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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渔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水产养殖总产量每年以 10%

以上的速度增长，已多年位居世界首位。 渔业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

支柱产业之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产品在居民饮食结构中

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水产养殖在品种和结构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和质量要求日益受到关注。 养殖品种上由传统的

“四大家鱼”向多品种、高品质、“名、特、优”方向发展；养殖模式也由

粗放低产向集约化、高产精养转化；渔业生产目标从单纯追求数量增

长转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当前，在进行农业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

新形势下，广大水产养殖户急需对生产有指导意义、可操作性强的实

用新技术。 为了满足广大养殖户的需要，我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

上，编写了《淡水养殖实用技术》一书，献给读者。

本书参考了大量水产行业专家、学者的著作和论文，结合编者的

生产实际经验，系统介绍了养殖水域的生态环境与调控、鱼类营养及

配合饲料，全面阐述了北方地区主要养殖淡水鱼类的人工繁育技术、

养殖技术、适合北方地区养殖或引进的名、特、优、新水产品健康养殖

前 言

Qianyan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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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鱼病防治技术。 旨在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教育，加强渔（农）

民科技培训工作和农业科技队伍建设， 使渔业经济增长真正转到依

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由于本书涉及内容较广，参阅资料较多，时间仓促，加上笔者水

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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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养殖水环境及调控

Diyizhang yangzhi shui huanjing ji tiaokong

第一章 养殖水环境及调控

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需要水。 水是生物体主要的组成要素，一切天然水体

都存在着生命有机体，它们的存在和延续均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水体中的物质

循环和能量流动。 而水生生物的活动又在不断改变着周围水体中物质的存在形

式与含量，水生生物既是水环境的产物，同时也是水环境的改造者。

水环境为水生生物的生长提供了必需的、形态各异的化学成分，如各种无

机盐类、有机物和气体等。水环境中的 CO

2

、H

2

O、O

2

以及 N、P、K、Ca、Mg、Fe 等无

机元素为水生植物生长所必需，它们在水中的含量是水体初级生产力的决定因

素。 而另一方面，当水体营养负荷过高时，又会使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组成发生

变化，导致水华、赤潮等现象的发生。

第一节 水环境概述

一、天然水体与水质

（一）天然水体与水质的概念

水体是河流、湖泊、沼泽、水库、池塘、地下水及海洋等的总称。 从水环境的

角度考虑，水体则是包括水中悬浮物、溶解性物质、水生生物、底泥等在内的一

个完整的自然综合体。

水是一种良好的溶剂，在水的自然循环过程中可溶解与其接触的一切可溶

性物质。 因此，各类天然水中均含有种类不同、浓度不等、存在形式不一的各种

成分，从而使水体显现出各自独具特点的性质，如不同的感观性状、物理性质、

· 1·



化学成分、生物组成特点等。 水及其中所存在的各类物质所共同表现出来的综

合特性，即通常所说的水质。

（二）水质指标系统

养殖水体的水质指标，可分为物理、化学、生物、放射性四类。 有些指标可直

接用某种物质的浓度来表示其含量；有些指标则是利用某一类物质的共同特性

来间接反映其含量，如有机物可用化学耗氧量、生物需氧量、总需氧量等作为综

合指标（也被称之为非专一性指标）。 系统地了解水质指标体系，掌握各个指标

的具体含义，对于环境水质开展调查或监测分析，并进一步对水生生态系统环

境质量加以综合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水质监测

水质指标的监测包括现场测试、实验室测试等不同方式，而采用不同方法

所测得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差异。 例如，采集深海水样时，其温度、压力将发生变

化，其化学平衡点发生改变，导致一些离子成分的比值以及溶解气体的含量等

发生变化；储存的水样，即使排除了容器污染和通过容器表面散失的可能性，水

质也会因为悬浮物的凝聚沉降、生物体的代谢过程、死亡分解过程等的影响而

发生改变。

（四）我国主要水质标准

许多国家都颁布了各自应用于不同目的水质的质量标准，规定了为数繁多

的指标项目和测试方法。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水质标准主要有：《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 3838—2002）、《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渔业水质标

准》（GBll607—89）等。

我国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江河、湖泊、

运河、渠道、水库等具有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域。

依据地表水水域使用目的和保护目标将其划分为五类：

Ⅰ类 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Ⅱ类 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及保护区、珍贵鱼类保护区、鱼虾

产卵区等；

Ⅲ类 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

泳区；

Ⅳ类 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Ⅴ类 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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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渔业水质标准》适用于鱼虾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

和水产增养殖区等海、淡水的渔业水域，对保护我国有限的水资源，防止和控制

渔业水域水质污染，保证鱼、虾、贝、藻类正常生长、繁殖和水产品的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二、水环境与水产养殖的关系

（一）水产养殖概况

1. 养殖方式

我国的水产养殖具有悠久历史，水产品以养殖产量为主，养殖生产的发展

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目前不少地区是采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

产方式获取生产效果与经济效益，此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就养殖水面积而论，可分为大水面养殖与池塘养殖两大类，前者为利用湖

泊、水库等开展围网、拦网等养殖，以及近年迅猛发展的河口、海湾、浅海等网

箱、滩涂养殖。 利用池塘开展养殖在我国水产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有海

水养殖、淡水养殖两大类。

若据饵料来源、养殖技术与水质调控能力和水平，养殖方式大致又可分为：

粗放式、半集约化式、集约化式。

2. 养殖品种

目前我国养殖品种极多，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以及鳊鱼、鲤鱼、鲫鱼等

为普遍养殖的淡水品种。此外，尚有特种品种：鲑鱼、斑点叉尾 、淡水鲈鱼、鲶

鱼、鳗鲡、甲鱼、罗氏沼虾、青虾、中华绒螯蟹等；海水养殖品种也相当多：海参、

海蜇、东风螺、大黄鱼、真鲷、黑鲷、鲈鱼、石斑鱼、大菱鲆、牙鲆、梭子蟹、锯缘青

蟹、对虾类等，海产品深受市场欢迎，经济效益也较好。此外尚在不断开发新的

品种。

3. 海水养殖发展迅猛

近年来，我国水产养殖的一大特点为海水养殖突飞猛进地发展，网箱养殖

与室内外的规模化鱼虾养殖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是对虾的产量，近些年

来逐年增加。

（二）水产养殖与水环境

1. 水产养殖自身污染

在传统的养殖模式中，投喂的大量人工饲料、施的有机肥料及生物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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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残骸构成了水中有机物来源的主体。 全国众多的育苗场每年排入周围水域的

育苗废水将给水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与破坏。 残饵和粪便等所溶出的营养盐和

有机质是影响养殖水环境营养水平以及造成虾池自身污染的重要因子。 这些均

说明了在高密度的养殖生产中，所投入大量饲料的相当部分作为残饵随换水排

入周围水环境中。

目前养殖中滥用药物现象较为普遍，生产中所使用药物的种类与数量日益

增多，甚至滥用对人体有害的禁用药物。 如在一些场区使用孔雀石绿治疗幼蟹

疾病，孔雀石绿在生物体内具有积累与致癌作用，这些药物不仅污染了养殖环

境，同时也使水产品质量受到影响。

2. 水产养殖与周边水环境的关系

目前我国养殖场通常将未经处理的养殖废水直接排入邻近水域。 如前所

述，养殖水体含大量的有机物和营养盐，致使接纳水体出现富营养化和沉积物

出现厌氧状态，导致水体生物种群多样性的改变和水华或赤潮发生。 养殖废水

不经循环利用或净化处理而直接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水资源和能源的极

大浪费。

湖泊是目前我国淡水水产养殖业发展的主要场所。 然而，人们为了尽可能

地增加单位水面积的产量，仅局部强化个别种群动态及其生物量的增长，而忽

略了水域总体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鱼类是鱼塘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顶级消费

者, 饲养大量不同食性的鱼类，势必对系统中其他生物群落产生影响。如我国的

一些草型湖泊，由于过量放流或网围养殖草食性鱼类以及中华绒螯蟹，导致水

草灭绝、草型湖变成藻型湖，湖水恶化，水中生物大多消亡，物种多样性大大降

低，水域生态环境退化甚至崩溃；而滤食性鱼类则抑制枝角类和大型浮游植物，

促进桡足类和小型藻类种群增长。

综上所述可发现，目前从事养殖生产人员尚缺乏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

观念，存在严重的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目标”的观念。 导致水产品质量不合标准，

水域生态环境遭受污染、破坏。

由于水产养殖用水均是取之天然水域，因此周边水域水质的状况是当地水

产养殖发展的基础，水源质量严重影响水产养殖状况。 目前我国的主要河流、湖

泊与近岸海域均不程度遭受了污染，往往富营养化较严重，重金属含量超标较

普遍，以致造成当前水产养殖，特别是苗种培育生产用水均必须进行预先净化

处理，否则育苗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甚至无法开展生产。

DAN�SHUI

养殖实用技术

淡 水

·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