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期
1 月

海洋与海岸带开发
V o l

.

8
,

N o
.

Ja n u a r y
,

1 9 9 1

大力发展海水生态养殖

钟耀阁

(辽宁省海洋技术开发 中心 )

肖长惕

(辽宁省水产局)

一
、

生态养殖的意义

众所周知
,

水域生态养殖是水生生物系统和水域环境的组合
。

从生态效益上看
,

水产养

殖是 自然再生产过程
,

要注意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

各地实践证明
,

对虾的实养面积
,

一般

以不超过可养面积的 70 一80 %为宜
。

个别海区不同程度的
“

超容量
”

放养或虾池过于集中
,

造成水质老化
,

对虾生长缓慢
,

单产下降
,

甚致对虾浮头
,

造成绝收
。

1 9 8 9年全国著名养虾

先进县河北省黄弊县滩涂宽 阔
,

虾池集中
,

虾池排出废水
,

导致海水富营养化
,

加之高温少

雨
,

赤潮发生
,

对虾浮头
,

损失惨重
。

而山东省日 照 市 第 一海水养殖总场
,

全场 2 3 0 0亩虾

池
,

由于坚持科学管理
,

育苗
、

饵料
、

养殖
、

加工综合配套经营
,

对虾
、

牡蝎
、

杂色蛤多种

混养
,

一种投入
,

多种经营
,

形成立 体生 态 养 殖
。

亩产对虾 94 公 斤
,

养虾净盈利 12 6
.

6万

元
。

这说明
,

依靠科学技术
,

积极发展生态养殖
,

对遏制对虾养殖滑坡具有重要意义
。

大力发展水域生态养殖
,

建立一套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

提高经济效益的生态养殖体系
,

以合理
、

高效利用水面
,

增加蛋白质生产
,

对改变人们的食物结构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

著明科学家钱学森1 9 8 6年指出
,

要发展
“

海业
” ,

要把

广阔的浅海和滩涂利用好
。

利用海洋生物技术等各种技术手段
,

发展海水鱼贝藻立体养殖
、

鱼虾混养
、

虾贝混养等行之有效的生态养殖方式
,

提高海域生产力
,

是促进
“

海业
”

进一步

发展的有效途径
。

二
、

海水生态养殖的几种模式

(一 )浅海混养轮养模式

利用浅海水域生态系统具有空间立体性及不同层次的生物食物链关系
,

采取不同放养方

式
,

合理安排各个水层养殖生物的种群结构
,

在水层之间形成合理的食物链关系
,

进行多品

种
、

多层次立体混养
、

轮养
、

套养
,

既充分利用水体和养殖设施
,

又为生物创造了良好的生

态环境
,

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浅海水域的生产潜力
,

提高系统的综合效益
。

1
.

贝藻立体养殖

海带与贻贝立体套养
。

在海带养殖台架上套养贻贝
,

使贻贝附着基离开海底
,

避免底栖

生物的危害
,

还可借助贻贝重量
,

稳定海带筏身
.

贝藻套养不仅可缩短生产周期
,

充分利用

海区
,

提高水域生产力
,

而且可提高设备利用率
,

降低生产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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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带与牡蜘立体套养
。

牡砺是滤食性贝类
,

主要食硅藻与有机碎屑
。

牡蜘挂养在海带筏

上
,

可以有效地利用养殖时间
、

空间及筏架
,

牡砺排出的杂物也是海带的营养
,

有利于海带

生长发育
。

海带与扇贝立体套养
。

辽宁金州
、

山东荣成
、

长岛等地
,

进行贝藻多品种立体套养
,

水

体利用率比单养海带提高60 %
,

海带增产30 %
,

扇贝增产 17 % ;
亩产值达 7 3 0 0元

,

比单一养

殖海带效益增长7倍
,

每亩纯收入6 3 0 0元
,

比单养扇贝增殖 2 0 4。元
,

比单养海带增值5 2 4 0元
。

2
.

海带与紫菜立体套养

海带和紫菜都是海水藻类
,

但需光情况不同
。

紫菜生长初期喜强光
,

宜养在海水表层
,

后期喜弱光
,

应降低水层
,

以利其生长
。

海带则相反
,

初期喜弱光
,

挂养深水层
,

后期宜在

表层
,

可 以根据海带与紫菜生物学特性及放苗时间的差异
,

通过立体养殖
,

有效地解决
“
争

光
”

间题
,

做到一架两用
。

3
.

贝
、

藻和海参立体养殖

即在海面平养海带
、

裙带菜或紫菜等藻类
,

中层或浮筏中间植绳养殖扇贝
、

贻贝
,

海底

投石养殖海参或魁蜡
、

鲍鱼等
,

进行贝藻间养或套养
,

一筏多用
,

立体利用水域
。

因为藻类

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
,

补充贝类群体呼吸的需要
,

产生的二氧化碳又通过海水的媒介
,

补充

藻类光合作用的需要
,

从而保持海水中的气体平衡
,

促进贝藻类 的旺盛生长
。

同时
,

海带施

肥时流失 70 % 的 肥 料
,

促进浮游植物的繁殖及藻类碎屑的下沉
,

而浮游生物又是扇贝
、

贻

次
、

魁蜡和鲍鱼的饵料
。

这种立体结构即利用水体空间
,

又利用水中不同的天然饵料
,

各取

其食
,

充分利用了水域的生产力
,

促进 了贝藻双丰收
。

4
.

鱼贝和藻立 体养殖

鱼贝藻混养一般有
:

海带
、

牡蝎和鲜或海带
、

紫菜
、

贻贝 和鱼蟹 (挂笼 ) 模式
。

根据鱼虾喜欢在海带
、

紫菜的养殖 区觅食
,

以及蟹
、

鲜在换壳时期喜欢钻进僻静处等特

性
,

在海带养殖架上挂上用竹编成的鱼篓
,

诱捕鱼
、

虾
、

蟹
。

这种方式既能帮助固定海带绳

索
,

又能达到一水多用的效果
。

福建省霞浦县沙江镇陈还章
,

在浅海打桩搭架
,

上层紫菜
、

海带间作套养
,

中层吊养贻贝
,

下层 吊诱鱼篓
、

吊挂鱼网
,

鱼虾喜欢在其 处 觅 食 而落网被

捕
,

增加收入
。

实行立体养捕结合后
,

亩产值4 0 2 0元
,

比单养海带产值增加十多倍
,

大大提

高了经济效益
。

此外
,

在一 台浮筏上
,

采取多品种轮捕轮放 (一年当中收获多次) 等
,

以调节水体生态

环境
,

也收到了增产增值的经济效果
。

这些成功的经验
,

对逐步建立
“

以藻带贝
,

以贝促藻
,

以藻养珍 (海珍品)
,

贝藻结合
”

的海水立体养殖新格局有重要意义
。

(二 )虾池立体养殖模式

在滩涂虾池中
,

进行对虾与罗非鱼
、

鳍鱼或俊鱼混养
, 对虾与海参

, 对虾与海湾扇贝
、

泥蜡
、

蛤仔等混养
,

使虾池中多余饵料和对虾无法利用的多余浮游生物为鱼贝类充分利用
,

从而形成 良好的生态食物链
,

提高虾池水体的利用率
,

增加总体经济效益
。

目前
,

虾池立体养殖方式大致有以下儿种
:

(1) 虾与贝立体养殖
:

即在养虾池中
,

采用合理的搭配比例
,

将经济贝类如海湾扇贝
、

非律宾蛤仔
、

溢蛙
、

魁蜡
、

毛蜡等与对虾 同养一池
,

进行多品种立休 化养殖
,

不仅不影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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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生长
,

而且可充分利用水体
、

泥层
,

做到塘尽其用
。

由于生物的摄食方式不同
,

使虾塘的

残饵和多余的硅藻类得到利用
,

从而净化虾池水质
,

有利对虾生 长
,

又养殖了贝类
。

据舟山

市普陀区统计
,

贝类与对虾混养
,

每亩对虾增产 1 0 公斤左右
,

贝类部分又 可 增加产值3 00 ~

4 0 0元
。

虾
、

蛤 和蜘立体养殖
:

在虾蛤棍养的虾塘中套养牡砺
。

牡蜘是滤食性 贝类
,

主要滤食硅

藻等单细胞藻类和浮游生物及有机碎屑
,

可帮 助 花 蛤 净化水质
,

为对虾创造良好的生活条

件
。

套养牡蜘
,

既利用中
、

下水层
,

又不影响蛤
、

虾的正常生长
。

山东省日照市第一海水养

殖总场
, 1 9 8 9年在80 亩虾池进行对虾

、

牡蜘
、

杂色蛤混养
,

一种投 入
,

多种效益
,

亩产牡蜘

1 5 0 0公斤
,

虾9 5公斤
,

亩净收入 4 0 0多元
。

( 2 )虾和鱼混养
:

在对虾池内 混 养 罗 非鱼
、

梭鱼
、

鳍鱼等杂食性鱼类
,

对虾池内的残

饵
、

硅藻
、

绿藻等得到充分利用
,

起到清洁工作用
,

改善了水域生态环境
。

山东掖县防潮堤

管理局
, 1 9 8 6年进行对虾与罗非鱼混养

,

对虾平均体长1 4
.

4厘米
,

亩获利达 1 0 23
.

3元
。

辽宁

省大洼县进行对虾与 罗 非 鱼 混 养
,

亩产对虾31 0
.

3公斤
,

最 大个体 1 4
.

1厘米
,

罗非鱼亩产
7 6

.

6公斤
,

最大个体 26
.

5厘米
,

平均亩盈利 3 5 2 9元
。

( 3 )虾
、

鱼和贝立体养殖
:

对虾池中混养鳍鱼和牡砺
,

对虾和海湾扇贝
、

泥蜡和梭鱼
,

进行虾
、

鱼和贝立体养殖
。

在对虾养殖中
、

后期
,

虾塘中浮游生 物 大 量 繁殖
,

水质呈红褐

色
,

影响对虾正常生长甚至使对虾缺氧死亡
。

混养鱼
、

贝后
,

能使残饵
、

硅藻
、

绿藻等得到

利用
,

可以净化水质
,

鱼虾贝三者共生
,

各有所得
,

饵料系数大大降低
。

山东辛启泰贝类研究所进行对虾与海湾扇贝
、

泥蜡
、

梭鱼混养
,

净化了水质
,

改善了生

态环境
,

互益共存
,

亩获利达 7 2 0 0元
,

比单养对虾增加效益10 倍
。 4

( 4 )虾和参混养
:

在盐度 30 ~ 35 的对虾养成池中
,

投放人工参礁
,

开 展 对 虾 与刺参混

养
,

参礁高温季节为对虾提供栖息场所
,

刺参是底栖杂食性动物
,

清除对虾残饵
,

无需单独

为海参投饵
,

起到清洁和净化水的作用
,

成本不变
,

效益翻番
。

( 5 )虾和藻混养
:

在对虾池内筏养海带或紫菜
,

通过光合作用
,

吸收二氧化碳
,

放出氧

气
,

促进对虾生长
。

同时藻类的代谢作用把对虾的粪便及其代谢产物氧化分解成氨态氮
,

变

成易被藻类吸收的元素
,

改善了虾池水域的环境
。

因此
,

虾藻混养是立体利用水休空间
,

改

善水质条件
,

互生互长的理想生态组合
。

(三)网围对虾养殖模式

网围养殖是一种新的养殖方式
,

它是采用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

利用潮间

带潮涨潮落的自然条件
,

打堰围网
,

堰内挖沟
,

涨潮时漫水
,

落潮时 由 于 堰 和深沟保持水

位
,

供对虾栖息
。

插杆围网是为了防止退潮时对虾随水逃跑
。

网围养虾与现在挖池灌水养虾

相比有很多优点
。

选择低潮区网围养虾
,

可 以扩大滩涂利用面积
,

将是今后重要养殖方式
;

建池方便
,

投资少
,

尤其适宜个体
、

联户养虾
; 不用排灌水

,

节约能源
,

降低养虾成本
,
水

交换量大
,

含有丰富生物饵料
,

节约饵料
,

虾池底不易老化
,

由于创造了和大海一样的生态

环境
,

水质新鲜
,

有利 于对虾生长
,

虾病少
,

对虾粗壮
,

弹跳力强
,

体色透明
。

1 9 8 6年山东青岛嶙山县杨孝清利用 1 00 亩水面
,

首次进行 网围养虾
,

当年 投 资
,

当年见

效
,

平均亩产1 61
.

4公斤
,

平均亩盈利1 2 6 8元
,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河北省乐亭县委副书记刘鹤然创办网围养虾场
,

30 0 0亩水面养虾7
,

5万公斤
,

收入 1 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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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可见网围养虾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生态养殖方式
,

为发展沿海养虾闯出一条新路
。

人工生态养虾还可 以在虾池中自然 繁 殖 或通过施肥
、

人工移植的方法培养基础生物饵

料
,

解决对虾前期饵料
,

降低养虾成本
,

在国内外
,

也广为应用
。

东南亚各国多用这种方式

养虾
,

在不额外投饵前提下
,

亩产量可
.

达 60 余公斤
。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郑严副研究员
,

将蝶赢蜚在虾池 繁 殖到7月底
,

虾池基本不用投饵
,

经山东等地试验
,

取得了 良好效果
。

(四 )盐田生态系列养殖

盐田按盐度可分三大区
:

低盐区 (3 ~ 7波美度 ) 生物种类丰富进行适度的有机物生产
。

中盐区 (8 ~ 18 波美度) 有大量卤虫存在
,

可清除颗粒有机物
。

高 盐 区 (18 ~ 29 波美度) 红

色嗜盐菌生 长旺盛
,

将卤水染红可提高蒸发量
,

盐晶坚实
。

山东高岛盐场
、

中捷友谊场
,

利

用晒盐海水不同浓度
,

开展盐田生态系列养殖
,

一次提水
,

多次利 用
,

以 盐 为 主
,

盐虾并

举
,

多种经营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中国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高岛盐场
,

进行一次提水
,

六次利用
。

3 ~ 5波美度盐池养对

虾
,

亩产对虾6 05
.

5公斤
,

平均体长1 2
.

9厘米
,

居全国先进水平
。

5~ 7波美度养梭 鱼
, 7 ~ 15

波美度高密度繁殖卤虫
。

16 波美度繁殖盐藻
,

提取胡萝 卜素和甘油
。

高浓度海水晒盐
,

苦卤

提取嗅素
。

山东省制盐研究所采取人工补充肥料等措施
,

在卤深60 一80 厘米
,

卤水5一15 波 美 度
,

亩施肥 50 ~ 1 00 公斤
,

繁殖卤虫20 万尾 / 米
’

以上
,

卤虫亩产 5 00 公斤
,

卤虫卵 20 公斤
,

是 自然

增殖的 5 倍
,

仅卤虫一项亩 增 加 经 济效 益1 97 元
。

卤虫作对虾鲜活饵料
,

促进对虾生长发

育
,

亩增益3 00 ~ 50 0元
,

仅在山东推广获纯利可达 1 2 3 8万元
。

卤虫在盐业生产中有多种作用
.

清除卤水中颗粒有机物
,

提高卤水透明度
,

净化卤水
,

盐晶规则
,

大而坚实
,
清除部分隐杆藻

,
卤虫的粪便沉淤池底

,

是生物防渗垫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便于机械操作
;
卤虫遗体流入高浓度盐池

,

为红色嗜 盐 菌 大 量繁殖提供蛋 白质
。

可 以

说
,

没有卤虫就不能很好地进行盐业生产
.

三
、

发展海水生态养殖的措施

综上所述
,

生态养殖的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说明
,

生态养殖的综合效益突出
,

前景十分可

观
.

发展生态养殖
,

必须广泛宣传
,

提高认识
。

同时
,

要进行调查研究
,

科学规划
,

生态养

殖的类型和形式的选择
,

要切合实际
。

此外
,

注意更新和培育良种 (优质
、

高产
、

周期短 )
,

大

力发展饵料系数低
,

食物链短的鱼类
1

品种养殖
,

不断优化养殖模式
。

生态养殖是依靠内涵
、

依靠科技进步挖掘增产潜力的
,

它是实现生态农业重要的一环
,

同时
,

也有助于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

因此
,

大力发展生态养殖
,

因地制宜地推广各种生

态养殖模式
,

无疑地它必将在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

我国发展生态养殖的潜力很大
,

只要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大力增加科技投入
,

生态养

殖必将有一个较大发展
。

本文经辽宁省海洋技术开发中心顾世显副研究员认真审阅
,

并精心修改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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