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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2017年间, 陕北某地针对池塘精养高产技术

展开示范项目,历经 3年的实践,在 2017年实现了池塘的高

产目标,同年 11月,经过上级渔业主管部门的验收检查,在

75亩精养池塘当中产出的商品鱼总量为 95605kg, 每亩产

值约为 1274kg, 其中 78885kg为吃食鱼, 在总量当中占比

82.5%,获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在技术方面发挥

了很大的示范重用,因此,文章对池塘精养高产技术在陕北

高寒地区的应用情况进行具体论述, 这对于高寒地域的渔

业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1池塘的具体条件

应用的示范池塘共有 8口,由 76亩组成,以南北走向为

主,其中最大面积可达 12亩 /口,最小面积为 8亩 /口,池塘

为 2.5-2.8m深,可以注水的深度范围在 1.8-2.2m之间,池塘

底部以黄泥土质为主,具有较好的保水性能,主要引用附近

的河水作为水源,具有完善的排灌渠道,使用较为方便,配有

深水机井进行水源的补充, 而且水质能够达到国家相关标

准的要求,池塘当中具有较深的淤泥,平均厚度在 40cm 左

右, 在每口池塘当中都设有一台 3kw的叶轮增氧机和一台

潜水泵,投饲台建设在池塘当中与岸边距离 3m,其中有 4口

池塘当中设置的是自动投饵机[1]。

2放养鱼种前的准备工作

在 2016 年 9 月初期阶段 , 当每亩池塘水深在达到

50cm时,使用生石灰带水 200kg,对池塘进行清塘处理,在完

成清塘以后,开始加大池塘水深,使其深度能够达到 1.5m,并

在每亩池塘当中投放有机肥,投放量在 500kg左右,上述工

作完成以后,在 9月中旬对鱼种进行投放[2]。

3投放鱼种

在投放鱼种的过程中,一定要对体质强壮、精神饱满、

不存在损伤问题的鱼种进行选择,在具体投放时,需要将鱼

种放入到 3%的孔雀石氯和 5%的食盐水混合液当中进行

浸泡, 在浸泡 5-8min以后才可投入池塘当中, 案例地区在

75 亩池塘当中的鱼种投放量共有 187750 尾 , 总重量在

19750kg,每亩池塘的平均投放量为 2450 尾,重量为 250kg,

具体如表 1所示[3]。

4饲料喂养

在饲养的整个周期当中, 应用的饵料都是全价鲤鱼硬

颗粒形式的专用饵料, 这种饵料又分为前期科以及后期科

两种,其中具有 28%-32%的粗蛋白含量,饵料粒径的设置主

要根据鱼体生长情况来决定,主要范围在 2.5-5.0之间。

表 1 投放鱼种的具体情况

4.1投喂时间

在秋季进行饵料投放,主要是为了鱼种的增膘,为越冬

做准备,每天投喂次数控制在 3次,投喂工作一直到 11月中

旬结束,进入春季应该尽早进行投喂工作,在水温达到 10℃

以后,立即进行饵料的投入,每天投喂次数在 2-3次左右,使

鱼种能够尽早开食,到夏季以后,鱼类的生长会进入旺季,每

天需要 4-6次的喂食, 通常喂食活动应该在早 8点到晚 8

点之间进行,投喂间隔可以设置在 3小时左右[4]。

4.2投喂量

在饵料的投放量方面, 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设定,具

体需要对池塘的水温变化、鱼种投放量以及鱼体各阶段的

生长重量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一般会根

据鱼种总重量的 3%-5%进行投放,在整个过程当中投喂饵

料重量达 167吨,其系数为 2.2,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可以

适当增加饵料投放量,而在阴天的情况下,要将投放量适当

减少,雨天则要少投或者不投[5]。

5日常管理

5.1水质调节

在进入冬季以前,需要将池水深度加到 2m,并且在池塘

当中追加有机肥,每亩追肥量为 150kg,并将池塘当中的池

水透明度控制在 25cm,在春季要对培肥水质进行强化,使鲢

鱼、鳙鱼的生长条件得到保证,在池塘当中的水温达到 8℃

时,对有机肥进行追加,每亩追肥量为 100kg,并且以 10天为

一个间隔进行追加,该项工作需要持续到 6月末结束,与此

同时,每隔 10-20天就要使用生石灰化浆水 15kg在每亩池

塘当中进行泼洒,池水的全年透明度都应该控制在 30cm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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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相关案例围绕陕北高寒地区的池塘精养高产技术进行讨论,并对其高产技术应用的内容加以论述,希望能

够对高寒地区中的池塘精养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使养殖户的经济收益得到有效的提升,更好的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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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总投放数量

（尾） 

投放总重量

（kg） 

每亩投放数量

（尾） 

每亩投放重量

（kg） 

平均规格

（g） 

重量占比

（%） 

鲫鱼 15100 305 200 4 80 1.5 

鲤鱼 121500 14590 1600 192 120 74 

鳙鱼 7500 1140 100 15 150 5.7 

鲢鱼 22700 2960 300 39 130 15 

鲂鱼 20500 750 270 10 90 3.8 

合计 187300 19745 2470 260 5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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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在 6月初一直到 10月末,池塘水温会持续增加,并在达

到 18℃以后,鱼类的食量会不断增大,这时应该适当加大投

食量,而在这种情况下,鱼类的排泄物也会随之增多,会对池

塘的水质造成严重的污染,因此,每个月都需要对池塘进行

一次大换水, 池塘换水量至少要在池水总量的 1/2以上,在

夏季由于光照较强且温度较高, 池水会有较高的蒸发量,所

以,要对池塘进行定期的补水,一般会将补水间隔设置在一

周左右,补水量每次可以控制在 15-25cm之间[6]。

5.2鱼病防治

以 15天为一个间隔段,在池塘的食场周围使用漂白粉

进行泼洒,在漂白粉当中要含有 30%的氯,整体用量应该在

300-500g之间,在其化水之后进行泼洒,在鱼类进食期间对

其进行消毒处理,避免鱼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每 100kg的

饵料当中加入 100-150g的土霉素粉进行药饵的加工,每间

隔 20天投喂 2次,避免鱼体的鳃和肠道等部位出现病变问

题,使鱼体的健康生长得到保证。此外,在平时还要将防鼠、

防鸟以及防逃等工作做好,避免受到外部因素侵扰,影响养

殖效果[7]。

6鱼类出塘情况

进入六月中旬以后, 可以对 25mX25m 的台网进行起

捕,捕捞量每次约为 1000kg,并将其中大于 0.6kg的鱼类挑

选出来进行出售, 各池塘的起捕次数控制在每星期 2次,到

11月中旬清塘以后,商品鱼起捕总量为 95605kg,吃食性鱼

类重量在 78885kg,在总重量当中占比为 82.5%,而最大的鲂

鱼个体重量为 0.6kg/尾,鲢鱼个体重量大为 1.2/kg尾,最大

的鳙鱼个体能够达到 1.5/kg尾[8]。

案例项目在饲养周期当中共投入资金 65.85万元,而销

售商品鱼获得 76.50万元,共盈利 10.65万元,平均每亩池塘

的盈利在 1420元,整体的投入产出比为 1:1.17。

经过 3年的不懈努力, 案例项目成功突破了陕北高寒

地区的产值记录, 使陕北高寒地区因无霜期短以及平均气

温低等因素造成的池塘养殖产量低的问题被有效解决,对

陕北高寒地区池塘养殖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使该地区的池塘养殖潜力得到了有效的挖掘[9]。

7结语

综上所述, 文章针对陕北某地对池塘精养高产技术的

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发现案例项目在此过程中获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有效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并对所在

区域的池塘精养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因此,在未来

的池塘精养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突破产量限制,还要以此为

基础发展经济效益型养殖,确保渔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还要

结合所在区域的市场情况, 对适应陕北环境的新品种进行

选择,并对销路进行不断的开拓,, 鮰通过对土鲶、斑点叉尾

的养殖,在该地区开展示范养殖活动,使该地区的养殖活动

的高效性得到保证, 确保陕北地区在鲜鱼市场方面的有效

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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