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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虾虾养养殖殖模模式式现现状状的的简简介介

我我国国对对虾虾养养殖殖业业已已经经有有几几百百年年的的历历史史 其其发发展展过过

程程伴伴随随着着养养殖殖模模式式的的演演变变 ∀∀最最初初在在港港湾湾进进行行粗粗放放的的鱼鱼

养养殖殖和和港港养养 ∀∀大大规规模模修修建建池池塘塘进进行行对对虾虾养养殖殖 只只是是

近近 在在各各种种适适合合的的养养殖殖种种类类的的人人工工育育苗苗获获得得突突破破

之之后后才才发发展展起起来来 并并在在 年年代代初初达达到到高高峰峰 ∀∀ 年年代代中中

后后期期 由由于于暴暴发发性性虾虾病病的的流流行行 导导致致了了养养虾虾业业的的大大滑滑

坡坡 ∀∀一一般般认认为为 是是传传统统的的潮潮差差纳纳 !!换换水水养养殖殖模模式式引引起起近近

岸岸水水域域富富营营养养化化 破破坏坏生生态态环环境境 导导致致病病原原四四处处传传播播

造造成成养养虾虾业业衰衰退退 ≈≈ ∀∀为为了了使使对对虾虾养养殖殖业业得得以以恢恢复复和和

发发展展 很很多多学学者者和和生生产产者者瞄瞄准准减减少少对对环环境境的的污污染染和和预预

防防病病害害等等目目标标 发发展展了了多多种种养养殖殖模模式式 主主要要有有 半半

封封闭闭或或封封闭闭式式养养殖殖模模式式 循循环环水水养养殖殖模模式式 综综

合合养养殖殖模模式式 高高位位池池养养殖殖模模式式 海海水水淡淡化化和和卤卤

水水加加淡淡水水养养殖殖模模式式 ∀∀这这些些养养殖殖模模式式都都取取得得了了一一定定的的效效

果果 使使对对虾虾养养殖殖业业得得到到了了一一定定程程度度的的恢恢复复 ∀∀

对对虾虾多多池池循循环环水水综综合合养养殖殖模模式式的的内内

涵涵及及优优点点

22 11 本本模模式式的的生生态态学学原原理理

青青岛岛海海洋洋大大学学 //对对虾虾池池综综合合养养殖殖生生态态系系统统优优化化结结

构构的的研研究究00 课课题题组组 在在单单池池综综合合养养殖殖研研究究结结果果的的启启发发

下下 于于 年年和和 年年对对这这种种模模式式进进行行了了初初步步研研

究究 ∀∀这这一一模模式式的的结结构构和和原原理理如如图图 所所示示 ∀∀

由由图图 可可以以看看到到 这这种种模模式式将将综综合合养养殖殖和和循循环环水水

养养殖殖结结合合了了起起来来 是是一一种种全全新新的的养养殖殖模模式式 ∀∀系系统统的的每每

个个池池塘塘 主主要要生生产产池池 !!第第一一生生物物净净化化池池 !!第第二二生生物物净净化化

池池 既既是是循循环环水水养养殖殖系系统统的的组组成成部部分分 又又是是综综合合养养殖殖

池池 各各个个池池塘塘的的主主要要功功能能不不同同 但但都都具具有有生生产产产产品品和和

净净化化水水质质的的功功能能 ∀∀

22 22 本本模模式式的的优优点点

本本模模式式结结合合了了循循环环水水养养殖殖和和综综合合养养殖殖的的特特点点 具具

有有以以下下优优点点 每每个个池池塘塘既既是是综综合合养养殖殖池池 又又是是水水处处

理理池池 各各个个池池塘塘都都生生产产有有经经济济价价值值的的产产品品 由由

于于将将担担负负处处理理水水功功能能的的种种类类的的主主要要部部分分从从生生产产池池转转

移移到到了了水水处处理理池池养养殖殖 减减小小了了综综合合养养殖殖中中对对主主养养品品种种

放放养养密密度度的的限限制制 由由于于增增加加了了整整个个系系统统的的面面积积 使使

系系统统的的初初级级生生产产量量得得以以提提高高 从从而而提提高高了了浮浮游游植植物物的的

净净水水作作用用 每每个个池池塘塘都都处处理理水水 提提高高了了系系统统的的水水处处

理理效效率率 养养殖殖用用水水经经过过二二级级净净化化池池的的沉沉淀淀 可可大大大大

减减少少养养殖殖池池的的沉沉淀淀物物质质 并并籍籍此此改改良良后后者者的的水水质质

只只有有生生产产池池投投入入饵饵料料和和化化肥肥 其其余余池池塘塘利利用用生生产产池池没没

有有利利用用的的物物质质和和系系统统的的初初级级生生产产力力 因因而而能能大大大大提提高高

投投入入物物质质的的有有效效利利用用率率 ∀∀

对对虾虾多多池池循循环环水水综综合合养养殖殖模模式式的的展展望望

目目前前 由由于于世世界界范范围围的的对对虾虾疾疾病病问问题题和和环环境境污污染染

问问题题 使使对对虾虾养养殖殖业业一一直直处处于于低低谷谷状状态态 各各国国的的学学者者

和和生生产产者者都都在在进进行行探探索索 希希望望找找到到解解决决问问题题的的办办法法 ∀∀

对对于于对对虾虾养养殖殖业业衰衰退退的的原原因因 比比较较一一致致的的看看法法是是认认为为

对对虾虾养养殖殖业业无无限限制制地地扩扩大大规规模模和和传传统统养养殖殖模模式式的的弊弊

端端所所导导致致 ≈≈ ∀∀解解决决问问题题的的重重点点一一方方面面要要加加强强养养虾虾业业

的的管管理理规规划划 更更重重要要的的是是改改进进养养殖殖模模式式 ∀∀生生产产者者和和学学

者者们们在在寻寻求求解解决决问问题题的的办办法法的的过过程程中中发发展展了了以以上上一一

些些主主要要养养殖殖模模式式 ≈≈ 并并有有根根据据各各地地情情况况将将各各种种模模式式

综综合合应应用用的的趋趋势势 ∀∀为为了了从从根根本本上上解解决决目目前前对对虾虾养养殖殖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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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多多池池循循环环水水综综合合养养殖殖模模式式的的结结构构和和原原理理 注注 箭箭头头表表示示养养殖殖用用水水在在各各池池间间循循环环的的途途径径

ƒƒ ×× ∏∏ ∏∏ 22 ∏∏ ∏∏

所所面面临临的的问问题题和和困困境境 实实现现对对虾虾养养殖殖业业的的健健康康持持续续发发

展展 对对虾虾多多池池循循环环水水综综合合养养殖殖模模式式会会发发挥挥重重要要作作用用

应应当当得得到到重重视视和和发发展展 ∀∀当当前前困困扰扰养养虾虾业业的的主主要要问问题题是是

浅浅海海环环境境污污染染和和对对虾虾的的病病毒毒性性流流行行病病 对对虾虾多多池池循循环环

水水综综合合养养殖殖模模式式对对解解决决这这些些问问题题都都可可作作出出重重大大贡贡

献献 ∀∀郭郭仁仁杰杰等等 年年和和梁梁荣荣元元等等 ≈≈ 的的研研究究表表明明 循循环环

水水养养殖殖模模式式由由于于建建造造和和运运行行费费用用高高 是是一一种种产产出出 投投

入入比比低低的的模模式式 只只能能在在沿沿海海用用地地和和劳劳动动力力紧紧张张 !!经经济济

高高度度发发达达的的国国家家和和地地区区得得到到有有限限的的应应用用和和发发展展 ∀∀而而主主

要要养养虾虾国国家家和和地地区区集集中中在在亚亚洲洲和和南南美美的的发发展展中中国国家家

和和地地区区 这这些些国国家家和和地地区区沿沿海海滩滩涂涂面面积积大大 !!劳劳动动力力充充

足足 !!工工业业化化程程度度低低 !!经经济济不不发发达达 难难以以采采用用该该模模式式 而而

多多池池循循环环水水综综合合养养殖殖模模式式则则不不受受这这一一限限制制 ∀∀单单池池的的封封

闭闭式式综综合合养养殖殖虽虽然然比比传传统统的的大大换换水水单单养养模模式式具具有有一一

定定的的优优越越性性 但但主主养养种种类类和和担担负负水水处处理理功功能能的的种种类类养养

在在同同一一池池塘塘中中 而而水水体体对对生生物物的的负负载载力力是是有有限限的的 使使

两两类类养养殖殖种种类类的的养养殖殖密密度度都都受受到到限限制制 从从而而限限制制了了主主

养养种种类类的的产产量量和和水水处处理理功功能能 ≈≈ ∀∀而而在在多多池池循循环环水水综综合合

养养殖殖模模式式中中每每个个池池塘塘既既是是水水处处理理池池又又是是综综合合养养殖殖池池

各各池池又又各各有有其其主主要要功功能能 克克服服了了封封闭闭式式综综合合养养殖殖的的上上

述述缺缺点点 ≈≈ ∀∀而而且且 这这种种模模式式的的水水处处理理池池生生产产的的水水产产品品

是是利利用用主主养养池池不不能能完完全全利利用用的的残残饵饵等等得得到到的的 不不需需要要

增增加加物物质质和和劳劳动动的的投投入入 其其产产出出 投投入入比比是是 种种养养殖殖

模模式式中中最最高高的的 ∀∀多多池池循循环环水水综综合合养养殖殖模模式式的的这这些些优优点点

对对养养虾虾的的国国家家和和地地区区具具有有极极大大吸吸引引力力 特特别别是是对对我我

国国 !!东东南南亚亚和和中中南南美美等等发发展展中中国国家家 要要充充分分合合理理地地利利

用用广广阔阔的的沿沿海海滩滩涂涂和和丰丰富富的的人人力力资资源源 发发展展海海洋洋经经

济济 这这种种养养殖殖模模式式是是一一种种理理想想的的选选择择 ∀∀

目目前前 这这种种模模式式只只进进行行了了有有限限的的研研究究 取取得得了了一一

定定的的成成果果 ∀∀要要实实际际推推广广和和发发展展 还还必必须须根根据据各各国国家家和和

地地区区的的情情况况 进进行行以以下下深深入入研研究究 因因地地制制宜宜地地根根据据

生生物物的的生生态态位位分分化化选选择择合合适适的的养养殖殖种种类类 包包括括主主要要养养

殖殖种种类类和和负负担担水水处处理理功功能能的的种种类类 使使残残饵饵 !!有有机机颗颗粒粒 !!

浮浮游游生生物物等等各各种种饵饵料料资资源源都都得得到到充充分分利利用用 根根据据

物物质质循循环环和和能能量量流流动动的的规规律律确确定定主主要要养养殖殖种种类类的的放放

养养密密度度和和各各种种类类的的放放养养比比例例 根根据据养养殖殖技技术术条条件件

确确定定各各池池塘塘面面积积的的比比例例关关系系 使使主主养养池池的的生生产产力力和和净净

化化池池的的水水处处理理效效率率互互相相适适应应 都都能能得得到到充充分分发发挥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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