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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现状与趋势

刘祥军

日照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山东日照 276800

摘 要：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水产养殖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是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为一种具有较高营养价值的食品，其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这对水产养殖业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同时也是一

次严峻的挑战。但是，目前大部分的水产养殖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经营方式上，现代化的信息化技术在水产养殖中的运用

相对滞后，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水产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目前国内水产业信息化状况

的分析，探讨了今后水产业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并根据这个方向，给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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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 of key technologies of aquaculture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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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status of aquaculture in society is also increasing,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for the people. As a food with high nutritional value, the market
demand for aquaculture products is continuously growing. This presents both a rare opportunity and a severe challenge for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However, currently, the majority of aquaculture practices still rely on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quaculture lags behind. These issues have seriously hinder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quaculture industry.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domestic aquaculture industry, explor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and provide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solution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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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行业和领域已经

发生了变化。信息化技术的特征是可以有效地将产业内各

个环节的衔接问题进行整合，从而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

本，而且，它还能保持很高的准确度，为行业内部和外部

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更

好地提高产品的质量。在水产养殖产业中，现代化的信息

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的缺陷，利用互联

网传感技术、遥感技术等，可以实现智能化的系统运行，

从而有效地降低了人工因素带来的损失，在产业变革中发

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水产养殖技术的历史

在中国，水产业的发展源远流长，是中国农业系统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生活品质的不断改善，人们

对水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水产品品质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要使我国的水产养殖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就需要建

立起一套适合我国的水产养殖信息系统。

（一）淡水养殖

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在殷商末年和周初就已经有了

淡水养殖的记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国的淡水养殖具

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淡水养殖的经验，

而且还对世界范围内的淡水养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以

说，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水产养殖技术对世界水产养殖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对国外的水产养殖技术

进行了培训，使国内水产养殖技术走向国际。

（二）海水养殖

相对于淡水养殖业而言，我国的海洋养殖业发展时间

相对较短。不过，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海洋养殖

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海洋养殖经验。

在海水养殖方面，我国已经实现了虾贝并养，并形成了以

贝保藻，以藻养珍的良性循环，并在海水养殖方面开创了

以虾贝藻为主的养殖模式。根据相关资料，中国的水产养

殖量已经达到了世界上80%左右，成为最大的水产养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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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水产养殖信息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水产养殖信息的收集不够全面

目前，在我国水产养殖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过程中，

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内大多数水产养殖的管理部门，对水

产养殖企业的信息进行了收集，而这些信息的收集并不完

整。我国人口众多，国土广袤，而对于从事水产业的经营

者来说，相关公司的生产、饲养和运往的地方都难以估算，

而渔业公司的数目也难以统计，所以，如何收集与我国相

关的水产养殖相关的信息与数据，成为当前水产养殖信息

化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要让信息化建设在水产养殖中

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就得找出一条切合实际的途径来解

决这个问题。

（二）水产养殖信息化数据库的整理方式有待提高

另外，另外，在对国内水产养殖信息资料的整理过程

中，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我国水产业的企业与

其内部的某些信息的加法与乘法，都将是一个庞大的数量，

因此，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数据的

收集是为建立一个对我国的水产养殖企业进行监管奠定

基础，所以，在水产业的经营过程中，信息的快速获取也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就目前而言，在国内，大

多数的水产养殖信息管理部门所采取的信息分类和整理

的方法，都是一种简单的、分企业单位的方法，这样的方

法不能说没有遗漏，但也不能说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要在

我国的水产养殖产业的管理中，充分地发挥信息化管理的

功能，其效果达不到期望的目的，这也是一个迫切需要我

们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三、水产养殖信息获取技术

（一）信息挖掘技术

信息采掘技术是透过文献查阅、观赏养殖笔记及问卷

调查等方法，获取相关产业资讯与资讯的一项技术。将所

获得的相关知识信息输入到培育系统中，再通过计算机对

其进行识别和计算，最终得出最适用的培育模式，并进行

自动化应用。其中，信息量大，是实现水产业现代化与自

动化的关键。

（二）网络传感技术

在水产养殖生产中，水质是影响水产养殖生产的主要

因素。网络传感技术能够随时监测养殖水体中的溶氧含量、

PH值、有机物含量、废气及有害物 H2S含量等，并对水

质展开判断，从而获得水环境参数。另外，借由感测装置，

可得知养殖区治税环境状况，进而提供处理方法。从而获

得解决方案。其次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控养殖水体中的鱼群，

获取鱼群的体重，生理，健康，疾病等信息。

（三）遥感与地理信息获取技术

一些水产养殖行业，其所处区域的地形比较复杂，对

养殖项目的操作也比较困难，因此，传统的遥感技术所能

测量到的参数并不十分详尽，此时，就可以将地理信息获

取技术与之相结合，将两者相结合，就可以在对养殖水体

的地理空间分布情况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利用遥感技术获

得实时的信息，再经过计算机的处理，就可以获得更加详

尽的数据供参考。

四、水产养殖信息处理及应用技术

（一）水质监测及预警

养殖水体的质量，对水产品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所

以，在水产养殖的管理中，对水质进行监测和预警，就成

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中，水温、 pH、溶氧量和有害

物质 H2S 的浓度是决定鱼肉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前，在我

国的水产养殖业中，广泛使用的是神经网络来对水质进行

短时间的监控，与水质预警系统相结合，在得到了水质的

一些数据之后，可以实现对这些数据的实时预警，并向有

关的管理者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水产养殖专家系统

因为我国的水产业形势变化很快，各种不同的水产业

产品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水产业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并且

病情复杂，大部分呈现出爆发性和流行性，一些地区对于

水产业产品的疾病的诊断存在着不够及时或者不够精确

等问题，这就导致了水产业环境的安全性比较脆弱。水产

养殖专家系统覆盖了水产养殖的投饲、运输、管理及病害

等方面，比如：鱼病远程监测预警、诊断系统等。能够实

时在线指导养殖户管理及病虫害防治。而通过信息挖掘技

术与预警系统的结合，能够及时、高效地提高养殖业的养

殖成本与经济效益。

（三）水产养殖配饲、投饲系统

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要利用到水产养殖管理决策系

统，来进行饲料的配制和投喂，利用传感器和监控系统，

可以获得水产养殖产品的实时数据，并依据其生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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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决定饲料的配方和投放量，从而保证养殖产品的健康发

展，避免饲料的浪费。同时，通过对疫病的早期预警，可

以对疫病进行适时的防治，实现了对疫病的综合管理。

五、水产养殖信息化关键技术的发展趋势

（一）成立水产养殖信息数据收集小组

因为我国的水产业的数量很多，所以数据的收集工作

也很繁重，所以，我们不但要在数据的基础收集上下功夫，

还要在搜集的方法上下“巧功夫”，利用公司自身的基本

资料，来解决我们在搜集资料时所遇到的一些人手短缺的

问题，另外，我们还应该建立一个信息搜集团队，对搜集

资料进行分类，找出一种更加高效，更加可靠的搜集资料

的方式。

（二）利用信息网络化建设我国水产养殖信息库

在水产养殖信息化的建设过程中，对水产养殖数据的

整理和收集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数据的整理和检索，

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传统的纸质档的保存，那样的数据采

集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今大数据时代下的时代需求，因

此，我们需要在当今这个高度发展的网络时代中，通过互

联网，把所采集到的数据全部发布到互联网上，这样就可

以迅速地进行检索，起到了水产养殖信息化的重要作用。

（三）信息获取方式的发展趋势

在水产业中，由于数据种类繁多，情况复杂，采用手

工方式进行数据采集，既耗时又不能保证准确。通过信息

采集装置来获得信息，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人工获取信息

的局限性，在信息的精度、广度、质量和范围方面，都是

人工无法相比的。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不断改进，在

一次安装操作之后，有关的信息技术设备可以在 24 小时

之内，不间断地得到实时信息，其工作效率非常高。而且，

它还可以以水产养殖的特点和关键数据等为基础，将其直

接输入到系统中，构建出一个模型，并进行计算，从而表

现出高智能化、高集成化、高可靠性的趋势。

（四）信息处理及决策的发展趋势

未来在水产养殖领域，信息的处理将会朝着模块化、

智能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利用信息发掘、人工智能等

计算机技术，不但可以提升信息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而

且还可以与养殖专家系统相结合，对信息进行综合判断，

并迅速做出决策。信息化的水产养殖可以对养殖水体和养

殖产品进行细致的划分，利用模型化的管控方式，将来可

以对每个养殖产品的单元进行信息化的标识和实时的监

控，在养殖的全过程中，系统会为每个单元建立一个独立

的文件，并对其进行信息标记，在使用者的手里，可以在

养殖平台上查看该产品的全过程。

（五）信息化产业整合趋势

它是经济活动链中的一部分，在信息化技术的持续发

展下，它将会融入到整个生产链之中，在未来的信息化产

业整合中，将会让水产养殖行业变成消费活动中的一个板

块，包括鱼苗、饲料的采购，养殖产品的销售等，都将与

信息化的水产养殖共用一个平台，让整个产业链构成一个

完整的系统，所有的养殖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在同一个信息

平台上展开，这样可以节约很多的人力资源和成本，最终

构成了产业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六）信息化技术应用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它主要是指在获取的精度和广度

上，以及在获取的质量和范围上不断改进。随着各种技术

在水产养殖产业中的应用越来越成熟，其不断发展与水产

养殖的特点日益密切，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提高了水产养殖

业的基础数据的整体水平，确保了水产养殖业的数据源的

可靠性和可信度。

（七）养殖管理决策的改变

随着我国渔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我国渔业生产中存在

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渔业生产中存在的问

题。信息化的发展将现代科学与农业生产进行了密切的联

系，使得水产养殖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了精细化的养

殖系统，从传统的控制方法发展到了现代的模型控制方法，

从而使得管理变得更加有效。

（八）信息化思维及技术的应用

信息化思维与技术的应用在水产养殖业中日益重要，

随着信息化的手段的不断深化，其实质及其规律也日益清

晰。重视信息化思维和技术的运用，推动了高新技术与养

殖流程的融合，两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并不断提升

了科技转化能力和应用水平。

六、结束语

总之，信息技术使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方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针对传统养殖业的难点，突破了制约养殖业

发展的瓶颈。将整个饲养过程中的各个步骤都以智能的方

式连接起来，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度的节省人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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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保证精确的操纵，杜绝人工操纵出现错误的可能。

通过对有关科研人员的持续研究，对养殖系统和设备进行

更新，将会变得更加科学、合理，不仅可以满足我国公民

的日常需要，还可以对其进行出口，促进我国现代化经济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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