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科 技
2021年 9月

水产养殖过程中常见的水质问题与解决建议研究
蔡 灿

（宿松县渔业管理服务中心，安徽 安庆 246501）

0 前言
水产养殖行业中，水质直接影响养殖产品的质量和实际的生

产效率。宿松县水产养殖是当前该县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宿松县

现有大小水产养殖企业和养殖户一百二十余家，其中苗种繁育

企业 3家，分别是安徽黄湖水产良种场、宿松县富民水产养殖
有限公司、华阳河农场水产研发中心。县内水域辽阔，总面积

125万亩，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34.6%。其中可养水面 84.2万亩。
湖群水生植被繁茂，底栖动物丰富，常年水质优良，主要淡水鱼

类达 58种。2020年全县水产品总量 86938t，渔业经济总产值
325051万元，接近大农业生产总值的 1/3。所以确保水质优良十
分必要。

根据表 1可知鱼虾对生长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标准。需要严格
控制好温度、pH、溶氧、总碱度、氨氮等在水质中的含量，过高或
者过低的含量都会影响水质，进而影响水产养殖作物的生长。近

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各种环境污染问题频发。加之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样化的饮食结构对于鱼虾种类需

求不断攀升，水产养殖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

投放养殖种类也在不断增多，养殖范围的扩大，给当地的水质带

来一定的损害，影响当地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保证水产养殖

产品质量，加大水质调控研究尤为迫切。

1 水产养殖过程中常见的水质问题
1.1 溶解氧过低引发的水质问题
水产生物对水体的氧气浓度具有一定要求，一旦氧气浓度过

低就会影响水生物的进食，以及影响其生长速度。水体中氧气浓

度也是养殖户最为容易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夏天，天气温度升

高，水温过高就会导致水质中的溶解氧值下降。而养殖户为了提

高经济效益，未按照科学的规划方案进行养殖，养殖密度过大从

而造成水体中的溶解氧浓度下降，影响水质质量，进而造成大量

水产生物死亡[1]。任何的水产生物对水体的溶氧量都有一定要求
的，低于溶解量就会影响水产生物的安全，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所以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种类的鱼虾类品种对水体溶氧量的需

求，加大科学管理，切实保证养殖池中各类鱼虾能够在适宜水质

环境中生产。笔者通过统计总结出几种较为常见鱼虾类品种的

溶解氧量的适应情况表，具体数据如表 2所示。

1.2 pH失衡存在的水质问题
一般要求水体中的 pH 在 7.8~8.8 之间是最适宜水生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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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pH 溶氧 总碱度 氨氮 亚硝酸 硫化氢 透明度 总菌数

28~31℃池塘
和苗场相差在 2℃ 7.8~8.3 >4ppm >100ppm <0.2ppm <0.2ppm <0.03ppm 25-60cm >30万 cfu/ml

表 1 适合鱼虾生产的优良水质及放苗要求参考

种类 适宜范围

鲤鱼 5~81
鲫鱼 4~51
鳙鱼 4~81
鲮鱼 4~81
草鱼 5~81
团头鲂 5.5~81
白鲢 5.5~81
罗非鱼 6~91
大口鲶鱼 5~81
长吻鮠 5~72
日本鳗 4~91
梭鱼 5~81
鳜鱼 6~81
河蟹 52
中国对虾 6~81
斑节虾 5~81

表 2 鱼虾类对水体溶氧量的适应情况 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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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但是在实际的养殖过程中，由于地域因素的影响，导致水体

中的 pH低于最佳范围，水质呈现弱酸性。进而导致水中氧气大
幅下降，影响水产养殖生物进食，不利于水产养殖生物的成长与

发育。同时如果水质的 pH过高，水质则会呈现碱性，很容易造成
水产养殖生物器官腐烂，导致大批量的水产养殖物死亡。所以

pH平衡对促进水产养殖作物的生长具有重要作用。
1.3 蓝藻生长失衡导致的水质问题
蓝藻是最为常见的水底植物，其具有生长快速的特点，如果

养殖池中的蓝藻过多就会消耗水中大量的养分，导致水中生物

缺氧致死。所以加大蓝藻处理十分必要，但是在处理蓝澡的时

候，要针对蓝藻三个时期的生长情况与态势进行针对性的处理，

如果盲目处理很有可能还会加剧蓝藻生长，给养殖场造成更大

的经济损失。

1.4 重金属超标存在的水质问题
水体中的重金属超标主要是由于水源附近的工厂、企业排污

导致的污染问题。重金属超标会严重影响水产动物健康，致使水

产品存在质量隐患。同时工厂、企业排污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是

巨大的，因此加强治理尤为重要。针对目前水体中的重金属主要

包含锌元素、铝元素、铜元素等，如果不及时进行清除，与水体中

的泥沙发生反应，就会进一步危害水产生物质量，消费者食用带

有重金属污染的水产生物，很可能出现重金属中毒的现象，危害

消费者的健康。

2 水产养殖过程中常见的水质问题解决策略
2.1 提高水体中溶解氧浓度
各水产养殖场可根据实际状况，针对小范围水体环境中，可

以利用增氧机进行增氧，每天开启 2h左右，提高水中的氧气含
量。针对大范围水体环境，处理利用增氧机之外，工作人员还可

以向水域中泼洒次氯酸钠，次氯酸钠属于氧化剂，进入水体之后

会提高水体中溶解氧的浓度，还能够发挥很好的杀菌作用，对水

体质量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在泼洒过程中，要严格按照配置比例

进行泼洒，避免由于泼洒过少或过多影响效果。在投放种苗时也

要根据实际水域大小等现状进行适量投放，确保水体中含氧量，

提高水生物的存活率。切不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根据实际水

域状况投放过多的幼苗，导致水体中溶解氧浓度降低，危害全养

殖水域作物的生存。

2.2 平衡水域中 pH
要切实提高水产养殖企业的科学养殖技术与手段，就要根据

企业的实际养殖状况对水体中的 pH进行科学控制。可以从以下
三方面进行：①加大科技监测手段，针对水体中的 pH进行实时
监测，养殖企业应该加大智能化设备、传感器的引入，实现对水

体动态化的监测，为相关工作人员调节水体 pH提供科学依据；
②当监测水体呈现酸性时，应该根据 pH的范围进行科学适量的
投放生石灰，同时密切关注监测设备，确保 pH处于合理范围内；
③当监测水体呈现碱性时，则可向水体中投放漂白剂，确保 pH
处于合理范围内。

2.3 科学管控蓝藻生长周期
蓝藻作为最为常见的水底植物，其繁衍速度十分迅速。所以

水产养殖企业工作人员要切实掌握蓝藻生长习性，了解蓝藻不

同生长阶段的防治措施。例如在蓝藻生长阶段具有不易发觉的

特点，所以在蓝藻的生长阶段，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控制鱼饵投放

量，利用水生动物控制蓝藻的生长，同时还应该利用生物药剂投

放的方式控制蓝藻生长[2]。在蓝藻生长高峰期阶段，水域表面会
出现蓝藻覆盖，这时水体就会出现缺氧问题，工作人员需要进行

打捞以及增加水面曝光设备等进行控制。切实根据蓝藻不同的

生长周期，采取针对性的管控措施，保证蓝藻的生长得到科学有

效的管控。

2.4 加大保护力度,减少重金属污染
对于重金属污染的防控，首先应该加强水域周围企业的环境

监控工作，从根源上解决重金属问题的出现，对于排放污染物超

标企业进行严肃处理，进行针对整改之后依然存在污染问题的

企业，根据我国相关要求标准实施经济惩罚等措施，切实增强我

国企业绿色环境意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对促进环境保护具有

重要作用；其次对于已经检测出水体重金属污染问题，可以采取

3种方法进行防控，物化吸附法、化学沉淀法、生物吸附法。根据
实际水域污染状况选取合适的防控、排污方法，提高水体质量。

3 结语
水产养殖过程中，水质问题时常出现。正确应对水质问题，采

取科学合理的防控措施可确保水体质量提升，有效提高养殖企

业的经济效益。养殖企业应该加大科学管理，提高养殖人员环保

意识，科学规范使用药剂，引进科学化先进设备，确保水质监控

工作的开展。针对水质问题做到早发现、早解决。不断推动我国

生态文明发展的同时，真正达到生态环境与经济利益共同发展

的目的。基于此，本文针对当前我国水产养殖过程中常见的问

题，例如溶解氧过低引发的水质问题、pH失衡存在的水质问题、
蓝藻生长失衡导致的水质问题、重金属超标存在的水质问题等

提出针对性策略，以提高水体中溶解氧浓度、平衡水域中 pH、
科学管控蓝藻生长周期、加大保护力度，减少重金属污染等，希

望对促进我国水产养殖发展，提高水产养殖企业经济效益有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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