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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渔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水产养

殖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原来的数量型向数量和质量

并重、生态和效益并重方向发展。目前，鲤、草、鲢、鳙、鲫、

鲂、青鱼是主要的大宗淡水鱼类养殖品种，也是水产养殖

的主导品种，产量占全国水产养殖总产量的 70%以上，因

此抓好大宗淡水鱼养殖生产对渔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当前，在进行农业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和社会消费需求

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广大水产养殖户急需对大宗淡水鱼

养殖生产有指导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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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合自己的生产实践，编写了《大宗淡水鱼养殖技术 200问》

一书，献给读者。

本书较全面、系统地解答了鲤、草、鲢、鳙、鲫、鲂鱼的

00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养殖技术以及与高密度精养相配套的水质调控、池塘施

肥、饲料及投喂、鱼病防治、安全越冬、紧急情况处理的技

术与措施等问题。本书注重实用性与先进性，面向生产一

线，尤其适合于北方水产养殖人员阅读，对水产专业技术

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上受到时间、篇幅的限制，书中

疏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在编写

本书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得到国家大宗淡水

鱼产业技术体系和宁夏回族自治区“5183”农业科技工

程———渔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的支持，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编者

2009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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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淡水鱼养殖技术 200问

1. 水质的研究对淡水养鱼有什么意义?
水不仅是鱼类的生活环境，而且也是鱼类天然饵料的生产基

地，通常用“鱼水关系”来比喻最密切的关系，那是非常恰当的。

总的说来，水是鱼类及其他养殖生物的生存介质，鱼类及其他

养殖生物，从繁殖、成长到收获、死亡，整个一生都在水中度过的。

例如，在品种、饵料不成问题时，水质若能满足这些需要，养殖生物

就能顺利发育成长，得到好的收成；相反，要是水质不能满足这些需

要，甚至超出它们的适应范围乃至忍耐范围，即使有好的品种、好的

饵料，养殖生物仍然不能正常生长，不仅无法保证高产，还可能招致

养殖生物大批死亡。

正因为如此，调节水质是养鱼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所以在

淡水养鱼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常常需要研究水质，需要了解水

体的化学成分及含量，以便更好地控制水质或利用水域，为发展渔

业生产服务。

一、养殖水环境及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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