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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环境污染的加深，大自然中可利用的无污染农业资源越来越少，这对于农业发展来说，十分不利。其中，水产养殖使用的是高

密度放养与大量施肥投饵结合在一起养殖模式，这种养殖模式容易污染水源，还会增加养殖成本，为了解决该问题，也为了更好地促进养

殖业的发展，养殖模式必须进行优化。笔者通过一定的研究发现，鱼菜池塘共生模式，不仅能有效帮助减少水质污染，还能一定程度上节

约成本，增加水产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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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池塘的鱼菜共生，需要鱼类与植物的营养生理技术、环境

技术、理化技术等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新型
农业技术，具体来说就是在鱼类的养殖基地种植合适的蔬菜，这样
就可以通过蔬菜和鱼类的特性，实现共生互补，让养殖基地形成生
态系统内部稳定物质循环。 

1 技术主要创新点 
池塘鱼菜共生技术主要包含：一个是消纳技术，消化池塘养殖

产生的废弃物，比如氮、磷等；另一个是实现水产品和蔬菜之间的
共生。 

2 池塘养殖技术要求 
2.1 池塘养殖的相关技术改造 
在进行池塘养殖的时候，需要对池塘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让

其能更好地进行养殖，帮助推动养殖品种、水质循环、科学投喂、
防治病害等各方面工艺现代化的发展，实现更好的管理。 

2.2 调整池塘水质的具体方法 
首先，用蔬菜的来帮助净化池塘的水质，用池塘鱼类的生产的

相关物质来促进蔬菜的生长，用鱼类的生长来改善池塘的生态环
境，进而改善整个基地的神生态环境；其次，通过光合细菌、硝化
细菌等微生物来对池塘水质情况进行调控，让池塘的水更为活、爽、
嫩；再次，采用物理调控的方法来进行池塘情况的调控，即增氧机，
这样就能根据不同的天气或者季节，为鱼类的生存发展提供足够的
氧气；最后，采用加注新水的方式来进行调控，一般来说鱼类养殖
池塘每月最好加注新水 2 次，然后再根据检测数据来分析池塘底部
的底质、水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适量的生石灰对池塘进行消毒。 

2.3 选择优良的水产养殖品种 
养殖品种需要有稳定的市场供应渠道，且养殖品种需要跟养殖

环境相适应，养殖鱼苗需要按池塘 4:1 的比例进行投放，鱼苗需要
来源一致，鱼苗之间的个体差异控制在 10%以内。 

2.4 科学投喂饲料 
投喂的饲料必须要符合养殖鱼苗的食用需求，这是基础要求，

除此之外饲料的适口性、新鲜度、营养成分等，都要达到相关的要
求，而且根据养殖鱼类的生长情况，鱼类每天进食的量需要进行测
算，以此来确定每天投喂饲料的量，避免出现投喂过度的情况。 

2.5 及时防治病害 
2.5.1 定期消毒 
对鱼类的养殖需要注重水质，并根据其具体情况来进行保护，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一月使用一到两次环境保护剂即可，另外
池塘中养殖的鱼类品种和搭配品种一定要比例适配，这样才能帮助
达到微生物的平衡，进而起到防治传染性疾病以及暴发性疾病的作
用。 

2.5.2 严格检疫 
这种方式主要是帮助切断传播途径，主要分三个不同的方向进

行，首先是对选购的鱼苗进行消毒，即使用比例为 2%-4%食盐水
浸洗鱼苗 5-10 分钟，这可以有效预防鱼类的白头白嘴病、烂鳃病；
再用 l0 克/立方米-20 克/立方米漂白粉水浸洗鱼苗约 10 分钟，可以
有效预防鱼类的各类细菌性疾病；其次是对投喂的饵料进行消毒，

时间到了之后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方能投喂；再次是对养殖
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工具进行消毒；最后是对食场进行消毒。总体
来说就是养殖鱼类的各个环节都要做到全面消毒。 

2.5.3 及时预防季节性流行病 
保持每月使用生石灰进行消毒，消毒的范围包括池塘、食场、

挂袋、挂篓，30 克/立方米是生石灰的用量要求。若不方便使用该
方法，还可以使用投喂的方式进行防治，当然要先与饲料进行混合
才能投喂。 

2.5.4 实现生产流程的现代化 
需要及时了解鱼类的市场行情，根据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做出

养殖各方面情况的计划和判断，其中包括成鱼出售计划和鱼苗的竞
购计划，还有就是实现鱼苗选种的流程化和投喂的科学化。 

3 水上蔬菜栽培技术 
3.1 如何制作水上蔬菜养殖浮架 
用 PVC 管制作 lm×2m 或 lm×4m 的浮床，且这种浮架适用于

任何类型的养殖池塘，帮助实现鱼菜共生；用直径 6cm 以上的竹子
根据鱼塘情况制成三角形或四边形或者竹篮，更适用于非食草性鱼
类的池塘；用稻草、废旧轮胎等可浮水材料也可制作，具有取材经
济、方便的优势。 

3.2 选择合适的水上蔬菜品种 
根系发达、可帮助净化水质的蔬菜更适合水上种植。空心菜喜

高温（25-30°C）多湿的环境，对氮的需求量大，对土壤要求低，
还可密集种植，十分适合进行鱼塘水上种植，可达到增收、净水的
效果。 

3.3 水上种植面积选择 
根据水体检验的肥瘦程度来确定蔬菜的种植比例，一般情况

下，种植面积控制在 5%-15%的范围内较为合适。 
结语 
综上所述，鱼菜共生技术可操作性强、原理简单，可配合农业

生产的规模化发展，运用广泛，可成为未来都市农业发展的趋势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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