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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阅读和实地调查，总结了我国大口黑鲈不同养殖模式及其优缺点。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升级，

研究和探索绿色高效的大口黑鲈养殖模式变得尤为关键，对于推动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竞争

力以及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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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ading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culture 
models of largemouth bass in China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ith the upgrading of 
aquaculture industry,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green and efficient largemouth bass farming 
model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critical, which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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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aqua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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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口黑鲈(Micropterus salmoides)在中国南北方的养殖方式和收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受制于南北方

气候、水域条件等多因素的影响。南方地区养殖者通常选择深度适当、水域温暖的湖泊和池塘进行养殖，

但是这些水域容易受到气温和降雨等因素的影响，需要加强水质管理，确保水质清澈且富含氧气。相比

之下，北方气温较低，需要考虑季节性养殖，以避免寒冷季节对大口黑鲈的不利影响。在北方一些地区，

养殖者采用温室养殖技术，提供适宜的温度和环境条件，以促进大口黑鲈的生长。本文对目前我国大口

黑鲈的主要养殖模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不同地区的养殖者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养殖策略，

以确保大口黑鲈在相应环境中实现良好的生长和繁殖。 

2. 循环水跑道养殖模式 

循环水跑道养殖模式在水产养殖业中的引入确实展现了创新和可持续性的特点。通过将池塘划分为

流水养鱼区和循环水净化处理区，该模式通过密集饲养鱼类，将外塘作为水质净化区，形成高效的循环

水系统，有效解决了传统池塘养殖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劳动强度大、鱼病多发以及尾水污染[1]。 
这一创新不仅提高了养殖效益，而且对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将外塘用于水质净化，有

效降低了鱼池水体的富营养化和鱼病发生的可能性。此外，解决尾水污染问题也有助于维持水体生态平

衡，减轻了对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 
(一) 浙江省循环水跑道模式 
2015 年以来，浙江省在水产养殖业中引入了池塘内循环水跑道养殖模式，并已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示

范推广。截至目前，浙江省已建设了 905 条跑道，总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二。其中，大口黑鲈成为浙江省

“十三五”期间重点推广的鱼类之一，其产量从 2017 年的 4.2 万吨增长到 2019 年的约 5.7 万吨，受到养

殖户和消费者的喜爱[2]。 
在跑道养殖模式中，大口黑鲈表现出整体良好的健康状况，实验鱼的成活率均保持在 90%以上。随

着放养密度的增加，大口黑鲈的成活率、增重量、规格和产值不同程度地降低。此外，饲料系数、跑道

中的氨氮、亚硝酸盐氮和总磷指标呈上升趋势，尤其在夏季高温时期达到峰值。 
研究结果显示，大口黑鲈适于池塘循环流水跑道养殖。该系统先通过集污槽收集养殖尾水并排出鱼类

排泄物和剩余饵料，减少了底层废物来源，从而减轻了生态系统的负担。在养殖期间，大口黑鲈未出现明

显的病害，减少了对药物的需求，存活率明显高于传统池塘的单一养殖(68%~73%)。因此，循环水跑道养

殖模式不仅提供了良好的养殖环境以保障鱼类健康，同时在提高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江苏循环水跑道–池塘接力养殖 
池塘循环水养殖，是我国近年来引进的创新养殖模式。该模式避免了传统养殖带来的鱼肉品质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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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富营养化及水中药物残留超标等问题，并在养殖周期内实现了达标排放养殖废水[3]。 
大口黑鲈在流水池接力养殖和池塘养殖之间表现出摄食率、成活率、性腺成熟度和生长的差异。流

水槽养殖的大口黑鲈成活率高于池塘养殖组，水质指标也优于池塘养殖组。养殖初期，池塘群体仍保持

生长优势，但 11 月份开始生长变慢，体重差异明显，而鲈鱼体重在各月间差异较大。研究证实，4 月份

是将流水槽中的大口黑鲈转移到池塘中的最适时期，以期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三) 天津地区循环水车间加温棚环形跑道的养殖模式 
2013 年，天津引入了大口黑鲈养殖，最初采用了广东、福建地区的“优鲈一号”苗种，并逐渐升级

为更为优良的“优鲈三号”[4]。在此期间，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苗种繁育也得到了推动。近年来，为提

高商品利益，天津进行了大规格苗种培育和错峰上市的研究[5]。天津地区以工厂化养殖、大棚养殖以及

池塘养殖为主。目前天津市大口黑鲈的池塘养殖面积约为 4 × 105 hm²，工厂化养殖面积约为 4 × 103 m²，
而大棚养殖和工厂化养殖主要用于越冬养殖。池塘养殖每亩放苗 15,000~18,000 尾，单产 1.1~1.5 kg/m²，
工厂化养殖达到 30~40 kg/m³ [6]。 

在大规格苗种培育方面，采用循环水车间加温棚环形跑道的养殖模式，冬季提升水温至 23℃~25℃，

以满足大口黑鲈苗种培育的温度要求。采用温棚环形跑道池，可实现低密度养殖效果显著高于高密度养

殖。这一系统的建立使得大口黑鲈可以在次年 8 月上市，避开南方大量上市的时期，提高了商品利益，

同时满足了冬季培育和夏季繁育的需求[7]。 
 

 
Figure 1. Operation mode diagram of pond water pushing system [7] 
图 1. 池塘推水系统运行模式图[7] 

 

天津地区建立了北方温棚池塘推水养殖系统，采用拱形薄膜温棚(如图 1 所示)，冬季养殖水体温度控

制在(18 ± 3)℃，夏季水温维持在(25 ± 1)℃。每个温棚内有两个平行的推水槽，构成内循环净化系统。夏

季养殖槽和温棚外的池塘连通，形成温棚内外循环系统。通过循环水车间 + 温棚环形跑道池接力培育大

口黑鲈大规格苗种，更有利于大口黑鲈商品鱼在当年 8 月份上市销售，获得较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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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在大口黑鲈养殖中采用了多元化的养殖模式和创新措施，包括大规格苗种培育、错季上市、

推水养殖系统等，取得了良好的试验结果。这些创新为北方地区的大口黑鲈养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方

法，有望进一步推动当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3. 高位池养殖模式 

(一) 重庆高位池养殖 
通过在重庆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建设高位池养殖尾水处理循环系统，成功提升了大口黑鲈的产量和质

量。该系统包括圆形鱼池、微流水系统和尾水处理系统，成功实现了尾水的循环利用，不仅增加了水资

源的利用效率，而且提高了养殖系统的环保性。推荐在 5 月份选择最佳的苗种放养时机，采用合理的放

养规格和数量，并且应重视疾病预防，保持水质的稳定。高位池养殖模式不仅提高了产量和质量，还为

错季订单式养殖提供了基础模式[8]。 
这一创新的养殖系统和管理策略，不仅在提高养殖效益，在环保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就。通过在产

业链中建立可持续的模式，重庆市水产科学研究所为该地区的大口黑鲈养殖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 武汉陆基高位圆池循环水养殖 
武汉引入陆基高位圆池循环水养殖模式，该模式包括圆形养殖池、增氧系统、进排水系统、尾水处

理系统等多个组成部分。成功实现了养殖尾水的循环利用，对于解决水资源有限的情况具有积极的意义。

该模式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和复杂的生产管理，需要更多的经济支持。特别是对于武汉地区而言，适合

选择高经济价值的养殖品种[9]。 
在考虑引入该模式前，必须进行充分的经济成本计算，确保有高经济价值的适宜品种能够支持高额

固定资产投入。这一步骤对于未来养殖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至关重要。同时，可以探讨制定更加灵活

的经济支持政策，以促进该养殖模式在武汉地区的更广泛应用。 
(三) 广西丘陵坡地陆基圆池养殖 
丘陵坡地陆基圆池循环水养殖模式是一种集约高效的新型养殖方式。通过构建圆形养殖池、进排水

系统、增氧系统、尾水处理系统和水质调控系统，成功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该模式尤其适用于丘

陵地区，在合理规划养殖区域的基础上，能够显著提高养殖效益[10]。 
 

 
Figure 2. Land-based round pond circulating aquaculture facility on hilly slopes [10] 
图 2. 丘陵坡地陆基圆池循环水养殖设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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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图 2 所示的养殖试验中，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缓解了水源问题，强调了合理规划养殖区域对养

殖成功的重要性。该模式不仅在水产绿色养殖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而且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生态高效

的产业模式。这种创新的养殖方式有望为丘陵地区的农业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农村可持续发展和资源

合理利用做出积极贡献。 

4. 网箱养殖模式 

(一) 河南陆基推水集装箱养殖 
 

 
Figure 3. Structural diagram of land-based push-water container farming system [11] 
图 3. 陆基推水集装箱养殖系统结构图[11] 

 
2020 年，新乡市高科田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入了陆基推水集装箱水产养殖系统，进行大口黑鲈养

殖。该系统通过微滤机处理养殖尾水，通过净化池塘分级净化后，再经水泵抽回至养殖箱[11] (如图 3)。
这一模式具备较强的抗灾性，用水量少，占地面积小，对环境友好。在该系统中，大口黑鲈生长状况良

好，为其他适宜地区进行陆基推水集装箱养殖提供有利参考。 
(二) 贵阳大口黑鲈高位池养殖 
2019 年，贵阳市在高位池开始尝试大口黑鲈网箱养殖，以提高产量并适应山区环境进行了试验研究。

通过调整养殖水温、水体压力、养殖体积等技术参数，改进增氧系统，并采用在线监测水质等措施，成

功确保了高位池生态养殖的效果。试验结果显示，商品鱼规格在 0.4~0.6 kg/尾之间，总产量达到 210 吨，

养殖单产为 4.2 千克/米 3，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2]。 
这两个案例展示了河南和贵州在大口黑鲈养殖中采用创新的养殖模式。通过引入新的养殖系统和技

术手段，它们不仅提高了产量，而且降低了环境污染，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这些成功经验表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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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区等特殊环境条件，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系统的综合优化，可以实现大口黑鲈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5. 池塘保温大棚养殖模式 

(一) 福建池塘保温大棚养殖 
近年来，福建省大口黑鲈养殖逐渐崭露头角，特别是在提高效益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主产区域集中

在莆田市和漳州市，占据全省产量的 70%以上。为了提高效益，福建市场以小规格 350~450 g 的大口黑

鲈为主，采用池塘反季节精养养殖模式。通过提前放苗并借助钢丝绳大棚进行培育，实现了商品鱼提前

上市，通常在 8~9 月份，实现养殖效益较翻倍。同时，一些养殖户尝试了大口黑鲈和南美白对虾的轮养，

取得了良好的养殖效果[13]。 
在苗种上，建议引进优质秋繁苗，以提高养殖效益。通过引入创新的养殖模式，如提前放苗和采用

大棚培育，大口黑鲈的上市时间得以提前，从而获得更高的出售单价。这种模式相较于常规养殖，具有

显著提高的经济效益。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有助于提高产量和效益，同时也为福建大口黑鲈养殖业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二) 福建南安市池塘保温大棚养殖 
南安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气候适宜大口黑鲈的养殖。官桥镇在 2020 年引进大口黑鲈进行池塘养

殖，并通过保温大棚养殖试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大棚结构主要包括在池塘上方搭设钢索大棚，中

央设置高 5 m~6 m 的钢管立柱，形成支撑体系。在冬季 11 月至次年 4 月期间，两层聚乙烯网片之间铺设

一层塑料薄膜保温，5 月至 10 月时则更换遮荫网进行隔热降温。通过这样的保温和降温手段，实现了对

水温的调节，使整个养殖期间水温保持在 20℃~30℃。在苗种上，从 11 月引进大口黑鲈苗，养殖一个月

后按大小规格分池养殖，同时搭配鲢鱼、鳙鱼、草鱼等。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养殖成活率。钢索钢柱

构建的伞形保温大棚不仅达到了冬季保温和夏季隔热降温的效果，同时也便于大口黑鲈的养殖管理[14]。 
与天然池塘养殖模式相比，池塘保温大棚养殖模式的养殖条件可控性更强，从而提高了养殖效益。

这一创新模式为福建省内其他地区的大口黑鲈养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三) 河北地区池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 
河北省在面临水资源利用率和养殖尾水治理的要求下，近两年开始进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的开

发，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减轻养殖对环境的影响。本地主要依赖引进苗种，其中“优鲈三号”是主

要的引进品种[7]。然而，本地繁育技术尚不成熟，繁育能力有限，需要加强本地繁育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由于南方鱼产品生产的制约，尤其是在 6~9 月大口黑鲈存塘量较低的时候，京津冀市场内大口黑鲈

的价格较高。因此，养殖户应将大口黑鲈的上市时间定在这个时期，以满足市场需求，获取更高的利润。

在养殖模式选择上，池塘养殖模式成本较低但利润也相对较低，而工厂化错季养殖模式需要投入较高的

成本同时也会获得较高的利润[14]。为了推动养殖业向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河北地区应加强本地大口

黑鲈苗种的繁育技术研究，建设本地化繁育基地，提高苗种的规模化供应能力。同时，进一步发展工厂

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在市场方面，河北地区应充分利用京津冀市场的地理优势，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合理规划大口黑鲈

的上市时间，以提高销售收益。通过综合考虑养殖模式、成本与利润、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等因素，河

北地区的大口黑鲈养殖业有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和增收的机会。 

6. 总结 

我国地域辽阔，大口黑鲈的养殖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池塘养殖、大棚养殖、工厂化养殖、循

环水养殖、高位池养殖等。这些模式在不同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充分利用了各地的地理、气候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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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特点。大口黑鲈在养殖初期主要依赖引进，苗种主要来自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近年来一些地区

开始进行本地化苗种的繁育，但在规模和技术上仍存在一定的挑战。加强本地苗种的繁育技术研究，提

高规模化繁育能力，降低对外引进苗种的依赖，促进大口黑鲈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大口黑鲈养殖业为广

大农民提供了增收的机会，尤其在京津冀等地的市场需求较大的地区，养殖户通过养殖获得了可观的经

济收益。其市场价格具有季节性波动，尤其是在南方存塘量低的 6~9 月期间，市场供应短缺导致价格上

升，为养殖户带来了更好的销售收益。加强大口黑鲈适用的配合饲料的研究和生产，提高饲料的质量和

降低成本，为养殖业提供更多选择。根据市场需求，合理规划大口黑鲈的上市时间，提高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高产品附加值。政府方面应继续提供政策支持，包括财政补贴、技术指导、

市场开发等方面的支持，鼓励更多的农民参与大口黑鲈养殖，推动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7. 展望 

中国的大口黑鲈养殖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一些挑战。针对大口黑鲈的养殖，不断进行技

术创新，包括大棚保温、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错季养殖等模式的引入，提高了养殖效益和可控性。进一

步推广绿色养殖模式，包括大棚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等，以减少对水资源的压力，提高养殖的环境

友好性。通过技术创新、本地苗种培育、绿色养殖模式因地制宜等方面的努力，大口黑鲈养殖有望实现

更好的发展，为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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