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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特种水产养殖是一门新兴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技术学科。
本书在总结我国特种水产养殖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特种水产养殖的类型、特点，
阐述其重要意义，总结了特种水产养殖的生态学原理和六大关键技术，重点介绍目前养殖效益比较高
的黄鳝、泥鳅、中华鳖和虾类养殖生态工程。
最后，本书对特种水产养殖生态工程的接口配套技术，即秸秆饲料饲用技术、蚯蚓养殖技术、黄粉虫
养殖技术以及无菌蛆、水丝蚓和摇蚊幼虫养殖技术分别作了具体介绍。

　　本书可供水产养殖、生态学、水资源及环境保护等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决策管理人员和广大养
殖户以及大中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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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鱼菜共生系统中，微生物的作用极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稳定性及水质的高
效处理，培殖水体有益微生物种群，抑制有害微生物菌的滋生是关键。
可以采用阶段性地往水体中接种净化水质的微生物种群或者对刚建立系统的硝化床接种硝化菌的方法
，来构建平衡稳态的微生物群落。
往水体中接种光合菌、乳酸菌、酵母菌、线状菌、硝化菌等形成优势群落，能够提高水体抗氧化能力
，减少腐败污染，加快大分子有机物质的矿化过程，清理转化有害离子以及促进生理活性物质与抗生
素的形成，提高鱼菜共生系统的稳定性与促成鱼及菜的快速生长。
一般每隔15～20d往水体接种人工培养的有益菌种。
硝化床或桶通常是采用基质栽培，要定期检测它的过滤水流是否顺畅，如有堵塞就会造成厌氧环境不
利硝化菌的培育，必须及时采取疏通措施。
设计系统时，除了硝化床或桶的设计外，还可以利用生化棉或滤球等材料建立生物滤池，并且对生物
滤池进行不断的循环增氧以培育系统的有益微生物，促进硝化作用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分解转化。
5.鱼的养殖用于鱼菜共生的鱼种类较多，但以适应性强的本土鱼类或者耐缺氧与耐污水能力较强的鱼
类为好，这样更适合于高密度养殖，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目前用于鱼菜共生的品种有：黄鳝、泥鳅、鲤鱼、锦锂、罗非鱼、太阳鱼、鲇鱼、美国斑点叉尾鱼、
大口鲈鱼、小龙虾、本土石斑鱼等。
罗非鱼是最适合高密度养殖的品种，可以实现每立方米水体200～300尾的密度，而且生长速度快，鱼
品质佳，又是一种杂食性与饲料转换率较高的品种，饵料系数达到0.8 ～1。
鲇鱼也是一种鱼菜共生的好品种。
一般前期放养密度可以高些，后期慢慢分养，或者随着密度提高要增加纯氧的输入量与循环的频率，
如果要达到最高的养殖密度，最好结合纯氧溶入技术来实现，但要有可靠的防停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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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特种水产养殖》是产业生态工程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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