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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河滩池塘养鱼万亩高产技术的研究

白遗胜 朱永久 高凤兰 张天保
(长江水产研究所

,

荆沙市
破

好沁阳 (河南省洛阳市水利水产局
,

471 以刃 )

摘 要 将我国传统养鱼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

创造了传统式
、

集约化和半集约化三种养殖方

式共存
、

融合
、

变通和转换的格局
。

应用微机进行动态分析计算
,

812
.

6 公顷河滩池塘
,

平均每公顷

鱼产量提高到 10 03 5kg 和 印 便6 元经济效益
,

分别比原来增加 105
.

5 % 和 70
.

2%
,

总体效益十分显

著
。

此外
,

还探讨了高产的理论问题
。

关键词 池塘养鱼
,

高产技术
,

河滩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经历了八十年代以来的大发展
,

我国池塘鱼产量居世界首位

〔张幼敏
,

19 88 」
。

大面积池塘养鱼高产养殖获得重大进展
,

但由于地域条件不 同
,

社会发展差

异
,

池塘养鱼大面积的鱼产量仍然悬殊很大
。

为了开发广阔的河滩国土资源
,

提高河滩池塘养

鱼大面积鱼产量和综合效益
,

我们于 199 1 一 1卯3 年在河南省洛阳市进行本项研究
,

并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
。

l 条件与方法

1
.

1 池塘条件

以河南省洛阳市吉利
、

孟津
、

近郊三县区 8 12
.

6 公顷河滩池塘作为试验片
。

每个池塘 0
.

67

公顷左右
,

水深 2 米左右
,

并配 1 一 2 口 面积 为 0
.

13 一 0
.

20 公顷的鱼种池
。

水源来 自河滩地下

水
。

每 3
.

3 公顷池塘配机井一 口
,

大部分配有增 氧机
、

部分配有饲料机
、

自动投饵机和小型发

电机组
。

排灌
、

电力和机械运输基本配套成龙
。

1
.

2 技术路线

根据当地的 自然资源
、

人工条件和市场经济
,

吸收 了八十年代 以来我国 [张扬宗等
,

19 8 9」

池塘养鱼高产经验
,

并有选择地引进集约化高产养鲤技术 〔李旺夫等
,

199 1」
,

通过传统养鱼与

新技术结合
,

推广与生产结合和技术与行政结合
,

进行开发性研究
。

1
.

3 技术方法

( )l 以完善传统养鱼为基础
,

以集约化高产养鲤新技术为先导
,

实行两种养殖的紧密结合
。

传统养鱼方式是养缝和草鱼为主体
,

搭配鲤
、

团头妨
、

卿及其他名优品种
。

主体鱼类一般放养

2 一 3 种大小不同规格
,

每公顷投种量 1 9功kg
。

这种放养方式为 7 79
.

3 公顷
,

占 95
.

9 %
。

集约

收稿日期
: l叨 5 一的

一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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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养殖方式是以养鲤为主
,

混养维
、

鳍
,

其中鲤种规格为 75
一 100 9

,

每公顷放养量为 20 2 50 尾 ;

维和鳍的规格为 250 9 左右
,

每公顷放养量分别是 4 以X〕尾和 1 5( X)尾
。

每公顷投种量为 2 250
一 3 0以〕kg

。

这种放养方式为 33
.

3 公顷
,

占 4
.

1%
。

( 2 )配合饲料应用与肥料饲料体系调整
。

集约化养鱼方式与配合饲料应用是联系在一起

的
。

在放养初期
,

为了调节水质和为搭配的鳞
、

墉提供天然饲料而施用了部分肥料
,

为草鱼提

供部分青料
。

传统养鱼即是投喂各种饲料原料 (饼类
、

鼓类
、

青饲料 )
,

施用粪肥和化肥
,

也投喂

部分配合饲料
。

配合饲料主要成份为鱼粉
、

饲料酵母
、

豆饼
、

菜饼
、

棉饼
、

数皮
、

玉米粉和添加剂

等
。

成鱼配合饲料粗蛋白含量为 28 % 一
30 %

,

鱼种为 35 % 一
40 %

。

( 3 )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

投饵技术
、

水质调控和鱼病防治既有传统经验
,

又增新技术内容
。

投饵技术在传统的
“
四定

”

法的基础上
,

增加了对鱼类驯化喂养
。

这一方法不但在集约化养殖

方式上用
,

而且不同程度用到传统养殖方式中
。

水质调控主要围绕水体增氧
。

oo % 的池塘具备

1 一 2 台增氧机和潜水泵
,

加上机井进行经常性的池塘加水
、

冲水
、

搅水和换水
。

特别是集约化

养殖方式池塘在鱼类生长旺季
,

每天中午到夜间开机 5 一 8 小时之多
,

以机械增氧
,

满足鱼类生

长和安全的需要
。

定期施用生石灰和
“

敌百虫
”

鱼药
,

调节水质酸碱度和控制浮游动物的过量

繁殖
,

使池塘环境得到进一步改 良
。

鱼病防治技术是利用生石灰
、

敌百虫
、

鱼安特
、

鱼康等来源

广
、

高效低毒药物进行定期预防
,

即 4 一 8 月每月预防一次
。

此外
,

还利用微机对各类大量数据

进行处理
、

分析和计算
。

1
.

4 技术机制

河滩池塘养鱼大面积实现高产是一项涉及到科学技术
、

组织领导和生产管理等多方面的

【张宗扬等
,

1989 」系统工程
。

为此
,

成立 了技术和行政两个领导小组
,

各县区建立对应机构
。

在技术路线的导向下
,

通过行政网络的组织发动和技术网络的实施
,

开展技术培训
,

技术咨询
,

技术指导和技术示范
,

使得各种技术得到有效落实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养殖方式的演变

试验初期以传统养鱼和集约化养鲤两种方式进行
。

尽管集约化养殖面积仅占 4
.

1%
,

传

统面积占到 95
.

9%
,

但通过不断完善本地池塘养鱼大面积高产技术
,

同时与集约化养鲤高产

技术进行广泛的融合
,

从而演变成传统式
、

集约化和半集约化三种养殖方式
。

开始是前两种方

式共存
,

经过 2 年的融合
,

又分化出半集约化养殖方式
。

1卯3 年
,

传统式由 95
.

9 % 降到 38
.

4%

(表 1 )
,

集约化由 4
.

1% 上升到 33
.

0%
,

而新的半集约化达到 28
.

6% (表 )l
。

表 1 三种养殖方式的演变

毛心 e l ( 1. 1褚贻 ` 仕叮理 。日加比 切珍 (单位 :公顷 )

年 度 传统式 集约化 半集约化 合计

l卯1 7刃
.

3 (务
.

9% ) 33
.

3 ( 4
.

1% ) 一 8 12
.

6

l望刀 砚7
.

8 (79
.

7% ) 10 1
.

5 ( 12
.

5% ) 份
.

3 ( 7
.

8% ) 8 12
.

6

1望刀 3 12
.

今(38
.

`% ) 2阳
.

0 ( 28
.

6 % ) 23 2
.

2 (邓
.

6% ) 8 1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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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养
、

管技术的变革

养殖方式的多样化
,

特别是集约化和半集约化养殖方式 比例增加使高质配合饲料得到广

泛应用
,

同时也加速了养殖机械化进程
。

1卯3 年应用配合颗粒饲料的面积达 仪幻 多公顷
,

占试

验总面积 61 % ; 即使是传统养鱼方式也不同程度地用上了配合饲料 (表 2 )
。

三种养殖方式
,

每

生长 kI g 鱼饲料和肥料的消耗量不同
.

各白也发生了变化 (表 2 )
,

休现了互相融合的状态
。

表 2 不同养殖方式生长 Ikg 鱼饲料
、

肥料消耗 t

T目旧e Z C叨 1碑比朋 of 伪目 班记 几d 迸理 r al l盆阳叮 t ofr P r
od 以如9 kI g 6 hs

p n d仪 t of t br ce 山晚 r e n t c ul ot er t” 茸 (单位
:

公斤 )

养殖方式

集约化

半集约化

传统式

配合颗粒饲料 饼类 其它精料 青料 粪肥 尿素 碳钱 过磷酸钙

2
.

13

2
.

23

一 ,

( 0
.

23 )

一 ,

( 0
.

仍 )
一 ,

( 1
.

76 ) 1
.

4 1 1
.

15

0
.

汉 i

2
.

0 1

0
.

心

0
.

73

9
.

45

- 一 ,

(0
.

份 )

0
.

03 0
.

10

注 :
( )为部分鱼池使用量

,

其中使用配合饵料的则不用饼类
。

养殖方式的多样性和高质配合颗粒饲料

的广泛应用
,

推动了养
、

管技术的变革
,

其集中

表现在驯化投饵技术
、

水质调控技术和鱼病防

治技术三个方面
。

从而十分有效地提高了饲

料利用率
,

降低了饵料系数 (表 2 )
,

改善了水

质
,

控制了链鱼暴发病的发生
,

最终促进了鱼

类生长
,

提高了产量
。

正因为养
、

管技术的重大变革
,

渔业机械

化水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表 3 )
。

表 3 不同养殖方式的机械化程度比较

T目比e 3 G肋洲山朋 皿 d件沪比 of . 曰出田止山 toni of

山n 犯 创晚 r. t a目恤er type

养殖类型 机械台数 (台 /公顷 ) 功率 (千瓦 /公顷 )

集约化 .8 0 28
.

2

半集约化 5
.

0 17
.

9

传统式 3
.

5 12
.

9

表 3 中显示
,

每公顷机械 台数和功率
,

集约化高于半集约化
,

半集 约化又高于传统式
。

8 12
.

6 公顷河滩池塘渔业机械化总功率
,

由 1性从 ) 年的 2 2印
.

2 千瓦增加到 1叨 3 年的 5 7 81
.

87

千瓦
,

三年增长了 1 57 %
。

并且基本上 由集约化和半集约化养范方式 比例增加所致
。

这样不

仅提高了劳动质量和效率
,

而且也使高产高效有了页可靠的保证
、

鱼产量的变动

鱼产握的变化

千克 /公顷
2

.

3

2
.

3
.

1

经过三年 的试验
,

鱼产量在 1望刃 年每公

顷 4 88 2
.

5kg 基础上
,

1卯2 一 1卯3 年每公顷平

均鱼产量提高到 10 03 5比
,

实际增加 105
.

5%

(图 i )
。

812
.

6 公顷池塘总产量达到 8 15
.

44 万

kg
,

新增产量达 4 18
.

69 万 kg
,

年递增 139
.

56 万

kg
。

由于鱼产量的提高
,

各种鱼有三种养殖方

式鱼产量 中所 占比例也有明显区别 (表 4)
。

鱼

产量变化和品种 比例变化显示
,

1叨 3 年河南省

洛阳市河滩池塘养鱼水平跃上了新台阶
。

】2 0 0 0

1 0 0C 0

8 0 0 0

6 0 0 0

4 0 00

2 0 0 0

0

199 0 19 9 1 1 9 9 2 19 9 3

图 1 鱼产里垂直走向

n g
.

I C址川 g e s of fi hs y ie ld per y 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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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养殖方式鱼产. 中各种鱼所占比例 (% )比较

C . 1职滋” I 度 r a te度 。 d. n由 少回反伪犯 七 加自 d神沮 U峨吧 创晚找, t a目ot 比 勿讲

鲤 链
、

幼 草鱼 其他鱼

34C
ù

…
1上
04

1知b晓 4

养殖方式

集约化

半集约化

传统式

73
.

1

65
.

2

劝
.

0

刀
.

1

3 1
.

2

似
.

0

3
.

5

3
.

2

1 4
.

0

2
.

3
.

2 鱼产里的分布

81 2
.

6公顷池塘分布在洛阳市郊外不同县 (区 )
。

地域环境
、

池塘条件
、

经济实力和人为因

素不同
,

鱼产量 出现了高
、

中
、

低的差别 (表 )s
。

表 5 中显示
,

集约化
、

半集约化和传统式 的鱼产量对应高
、

中
、

低不同级别的产量
。

以高
、

中级产量的面积 比较
,

吉利 区为最大
,

共 占叨%
,

而孟津县 占 72 %
,

郊区最小 占 O4 % ; 总体比

较
,

高
、

中级鱼产量的面积占有近 70 %
,

低产量面积约占 30 %
。

这种 比较也是相对 的
,

因为低

产量
,

实际上每公顷也达到 了 6 X( 刃kg 左右 ;而每公顷只有 4 以刃k g 左右的低产池塘很少 ( 26
.

7

公顷 )
,

这类塘往往是池塘标准较低
,

水源缺乏
,

又无电力
,

尚待改造
。

表 5 不同养殖方式鱼产. 的分布比较

1抽b晓 S Q 口钾 ri 成口 嘴 丘由 训欢对皿 吐 U叭思 山肠沙四 t a目恤 er yt 伴

养殖方式
平均鱼产量

( k刃公顷 )

面积 (公顷 )
、

(比例 )

吉利区 孟津县 郊区 合计

集约化 13 4兜
.

5 1跳
.

0( 团 % ) 琳
.

0( 30 % ) 一 2田
.

0( 33 % )

半集约化 9 5邓
.

0 92
.

0( 功% ) 117
.

6( 犯% ) 刀
.

6
、

67
.

8’ ( 40 % ) 幼 2
.

2
、

67
.

8’ ( 36
.

9% )

传统式 6印 1
.

0 50
.

7 ( 10 % ) B7
.

4 (邓% ) 135
.

5 (印% ) 24 4
.

6 (30
.

1% )

合 计 别万
.

7 2以】
.

0 刀 5
.

9 81 2
.

6

型叁集产量 (甲公顷 ) … …1孔哪
一

0 9翎
,

0 8 100 .0 一 里Q鱼巨 一
-

二
为偏重于传统养殖方式的面积

。

元 /公顷
2

.

4 综合效益的变化
250 0 0

2
.

4
.

1 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微机整体性和动态性分析
、

计算
,

到

1卯 3 年 8 12
.

6 公顷池塘平均每公顷成本
、

产值

和纯收人分别为 45 40 0
.

05 元
、

65 4 8 6
.

05 元和

20 08 5元
。

每公顷纯收人 比试验前的 l性从 ) 年

增长 70
.

2 % (图 2 )
。

总 产值和总纯收人分别

达到 5 32 1
.

32 万元和 1 63 2
.

n 万元
,

新增利润

达 673
.

32 万元
。

显然
,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由子养殖方式不同
,

其成本
、

产值
、

效益也

不一样
。

由表 6 知
,

绝对效益以集约化养殖方

2 0 0 0 0

15() 0 0

100 0 0

50() 0

19 9 0 19 9 ! 19 9 2 1 9 9 3

图 2 经济效益比较

Fgi
·

Z C田平ari 姗 of e o o川艾nt c e cff ie理y

式为最高
,

半集约化养殖次之
,

传统最低 ;但从投人产出比分析则完全相反 ;而效益投人比则半

集约化为最高
,

其次为传统式
,

最低为集约化
。

因此
,

在投人资金较为雄厚
,

同时市场又好时
,

集约化和半集约化养殖方式可以获得很高

的鱼产量和经济效益 ;相反则半集约化和传统式效果好
,

而以半集约化养殖方式为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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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不同养殖方式的成本
、

产值
、

效益比较

T恤创比 ` Q助训 d妞, of c。或
.

佣勿城 翎如 e al 日 e场目匕盆 y of 山 n沈 朋晚 n , t a目妞 Ir e yt pe (元 /公顷 )

养殖方式 成本 产值 效益 投人产出比 效益投人 比

集约化 70 价 5
.

0 96 3 ) 〕
.

0 25 犯 5 0 1 : 1
.

36 .0 31 3

半集约化 44 田 3
.

5 65 65 9
.

5 幼 圈 6
.

0 1 : 1
.

47 .0 翻良 )

传统式 24 整理
.

0 39 3犯
.

0 14 8阳 .0 1 : 1
.

61 .0 41 5

2
.

4
.

2 杜会效益评价

鱼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还带来了鱼市的活跃
,

鱼价稳 中有降
。

这在同期其他农付产品价格

普遍上涨的情况下
,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对改善人民生活
、

平稳物价
、

抑制膨胀都起到不可忽

视的社会作用
,

多次受到当地政府的赞扬
。

此外
,

还为基层培养了不同层次的水产科技人员达

1 别洲) 多人次
,

现场技术咨询
、

指导约 45() 场次
,

初步形成了市
、

县 (区 )
、

场三级技术网络和技术

核心队伍
,

养鱼人员技术素质得到明显 的提高
。

他们不但具有传统的经验
,

而且掌握 l 一 2 项
,

甚至多项新技术
,

为技术成果的转化
,

为振兴地方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

3 讨论

3
.

1 大幅度增产的技术关键

研究表明
,

仅用三年时间
,

812
.

6 公顷河滩池塘平均每公顷鱼产量由原来 4 88 2
.

5 公斤的

基准数大幅度增加到 10 03 5 公斤的新高度
,

即翻 了一番
。

原来基准产量的实现用 了约 8 年时

间
,

这次可认为是大 幅度增产
,

达到 了大面积高产 目标
。

鱼产量大幅度提高的原因有技术因

素
、

基础因素和市场因素
。

技术 因素取决于传统养鱼与新技术的融合
。

基础 因素取决于基本

技术的完善和基本资金的积累
。

市场因素取决于鲤在我国北方市场经济上所占有的优势
。

最

终促成了养殖方式融合的多样性和不 同养殖方式鱼产量提高的普遍性
。

这样既有普及又有提

高 ;既有区域特色
,

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

从而获得最佳或较佳的技术效果
。

3
.

2 高投入
、

高产出与高效益问题

三种养殖方式中
,

集约化方式绝对经济效益高
,

半集约化次之
,

传统式最低 ;但以投人产出

比和效益投人比比较
,

则反之
。

这就有利于承包经营者根据池塘标准
、

经济实力
、

设备条件和

技术水平选择适合的方式
。

在试验初期
,

集约化养殖方式绝对高效益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

尽管

只有 33
.

3 公顷
,

但到 l卯2 年发展到 101
.

5公顷
,

于是高投人
、

高产出
、

高效益进一步展现在人

们的眼前
。

到 199 3 年扩大 2
.

6倍
,

达到 268
.

0公顷
,

半集约化也 由 63
.

3 公顷
,

扩大 3
.

7 倍
,

达

到器 2
.

2 公顷
。

传统式也采用了部分集约化技术
。

总之
,

不同养殖方式互相融合相当广泛
,

使

鱼产量成倍提高
,

经济效益普遍增加
。

在市场经济作用下
,

l卯3 年鱼价开始回落
,

饲料价格则

向上浮动
。

由此表明
,

当前两种方式发展到一定高度时
,

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
,

即适当

减少集约化
,

扩大半集约化
,

提高传统式 ;另一方面
,

增加草鱼
、

团头舫及其他优良品种
,

方能保

证高投人
、

高产出和高效益或低投人
、

高产出和高效益的持久发展
。

这是一条具有潜在力
,

应

变力的途径
。

三种养殖方式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变通
、

转换的可能
。

3
.

3 高产的运行机制

前已述及
,

池塘养鱼万亩高产是一项系统工程
,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时期
,

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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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套完整灵活的运行机制
。

这种 比侧包括技术和行政两套网络及共相关的推动
、

滚动

和协动三种作用力 以及领导
、

技术
、

投人和后勤四大要素的协调
,

共同围绕鱼产量
、

经济效益和

相关的技术体系这个中心
,

灵活运行 【白遗胜等
,

199 5 〕
。

尽管在网络建立
、

自我积累和产品销

售等后勤保障上还存在着问题和薄弱环节
,

但初步尝试是成功的
,

展现了河滩池塘养鱼大范围

高产
、

高效
、

优质发展和开发我国广阔河滩国土资源的美好前景
。

参加本项研究的还有林康生
、

宁宗德
、

郭严军
、

张智峰
、

陈万光
、

石治 平
、

张志通和李绍花等同志
。

本研究成果获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

洛阳市人 民政府二等奖和联合国技术信忠促进系统中国国家分部(发明创新科技之星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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