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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渔业工程学”是普通高等教育海洋渔业类和水产养殖类专业的一门主要课程，主要介绍渔业工
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集约生态型渔场的规划设计、鱼池系统工程、“三网”渔业工程、设
施渔业工程等的技术特点和设计技能。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渔业工程学的基本理论、设计方法和施工要点，能够承担渔业
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组织和运行管理任务，特别是具有设计现代设施渔业工程的能力。
　　我国高校的涉渔专业开设“渔业工程学”课程已有多年，由于缺乏教材，教学内容参差不齐，课
程教学大纲不统一，与相关课程的衔接与配合不默契。
为满足教学需要，促进学科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借助于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编
写的机会，于2007年11月7日至13日，在华中农业大学召开了海峡两岸设施渔业工程学术研讨会，在广
泛交流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充分讨论，确定了渔业工程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
大纲。
　　本书由华中农业大学、台湾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海南大学、大连水产学院、山西农业大学等6
所大学长期从事渔业工程学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教师集体编写而成，基本反映了我国渔业工程学教学的
成功实践和现代渔业工程的设计经验，并吸收了国外部分成熟的先进技术。
全书由黄朝禧主编，刘永彪、李秀辰、赵凤岐、侯文祥、赖秋明担任副主编，具体编写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三章的第一～四节、第七节，第五章的第二一七节，第六章的第四一
七节，第九章的第四节由黄朝禧编写；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三～五节，第三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第
十章的第一节由侯文祥编写；第四章，第六章的第八节由赵凤岐编写；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七章的第
一～五节由刘永彪编写；第六章的第一节由袁新华编写；第六章的第三节，第八章由李秀辰编写；第
九章的第三节由刘永彪、袁新华共同编写；第六章的第二节，第七章的第六节，第九章的第一节、第
二节由赖秋明编写；第十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由陈以容主笔，侯文祥修订，第十章第四节由陈以容编
写。
　　本书多数编写人员曾在欧美国家学习或进修过，实地考察了欧美发达国家的部分渔业工程设施，
学习和交流了经营管理经验；有的编写人员已完成了省部级和校级渔业工程学教改项目。
这些对本书的编写有很大的帮助和借鉴作用。
　　考虑到各校安排的学时数不尽相同和专业之间的差异，在拟定教材编写大纲和配置教材内容时，
适当拓展了授课知识面，以使之成为一本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的教科书。
本书注重对学科体系的构建，完整、系统地介绍渔业工程学基础理论及相关实用技术，充分展现本学
科的整体框架，同时也注重对现实中典型案例的介绍和述评，具有较强的务实性。
　　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研究所的邓德慧博士和大连水产学院的母刚老师参加了本书编写大纲
的讨论，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华中农业大学教务处和部
分兄弟院校教务处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本书责任编辑为其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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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渔业工程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统地论述了现代渔业工程学的基
本原理和主要方法，列举了不少国内外优秀的设施渔业工程实例，主要内容包括渔业工程学国内外发
展现况、渔场环境调查、渔业工程材料、渔场规划设计与施工、渔场水务工程、鱼池设计、人工繁育
设施、陆地集约化水产养殖系统、大水域集约化养殖工程、渔业生态工程等。
《渔业工程学》较全面地反映了渔业工程方面的最新应用成果。
　　《渔业工程学》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理论联系实际，结构体系严谨，取材恰当
，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的鲜明特点。
除可作为高等院校的海洋渔业和水产养殖类相关专业的教材以外，还可供从事渔业科学的科研推广、
生产开发及渔业经管决策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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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第四节 倒虹吸管第五节 涵洞一、涵洞的形式二、涵洞断面尺寸的确定三、涵洞的结构设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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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型孵化环道第五节 孵化槽和孵化桶一、孵化槽的特点二、孵化槽的构造三、孵化桶第六节 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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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水产养殖系统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管道设计与施工一、管道选型与设计二、管道施工三、硬聚
氯乙烯管道的施工第三节 供热系统一、养殖水体加热方式二、锅炉容量及加热器的需求计算三、供热
系统的设计四、热泵供热技术第四节 增氧系统一、氧气向水中的转移二、增氧设备分类与选用第五节
水处理技术与设备一、养殖水质要求二、养殖固废去除技术三、生物净化技术四、养殖水体消毒第六
节 流水式养殖系统一、流水式养殖系统组成二、流水式养殖系统设计第七节 循环水养殖系统一、循
环水养殖系统组成二、循环水养殖系统设计三、循环水养殖系统监控技术复习思考题第九章 大水域集
约化养殖工程第一节 普通养鱼网箱一、普通网箱养鱼的现状及特点二、普通养鱼网箱的组成三、普通
养鱼网箱的设计四、网箱设置的环境条件第二节 深水网箱一、深水网箱养鱼的现状和发展趋向二、深
水网箱的特点三、深水网箱的种类四、深水网箱的结构五、深水网箱的设计第三节 围拦养殖工程一、
围拦养殖水域环境的选择二、围拦设施的设计三、围拦的形式与结构四、石笼的制作和安置五、围拦
的高度和面积六、围拦的形状和网目大小第四节 拦鱼设施一、网拦鱼设施二、栅拦鱼设施三、气泡幕
拦鱼设施四、电栅拦鱼设施复习思考题第十章 渔业生态工程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人工鱼礁一、人工鱼
礁的历史及现况二、人工鱼礁集鱼原理三、人工鱼礁的选址四、人工鱼礁的分类五、人工鱼礁的设计
、制造和投放第三节 鱼道工程一、鱼道工程的特点及发展概况二、鱼道类型三、鱼道工程设计第四节
湿地生态工程一、湿地定义与功能二、湿地的类型三、人工湿地水处理工程四、湿地渔业模式复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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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鱼池水温一般通过调控进入散热器中的蒸汽（热水）量来保证。
为了保证水温恒定，常采用自动控温系统。
工程上为便于检修供热管和回水管，一般采用架空敷设，也有的将蒸汽管置于排水沟内或把蒸汽管和
水管埋于池壁中再通人各池，这样养殖车间内没有架空穿插的管道，工作比较方便也比较美观。
　　四、热泵供热技术　　（一）热泵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热泵系统主要包括压缩机、冷凝器、
膨胀阀、蒸发器和系统管路等。
工作时，利用压缩机将来自蒸发器的低压制冷剂蒸气压缩到冷凝压力，然后送往冷凝器，在一定压力
下被冷凝成液体，制冷剂冷凝时所放出的热量传递给被加热介质，冷凝后的制冷剂液体通过膨胀阀或
其他节流装置减压，在蒸发器中蒸发吸收外部热源的热量而变成低压蒸气，再进入压缩机开始下一循
环。
在热泵系统中，压缩机起着压缩和输送制冷剂蒸气，并造成蒸发器内低压、冷凝器内高压的作用，是
整个系统的心脏；膨胀阀对制冷剂起节流降压作用并调节进入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蒸发器和冷凝器
在热泵系统中分别作为吸收热量和输出热量的设备，蒸发器中吸取的外部热源的热量连同压缩机耗能
所转化的热量在冷凝器中传递给被加热介质。
图8－9所示为用于供热的水源热泵的基本工艺流程，该系统利用鱼池排放水体（经净化后）作为外部
热源（供热介质），通过蒸发器中制冷剂的蒸发，吸收排放水体中的热量，再通过制冷剂在冷凝器中
冷凝，将所吸收的热量传递给养殖用水（待升温介质），使水体升温。
这种热泵系统能够有效回收养殖废水的余热，并且利用回收的热量对养殖用水进行加热，节能效果比
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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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渔业工程学》注重对学科体系的构建，完整、系统地介绍渔业工程学基础理论及相关实用技术
，充分展现本学科的整体框架，同时也注重对现实中典型案例的介绍和述评，具有较强的务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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