼稻田的水位去

上升至 10 ～ 15cm。而针对水稻生长晚期，其水深度需

保持在 12cm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期鱼苗苗种

的体格不断增大，其对生长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水位

深度也需随之增加。

（五）科学施肥

对于湘西山区而言，想充分展现稻田养鱼生态模式

的价值，获取更优良的养鱼产品，实现水稻增产增质，

则农户必须高度关注长效基肥的施加，其中，磷酸二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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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尿素的应用频率相对较高。此类肥料的施加不仅有助

于水稻稻苗的生长，同时也不会影响到鱼类的健康成

长。在进行水稻追肥过程中，也必须坚持多次少量的原

则。在正式施肥阶段，必须对水深进行严格控制，有机

肥和粪肥也是广大农户的首选和优选，配肥料的施加也

能保证水稻和鱼类共生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与此同

时，广大农户还需注意的是若选择应用稻田养鱼模式，

则不可施加氨水或碳酸氢铵，此类肥料的腐蚀性往往威

胁到鱼类的正常生长。

二、稻田养鱼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养殖技术有待规范，工程化水平较低

在发展稻田养鱼过程中，因管理不当和技术水平过

低而导致的经济效益不高等现象相对常见。湘西山区政

府相关部门缺乏对农户的培训讲解，以至于大部分农户

无法正确掌握稻田养鱼的技巧以及管理要点，即便相关

机构在村社进行了相关技术讲授，但大部分农户并没有

形成较强的种植管理意识，其并不会按照稻田养鱼的技

术标准去规范自身的操作。除此之外，传统的粗放养殖

习惯依然深入广大农户的内心。部分农户在未做好前期

技术准备的基础上，便已开始进行稻田养鱼，但其并不

清楚不同的稻田环境适合养殖什么品种的鱼类，也并不

了解养殖的技巧和要点，某些农户甚至还存在着开挖鱼

沟会干扰水稻正常种植的错误观念。这样一来，其开挖

的鱼沟自然缺乏合理性，部分农户还会将鱼的养殖和水

稻的种植隔绝开来，仅采用单纯的池塘式养殖方式进行

鱼类的养殖，稻鱼的共生价值也难以展现。最后，某些

农户并未将稻田养鱼的增产增收和高产稳产农田建设进

行有效结合，在此基础上，鱼类养殖效果自然不佳，稻

鱼工程基础设施的配备也并不完善。

（二）鱼种质量有待提升，养殖品种过于单一

从鱼种质量角度来看，我国各区域稻田养鱼产业的

鱼种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以湘西山区为例，在当地气候

条件，自然环境以及鱼种场自身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

农户所获取的鱼种大多规格偏小，种类也相对单一，多

以鲫鱼和鲤鱼为主，且其质量也并不稳定，此类鱼种的

越冬存活率通常难以保障，以至于鱼种质量难以提升。

除此之外，在池塘养殖和库区养殖高速发展的环境下，

育种的生产和供应数量无法跟上需求，品种结构过于单

一，这也是当前湘西山区以及我国稻田养鱼发展过程中

不得不重视的关键性问题。最后，湘西山区经济发展水

平有待提升，区域内交通也并不便利，所以该区域内优

良品种的覆盖率更低，再加上区域的稻田养鱼事业起步

较晚，规模也相对较小。

（三）资金投入有待增加

在推进稻田养鱼产业发展过程中，扶持资金的投入

至关重要，只有加大扶持资金的投入，产业发展才能

获取充足的资金保障，稻田养鱼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和

完善才能随之达成。但就目前形势来看，包括湘西山区

在内的部分地区政府并未对稻田养鱼产业的发展引起充

分重视，产业的扶持力度也明显不足。受交通因素的影

响和限制，该区域内也大多存在着稻田养鱼基础设施不

完善的问题。除此之外，资金投入的不足，还导致某些

稻田养鱼技术项目无法正常启动，区域的稻田养鱼技术

水平以及设施设备的配备也始终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

态。技术水平过低，不仅导致农户稻田养鱼的成本投入

难以降低，同时也无法保障农户发展稻田养鱼的生产经

济效益。在此基础上，农户投身于稻田养鱼事业的热情

大打折扣，这一农业生产方式也逐渐被其放弃。

（四）农民商品意识有待增强，销售渠道畅通性

不足

现阶段，我国部分地区虽已对稻田养鱼事业的发展

形成了正确认知，但湘西地区仍存在稻田养鱼产业化

水平不高的问题。对于这些交通并不便利的山区和半山

区来说，农民并未形成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因此，部

分农户在发展稻田养鱼时，往往仅将鱼视为自己食用的

食物，并没有意识到稻田养鱼这一产业背后所带来的巨

大经济效益以及其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少部分农户虽

已意识到稻田养鱼这一生态农业生产模式的优势性，在

进行鱼类产品销售时，其主要的销售途径便是零售，这

些农户往往会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成鱼，其销售渠道不

仅不够通畅，且并不丰富。而正是因为销售渠道过于狭

窄，以至于区域稻田养鱼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品牌效益都难以达到预期。

三、发展稻田养鱼的优化对策

（一）提高稻田养鱼管理水平，加大先进科学技术

的引进应用

在发展稻田养鱼产业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优化技

术服务，落实渔政管理。作为稻田养鱼产业发展的引

导者，各级渔业技术部门必须扩大稻田养鱼的宣传和推

广，落实山区和半山区地域的稻田养鱼宣传工作。相关

技术人员更应积极投入实践，深入田间地头，借助座谈

和讲座等方式，开展稻田养鱼的推广宣传，并在此基础

上指导农户完成鱼沟的合理开挖，在选择养殖方式时，

也必须综合分析区域田块的不同形状以及大小规模，

考量区域的地势条件，选择更合适的养殖方式。除此之

外，还需有效改善稻田养鱼的生产条件，优化稻田养鱼

的生态环境，让稻鱼共生的优势得到充分展现。而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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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政管理部门更需以身作则全面落实稻田养鱼的渔政管

理工作，对养鱼过程中发生的偷盗、电鱼行为进行严厉

打击，通过制定完善可行的村规民约等方式，让农户的

渔业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相关部门还需积极推进永久

性教育工程设施的建设。在统一各方力量的基础上，让

稻田养鱼产业项目资金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强。

（二）丰富稻田养鱼品种，提高鱼种质量

针对当前湘西山区养鱼品种过于单一，鱼种质量过

低的现象，相关部门就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推动

特色养殖产业和事业的发展。在进行稻田养鱼时，由于

此类山区和半山区区域内的鱼苗供应往往与其他区域相

脱节，以至于常规的养鱼品种往往无法在该区内得到推

广普及，因此，相关单位可将目光聚焦于该区域特色稻

田养殖土著品种的选择上。通过就地取材，充分保障该

区域农户发展稻田养鱼的经济效益。其次，需进一步提

高鱼种质量，让鱼种的越冬成活率随之提升。在稻田面

积较为广阔且邻近水源的地区，可进行越冬池的修建，

随着越冬池的建成投产和应用，农户不仅能够实现自愈

疫苗，同时苗种的成活率也将不断提升，依托于相关科

学技术的指导，鱼病现象才能得到合理防治。最后，区

域农户需突破原有稻田养鱼模式的制约和禁锢，实现稻

田养殖放养品种的多元化发展，除了养殖常规的品种之

外，当地农户还可进一步提高稻田生态系统的利用率，

积极尝试稻田养蟹、稻田养螺、稻田养虾等全新品种。

而随着多品种的搭配混养，稻田养殖生态系统的功能

和价值将得到充分发挥，养殖生态系统也将构建新的

格局。

（三）加大稻田养鱼的扶持力度，扩大产业规模

为提高稻田养鱼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区域政府部

门必须进一步加大稻田养鱼的扶持力度，对产业进行

重点扶持，并落实稻田养鱼试验示范工作。而在扶持稻

田养鱼产业过程中，也必须对产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和

优化布局，明确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方针，对群众基础较

佳且技术水平较高的稻田养鱼试验地区进行针对性的筛

选，并落实区域农户的全方位培训以及科学指导，让农

户充分掌握稻田养鱼的技巧，激发其开展稻田养鱼的

积极性和热情，推动稻田养鱼的均衡长效发展。除此之

外，由于湘西区域稻田养鱼产业的发展仍以传统散户生

产经营形式存在，因此，相关部门也必须扩大区域产业

发展的规模，改变产业的经营模式。农业产业化是现代

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诉求，针对稻田养鱼的发

展，区域内农户可将分散承包的稻田集中起来，实行规

模化的养殖。政府部门还需出台相应的政策，对稻田养

鱼产业化的发展进行合理引导，进而铸造更稳固的产业

链，让区域养鱼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随之提升。

（四）转变农户观念，实现品牌的打造

首先，需对区域农户进行合理引导，让其突破自然

经济对其观念所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在增强其商品经济

意识的同时，推动稻田养鱼产业的商品化发展，进而增

加稻田养鱼所获取的经济效益，实现农户增产增收。其

次，需加强产业品牌的打造。各区域可在综合分析自身

优势的基础上，推动特色稻田养鱼事业的高效发展，培

育更多具有区域特色的稻田养鱼产品，让区域稻田养鱼

产品打开国内外市场，提高产品知名度，从而形成更为

优质的稻田养鱼品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发展稻田养鱼产业过程中，若想依托

于稻田养鱼事业实现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相关单位就

必须重点关注稻田养鱼经营模式的创新。现阶段，我国

各区域稻田养鱼产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地区的产

业发展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当前稻田养鱼发展过

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困境，相关政府部门必须不断加大稻

田养鱼的扶持力度，为区域稻田养鱼产业规模的扩大打

下良好基础，而渔业技术管理部门也必须高度重视渔政

管理水平的提升，并加大相关先进技术设备的应用。除

此之外，区域农户也需积极转变自身观念，丰富养鱼品

种的选择，提高鱼种的质量。只有汇集各方力量，打造

区域特色的稻田养鱼产品品牌，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稻

田养鱼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综合效益，推动稻田养鱼产业

的长效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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