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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业的发展开始被广泛关注，因为它的发展模式将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保护，

水产养殖业作为农业发展的一部分，也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它的生态经济发展情况，而对于水产养殖业来说，绿色、环保、安全、健康

的生态环境极为重要，我国的水产养殖业发展至今，取得了较多的发展和成就，后期发展水产养殖生态经济，也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但根

据具体的实践情况来看，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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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的数据情况可知，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发展正面临着较

大的困难，因为畜禽的销售市场普遍价格偏低，但是养殖的成本又

过高，整体经济效益小，使得很多人对畜禽养殖业失去了信心。从

本质上来说，畜禽养殖业是人们对动物进行养殖，然后通过市场行

为获取利润的行业，但是在具体的养殖过程中，人们并不了解动物

的行为情况和健康情况，使得育种、防疫等做不到位，甚至滥用各

种激素，使得蓄养的动物发病率越来越高，损失巨大，也让农民不

再想发展畜禽养殖业，所以让农民重拾对畜禽养殖业的信心，帮助

他们借此致富，就成为近些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很多地区都在发展水产养殖业，但是传统的水产养

殖业发展至今，已经进入了瓶颈期，人们很难再提升水产养殖的产

量，所以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进一步提升水产养殖的产量，人们

开始大量使用肥料、农药等，加大水域内的生长环境营养量，这样

虽可有效提升产量，但是却加大了水中有机物的分解负荷，再加上

人们通常会忽略水质的管理，导致水中的物质循环以及能量流动受

阻，使得鱼类新陈代谢物质和其他物质越积越多，让 COD、H2S 等

含量超过了渔业用水的标准，生活在这种水质环境下的鱼类容易出

现各种疾病，质量堪忧，为了实现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

生态经济的养殖技术，构建稳定的水产养殖生态系统十分重要。 

1 水产养殖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科学性 

根据调查可知，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重产

量、轻质量的现象，部分养殖户为了提升产量，经常会使用一些很

不科学的方法，比如加大用药量来防治害虫以及帮助增产，但是过

度用药会让养殖的水产品产生耐药性，减低用药的效果，继而再度

加大药量，形成恶性循环；若是通过投喂饲料的方式来增加养殖水

产品的质量，再加上使用的是化肥或者农家肥，容易导致水产品质

量下降，出现较多有害物质残留，不符合卫生标准，更无法进入市

场，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国家为提升水产养殖的经济效

益，提倡使用生态水产养殖法，帮助进行全面的害虫防治，达到生

态平衡，形成科学的生态经济，实现经济和自然的共赢发展。 

1.2 环境污染严重 

养殖方式当前采用的是集约化模式，那么为了追求产量，就很

容易过度使用饲料和防病药物，使得养殖的水体营养物质含量过

高，后续排出的养殖废水的污染程度也较高，若不限制排放，不进

行处理，生态系统必定遭到破坏，进而影响养殖水体的健康，导致

水产品的品质下降严重，爆发破坏力强的水产品疫病。另外，我国

水产养殖地之间距离较近，若养殖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附近养

殖基地的水体都会受到影响。由此可见，水产养殖污水的排放必须

加强管理，即要求所有水产养殖基地在污水排放前必须进行处理和

检测，不能让这种不科学的方式继续破坏生态平衡，影响整个生态

经济的发展。综合来说，以养为主的水产养殖系统当前的生态功能

已经受到较大破坏，也无法满足我国当前对水产养殖的要求，其中

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一个是养殖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处

理，一个是转变水产养殖系统的发展方式，需要加以解决。 

2 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生态系统的构建 

2.1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构建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是包含消费者、生产者、生物、非生物、社

会目标等在内的一套庞大系统，在人类对其相关变化规律的了解

下，可以对其相互发展的作用、方向以及过程进行控制，这样就可

以在满足生态条件的情况下使用科学的方法对水产养殖进行治理，

这样不仅水产品质量和产量得到了保障，人们的生活质量也能得到

一定的提升，除此之外，生态环境也能慢慢得到修复，为后世创造

更为有利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2.2 控制养殖容量 

这里所提到的养殖容量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

在水产养殖领域中，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

容纳量等考虑在内计算出最适合的养殖容量，这样进行水产养殖不

仅不会危害养殖环境，还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规划好水产养

殖容量，制定全面科学的养殖规划并积极部署，让水产养殖形成一

个科学经营的模式。 

2.3 健康的水产养殖模式 

水产养殖的传统模式是粗放养殖，这种养殖方式产量、质量、

环境以及生态都得不到较好的保障，而健康的养殖模式需要根据养

殖品种所需的生长环境、繁殖规律、生活习性、生理特定等来订立

具体养殖方式，除此之外还需要结合新技术来优化养殖模式，建立

最终的动植物复合养殖系统，实现养殖水产品高产量、高速率、高

质量的目的。 

2.4 生物修复 

水产养殖的水域属于水域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发展水产养

殖业必定会对水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并非无

解，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其中生物修复是最为有效的治理方式之

一，对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流动进行调整，当然也需要根据

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转化情况来进行，因此修复

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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