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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ce paddy p iscicu ltu re can b ring ou t the laten t pow er of p roduction of rice paddy eco system , imp rove the relat ion2
sh ip s among o rgan ism s in the rice field, change the direct ion of energy conversion and coo rdinate the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o rgan ism s and ab io t ic environm en t, rice, the largest p rim ary p roducer, can keep o rgan ic con tact w ith fish,

the largest consum er, after carying ou t rice paddy p iscicu ltu re. In th is w ay, aneco logical system is fo rm ed in w ich
rice and fish live together. T he m ethod no t on ly adap ts the change of natu ral condit ions bu t also avo ids environm en2
ta l po lu t ion. Because of its obvious econom ic, eco 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w e m ust fu lly understand th is m ethod
and carry it fo rw ard w ith app rop ria te m easu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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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田养鱼能够挖掘稻田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
既提高稻谷产量又增加淡水鱼产量, 又为发展养鱼

提供大量优质鱼种。稻鱼群落能够产生单一种稻所

不能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诸方面的综合效益, 稻田

养鱼为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最

佳的生态模式。

1　稻田养鱼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农田的水、土、光、热和气等非生物因素和动物、

植物、微生物等生物因素密切地相互关联、相互依

存、相互制约, 形成一个在功能上统一的系统, 即农

田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 生物群落同其生活环境

进行着能量、物质转化和循环。

稻田是一个典型的人工生态系统, 与天然生态

系统不同, 它总是在人们有意识地控制和协调下而

存在。应当指出, 人的控制和调节总是局部的, 至今

未达到完善的地步。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尽可能全面

而有效地控制和调节它, 使稻田生态系统从结构和

功能上都得到合理的改造, 发挥其生态系统最大的

“负载力”, 为人类提供更多的产品。

1. 1　稻田养鱼, 能够改变稻田群落中生物间的相互

关系

在未养鱼的稻田生态系统中, 稻田杂草丛生, 耕

作者必须定期除草, 花费了劳动, 增加了投入, 结果

损失了土壤养份和浪费所获得的日光能, 使种稻的

成本增大。同时, 稻田中大量的细菌、浮游生物, 以及

一些水生动物, 由于无法被水稻利用而随水流失, 造

成稻田生态系统能量的流失和浪费。在稻田里养殖

鱼类, 鱼便成了生态系统内最大的消费者。它们能够

吃掉稻田的杂草、浮游生物、水生昆虫以及其他水生

动物。这些是影响其他生物种群、群落 (包括水稻在

内)密度和死亡的主导生物因子。由于人为的技术措

施, 克服了鱼和稻之间矛盾的一面, 发挥了鱼对稻有

利的一面, 改善了水稻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 其结果

是在生存竞争中, 鱼和稻均成为获利者。

1. 2　稻田养鱼, 能够改变生态系统能量流转的方向

在稻田生态系统中, 水稻无疑是这个生态系统

中的主体或中心, 是绝对优势的种群。它大量吸收日

光能、CO 2、水和各种养分, 通过光合作用而制造有

机物, 产生能量转化、运转和贮存, 形成种子和稻草,

给人类提供大量有益的产品。稻田中大量的杂草、浮

游植物, 以及某些细菌, 它们和水稻一样进行着能量

转化、运转和贮存的过程, 但它们不能给人类提供有

益的产品, 而是水稻的竞争者。当鱼类进入稻田以

后, 便可把大量分散的停滞下来的能量 (杂草) 和随

田水排灌而流失的能量 (浮游生物、水生昆虫等) 回

收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转中来, 并使能量流转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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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生产出有益于人类的大量

的稻谷和鲜鱼, 并可促进水稻增产, 这种生物增产的

作用是显著的, 也是经济合理的。

1. 3　由于鱼的作用, 协调了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相

互关系

在稻田生态系统中, 随着生物直接或间接地消

耗掉各种养分而使水体和土壤肥力降低。鱼类的存

在, 稻田里的肥分可充分供给水稻生长, 并且鱼类的

粪便等排泄物被分解后便成了土壤和水体的肥料,

使其肥力得到了补充和增加。另一方面, 由于稻田养

鱼减少了水稻的病虫害, 可少施或不施农药, 降低或

避免了农药对水体、土壤和稻谷、鱼类的污染。

稻田养鱼后, 生态系统中最大初级生产者的水

稻与最大消费者的鱼类有机结合起来成为生态系统

中的关键因素, 使它比一般传统的稻田生态系统更

有利于人类的需要, 从而形成一种稻鱼共生生态系

统。这个生态系统具备了较和谐的结构和高效而经

济地利用物质, 以及巧妙地合理地进行能量的传输

和转换, 既能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变化波动, 又具有一

定的净化环境污染的能力。它充分利用了湿生植物

水稻和水生动物 鱼类的互利共生的特性,

为人类提供优质稳定的生物产品。

2　稻田养鱼的综合效益

2. 1　稻田养鱼的经济效益

稻田养鱼之所以能被群众接受, 首先是因为经济效

益好。由表 1 可以看出, 稻田养鱼可提高稻田单位产值

41% , 提高水稻单位产量 10% 以上, 提高蛋白质产量

26. 8%。在新增蛋白质产量中, 动物性蛋白质产量约占

70%。我国推广农业技术一般要求其新增经济效益≥

18%～ 22% , 边际费用收益率≥1. 2～ 1. 5。而稻养鱼新

增经济效益和边际费用收益率大大超过了这个经济临界

限, 分别达到 45% 和2. 5。

我国有 2×107ha 水稻田, 其中近 7×106ha 可

用来稻田养鱼。因此, 发展稻田养鱼, 对提高我国淡

水鱼总产量具有重要意义。每 1ha 平均产 150kg 鱼,

则总产将达到 110×109kg, 超过我国目前淡水鱼的

全部产量。
表 1　哈尔滨市所属原松花江地区 7 县市历年稻田养鱼的经济效益

T ab. 1　Econom ic benefits of rice paddy p iscicu ltu re in seven counties and cit ies of H aerb in

时间
(年)

面积
(ha)

水稻产量
(kg·ha- 1)

水稻增产率
(% )

水稻增产部分
的总产值 (万元)

稻田鱼总产量
( t)

鱼的总产值
(万元)

合计
(万元)

1989 33. 3 7590 11. 9 4. 2 6. 3 4. 4 8. 6

1990 1243. 4 7635 7. 6 115. 5 192 134. 4 249. 9

1991 7366. 7 7740 7. 0 798. 3 1163 814. 1 1612. 4

1992 14454 7650 9. 8 1734. 6 2528 2022. 4 3757. 0

1993 22733. 3 7620 10. 3 2853. 5 3968 3174. 4 6027. 9

1994 26000 7665 10. 8 3444. 5 5031 4024. 8 7449. 3

1995 26838 7770 11. 2 3735. 8 4396 3956. 4 7692. 2

1996 28392. 7 7810 12. 5 4079. 2 4754 4754. 0 8833. 2

　注: ①总产值均指扣除支出后的净产值; ②水稻只计算增产部分的产值; ③总产值中均不含稻田养蟹、养萍和培植的木耳、蘑菇等的收入.

2. 2　稻田养鱼的生态效益

2. 2. 1　生物防治病虫害　鱼类是稻田蚊虫的天敌,

稻田养鱼对消灭落水昆虫是最好的生物控制。据实

验观察, 鱼能取食稻脚部位及落在水面的稻飞虱、稻

叶蝉、稻螟铃等害虫。据各地对比试验养鱼稻田农药

使用量可以减少 1ö2, 甚至根本不用农药, 这就大大

减轻了土壤、水质的污染, 减少稻谷的农药残留量,

是其他生物防治方法所无法比所的。

2. 2. 2　生物中耕除草　稻田中的杂草是水稻的劲

敌, 它除了与稻争肥之外, 还与水稻争地面、空间、水

分和阳光。田间杂草可使水稻减产 10%～ 30%。稻

田中耕除草许多地方已用化学除草剂代替人工除

草, 但化学除草剂对土壤环境的污染比一般农药更

厉害。并且化学除草只能单纯收到灭草的效果, 不能

起到中耕松土的作用。稻田养鱼。草鱼摄食杂草代

替了人的中耕除草, 而且有人工中耕除草无法相比

的经常性和彻底性。

2. 2. 3　生物保肥、增肥和提高肥效　鱼类不仅能除

草, 而且被鱼吃掉杂草的 30% 左右能被消化吸收,

其 70% 左右作为粪便回田, 这就增加了土壤有机质

的含量, 起到了肥田作用。每 1ha 产 150kg 鱼, 一个

生产周期就可出近千公斤泥粪。鱼的翻土, 打破了土

壤的胶泥层的覆盖封固, 增大了土壤孔隙度, 有利于

肥料和氧气渗入土壤深层, 起到了深施化肥提高肥

效的作用。

2. 2. 4　生物增温和壮根　由于水稻有需求高温的

气候条件的遗传特性, 所以, 水温的高低可直接影响

水稻根系吸收无机养分的能力。以对N , P 和 K 的

52张承元等: 略论稻田养鱼与农田生态　　　　　　　　　　　　　　　　



吸收为例, 如以在最适宜温度 30℃的吸收率为

100% , 那么水温降到 25℃时, 吸收率就会减少到

70% 以下。由于鱼的拱土觅食活动, 使田水变混且有

波纹。当透入水中的太阳辐射, 被混水中的悬浮微粒

吸收, 光能则转化为热能, 并且传给周围水体, 使水

温增高; 另外, 太阳光照到平滑水面的反射率较高,

水面愈多波纹, 反射回大气愈少, 透入水中的愈多。

鱼在稻田水层游动, 使水面经常处于波动中, 透入的

太阳有效辐射则多, 也使水温增高。根是作物生长的

基础。由于稻田鱼的松土、增温、增氧, 使土壤通气性

增强, 提高了根系的活动能力, 起到“活水养根, 活根

养苗”作用, 使得稻穗长, 颗粒多, 籽粒饱满, 水稻增

产。

2. 3　稻田养鱼的社会效益

2. 3. 1　立体开发农业, 提高土水利用率　我国人均

耕地少, 水资源匮乏。而稻田养鱼有利于充分挖掘土

地、水资源的潜力。种植和养殖同步, 使农业由平面

向立体发展, 利用种稻和养鱼的时间差、空间差, 实

行一水两用 (供水养鱼, 用水不费水) , 一地两用 (搭

车生财, 用地不占地) ,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哈尔滨市

所属原松花江地区 7 县市 1995 年的 2168×104ha

养鱼稻田, 共增产水稻 21335×104 t, 按每 1ha 产

7500kg 计算, 就等于增加了 3100 多 ha 水田; 共产

鱼 4396t, 按全区当年平均池塘每 1ha 产 2350kg 计

算, 就等于增加了 2000ha 鱼池。

2. 3. 2　增加养殖业的比重, 有利于农作制度的改革

　改革农作制度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战略性措

施, 其目的是发展多功能、高产量、高效益的农业。而

稻田养鱼则是一种高效的生态农业的组成部分, 不

仅能提供鱼产品, 而且, 促进水稻增产, 又有利于农

渔各业调整作物结构, 安排各业用地。农业要实现现

代化, 必须使我们的种植业资源和养殖业资源都得

到合理地开发。发展稻田养鱼可促使种植业和养殖

业的比重向着适宜的方向发展。

2. 3. 3　改善食物结构, 有利人民健康　目前我国食

物结构不尽合理, 主要是动物蛋白比重小。而要增加

动物蛋白, 鱼类是最好的来源之一。因为鱼类所含的

蛋白质比较高, 据有关资料, 一般淡水鱼蛋白质含量

为大米、高粱和小麦的 2 倍, 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

等所含的蛋白质 (17. 9%～ 19. 5% ) , 甚至超过鸡蛋

(11. 8% )和牛奶 (3. 1% )。发展稻田养鱼对改变人民

的食物构成, 增强人民体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3　推进稻田养鱼　改善农田生态条件

3. 1　强化决策层对稻田养鱼作用的认识

各级决策者要把对稻田养鱼在我国农业中的作

用、地位的认识, 尤其在粮食、渔业生产中的潜在作

用的认识, 提高到改善生态条件, 农业使农村和农民

的稳粮增收奔小康的高度, 列入议程进行决策、部

署、检查和奖惩, 那么在稻田养鱼过程中遇到的种种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3. 2　增强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

我国稻田养鱼历史悠久, 形式多样, 经验丰富,

潜力巨大。但大部分 (特别是养殖历史很短的北方)

还处在自给性小农经济生产范畴, 单产低, 效益差,

不适应现代商品市场经济。要引导农民摆脱自然经

济的影响, 树立商品经济思想, 积极开展稻田养鱼,

创造条件实现稻田养鱼基地化、高优化和商品化。

3. 3　坚持科技兴渔, 全方位做好社会化工作

把技术服务, 增加稻田养鱼的科技含量摆在第

一位。研究适合稻田养殖的名特优品种及其优质饲

料, 搞好鱼种的生产和供应。随着稻田养鱼面积的扩

大, 鱼种供应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级水产行政部门和

水产的推广部门要将这一问题列入日程。拓宽购销

渠道, 解决好水产品均衡上市, 防止鱼贱伤农等现象

发生, 提高经济效益, 保护农民发展稻田养鱼的积极

性。还要加强稻田养鱼的渔政管理, 维护生产秩序,

以法保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为发展稻田养鱼创造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 1 ]　李明锋. 生态渔业若干理论问题的初步研究[J ]. 山西渔业杂
志社, 1996, (2).

[ 2 ]　陈汤臣, 等. 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M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
社, 1993.

[ 3 ]　倪达书, 等. 稻田养渔的理论与实践[M ].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0.

(收稿: 1999 年 5 月 24 日, 改回: 8 月 23 日)

62 　　　　　　　　　　　　　　　　　　　　　　　　　　　　　　　　　　　生态学杂志　第 20 卷　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