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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龙虾养殖的“稻虾共生”关键技术

刘 艳
青阳县水产业发展中心 安徽 池州 242800

摘� 要：稻虾共生是一种将水稻种植和小龙虾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龙虾在稻田中生

活，以稻田中的昆虫、杂草等为食，同时也能清除田中的有害生物。小龙虾的排泄物和残饵可以作为有机肥供水稻生

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生态系统。但是，稻虾共生模式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许多技术难题，如小龙虾的疾病防

治、水稻和水质的管理等。基于此，本文就小龙虾养殖的稻虾共生关键技术相关问题展开了探究，希望能够为养殖人

员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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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稻虾共生”优点分析

稻田作为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其所需的肥料不仅

能够满足水稻自身的生长，还能为稻田内的其它动植物

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因此，对于单一种植模式的稻

田，需要定期进行药物除草、杀虫。通常在全生育期内

使用5-7次药剂，这不仅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提高，还会产
生农药残留。而通过“稻虾共生”的养殖方式，可以借

助小龙虾超强的适应性以及广泛的食性，清除田间的杂

草和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量，从而降低农业生产的成

本。并且在“稻虾共生”的模式下，水稻和小龙虾能够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生长；虾类的排泄物可以为水稻提

供营养，而水稻则为虾类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这种

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和破坏。并且，以往的水稻种植模式中，由于水

稻只能生长在浅水区域，因此，对土地的利用率相对较

低。而采用“稻虾共生”的农业模式，在稻田中养殖小龙

虾，可以使深水区域也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样不仅可以提

高土地的利用率，还为可以为养殖人员带来更多的收益。

所以说，在稻田中养殖小龙虾，不仅有益于提高虾类的养

殖产量，并且对养殖户的整体效益也有所助益[1]。此外，

传统的水产养殖模式往往存在养殖品种单一、易发疾病

等问题，而采取“稻虾共生”模式可以通过混养不同品

种的虾类，优化水产养殖结构，提高养殖效益。同时，

这种养殖方式还可以促进水质的改善，在提高养殖产量

的同时，也能为人们提供更高质量的虾类产品。有实践

证明，在不进行人工投饵，让稻田中的虾类仅依靠田间

的自然饵料进食成长的情况下，每亩可产小龙虾50Kg
左右，养殖人员可增加额外收入1500元左右。总结来说
“稻虾共生”模式具备十分优秀的生态优势，既可以减

少养殖成本，又可以增强稻虾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使

虾、稻的质量与安全情况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2 “稻虾共生”稻田设计

2.1  生态环境
稻虾共生养殖对维持良好的水质环境有一定的要

求。稻田的水必须维持适当的PH值（一般在6.5至7.5之
间），没有任何毒性和重金属 [2]。另外，为了保证小龙

虾的正常生长生长，稻田的水必须维持适当的水温与透

明度。土壤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营养物质，为水稻的

生长提供了条件。土壤应具备适当的排水能力，以防止

稻苗根系窒息，并且，对小龙虾的栖息地也应有一定的

适应性。稻虾共生养殖体系中，养殖规模与资源充足程

度是制约稻田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当土地规模

不大时，更适合小规模的养殖活动，但要实现规模化种

植，必须有一定的土地作为支撑。一般来说，养殖规模

应控制在20-40亩。
2.2  人工虾沟
稻虾共生的养殖模式中，在稻田中设置虾沟，可以

为小龙虾提供生存条件、食物源，促进水体循环，提高

水质。在稻田的虾沟里，虾类能进行繁殖、生长、栖

息。虾沟内有大量的浮游植物和动物，是虾的重要食物

资源。虾类通过摄食及排泄来净化水体，减少水中的有

害物质。稻田中的虾沟的设置要与稻田的形态、规模相

适应，通常是围绕稻田的边沿或呈曲线形设置。同时，

还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在稻田的不同部位设置若干条

不同的虾沟。一般在离田垄1m处挖出一条环形的虾沟。
为了给小龙虾提供充足的生存空间，虾沟的深度通常在

1~1.5m之间。虾沟上方宽3~5m，底部宽2~3m，便于虾群
自由觅食[3]。可在田垄上挖出一条虾沟，既能充分利用田

坎的高度条件，又便于管理与观测。在挖掘过程中，要

保证虾沟的坡度，使虾群能够顺畅地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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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防逃设施
选用硬质的钙塑板或石棉瓦，在田埂的周围修建防

逃设施，将田块的拐角设置为圆弧形，把钙塑板或石棉

瓦埋入土壤20cm处，至少高出田埂40-50cm，间隔1.5m，
可以用木桩或竹竿来支撑加固，对进排水口进行处理，

用20m的高丝网制作成防逃逸网，这样可以防止小龙虾逃
跑，控制天敌入侵。此外，要坚持每日巡视田间，检查

进出水口滤网的坚固程度，防逃装置是否损坏。防止汛

期漫天，虾群外逃[4]。

3 “稻虾共生”技术研究

3.1  稻田改造
为有效防止稻田渗漏，或者小龙虾打洞逃跑，需要

对养殖虾类的稻田田埂进行巩固处理，也就是要加宽、

加高并压实。一般情况下，田埂的高度不可的低于1m
（即高出水田的平面），埂顶宽度不可少于2m，对于新
堆的田埂要进行夯实处理，以防止出现渗漏。养虾一年

以上的稻田，在新一年的“稻虾共生”生产中，要先将

虾沟内的水抽尽，挖出过多的污泥，或者在阳光下暴晒

直到淤泥开裂，然后灌入10-15cm的清水。在投放小龙虾
苗前10-15天，每亩用生石灰75-150Kg对野杂鱼、敌害生
物、致病菌等进行杀菌；在放虾之前的7~10天，虾沟中
需注水深50~80cm，每亩施有机肥200~500Kg；在虾池中
培养黑藻和伊乐藻等多种水生植物[5]。对已清理干净的稻

田，在进水时要用密网过滤，以防有害虫侵入。

3.2  水稻选种
对于稻虾共生养殖，宜选用成熟期短、开叶角度

小、病虫害少、抗倒能力好的品种，如汕优系列、协优

系列。每亩施有机肥200~300公斤，过磷酸钙10~15公
斤，然后把它们均匀地洒在稻田表面，然后进行机械耕

翻和耙实。应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测土配方技术，有针

对性地选用配方型的生态肥料，才能取得较好的应用效

果。水稻栽植时间为五月中旬，采取条栽和边行密植、

浅水浅栽的方法。为了保证小龙虾的生存环境具备良好

的通风、通气条件，移栽密度以30厘米×15厘米为宜。具
体的栽植方式可参照“大垄双行，边行加密”技术，以

一亩大小的稻田为例的地为例，常规插秧是30cm一垄，
两垄就是60cm，大垄双行两垄分别间隔为20cm和40cm，
两垄间隔也是60cm，为弥补边沟占地减少的垄数和穴
数，在距边沟1.2m内，40cm中间加一行，20cm边行插双
穴。一般每亩插约1.35万穴，每穴3-5株。此外，虾沟和
田间沟地区也可以进行种植。

3.3  虾苗选择
鉴于小龙虾独特的繁殖方式，在养殖小龙虾的稻田

里，通常都会有一些小龙虾，养殖户通常是通过自繁自

育的方式来解决小龙虾苗的问题，这就使得数量和质

量问题都得不到控制，两三年之后，这些小龙虾的体型

就会变得越来越小，产量和收益也随之降低。因此，养

殖人员要格外重视虾苗的选育工作，可以采取“稻虾共

生”的养殖方式，即以稻田的实际面积为准面积，建立

专门的虾苗繁育池，进行优质苗种的繁育。培育虾苗的

面积比例约占稻田的10%。养殖池塘应营造良好的育苗
环境，选择适宜的繁殖亲虾，以保证品种的质量。在稻

田中，原有亲虾的选留和放养要遵循“宜大不宜小，宜

早不宜迟，宜少不宜多”的原则，也就是要选择性别成

熟、体型大的亲虾，避免“大卖小留”的反向选择现

象；为了促使小龙虾尽早产卵，在冬季之前完成受精卵

的孵化，为以后的成虾培育打下良好的苗种基础，应尽

量提前放养时间；在掌握小龙虾商品虾生产计划以及繁

殖能力的基础上，对其产能进行精确估计，当需求达到

一定程度时，尽量降低小龙虾的养殖规模，防止过多的

苗种对虾塘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在引进亲虾时，尽量选

择不同地区的亲本，以降低近交的几率。

3.4  田间管理
“稻虾共生”模式下，对于稻田的日常管理，应重

点关注稻田的蓄水、晒田、施肥以及用药等重要阶段。

首先，烤田是田间管理的重要环节，可以促进水稻根系

发育和防止病虫害。在烤田过程中，需要先将田面上的

水排干，然后晾晒田地，使土壤变得干燥。在烤田时，

要注意控制晾晒时间，避免过度晾晒导致土壤破裂或干

燥不均匀。同时，也需要及时进行灌溉，保证水稻的水

分供应。其次，在进行试施肥时，要根据水稻生长的需

要和土壤肥力状况，来确定合适的施肥量和施肥时间。

通常，在水稻生长初期和抽穗期需要分别施用不同的肥

料，以满足其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所以要选择合适的

肥料种类。一般来说，水稻田施用的肥料包括有机肥、

化肥、生物肥等。有机肥可以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

肥力，而化肥则可以迅速提供养分，满足水稻生长的快

速需求。施肥时要注意方法和均匀度。一般来说，施肥

时应将肥料均匀撒在水稻田中，避免施肥过多或过少，

导致养分供应不足或污染水质等问题。同时，也需要注

意控制施肥的时间和次数，避免过度施肥导致土壤硬化

或环境污染等问题。最后，要采取一定措施对水稻的病

害问题进行防治。通过综合种养，可以大大降低水稻的

发病率，而且基本不用再使用农药或者除草剂了。但如

果水稻出现病害问题，还是可以适当选用具备一定治疗

效果且毒性较低的农药，但绝对不可以使用敌百虫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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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酯类的农药。在进行农药的配置时，要按照实际需要

以及使用说明调整浓度，并且尽量将药喷洒水稻茎叶

上，避免喷到水中。

3.5  饲养管理
在稻田中进行小龙虾养殖时，一般不会投喂人工饲

料。但是，为了保证小龙虾的产量达到预期，一般都会

保持较大的养殖密度，当出现自然饵料不足的问题时，

也可以投喂人工饲料。在小龙的主要生长季节，饲养

人员要每天定时巡田，注意观察虾沟内水色的变化，

以及小龙虾的生长、活动情况，与此同时，还要对稻田

中自然饵料、天气等条件的变化进行观察、记录与总结

分析。饲料一般以配合饲料为主，包括水陆草、各种蔬

菜或冰鲜鱼等原材料。每次投喂量约为小龙虾体重的

6%~8%，一般一天投喂一次即可。冬季可每隔3~5天投喂
1次，并且投喂量要减至小龙虾体重的1~2%。此外，在
小龙虾蜕壳前要加强饵料的投喂与营养，多喂些动物性

饵料或者高蛋白商品饲料，并视水质、吃食情况合理增

加，以帮助小龙虾储存营养能量，更好地成长。

3.6  病害防治
3.6.1  小龙虾白斑综合征
小龙虾白斑综合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病害，主要病

原为白斑病毒，病毒侵入小龙虾体内后，会导致虾体出

现白斑、活力减弱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导致病虾会出现

脱壳现象。对其的防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要保持水质清洁。小龙虾生活在水环境中，水质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其健康状况。因此，需要定期更换水源，保

持水质的清洁和卫生。同时，也需要定期进行水质检

测，了解水质状况和变化。其次，要加强饲料管理。小

龙虾的饲料是其主要营养来源，所以要选择高质量、有

营养的饲料，并注意饲料的投喂量和投喂时间。同时，

也需要避免饲料过剩或残留在水底，以免污染水质和影

响小龙虾的健康。最后，如果小龙虾已经感染了白斑综

合征，需要及时进行治疗。可以采用口服途径投喂抗病

毒和抗细菌中草药进行综合治疗，临用前用开水浸泡

20-30分钟，连用4-5天即可。同时，也要及时及时隔离，

清理病虾，防止疾病扩散。

3.6.2  小龙虾烂壳病
小龙虾的烂壳病，又叫蜕皮问题，是指小龙虾在蜕

皮时出现的异常或困难。小龙虾不能完全从原来的外壳

中脱离出来，所以它的部分躯体还留在原来的壳里。

刚脱壳的表皮可能是残缺的或者是破碎的，很容易被感

染。并且，刚脱壳时，其表皮变得更软、更脆，起不到

足够的保护作用。小龙虾出现蜕皮问题的原因有：营养

不良、水质问题、应激反应等。小龙虾若缺少钙、镁等

营养素，就会影响其蜕壳。水体中的污染物及毒性物质

都会对小龙虾的蜕皮进程造成不利影响。如水温变化、

含氧量不足或者养殖环境变化，都会引起小龙虾的脱

皮。防治该病需要为小龙虾提供适宜的营养补充，如富

含钙、镁等矿物质的饲料，以利于小龙虾的正常蜕皮。

此外，还应对稻田进行定期的巡查与清理，以保证水质

干净、稳定。

结束语：综上所述，稻虾共生是一种十分富有优势

的现代生态养殖模式，既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和各种资

源，又可以有效地提高小龙虾的产量和质量，从而产生

较好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在实际养殖过程中，养

殖人员应充分认识到这一养殖模式的优势所在，并加强

对相关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以更好地应对养殖过程中所

遇到的各种问题，获得更多、更好的效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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