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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塘养鱼是一项长盛不衰的养殖产业，只要您懂得些技术，再加上勤劳奋斗，人人都可
以当老板！
◆本书具体分析了养殖现状与产业前景，让养殖专业户能够更好了解市场动态，以便确
定养殖规模，减少经济损失。
◆本书**亮点是不但给专业户提供养殖行业标准，养殖技术规程，而且具体介绍了病害
防治，为专业户解决鱼病烦恼。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现代农业新技术丛书之一，本书读者对象四大家鱼的养殖专业户，以山塘养殖为
主。本书介绍了适合山塘养殖的鱼类、养鱼饲料、山塘养鱼技术、鱼类病害的防治等内
容。本书介绍山塘养鱼新技术及鱼病防治，在写作上避免了过多的理论分析，注重实践
和可操作性，强调内容新颖，技术先进，简单实用，有很强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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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节山塘的利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湖南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开展了
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全省已建成大中小水库133万座，总库容3919亿米3；山塘16723
万处，总塘容7977亿米3。其中1000～100000米3山塘有13847万口，1万米3以上骨干山塘
有3315万口。山塘一般灌溉几亩、几十亩、几百亩农田，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全省134个县
（市、区、农场、经济开发区）。
山塘工程大多建设于20世纪60～70年代，由村组集体或农民自发建设，定期组织村民对
山塘清淤、加固。自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承包后，山塘的公共服务功能
和土地的私人承包经营制度开始脱节，多年来基本处于只用不管、只用不建的无人管理
、无人建设状态，大多数山塘严重淤积、渗漏，蓄水能力不足设计蓄水能力的60%，蓄
水能力逐年下降，灌溉效益逐年衰减。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山塘工程淤塞40%以上，蓄
水能力普遍低于设计蓄水能力的60%，塘堤存在渗漏的山塘比例高达60%，放水涵卧管设
施不完善的山塘达60%，泄水设施不配套的山塘达40%以上。
开展山塘整治既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群众迫切期盼的需要，2009～201
0年，湖南省集中安排部分新增农资补贴资金用于全省山塘清淤扩容补助，共完成793万

javascript:void(0);


口4387万亩（1亩≈667米2，下同）水面的山塘清淤扩容与整治，共新增蓄水能力1338402
万米3，改善、恢复灌溉面积11437万亩，起到了“小工程，大效益”的效果。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养殖技术的进步，目前绝大多数山塘在确保农田灌溉
的同时，开展综合养鱼生产。由于其形状不一、大小不等，所属权限不明，加之交通不
便，养殖基本条件较差。其经营现状大多管理粗放、产量较低，经济效益不理想。
第二节山塘的作用与工程整治要求
山塘作为水利基础设施，也是可用于渔业生产的重要水域，是所在区域基础水量的重要
组成部分。湖南省山塘蓄水面有448万亩，蓄水容积7977亿米3，为1383万亩农田提供基
础水量保证。尤其是在不具备修建骨干水源工程的地区，山塘所建之处，是该片区域农
田的唯一灌溉水源和当地农村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无可替代，对山塘所在区域的农业
生产和农村生活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加上山塘灌溉渠系短，水的利
用系数高，农田灌溉及时，是农业抗旱的首选水源工程。
山塘的整治首先要达到水利设施工程的基本标准，同时兼顾养殖，尽量满足养殖条件，
确保农田灌溉与渔业生产两不误、两促进，充分发挥山塘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具体而言，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节山塘的利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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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全省已建成大中小水库133万座，总库容3919亿米3；山塘1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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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清淤、加固。自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承包后，山塘的公共服务功能
和土地的私人承包经营制度开始脱节，多年来基本处于只用不管、只用不建的无人管理
、无人建设状态，大多数山塘严重淤积、渗漏，蓄水能力不足设计蓄水能力的60%，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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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农田灌溉与渔业生产两不误、两促进，充分发挥山塘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具体而言，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清淤扩容、增强蓄水能力。在保证农田水利灌溉需要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山塘蓄水
容积。尽可能多地集蓄雨水和引水蓄塘，提高蓄水能力，扩大灌溉范围，确保渔业生产
水源需要。
二是塘堤整治加固。塘堤应该满足稳定、安全、防渗、倒滤要求，包括塘堤边坡稳定、
塘堤安全提高、塘堤拦蓄水要求等水利工程需要的同时，尽量满足养殖的要求。比如原
来的山湾水库库底很多石块和野杂木，堤坝高低不平，而且四处渗漏，道路不便。为了
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启用挖掘机清理塘底的石头和树桩，加高加固堤坝，修建一条机耕
路，并修整水库的进排水水沟、涵洞、溢洪道，等等。
三是进水口设施配套。主要指放水涵卧管设施齐全，且运行正常，渠系及其建筑物工程
基本配套，如条件许可，尽量做到进排水渠道分开。同时完善泄洪设施，根据一定的防
洪标准，进行产汇流计算，确定下泄流量，设置必要的泄洪道，并考虑消能设计。另外
要注意做好养殖鱼类的防逃工作，在水库的进排水口，如涵洞、溢洪道及堤坝一些低洼
的可以逃鱼的地方，用金属、竹木或聚乙烯网片建成防逃设施，以确保养殖的安全。
四是山塘长效运行机制。其机制必须明确管护责任主体，落实管理责任和管护经费。一
般可采取租赁、拍卖、股份合作等方式转让山塘的经营权，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分离
，实行灌溉、防汛、养殖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就渔业利用而言，尽可能延长承包经营
周期，防止经营者短期行为。第三节山塘养鱼的特点与设施改造
山塘养鱼就是在一切可利用的山塘中有计划地将适合于在其中养殖的鱼类，从苗种培育
开始经过合理搭配放养，精心饲喂，防治病害直至养成成品鱼上市的一系列养殖生产技
术流程。一、山塘的特点和养鱼条件（一）山塘的特点
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利用地形筑坝或天然蓄水而形成的水体，以及农村中不成片分散的小
型水体，可统归于山塘。
（1）分散的多、成片的少，大多数山塘零散分布于农村中，即使成片的，规模也不大，
造成苗种供应短缺，成鱼销售困难。
（2）水源分布不均匀，许多山塘水的来源主要依靠雨水，同时所蓄之水还要用于农田灌
溉，存在农、渔争水的矛盾。
（3）山塘多数较浅，容量不大，池塘的大小形状不统一，池底有的深浅不一，不平坦，
对拉网捕捞不利。
（4）山塘的鱼产量普遍低，一是山塘的本身条件限制所致；二是养殖技术比较落后。
（5）有的山塘水质较好，尤其是大型的山塘，其周边很少有工厂，水源未被污染。
（二）养鱼条件
许多淡水鱼对水域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在各种不同面积、深度、水质的水体中都能生
存生长，有水就有鱼。目前，农村的山塘，不管大小，只要有一定水源，就可以直接养
鱼或者略加改造就可以养鱼，但要真正养好鱼并获得高产、高效，就要有较好的养鱼条
件。1水源充足，水质良好
鱼儿离不开水，只有水源可靠，水量充足，才能保证养鱼生产的安全，才能促进稳产、
高产。
水质的好坏影响着鱼类的生存和生长，对其品质的好坏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养鱼用水要
求达到养鱼水质标准，无污染。2水深适当，开阔当阳
常言深水养大鱼，但作为养鱼的池塘不是越深越好，水太深，水的溶氧量相应降低。因



为透明度小，光线暗，难以达到水的深层，深水层的浮游植物量比较少，光合作用弱，
释放于水中的氧就少，并且深水层水温低，受风力所形成的流动作用极小，氧气来源缺
乏；同时有机物在深水层分解，大量耗氧，所以深水层经常缺氧。鱼塘的放养深度在3米
左右，应根据不同季节合理排蓄，满足鱼类生长需求。
水中的浮游植物要借助光合作用来繁殖生长，供浮游动物和滤食鱼类食用，同时释放出
氧气补充到水体中，成为水中氧气的主要来源；另外阳光的照射有利于水温升高和鱼类
生长。因此，鱼塘四周要开阔、通风、当阳，以便阳光能终日照到鱼塘。
3面积适中，设备完善
面积大的鱼塘，鱼的活动范围大，水面经常受到风力作用而波动，上下对流，增氧调温
，促进肥料分解，有利于浮游植物繁殖，鱼种的放养量、成鱼产量都比小山塘有所增加
。为了调控水位水质，防逃防害，便于排水清整，必须有进水设备、排水设备。
进水设备：引水渠道或管道，将水源的水引进鱼塘，为防止非养殖小杂鱼、杂物等随水
入塘，同时为防止鱼溯水逃走，需要设置滤水拦鱼装置，常有网袋、拦网、网筛等。
排水设备：主要是为了控制水位，改善水质，农田灌溉，干塘清整。有溢水式、虹吸式
、升降式或梯级立式等。二、鱼塘的改造和清整（一）鱼塘的改造
鱼塘常因年久失修而淤浅、渗漏，池底高低不平，深浅不匀，水源不通，形状多样，造
成捕捞不便。这样的鱼塘要积极利用，使之既能养鱼又能灌溉。1浅塘改深塘
塘浅，容量小，水温、溶氧量等变化大，对鱼的生长不利，水深在3米左右，鱼产量随水
深的增加而有所提高。2漏水塘改保水塘
池塘漏水，水位不稳定，难以稳产保收。对于渗漏的池塘堤埂或池底，简单的办法是在
堤埂中间开沟，用黏土加石灰填筑，形成一道保水墙，池底铺一层黏土并夯紧，或用黏
土和石灰混合铺底夯紧。排水设备处漏水时应先挖开，层层填空。3死水塘改活水塘
开渠引水，使池塘与水库、河溪相连，扩大集水面积。筑堤抬水，增设进水渠、排水渠
，使进水、排水分开，以利排灌自如，优化养殖结构，控制鱼病传染，为优质高产、高
效创造条件。4小塘改大塘
小塘虽有排水迅速、鱼病容易防治、捕捞方便等特点，但塘小水少，水温、水质易于变
化，难以精养和高产。尤其在水源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小塘改大塘，扩大水面，受
风面大，溶氧量较高，水温、水质较稳定。（二）山塘的清整
养过几年的鱼塘，由于各类残渣、泥沙的积累深沉，水浪对堤埂的侵蚀，使池底积存大
量淤泥和腐殖质导致池塘变浅，病原滋生。不及时清整，则鱼病发生率增加，生产将受
到影响。1清淤泥
一般是在冬季排水干池，靠人力或机械将池中的淤泥清出，以修整池坡，加宽培厚堤埂
，淤泥作种草的基肥。2生石灰清塘
水浅约20厘米，每亩用生石灰75～100千克，先将其分堆放在池底，待其溶化后，再将其
泼匀；水深尤其对于那些不能干塘的鱼塘，平均深1米的水面每亩用生石灰150千克左右
，化浆泼匀。用生石灰清塘虽然用量大，劳动强度大，但其效果好，优点多：
第一，生石灰溶化后变成氢氧化钙，其强碱性，能有效杀灭池中的小杂鱼、螺、蚌、青
苔、病菌等，减少了这些生物与养殖鱼类争食物争氧，能有效地降低发病率。
第二，氢氧化钙能中和池底污泥中的腐殖酸和水中的二氧化碳，使水变成适应鱼类生活
生长的微碱性环境。第三，能澄清水质，使悬浮物质等沉淀。
第四，能使淤泥中被吸附的氮、磷、钾释放出来，使水变肥。
第五，补充钙肥，钙是水生绿色植物和水生动物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生石灰价格低廉，能就地取材，被列为清塘的首选药物。
第四节山塘生态特色渔业开发实例
浙江省江山市水产养殖水域以山塘水库为主，零星分布、数量众多。近年来该市通过发
展生态养殖，适度控制养殖产量，努力提升水产品品质，大力培育本土特色养殖品种开
发，在助农增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一、倡导发展生态渔业，保护水域环境
与市环保局联合发出“发展生态渔业，保护水域环境”的倡议书，在全市范围广泛宣传
，明确指出畜禽粪便直接养鱼、化肥养鱼、滥用渔药的危害；提倡摒弃使用畜禽粪便直
接养鱼的陋习、严格控制化肥养鱼、规范使用渔药，坚持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生态渔
业、设施渔业、休闲渔业等现代渔业；保护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江山的“山清水秀”。
倡议得到了广大市民、渔民的拥护，全市上下形成了发展生态渔业、保护水域环境的共
识，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以“以奖代补”方式对发展生态特
色渔业进行扶持；各乡镇政府也相应出台“降租、补助、奖励”等政策，鼓励发展生态
渔业，并聘任生态环境监督员进行督查、考核。江山市山塘水库承包合同中普遍明确有
专门条款，规定禁止采用畜禽粪便、化肥养鱼，全市90%以上水库养殖水域已摒弃传统
的施肥养鱼生产模式。通过发展洁水生态渔业、推行网箱生态高效养殖技术、标准化养
殖技术等新型实用技术，生态渔业得到发展，山塘水库水质得到极大改善。
二、创新养殖模式，发展小型水库网箱生态高效养殖
山区小水库习惯于传统施肥投饵养鱼模式，且限于山塘水库年底才能干塘清库的实际情
况，可供选择养殖品种和养殖模式不多，完全摒弃施肥养鱼模式有较大难度，特别需要
新型适用养殖模式进行转型替代。经试验，在水量充沛的小型水库内设置一定比例配备
底增氧设施的网箱，网箱内养殖各种名特优新水产养殖品种，网箱外养殖花白鲢鱼调节
水质，并混养一定数量的斑鳜、翘嘴红鲌等控制野杂鱼过度繁殖；网箱内投饵精养，网
箱外任其自然，形成山区小型水库网箱生态高效养殖新模式，达到调整养殖结构、提高
养殖效益，减少养殖污染、保护水域环境双赢目的，切实可行。至2011年年底，江山市
已发展小水库网箱生态高效养殖，养殖品种有斑鳜、鳜鱼、光唇鱼、光倒刺鲃、唇鱼骨
、翘嘴红鲌、瓯江彩鲤、黄鳝、鳙鱼、草鱼、鲫鱼、鳊鱼等，年养殖优质鱼产量达450吨
，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小水库采用网箱生态高效养殖模式后，水
质越好产量越高、病害越少，自然杜绝了施肥养鱼，渔业水域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且水
质改善后水产品品质明显提高，周边百姓交口称赞。小水库采用网箱生态高效养殖模式
后，鱼种放养方便，品种结构调整简易，捕捞方便，上市灵活，后续发展空间很大，有
效拓宽了生态渔业发展途径。三、大力推广鳜鱼生态混养模式
山塘水库养殖中小鲫鱼等低值野杂鱼多是最令养殖户头疼的事，通过实施鳜鱼生态混养
模式，将低值野杂鱼转化成高档的鳜鱼商品鱼，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鳜鱼生态混
养模式，当年清库的山塘水库可混养翘嘴鳜，多年清库的山塘水库可混养斑鳜，鳜鱼苗
种放养后无须另行增加投入，只要成活率好效益是比较可观的，一般每亩可增收100元以
上。鳜鱼对水质要求较高，水质好坏将直接影响鳜鱼成活率，山塘水库生态混养鳜鱼后
，养殖户要更加重视保护养殖环境，主动防止养殖水域污染。通过江山市志和鳜鱼发展
有限公司提供鳜鱼苗种，并与本地养殖户签订鳜鱼保护价回收协议，防止了年底集中上
市价格受打压情况的出现，促进了山塘水库养殖户混养鳜鱼的积极性。2011年江山市有1
8万亩山塘水库实施了鳜鱼生态混养模式，提高了养殖效益，较好地保护了渔业水域环境
。四、大力发展设施渔业，全面开展山塘特色水产养殖
在倡导发展生态渔业的同时，江山市还大力倡导发展山塘特色水产养殖，促进渔业转型



提质增效，政府及相关部门千方百计提供政策支持、技术支持、项目支持，促进了特色
水产养殖业的较快发展。除山塘网箱养殖设施外，全市还兴建了很多其他特种水产养殖
设施。如江山市志和鳜鱼发展有限公司的鳜鱼等鱼类苗种繁育设施，江山市溪源水产养
殖场、江山市天池水产养殖场溪流鱼类繁育养殖设施，江山市康普螺旋藻有限公司螺旋
藻繁育养殖设施，江山市双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华鳖繁育养殖设施，江山市峡口
镇风洞坑娃娃鱼养殖场娃娃鱼繁育养殖设施，江山市山泉谷石蛙养殖场、江山市双溪口
石蛙养殖场石蛙繁育养殖设施，江山市鸿洋泥鳅养殖专业合作社、江山市园圃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泥鳅繁育养殖设施，江山市水岸人家鱼庄、江山市绿川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休闲渔业设施等。全市2011年特色水产养殖基础设施投资至少达2000万元，特色水产养
殖业开始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五、大力发展洁水保水渔业
三大水库全面实施生态洁水有机渔业开发，严格控制网箱养殖，合理放养滤食性鱼类，
起到借助渔业净化水质的作用。并逐步形成品牌效应，三大水库天然生态的水产品市场
得到进一步的开拓，水产品价格逐年上升。2011年碗窑水库大规格鳙鱼价格已达到了每
千克28元，比市场上普通的鳙鱼翻了一番多。六、大力推行标准化养殖生产
全面推行无公害养殖用水水质标准、渔用药物使用标准、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标准，
实现水产品无公害养殖生产，建立水产养殖“三项记录”制度，基本形成生产有记录、
产品流向可追踪、出现问题可追溯的质量管理体系。2009～2011年通过江山市丰和渔业
专业合作社实施鳜鱼无公害标准化养殖示范推广项目，根据国家鳜鱼无公害养殖技术标
准，编制了通俗易懂的鳜鱼（网箱）标准化养殖模式图、鳜鱼（山塘水库混养）标准化
养殖模式图，进行广泛宣传，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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