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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及梯田结构。本发明

以渔保田，既解决了哈尼梯田冬季闲置的问题，

又通过鲤鱼的引入，加快了梯田水土系统各种物

质的吸收代谢，使养殖后的梯田氮磷含量提高，

土壤更肥沃。梯田结构主要包括亲本培育池，苗

种培育池，循环净化池及冬闲田；其中，亲本培育

池，苗种培育池及冬闲田分别设置有供山泉水流

通的管道；亲本培育池和苗种培育池分别设置有

与循环净化池连通的管道；循环净化池与冬闲田

之间连通有管道。养殖方法为：引进优质亲本；建

立亲本培育池培育优质亲本；建立苗种培育池培

育优质苗种；冬闲田改造，蓄水养田，并引入优质

苗种培养；养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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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梯田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亲本培育池，苗种培育池，循环净化池及冬闲田；其

中，亲本培育池，苗种培育池及冬闲田分别设置有供山泉水流通的管道；亲本培育池和苗种

培育池分别设置有与循环净化池连通的管道；循环净化池与冬闲田之间连通有管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梯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净化池包括茨菇栽植净

化区，活性炭火山岩复合过滤区及伊乐藻栽植净化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梯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亲本培育池和/或苗种培育

池长70m，宽50m，深2m，并安装微孔增氧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梯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净化池长30m，宽10m，深

1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梯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冬闲田：长50m，宽4m，深

0.5m；近田埂两端各安装一个防逃和换排水网，深度30-40cm，保持网片露出水面部分20cm。

6.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梯田结构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引进优质亲本；

S2：建立亲本培育池培育优质亲本；

S3：建立苗种培育池培育优质苗种；

S4：冬闲田改造，蓄水养田，并引入优质苗种培养；

S5：养殖管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培育优质

亲本时，雌雄分塘培育。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在将优质

苗种引入冬闲田之前，将苗种用食盐水浸泡消毒。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养殖管理

的具体方法包括，冬闲田养殖期间，稻田水深保持在20厘米以上，养殖中后期，鱼体长大，加

深至30厘米，定期对稻田进行消毒处理。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消毒处理

的方法为用漂白粉或生石灰水溶液泼洒，和/或用大蒜投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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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及梯田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及梯田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鲤鱼，通常可在0～37℃的水体中生活，适宜水温在15～30℃，属底层鱼，栖息于水

域的松软底层和水草丛生处，喜欢在有腐殖质的泥层中寻找食物，适应能力强，能耐寒、耐

碱、耐低氧，对水体要求不高，能在各种水体中生存。云南哈尼梯田地区一直有种稻时节养

鲤鱼的习俗，当地人称为稻花鱼。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鲤鱼个头愈来愈小，性成熟早，种植

资源退化现象愈发严重。

[0003] 目前，红河州南部有着哈尼族人世代开垦的成千上万亩的梯田。但是，当地水土环

境脆弱，水土肥力匮乏，一年只能种上一季水稻，因而冬季会产生大量闲置梯田。梯田的闲

置导致资源有效利用率极低，极少数稻田会投放少量的鲤鱼苗，但是完全不投喂，属“人放

天养”的无技术含量的养殖，因而产量极低。综合来看，土地肥力差，产出少，效益差，劳动力

外流、梯田荒废或者转为其他用途，这也是作为世界遗产之一的痛点和当地扶贫工作的初

衷。

[0004] 综上所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是：

[0005] 一、冬季哈尼梯田闲置，现在很多哈尼梯田在冬季闲置，从当年11月收割以后一直

到次年4月底才开始种植水稻，期间将近5个月没有进行有效利用。这段期间田地没有产出，

因而资源被极大地浪费。

[0006] 二、养殖技术缺乏，虽然红河县自古以来即有稻田养鱼的习俗，但是由于多为人放

天养的粗放式养殖，长势慢产量低，仅供自家餐食外几乎未能产生明显经济效益；且哈尼族

人世代在山区生存，与外界相对隔绝，对生态饵料的培养、鱼病的防治等知之甚少，因而积

弱积贫。

[0007] 三、种质资源退化，经过多代的养殖和繁育，稻田养鱼的成鱼往往个体偏小且瘦

弱，性早熟，极大地程度限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产品质量跟不上消费者的需求，因而市场

份额逐渐减少，对农户养殖的积极性更是一种明显的挫伤。

[0008] 四、水土肥力匮乏，农户收入低，肥力购买都很困难，而且蜿蜒崎岖的山路也很难

将优质的复合肥料大量运送至山顶，因而如何充分利用稻田收割后剩余的秸秆，并将其转

化为水稻可利用的肥力以及如何进行外援营养的增加，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9] 五、现代检测技术缺席，稻田养鱼要想提高产量，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现代的检测

技术必不可少，否则未能及时分辨出水质变差、鱼类发病等情况，可能会导致养殖鱼类因缺

氧而死亡或鱼类免疫力下降而寄生虫病害增加等一系列损失。

[0010]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难度：

[0011] 首先，哈尼族梯田自古以来冬季都是闲置养田，也没有劳作的习惯，梯田加固等工

作往往推迟到水稻栽植前，改变冬日闲置的习俗推广冬闲田养殖劳作有一定难度。其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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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技术缺乏，哈尼族是少数民族普遍不会普通话且几乎只有小学以下的文化，因此需要制

定出完整的且操作难度低的养殖技术标准，以推广并改变自古以来人放天养的低产模式。

再者，当地普遍经济困难，养殖的鲤鱼品种早已退化个体偏小且瘦弱性早熟，缺乏新的苗种

和优质品种引入。另外，由于是梯田，水体肥力缺乏，而能作为稻田肥力来源的秸秆未能有

效转化利用。若要提高产量，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就要改变观念，引入现代检测技术以预防

鱼病的发生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12] 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及梯田结构。

[0013]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14] 一种梯田结构，包括亲本培育池，苗种培育池，循环净化池及冬闲田；其中，亲本培

育池，苗种培育池及冬闲田分别设置有供山泉水流通的管道；亲本培育池和苗种培育池分

别设置有与循环净化池连通的管道；循环净化池与冬闲田之间连通有管道。

[0015] 利用当地的山泉水进行专门的营养培育，从而让亲本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保障

亲本品质，提高育苗质量。利用当地山泉水进行营养培育达到一定的规格，有助于适应当地

冬闲田环境，能快速且稳健的生长。在水稻收割后加水至水深20cm以上，充分利用梯田自身

的资源优势，发挥云南冬季的温度优势，持续进行养殖增收。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循环净化池包括茨菇栽植净化区，活性炭火山岩复合过滤区及伊

乐藻栽植净化区。结合了生物吸附净化和物理的吸附过滤共同净化养殖尾水以继续循环利

用，从而节约水资源并减少污染源。

[0017] 进一步地，所述亲本培育池和/或苗种培育池长70m，宽50m，深2m，并安装微孔增氧

管。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循环净化池长30m，宽10m，深1m。

[0019] 进一步地，长50m，宽4m，深0.5m；近田埂两端各安装一个防逃和换排水网，深度30-

40cm，保持网片露出水面部分20cm。

[0020] 一种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S1：引进优质亲本；

[0022] S2：建立亲本培育池培育优质亲本；

[0023] S3：建立苗种培育池培育优质苗种；

[0024] S4：冬闲田改造，蓄水养田，并引入优质苗种培养；

[0025] S5：养殖管理。

[0026] 进一步地，步骤S2中，培育优质亲本时，雌雄分塘培育。

[0027] 进一步地，步骤S4中，在将优质苗种引入冬闲田之前，将苗种用食盐水浸泡消毒。

[0028] 进一步地，步骤S5中，养殖管理的具体方法包括，冬闲田养殖期间，稻田水深保持

在20厘米以上，养殖中后期，鱼体长大，加深至30厘米，定期对稻田进行消毒处理。

[0029] 进一步地，步骤S5中，消毒处理的方法为用漂白粉或生石灰水溶液泼洒，和/或用

大蒜投喂。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1] 本发明在不改变哈尼梯田原有风景的前提下，其一，以渔保田，冬季养鱼松土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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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害虫和休眠卵，加速残留水稻根茎的转化和利用，鱼粪残饵转为梯田基肥，减少了化肥

农药的购买使用；其二，完善让稻渔共作系统区块链，基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研发的福瑞鲤2号新品种改善现有的种质资源，首次将亲本选育、苗种培育的本土化

操作列入稻渔共作的标准中，让鱼“入乡随俗”，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其三，冬闲田养殖，减

少了冬季梯田的荒废，充分调动冬季闲置资源的渔业利用，改变了以往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从夏季一季水稻种植后空置浪费且易受风蚀坍塌的困境，让世界双遗产的哈尼梯田得以更

好地延续和和保护；其四，科技扶贫，在保护哈尼梯田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将科研成果

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生产价高质优的梯田生态鱼，带动当地村民增收，有效助推云南哈尼自

治州脱贫工作的有序进行。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梯田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1、亲本培育池；2、苗种培育池；3、阀门；4、茨菇栽植净化区；5、活性炭火山岩

复合过滤区；6、伊乐藻栽植净化区；7、冬闲田；8、田埂；9、放逃排水网；11、水稻残留根茎。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所描述的实

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35] 云南红河州在秋季水稻收割后，有大量的梯田资源因未能得到有效利用而导致闲

置浪费且部分受到风蚀坍塌对哈尼梯田的整体保护工作有较大影响，且当地经济贫困、养

殖基础薄弱、科技推广缺席，因而扶贫工作未能取得成效。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披露了

一种以渔保田的稻渔共作方法及梯田结构，具体如下实施例所示。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发明首先披露了一种梯田结构，如图1所示，山泉水沿着管道分别进入亲本培育

池1、苗种培育池2、冬闲田7。亲本培育池1和苗种培育池2的养殖尾水流经结合了茨菇栽植

净化区4、活性炭火山岩复合过滤区5、伊乐藻栽植净化区6的循环净化池，净化后的水经过

管道进入加固了梯田田埂8以及加装了防逃排水网9的冬闲田7；冬闲田7加水后需漫过水稻

残留根茎11，以便后续进行冬闲田7的养鱼。本实施例中所用管道上均设置有阀门3。

[0038] 亲本培育池1：长70m，宽50m，深2m，安装微孔增氧对山泉水曝气后，放入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发的国家级新品种福瑞鲤2号鱼种，利用当地的山泉水进

行专门的营养培育，从而让亲本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保障亲本品质，提高育苗质量。

[0039] 苗种培育池2：长70m，宽50m，深2m,安装微孔增氧对山泉水曝气后，放入放入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发的国家级新品种福瑞鲤2号人工催产孵化的鱼苗，

利用当地山泉水进行营养培育达到一定的规格，有助于适应当地冬闲田环境，能快速且稳

健的生长。

[0040] 循环净化池：长30m，宽10m,深1m,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茨菇栽植净化区4、活性

炭火山岩复合过滤区5、伊乐藻栽植净化区6，结合了生物吸附净化和物理的吸附过滤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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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养殖尾水以继续循环利用，从而节约水资源并减少污染源。

[0041] 冬闲田7：长50m，宽4m，深0.5m，近田埂8两端各安装一个防逃排水网9，深度30-

40cm，保持网片露出水面部分20cm，在水稻收割后加水至水深20cm以上，充分利用梯田自身

的资源优势，发挥云南冬季的温度优势，持续进行养殖增收。

[0042] 实施例2

[0043] 本实施例中采用实施例1中描述的梯田结构进行梯田养鱼。

[0044] S1：引进优质亲本。依托对云南红河县哈尼梯田高海拔、低氧、冬季温度较高、种质

资源退化、优良种源缺乏等特点，引入一种可以广温性、食性杂、能松土、耐低氧的鱼类品

种，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选育的福瑞鲤2号以改良现有品种，提升产量

和抗病能力。

[0045] 首先，考察养殖区域环境。云南红河县哈尼梯田属于高山梯田，有将近1600m海拔，

氧气含量要比平原更低，冬季温度白天可达25℃及以上，夜间10℃，仍以手工收割为主，冬

季残留大量水稻根茎残留腐烂，田水中富含丰富的浮游生物。因此，需要选择一种可以广温

性、食性杂、能松土、耐低氧的鱼类品种，筛选过后发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

中心选育的福瑞鲤2号再适合不过。其次，筛选的福瑞鲤2号品种登记号为GS-01-003-2017，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主推的大宗淡水养殖鱼类新品种。福瑞鲤可在0～37℃的水

体中生活，适宜水温在15～30℃，属底层鱼，栖息于水域的松软底层和水草丛生处，喜欢在

有腐殖质的泥层中寻找食物；食性杂，幼鱼期主要吃浮游生物，成鱼则以小鱼、小虾、红虫、

螺肉、水蚯蚓底栖动物和藻类果实等为主要食物；摄食量与水温关系密切，水温20～25℃

时，食欲最旺，从早至晚不停地摄食；水温低于10℃，活动量很小，基本上不进食；适应能力

强，能耐寒、耐碱、耐低氧，对水体要求不高，能在各种水体中生存。本发明实际实施案例中，

先后2批次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宜兴屺亭保种基地引进福瑞鲤2号雌

雄亲本各1000尾，引进福瑞鲤2号后备亲鱼10000尾。

[0046] S2：建立亲本培育池1培育优质亲本。

[0047] 首先，选择背风向阳、淤泥少、水源丰富、水质清新、注排水方便的位置，建立多个

长70m，宽50m，深2m的亲本培育池1，并在池底安装微孔增氧管。池塘面积2-5亩，水深2米，养

殖水源应符合GB11607规定，养殖用水水质应符合NY5051-2001要求，并且雌、雄鱼分塘培

育。其次，繁殖用亲鱼应体质健壮，性腺发育良好，体型、体色、鳞均具有典型的品种特征，雌

鱼至少3龄、体重1.5千克以上；雄鱼2龄、体重1千克以上，活力强而无伤。再者，亲鱼在越冬

之前一个月应投喂足量的营养全面的饲料，可投喂菜饼、螺蛳以及粗蛋白含量27％以上的

配合饵料，当春季水温回升至8℃以上时，就应少量投喂；水温达13℃以上时，投喂足量的营

养全面的饲料，确保其性腺发育良好；最后，对选育的优质亲本进行因地制宜的人工催产，

雌雄亲鱼配组比例1：(1-1.5)催产药物可采用地欧酮(DOM)3mg/kg、促性腺释放激素类似物

(GnRHa)10μg/kg，雄性减半，注射方法采用胸鳍基部或背部肌肉注射。

[0048] 在当地依托当地资源条件建立亲本培育池1对福瑞鲤2号进行本地化分池强化培

育，培育出体质健壮、性腺成熟的优质亲本，再进行挑选从而人工催产，提升亲本质量，催产

后的亲本将自然交配产卵附着于人工鱼巢上。

[0049] S3：建立苗种培育池2培育优质苗种。

[0050] 首先，选择背风向阳、水源丰富、水质清新、注排水方便的鱼塘，建立苗种培育池2。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10063289 A

6



其次，该池使用150kg/亩的生石灰进行全池泼洒消毒，将带有鱼卵的人工鱼巢放在苗种培

育池进行静水自然孵化，人工鱼巢放置深度为水面下0.1-0.2米，鱼卵放置密度为67万-100

万粒/亩。每两周使用肥水，每次按照1米水深使用70kg/亩的有机肥全池泼洒进行安全持续

高效的鱼苗培育，后期依据鱼苗长势进行生物饵料的投喂，直至水稻收割完后的12月，选择

晴天上午或傍晚，将体质健壮、活动力强、无病无伤、规格整齐的鲤鱼鱼种用3％-5％食盐水

浸泡5～10min后，再徐徐放入已蓄水养田两周的冬闲田7，投放密度为每亩投放大规格70.3

克/尾鱼种21.5公斤左右，约300尾左右。冬闲田7的选择及蓄水养田方法如下S4所示。

[0051] S4：冬闲田7的选择和改造。

[0052] 首先，选择水源充足、注排水方便、水质无污染、土质保水力强、不受干旱和洪水威

胁的梯田，且符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的单口稻田面积0.5亩以上。其次，在当年11

月完成水稻收割后，从田间取呈块状的粘性泥土加固田埂，最终达到田埂高度50cm，宽度

40cm，经过两周自然暴晒和风干后，田埂坚硬程度提升。随后，近田埂两端区域各挖开半米

宽区域，深度30-40cm，安装白色聚乙烯网片并用竹子固定，网片底部和侧面以土压实，保持

网片露出水面部分20cm。最后，蓄水养田，利用引来的山泉水漫过田基上未去除的水稻根茎

和杂草达到20cm左右的蓄水深度，让水稻根茎和杂草在田水中逐渐腐烂形成丰富的腐殖

质，再经天然微生物发酵分解后产生可供浮游生物生长的一些氮磷等营养元素，为冬季鱼

苗入田做好生物饵料准备，提升梯田鱼体容量，增加产量。

[0053] S5：冬闲田7的养殖管理。

[0054] 首先，冬闲田7养殖期间，稻田水深应保持在20厘米以上，养殖中后期，鱼体长大，

可加深至30厘米，雨水旺盛的时候，注意及时巡查防逃网和排水口，以防被杂物堵住，定期

注入新水。其次，鲤鱼摄食活跃，田间丰富的水稻根茎和杂草提供了充足的腐殖质以及浮游

生物提供了鲤鱼生存所必须的天然饵料，并补充相应的生态饵料，如稻谷制成的麸皮、豆

粕、菜粕等。一般按鱼体重的2％～4％投喂，早晚各喂一次，每次投喂应以1h内吃完为优。再

者，常见鱼病防治主要是细菌性皮肤病、烂鳃病、肠炎等，除鱼种下稻田之前消毒以外，还应

该定期对稻田进行消毒处理。方法是每公顷用漂白粉1.5公斤或生石灰30公斤兑水泼洒。漂

白粉对治疗鱼类细菌性皮肤病、烂鳃病有一定的效果。可用大蒜法防治鱼肠炎，每10公斤鱼

用0.1公斤大蒜捣成糊状拌料投喂。随后，次年3月中旬，历时3个月的冬季养殖后将田水外

排，利用地笼或抄网在鱼沟、鱼函中直接捕捉上市。最后，养殖全程期间定期检测溶解氧、

pH、氨氮、亚硝酸氮、总磷、总氮等指标了解冬闲田7中的水质、土质的变化，以及时作出本领

域常用的相应处理。

[0055] 养殖期间定期检测水质、土质根据鱼况及时调节水位，定期注入新水。田间腐殖

质、浮游生物以及投喂相应的生态饵料可促进鲤鱼生存生长，同时进行常见鱼病防治直至

养成捕捞上市。期间利用冬季养鱼帮助闲置的梯田松土，养鱼产生的残饵粪便肥田；吃掉土

壤中越冬的水稻害虫及休眠卵，降低了化肥农药对梯田土壤的破坏。

[0056] 实施例3

[0057] 本实施例中采用实施例1中描述的梯田结构及实施例2中描述的方法进行梯田养

鱼。

[0058] 2018年，本发明作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进入合作方云南中海

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际案例实施，11月23日将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发的福瑞鲤2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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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当地进行亲本强化后培育的鱼苗120尾，平均体长13.7cm、体重70.3g，在红河县乐育镇

比姿村的尼美梯田进行冬闲田7养鱼试验。2019年3月15日中国工程院刘旭院士、陈温服院

士、唐启升院士等组成的院士专家团进行现场测产，随机抽测30尾，平均体长19.66cm、体重

199.78g。共收获成鱼98尾，计19.58kg；亩产50.21kg，按市场价40元/kg计，产值2008.4元，

扣除鱼种费150元/亩，生态饵料300元/亩，人工费350元/亩，亩增收入约1200元左右，同时

可以减少稻谷生产的施肥和农药成本100元。经测定养鱼的冬闲田7土壤中的总氮均值

0.65g/kg、总磷含量1 .44g/kg，较同期未养鱼的冬闲田7总氮均值0.43g/kg、总磷含量

1.32g/kg有显著增长。说明鲤鱼的引入，加快了梯田水土系统各种物质的吸收代谢。该方法

的建立与推广将有效改变千百年来哈尼梯田只种一季水稻、产值低下的耕作模式，以科技

力量推动梯田渔业发展，带动农户脱贫增收，保护哈尼梯田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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