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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箱养殖水污染及其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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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年代中期以来 各

地对渔业捕养关系加大了调整力

度 网箱养殖业发展迅猛 ∀但随之

而来的是网箱养殖水域的水污染

问题日益突出 制约了网箱养殖业

的健康发展 ∀以宁波市辖区内的象

山港水域为例 近年来 投饵网箱

养鱼遍及全港 网箱数量已超过

余只 ∀而这些网箱投喂的过

剩饵料和鱼类排出的粪便正以每

年几十厘米的厚度沉积水底 日积

月累已达 多厚 ∀除了靠风浪冲

刷等自然作用外 没有办法将其清

除 致使水质严重恶化 鱼病蔓

延 ∀同时由于水质的 / 富营养化0

促使藻类繁衍 赤潮时有发生 ∀因

此 有专家断言 网箱养殖的 / 自身

污染0 是引发近海生态灾难 ) ) ) 赤

潮的/ 罪魁祸首0 ∀在内地的一些湖

泊 ! 水库 养殖水污染不仅影响鱼

类生存 甚至连居民的生活 ! 生产

用水也很难保证 ∀因此 有的地方

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网箱养鱼 ∀

网箱养殖水域污染源

的产生和污染成因

一般说来 网箱养殖水域的水

质起初都是比较好的 这是因为养

殖户在选择养殖基地时 事先都对

养殖水域的环境 !水体水质进行了

考察 或者事先进行了清淤 ! 消

毒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现原本

水质比较好的水体 已被严重污染

了 而周围并没有排污的工厂 ∀原

来 大部分污染物都来自养殖基地

自身 ∀通过考察 发现网箱养殖水

域污染源主要来自 个方面

生活垃圾排放

人类在日常生活中 不可避免

地要产生垃圾 养殖人员也不例

外 ∀他们长年生活在养殖基地 每

天都有大量的生活垃圾产生 ∀在一

些大型养殖基地中 养殖户在连片

网箱上搭棚建屋 他们日夜住在棚

屋里 将生活垃圾未经任何处理就

直接排入养殖水域 ∀

过剩饵料沉降

网箱中水生动物每天都要摄

食大量饵料 但有一部分饵料未被

吞食就直接沉入水底 这就是所谓

的 / 过剩饵料0 ∀投喂的饵料过剩

不但浪费 而且沉入水底后使淤积

物越积越多 ∀有的养殖户甚至不投

喂配合饵料 而是投喂臭鱼烂虾

等 鱼类吃不完而迅速沉入水底并

在那里腐烂发臭 ∀

鱼类粪便沉积

网箱中养殖的鱼类都要排泄

污物 且因围养其活动范围只能在

围网内 养殖密度又高 排泄物大

量的集中排放却得不到收集和及

时清除 沉入水底后与过剩饵料一

起 使水体混浊和/ 富营养化0 ∀

其他污染物

除了上面这三方面污染源外

还有一些来自外界的污染物 ∀ 例

如 水面上的交通船只的柴油机油

污 附近一些食品作坊的废水 陆

上禽 ! 畜及其他动物饲养场的污

水 部分农田的残留农药 违规倾

倒的垃圾 !废物等等 ∀

上述污染的产生 有自然形

成 也有的是人为造成 对这 个

方面污染源进行调查 它们的所占

比例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网箱养殖水

域水体的污染 绝大部分污染源

即 都来自养殖基地本身 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 自身污染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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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箱养殖水污染的特点

网箱养殖由于其特殊的生态环

境 其水污染也有其自身特点 主

要表现在污染源广 持续性强 危

害严重 控制困难 ∀

污染源广

从表 可知 网箱养殖水污染

的污染物来源很广 有来自人们的

生活垃圾 也有水生动物的排泄

物 有过剩饵料沉积后腐烂 也有

水质富营养化后衍生的藻类 有来

自陆上排放的废物 ! 污水 也有来

自船上的油污等等 ∀

污染持续时间长

在网箱养殖过程中 自始至终

都在产生污染 ∀因为养殖人员每天

都得生活 围养的水生动物每天都

要投喂饵料和排泄粪便 ∀可以这样

说 围养的水生动物因逃不出 / 围

城0 它们 / 一生0 都处在主要是自

己造成的污染水中 ∀因此说 网箱

养殖水污染持续时间长 ∀

危害严重

网箱养殖水污染 有人形象地

概括一句话 / 害己又害人0 也就是

说 网箱养殖不但使水生动物本身

的生存环境恶化 也影响周围水体

的水质 甚至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

用水 ∀其危害性主要表现为

水质富营养化 使海藻衍

生 ∀水质富营养化后 促使藻类衍

生 ∀有些海藻粘附在网衣上 造成

网箱水流不畅 内部严重缺氧 水

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恶化 ∀有的海藻

使海水的颜色发红 ! 发绿 这就是

引发更大的生态灾害 ) ) ) / 赤潮0

的原因之一 ∀

沉降物淤积 使水体混浊

发臭 透明度降低 ∀大量的沉降物

过剩饵料和排泄物 长期淤积

在水底腐烂发臭 一有波动 就使

水体混浊 ∀水质恶化使有害的微生

物滋生 病害蔓延 甚至发生 / 死

鱼0事故 ∀有的内陆湖区 连居民的

生产生活用水也受到严重影响 ∀

水质恶化使水产品的产量

和品质下降 ∀有些机动船排放的油

污 改变了水生动物的肉质和味

道 ∀经常有消费者反映 某些传统

的水产品鲜味下降 还有一股柴油

味 严重时不能食用 ∀也有的水生

动物甚至肢体畸形 色泽不纯 ∀有

的养殖基地因水污染造成大幅减

产 成本提高 甚至严重亏损 ∀

控制困难 ∀网箱养殖水污

染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 污染源有

来自养殖动物自身 也有来自外

界 因此 控制比较困难 必须各方

面共同协作 ! 配合 才能进行控制

和治理 ∀

网箱养殖水污染治理

的研究动向和对策

网箱养殖水污染治理已经到了

刻不容缓的地步 各地对治理方法

研究也在进行 ∀目前 治理方法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水域网箱总量的

测算 也有的部门正在研制一种防

藻类涂料 ∀有消息称 水质净化剂

也已试制成功 ∀因此从这些治理方

法的研究中可以看出 网箱养殖水

污染已引起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

根据作者的调查和考察 网箱

水污染治理应采取以下几方面对

策

调查和测算养殖水域网箱

的最大容量 ∀网箱养殖水域可利用

水面有限 密度也不能超过一定限

度 这要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 水

流情况而定 ∀有时可以考虑各种水

生动物间隔养殖 即形成合理的网

箱布局 尽最大可能保持生态平

衡 ∀

研制适合各类水生动物的

配合饵料 ∀这是个很大的课题 各

种水生动物有独特的食性 并且每

个生长阶段也不一样 因此 需要

研制人员和养殖人员共同配合 探

索各种水生动物的摄食规律 诸如

投饵时间 ! 投喂数量等等 ∀建议有

关部门研制能在水中暂时不沉并

保持一定时间悬浮状态的颗粒饵

料 使投喂的饵料大部分都能被鱼

虾 类吃掉 不致于浪费和沉到水

底淤积 ∀

抑制藻类 ∀治理藻类的根

本办法是不使海水富营养化 但仍

有些攀附网箱的藻类会滋生 ∀针对

这种现象 有的养殖户是在网箱外

面再栏一围网 使海藻及漂浮物不

易靠近网箱 ∀有的养殖户则是勤换

网箱围网进行人工清洗 但这易导

致鱼体外表损伤及病虫害的侵

入 ∀前不久 南方某水产科学研究

所已引进国外一种 ƒ ¬ 水性防

附涂料 把它涂刷在网衣上 可抑

制藻类生物的附着 ∀据试验 效果

较好 ∀

集中处理生活垃圾 应加

强对养殖人员的素质教育 ∀禁止各

种生活垃圾直接排入养殖水域 ∀水

产行政管理部门要制订严格的规

章制度 并采取措施收集 ! 清运和

处理生活垃圾 ∀

外界污染的预防 ∀对来自

外界的污染 各地水产行政主管部

门应与当地的环境保护机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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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网箱养殖水污染源种类及比例

污 染 源 存 在 形 式 占总量的比例

生活垃圾 漂浮或下沉

过剩饵料 沉降淤积

排泄物 沉降淤积

其他污物 沉降 !混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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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污染生态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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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强 郑文教 彭荔红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 ! 亚热带陆

海交汇的海湾河口区 ∀随着工农

业 ! 沿岸城市开发及港口驳岸海运

的发展 大量的环境污染物汇集于

河口海湾区 冲击了红树林生态系

统 ∀红树林作为河口海区生态系统

初级生产者支撑着广博的陆域和

海域生命系统 为海区和陆缘生物

提供食物来源 也为鸟类 !昆虫 !鱼

虾贝类 ! 藻菌等提供栖息繁衍场

所 并构成复杂的食物链和食物网

关系 ∀因此有关红树林污染生态学

问题已成为目前红树林研究中新

的重要领域之一 ≈ ∀国内外学者对

红树林生态系中多种环境污染物

的环境行为和生态效应展开了研

究 其中重金属 !石油 !人工合成有

机物如有机氯农药等污染物已经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本文结合作

者的相关工作 综合当前国内外本

领域的研究进展资料 对红树林污

染生态学的研究现状作一介绍 ∀

红树林生态系统重金

属污染的研究

表 2  各种污染的危害和治理对策

污染形式  危 害 性 治理对策

过度养殖 密度高 !水体缺氧 控制总量 !调整布局

过剩饵料腐烂 水体发臭 !病害蔓延 摸索摄食习性 !研制悬浮饵料

水生动物排泄物 水体混浊 !透明度低 转场调换水域 !人工清淤

生活垃圾直排 水质富营养化 !藻类繁衍 禁止直排 !集中清运

外界污水 !油污 水产品品质下降 !有异味 禁止直排 !使用电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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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 积极预防 ∀例如 禁止使用含

磷洗衣粉 禁止小作坊废水直排

在养殖水域附近航行的小船可采

取非机动或电动船等等措施 ∀

网箱养殖水污染治理的对策

各地的做法都不尽相同 概括起来

列于表 ∀

结语

网箱养殖水污染治理是个系统

工程 牵涉到环境保护 ! 养殖人员

生活管理 ! 饵料研制开发 ! 藻类抑

制 ! 水质净化等诸多方面 ∀其目的

都是一个 即尽可能减少污染源的

产生 ∀但有一点是无论如何也不可

避免要产生的污染 即水生动物的

排泄物 ∀且在污染源总量中占比例

在 以上 也是导致藻类衍生 !

水体混浊的主要原因 ∀要清除这些

淤积的排泄物 光靠自然作用 如

浪潮洪水冲刷是解决不了问题

的 ∀在国外也是靠频繁转场 调换

水体进行人工清淤 这无疑对发

展网箱养殖业是个很大的制约

因素 ∀近来 我国有的地方正在

开发研制大型深水网箱 其目的

是想避开浅海区域 这当然也是

个好的办法 但仍不能解决近海

水域和河道 !湖泊等淡水水域的

养殖问题 ∀治理网箱水污染的关

键还是如何能在沉降物未到达水

底前就可主动被消除 ∀近来 / 清淤

网箱0 的问世 给水产部门和养殖

户带来了福音 它或许就是迄今为

止主动清淤 ! 治理养殖水污染的最

有效的设计方案 已引起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 ∀

本文编辑 张培新

≥≤ ∞ ≤∞ ≥≤ °∞

科学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