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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检索、实地走访、电话咨询和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从山东省乌鳢养殖现状出发，探究乌

鳢养殖产业遇到的主要问题，并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产业发展建议，旨在为山东乌鳢养殖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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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nakehead aquacul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explores 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snakehead aquaculture industry through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trieval, field visits, telephone consultations, and questionnaire sur-
vey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arge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iming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nakehead farming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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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乌鳢(学名：Channa argus)隶属于鲈形目鳢科鳢属，属于凶猛肉食性鱼类。山东省是乌鳢的重要产区

之一，济宁市微山县被誉为“中国乌鳢之乡”，乌鳢也已成为山东省“十大渔业品牌”之一。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人工试养乌鳢后，山东省乌鳢养殖产业已逐步发展成一个稳定成熟且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

[1]。然而，乌鳢常规养殖过程中的投喂冰鲜鱼导致的病害频发、养殖尾水直接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等问

题一直制约着乌鳢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随着“环保风暴”的来袭及水产绿色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

的实施，乌鳢养殖产业发展亟需找到一条合适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近年来，山东省乌鳢养殖产业发展呈现出动力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因此，调查并摸清山

东省乌鳢绿色健康养殖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家底，查找乌鳢绿色养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为山

东省乌鳢绿色健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意见建议就显得意义尤其重大。为了摸清山东省内乌

鳢养殖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重要经济鱼类品种创制与绿色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组对山东

省乌鳢主产区东平县和微山县的乌鳢养殖产业进行了全面调查。项目组对作为山东省乌鳢养殖主产区的

泰安市东平县戴庙镇和济宁市微山县鲁桥镇，本次乌鳢产业发展调查主要采用实地访谈、电话咨询以及

填写问卷的形式开展，参与本次调查的人员主要包括乌鳢养殖从业人员、基层渔业技术推广人员、政府

渔业部门管理人员等。调查主要内容主要有乌鳢苗种来源、主要养殖模式、投喂饲料种类、养殖设施设

备、病害情况及从业人员情况等。同时，项目组又查阅了近年来《山东省渔业统计年鉴》等资料，对山东

省境内乌鳢主要养殖地市的养殖面积、产量等进行了分析调查。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及分析所得结果

基本能代表山东地区乌鳢养殖及病害情况现状。 

2. 山东省乌鳢养殖产业基本情况 

2.1. 养殖规模及养殖模式 

山东地区乌鳢养殖总面积 2100 余公顷，其中，微山县鲁桥镇乌鳢养殖总面积约 700 余公顷，东平县

戴庙镇乌鳢养殖总面积约 550 余公顷，两地养殖总面积达到 1300 余公顷，占到了整个山东地区养殖面积

的 60%以上。 
东平县戴庙镇和微山县鲁桥镇乌鳢的主要养殖模式几乎均为池塘精养，约占两地养殖总面积的 98%，

这也是山东地区最主要的养殖模式；还有一小部分的水泥池工厂化养殖，约占总面积的 2%。可喜的是，

近年来两地均积极引入池塘鱼菜共生等新型养殖模式，节约水电等能耗，减少换水次数，达到了节能减

排的目的。东平县戴庙镇大部分的养殖池塘多为洼涝地改造而成，依原有地形建造，从而导致池塘规格

不一，基本在 2~5 亩之间；由于地处东平湖西岸，地势较低，排水不畅，养殖所需条件和养殖技术水平

有限，造成养殖产量不大，效益不高。 
微山县鲁桥镇养殖池塘 5~10 亩的较多，当地政府对当地大部分的乌鳢养殖区进行了开发和资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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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池塘进行了统一的设计开发，大部分池塘面积在 6 亩左右。此外，运输道路、监控摄像头、排水沟

渠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养殖条件优越，加之与南方物流、信息交流顺畅，鲁桥镇乌鳢养殖效益较为可观。 

2.2. 苗种来源及放养规格 

据调查，戴庙镇各养殖区所养殖的乌鳢苗种大部分购买于安徽、江苏等地；由于戴庙镇缺乏种质好

的亲本再加上养殖户育苗技术欠缺，育苗过程中成本高、风险大，因此，养殖户们更愿意直接购买大规

格苗种进行养殖。而微山的鲁桥镇则依托自身成熟的育苗技术和养殖技术，更倾向于自己育苗，其中，

70%的苗种来自于自繁自养，还有 30%的苗种来自于南四湖野生亲鱼育苗。近年来鲁桥镇“自家苗”越

来越多，每代亲鱼之间的亲缘关系也越来越近，种质退化十分严重。主要表现为，同龄个体间规格差异

较大、抗逆性逐年减弱、生长速度下降等。 
戴庙镇 80%的养殖户普遍购买 20~30 尾/斤的大规格苗种进行养殖，放养密度在 1500~2000 尾/亩，

一般养殖周期为一年到一年半年左右，养至 2~3 斤即可上市；而鲁桥镇 70%的养殖户直接从水花开始养

殖，小网箱养殖到 110~120 尾/斤规格转到大网箱养殖，长到 10~20 尾/斤时转到池塘进行养殖，需养殖两

年以上才可够上市规格。 

2.3. 饲料种类及养殖效果 

乌鳢作为肉食性鱼类，饵料的来源也比较多，冰鲜杂鱼、鸡肝、鸭肝、鸡肠等都会被作为乌鳢的饲

料。其中，投喂海水幼杂鱼饲料系数为 5.5~6.0，投喂淡水幼杂鱼饵料系数为 4.2~4.5。随着农业农村部提

出的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之一的配合饲料替代野杂鱼行动的开展，乌鳢配合饲料的普及率逐

年增大。但是在养殖中后期，投喂配合饲料生长速度慢、料比高、鱼易肥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2]。目

前全程使用人工配合饲料养殖还存在一些技术难点，其导致畸形率较高和鱼体规格偏小等问题尚未有效

解决。 

2.4. 养殖设施及物联网使用情况 

随着 5G 时代的开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我省乌鳢养殖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新思路和新模式。通过物联网系统可进行水质监测、环境监测、视频监测，实行远程控制、短信通知、

质量追溯等综合功能，实现“智慧养殖”。用物联网技术对池塘养殖环境进行量化管理，在提高劳动效

率的同时，还能实现节能减排。由于乌鳢耐低氧，一般采用高密度池塘养殖。我省主要乌鳢养殖产区在

标准化池塘建设、增氧机、投饵机、进排水设施、水电路等基础配套设施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在物

联网设施配备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微山县个别大型养殖企业配备物联网设施外，东平县及省内大

部分养殖户均没有配备物联网设施设备。 

2.5. 常见病害及病因 

通过调查发现，山东地区乌鳢常见的病害主要有：寄生虫病、诺卡氏菌病、爆发性出血病、腹水病、

水霉病、腐皮病等[3]。导致乌鳢发病的原因主要为养殖环境因素和养殖管理因素。其中，养殖环境因素

主要有水位过低、溶解氧不足、恶劣天气影响、养殖密度过大、水质条件较差等。养殖管理因素主要有

疾病预防措施不足、水质调控技术缺乏、养殖密度过高、投喂冰鲜鱼以及滥用渔药等。 

2.6. 养殖从业者学历及年龄 

通过调研发现，我省乌鳢养殖产业从业者学历大多为中专及以下，且年龄大多介于 45~60 岁，从业

人员呈现老龄化趋势。大部分从业者思想守旧、市场预测能力和敏锐性不高，对新技术、新理念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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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主观能动性不强，日常管理措施落后，也没有一份应对突发性养殖事故的预案，一

旦出现问题，便会造成不可预估的损失。 

3. 乌鳢养殖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良种覆盖率低，种业支撑能力有待增强 

由于山东省缺乏大型乌鳢育苗企业，不能规模化、产业化进行乌鳢苗种繁育，只能自繁自养，不能

为社会提供足够的苗种供给，养殖户只能从南方购买乌鳢苗种，这就造成了苗种来源复杂，品质良莠不

齐、可溯源性差、携带病原可能性大等问题。优良品种覆盖率低，绝大多数未经选育，没有养殖新品种，

生长速度慢、抗逆性差，种质退化严重，造成苗种成本不断增加、难以有效监管的难题。 

3.2. 养殖模式落后，效益低下 

山东省乌鳢养殖产业还是传统的单一种类、单一模式的池塘养殖，缺乏生态高效的养殖模式。养殖

密度过高，管理粗放，造成养殖池塘水质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鱼病频发。而养殖产量不增，价格不升，

在饲料、人工等成本不断攀升的今天，养殖效益越来越低。迫切需要改善现有养殖模式，实现生态、高

效、健康养殖。 

3.3. 养殖设施落后，物联网技术应用缺乏 

山东省大部分乌鳢养殖池塘老化、生产设施落后、综合生产能力不高，缺乏现代化和集约化生产所

必须的物质条件。在机械化、电子化、自动化装置方面与国外先进的养殖模式还有很大差距，而传统的

乌鳢养殖走向信息化智能化离不开物联网技术的使用。但是由于乌鳢养殖从业者受资金、技术、学历等

限制，乌鳢养殖过程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普及率不高，严重制约了乌鳢现代养殖技术的发展。 

3.4. 养殖水体恶化，尾水直接排放时有发生 

高温季节，大量使用冰鲜鱼当饵料，投饲强度大，饵料利用率低，食物残留量大，水质易恶化，加剧

养殖水体水质富营养化。另外，乌鳢池塘高密度养殖模式需要大量换水，将氨氮和 COD 含量较高的养殖

尾水排走并补充新水来维持池塘水质。养殖户为了降低养殖成本，尾水直排、偷排现象时有发生。在环

保要求日益严格的态势下，养殖尾水达标处理已成为乌鳢养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5. 配合饲料普及率不高 

乌鳢配合饲料替代冰鲜鱼的养殖理念正逐步推广，然而完全用配合饲料进行集约化高产养殖方面的

报道在国内尚未报道。配合饲料驯化操作技术试验示范在微山县业已逐步开展，然而配合饲料成本高于

冰鲜鱼的窘境依然是乌鳢养殖面临的问题之一。目前全程使用人工配合饲料养殖还存在一些技术难点，

其导致畸形率较高和鱼体规格偏小等问题尚未有效解决。 

3.6. 病害频发，渔药及动保产品滥用 

病害是制约淡水鱼类养殖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由于乌鳢养殖池塘年久失修，养殖水体交换性差，

多年同一品种高密度养殖，加快了水产动物疾病的发生。另外，盲目追求池塘单产，养殖密度过高，造

成水质恶化，鱼病易发。而养殖户大多没有专业的水质调控技术、鱼病治疗知识和鱼病预防技术，只能

凭借经验或者听从鱼药售卖商的建议盲目使用渔药及动保产品，起不到有效的治疗效果。这影响了渔药

和动保产品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造成了重大损失与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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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加工及预制菜制品缺乏 

乌鳢体形修长，肉质结实、无肌间刺，口感细腻、爽滑、味鲜，营养丰富。长期以来，乌鳢养殖产业

链条相对较短，省内市场主要以活鱼消费为主。目前广东一些乌鳢加工企业已经研发出生鱼肉肠、鱼骨

汤膏及鱼骨豆腐、免浆鱼片、腌制鱼扒等产品，而我省乌鳢加工及预制菜产品还未见面世。下一步，开

发乌鳢深加工产品及预制菜产品，提高乌鳢的附加值，实现乌鳢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将是大势所趋。 

3.8. 从业者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制约产业发展 

通过调研发现，我省乌鳢养殖产业从业者学历大多为中专及以下，且年龄大多介于 45~60 岁，从业

人员呈现老龄化趋势，老龄从业者在养殖过程中缺乏系统的科学技术指导，大多依靠传统经验进行生产

操作，基本处于一种粗放模式。且乌鳢养殖从业者学历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83%以上，高中及

中专以上的仅占不到 20%，随着乌鳢养殖产业收益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流向第二和第三产

业，养殖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和质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高技术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乌鳢养殖产业发展

的瓶颈。 

4. 乌鳢养殖产业发展建议 

4.1. 加强乌鳢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提高良种覆盖率 

不断完善我省乌鳢种质资源保护区与原种场建设，加强乌鳢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在种质资源

保护区建设方面，依托南四湖乌鳢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区和黄河鲁豫交界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建立乌鳢种质资源保存与利用平台。积极推进本土种质资源的保护、整合和共享，加快本土乌鳢

良种选育及新品种(系)产业化进程，针对不同养殖环境特点，定向选育速生、抗病等具优势抗逆性状的乌

鳢良种，研发高效制种技术工艺并建立规范，大幅提高我省乌鳢良种的供应能力和良种覆盖率。 

4.2. 推广乌鳢生态高效养殖新模式，加快配套技术研发，减少养殖尾水排放 

研发推广乌鳢多营养层级立体生态养殖、浮动草床生态养殖、复合池塘循环水养殖、池塘工业化循

环水养殖、陆基循环水养殖等新模式，系统研发微生态制剂水质调控技术、饲料精准投喂技术、微孔增

氧技术等配套养殖技术。这些新型养殖模式及配套技术的示范及推广，将有效减少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

保护水源环境。 

4.3. 研发生态高效配合饲料，推广配合饲料替代技术 

肉食性鱼类生长需要的一种活性物质——H 因子，存在鲜动物组织中，而鱼粉中不存在。其对乌鳢

的生长和免疫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为达到乌鳢养殖过程中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的目的，需要不

断强化科技引领，加强饲料营养基础研究和配方优化。饲料企业加大饲料加工工艺改善和新型产品研发

以及宣传力度，不断优化和完善从幼杂鱼投喂转变为配合饲料养殖后的关键技术，逐步改变使用幼杂鱼

养殖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操作规程[4]。 

4.4. 开展病害生物防控技术示范，减少药物使用 

病害的防治对于养殖业和生态环境都极其重要，需要综合施策，采取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措施，

有效减少疫情的发生和传播。建立乌鳢主要病害生物防控技术、开发利用有效的中草药和免疫增强剂、

微生态制剂能够有效地防治养殖病害，提高养殖成活率和产品质量。开展乌鳢常用渔药耐受性试验并进

行常见病原菌耐药性分析，探索适合山东乌鳢养殖用药抗菌谱，及时指导养殖户对症用药，以达到减少

用药的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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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加强乌鳢加工产品开发及产业化推进 

乌鳢作为名优特色淡水鱼品种，其肉质筋道、肌间刺少，广受年轻消费者青睐。但是年轻人工作压

力大、烹饪水平低、生活节奏较快，以往以鲜活鱼为主的产品形式已不能满足其消费需求。现代社会生

活节奏快，为提供方便快捷的饮食选择，节省烹饪时间和精力，使得预制菜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开发鱼

肉肠、鱼骨汤膏等深加工产品，以及按不同加工方法做成红烧、酱焖、糖醋以及酸菜鱼片等不同类型乌

鳢预制菜产品，并形成产业化，将是提高乌鳢附加值，实现乌鳢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大势所趋。

此外，除了食用价值外，应深入开展乌鳢鱼皮在药用、美容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 

4.6.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现代渔业园区 

物联网技术使水产品的产销过程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全程皆可控制、可追溯，能提高水产品的产量、

质量与生产效率，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我省乌鳢养殖还是偏向传统的池塘养殖，设施设备陈旧落后，

应充分发挥企业主体地位，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对老旧池塘等基础设施统一规划，进行标准化池塘

改造与养殖设施设备更新以及信息化物联网建设，打造现代渔业园区，大力发展智慧渔业。 

4.7. 加强人才引进及职业技能培训，夯实乌鳢产业健康发展的人才基础 

针对我省乌鳢养殖从业者学历偏低、年龄偏大的问题，下一步政府必须把人才引进工程作为重中之

重，加快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并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险服务和子女教育服务，吸引年轻劳动力

和高技术人才从事乌鳢养殖工作。另外，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及成人教育，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充

分挖掘现有人才潜力，建立对水产养殖从业人员的定期技能培训制度，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科学系统的

相关技术指导和培训，夯实我省乌鳢养殖产业健康发展的人才基础。 

5. 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山东省乌鳢养殖产业基础雄厚，发展潜力巨大。但受“环保风暴”、养殖水域减

少及病害多发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养殖面积及产量逐渐走低。下一步，必须在新品种培育、绿色健康

养殖模式构建、配合饲料替代野杂鱼以及渔药减量等方面加大研发力度，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

加强人才引进及技能培训，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才能再续山东乌鳢产业发展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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