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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及养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属于鱼虾

养殖技术领域。本发明所述养殖系统包括互相连

接的鱼养殖区、生物絮体沉淀区和虾养殖区；所

述鱼养殖区包括进水口、鱼跑道式养殖槽、曝气

装置、碳源放置容器和文丘里射流器；所述生物

絮体沉淀区包括沉淀池；所述虾养殖区包括虾跑

道式养殖槽和出水口。本发明所述养殖系统鱼虾

菜产量高，经济效益好，且能实现养殖废水零排

放，运行简单，管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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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的鱼虾菜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加水、鱼饲料，调节碱度使鱼跑道式养殖槽水体中CaCO3保持在

100～150mg·L‑1，进行间歇式曝气72h，然后在碳源放置容器中添加碳源；所述间歇式曝气

48h后对鱼养殖区进行持续供氧；

2)每天对鱼跑道式养殖槽中的水质进行检测，当测得氨氮、亚硝酸的值先上升后下降，

最后氨氮稳定于0～2mg/L、亚硝酸盐稳定于0～1mg/L时，生物絮凝形成，放入鱼苗；

3)利用文丘里射流器将鱼养殖区形成的生物絮凝排入沉淀池进行沉淀，得到絮凝沉淀

和上清；

4)将步骤3)得到的上清排入鱼养殖区，将絮凝沉淀排入虾养殖区；每隔2～4h将虾养殖

区的水排入鱼养殖区；当鱼养殖区水体不足时，开启进水口进行补水；

5)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种植菜，当所述菜根系达30～50cm时，转入虾跑道式养殖槽中

进行养殖，并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补加菜进行种植；

所述步骤2)和步骤3)、步骤5)和步骤1)没有时间先后顺序的限制；

所述养殖系统包括互相连接的鱼养殖区、生物絮体沉淀区和虾养殖区；所述鱼养殖区

位于虾养殖区上方；所述生物絮凝沉淀区的水平面低于鱼养殖区，底部高于虾养殖区；所述

鱼养殖区为生物絮凝形成区；所述鱼养殖区和虾养殖区的水面为菜养殖区；

所述鱼养殖区包括进水口、鱼跑道式养殖槽、曝气装置、碳源放置容器和文丘里射流

器；

所述生物絮体沉淀区包括沉淀池；

所述虾养殖区包括虾跑道式养殖槽和出水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鱼包括罗非鱼；所述虾包括克氏

原螯虾；所述菜包括生菜或空心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虾养殖区还包括碎瓦片和防逃

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包括锥形底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鱼养殖区和所述虾养殖区独立地

包括增氧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鱼的放养密度为20～40kg/m3，虾放养

量为50～80PL/m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设4个碳源放置容

器，每个碳源放置容器中放入500g碳源，所述碳源包括聚丁酸丁二醇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菜的种植面积为

70％，虾跑道式养殖槽中菜的种植面积为6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每隔3d对鱼养殖区和虾养殖区进行水

质检测，调节水体的温度保持在23～28℃、pH值6.5～8.5、溶解氧5mg/L以上、CaCO3保持在

90～150mg·L‑1、氨氮0～3mg/L、亚硝酸氮0.1～1mg/L、硝酸氮75mg/L以上、调节溶解性有

机碳(DOC)浓度与总氮(TN)之比为15～20；鱼养殖区生物絮体含量保持在300～600mg/L，虾

养殖区絮团含量保持在300mg/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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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及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鱼虾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及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养殖过程中投喂饲料仅约20‑30％的投喂蛋白质被转化成鱼获物，大部分不能被

利用而存在于养殖水体中，排放会污染环境，而这部分又可作为细菌和水生植物的营养物

质来源。研究者根据异养细菌生长代谢需求特征，提出应将养殖水体中的C：N人为的提高到

10.75以上，会促进养殖水体中异养细菌的大量生长，从而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絮凝体。微生

物絮体可以快速利用养殖水体中多余的氨氮，净化水质，絮体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蛋白源，能

被养殖品种所摄食。生物絮团在罗非鱼养殖中应用比较广泛。但在罗非鱼应用生物絮凝技

术养殖过程中水体中会有硝酸盐的产生，同时也会有多余的絮团产生，水体中也会有一定

浓度的磷酸盐、溶解有机碳。目前并没有一种高效养殖罗非鱼的综合养殖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本发明所述养殖系统鱼虾菜产量

高，经济效益好，且能实现养殖废水零排放，运行简单，管理方便。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所述养殖系统包括互相连接的鱼养殖区、生

物絮体沉淀区和虾养殖区；所述鱼养殖区位于虾养殖区上方；所述生物絮凝沉淀区的水平

面低于鱼养殖区，底部高于虾养殖区；所述鱼养殖区为生物絮凝形成区；所述鱼养殖区和虾

养殖区的水面为菜养殖区；

[0005] 所述鱼养殖区包括进水口、鱼跑道式养殖槽、曝气装置、碳源放置容器和文丘里射

流器；

[0006] 所述生物絮体沉淀区包括沉淀池；

[0007] 所述虾养殖区包括虾跑道式养殖槽和出水口。

[0008] 优选的是，所述鱼包括罗非鱼；所述虾包括克氏原螯虾；所述菜包括生菜或空心

菜。

[0009] 优选的是，所述虾养殖区还包括碎瓦片和防逃网。

[0010] 优选的是，所述沉淀池包括锥形底托。

[0011] 优选的是，所述鱼养殖区和所述虾养殖区独立地包括增氧机。

[0012] 优选的是，所述鱼跑道式养殖槽的长度为20m，水位为40cm。

[0013] 优选的是，所述虾跑道式养殖槽的长度为15m，水位为30cm。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养殖系统的鱼虾菜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5] 1)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加水、鱼饲料，调节碱度使鱼跑道式养殖槽水体中CaCO3保

持在100～150mg·L‑1，进行间歇式曝气72h，然后在碳源放置容器中添加碳源；所述间歇式

曝气48h后对鱼养殖区进行持续供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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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2)每天对鱼跑道式养殖槽中的水质进行检测，当测得氨氮、亚硝酸的值先上升后

下降，最后氨氮稳定于0～2mg/L、亚硝酸盐稳定于0～1mg/L时，生物絮凝形成，放入鱼苗；

[0017] 3)利用文丘里射流器将鱼养殖区形成的生物絮凝排入沉淀池进行沉淀，得到絮凝

沉淀和上清；

[0018] 4)将步骤3)得到的上清排入鱼养殖区，将絮凝沉淀排入虾养殖区；每隔2～4h将虾

养殖区的水排入鱼养殖区；当鱼养殖区水体不足时，开启进水口进行补水；

[0019] 5)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种植菜，当所述菜根系达30～50cm时，转入虾跑道式养殖

槽中进行养殖，并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补加菜进行种植；

[0020] 所述步骤2)和步骤3)、步骤5)和步骤1)没有时间先后顺序的限制。

[0021] 优选的是，鱼的放养密度为20～40kg/m3，虾放养量为50～80PL/m3。

[0022] 优选的是，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设4个碳源放置容器，每个碳源放置容器中放入500g

聚丁酸丁二醇酯。

[0023] 优选的是，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菜的种植面积为70％，虾跑道式养殖槽中菜的种植

面积为60％。

[0024] 优选的是，每隔3d对鱼养殖区和虾养殖区进行水质检测，调节水体的温度保持在

23～28℃、pH值6.5～8.5、溶解氧5mg/L以上、CaCO3保持在90～150mg·L‑1、氨氮0～3mg/L、

亚硝酸氮0.1～1mg/L、硝酸氮75mg/L以上、调节溶解性有机碳(DOC)浓度与总氮(TN)之比为

15～20；鱼养殖区生物絮体含量保持在300～600mg/L，虾养殖区絮团含量保持在300mg/L以

下。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本发明所述养殖系统利用生物絮凝技术实现

跑道式生物絮凝综合种养鱼、虾和菜，生物絮体能够快速利用养殖水体中多余的氨氮，净化

水质，还能够给鱼虾提供蛋白源；菜能够利用养殖水体的氨氮、亚硝酸盐、硝酸盐和磷酸盐，

其发达的根系可以为虾提供躲避的地方，也能被虾直接摄食，解决虾养殖过程中相互残杀

致存活率低的问题，同时可继续净化虾池水，也可附着絮团，使虾更易摄食絮体；虾喜食碎

屑的食性，能够充分的利用生物絮团。本发明所述养殖系统的组合能够实现鱼虾菜的高效、

高经济效益养殖。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鱼虾菜养殖系统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所述养殖系统包括互相连接的鱼养殖区、生

物絮体沉淀区和虾养殖区；所述鱼养殖区位于虾养殖区上方；所述生物絮凝沉淀区的水平

面低于鱼养殖区，底部高于虾养殖区；所述鱼养殖区为生物絮凝形成区；所述鱼养殖区和虾

养殖区的水面为菜养殖区；

[0028] 所述鱼养殖区包括进水口、鱼跑道式养殖槽、曝气装置、碳源放置容器和文丘里射

流器；

[0029] 所述生物絮体沉淀区包括沉淀池；

[0030] 所述虾养殖区包括虾跑道式养殖槽和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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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在本发明中，所述生物絮凝沉淀区的水平面低于鱼养殖区，底部高于虾养殖区，能

够方便水体流动，即鱼跑道式养殖槽的生物絮体能够借助重力流到虾跑道式养殖槽中。在

本发明中，所述鱼养殖区与生物絮体沉淀区之间，和所述鱼养殖区和虾养殖区之间，优选设

置蠕动泵，方便将生物絮体沉淀区沉淀后的上清、以及虾养殖区多出的水体移送入鱼养殖

区。

[0032] 本发明生物絮体的利用能够实现养殖水的零排放；跑道式养殖槽的设置能够明显

提升水体流动效率，容易实现较高的底部排污效率；菜根系能够利用养殖水体的氨氮、亚硝

酸盐、硝酸盐和磷酸盐，且根系可以为虾提供躲避的地方，解决室内养殖虾相互残杀致存活

率低的问题，同时可继续净化虾池水，也可附着絮团，使虾更易摄食絮体。

[0033] 在本发明中，所述鱼包括罗非鱼；所述虾包括克氏原螯虾；所述菜包括生菜或空心

菜。在本发明中，所述菜优选为根系发达的菜，虾喜食碎屑的食性，能够充分的利用生物絮

团，但虾生活习性为独居性且极易互相攻击，本发明利用具有发达的根系菜可以为其提供

屏障，也可以直接被摄食。在本发明中，克氏原螯虾24～28℃和罗非鱼生长的水温25～30℃

相差不大，能够进行高效的组合养殖。

[0034] 在本发明中，所述进水口优选安装在鱼跑道式养殖槽的一端，鱼跑道式养殖槽的

另一端与沉淀池连接；在本发明中，所述鱼跑道式养殖槽与沉淀池连接管路优选为两条，一

条用于将鱼跑道式养殖槽产生的生物絮体排入沉淀池，另一条用于将沉淀池中沉淀后的上

清排入鱼跑道式养殖槽。在本发明中，所述文丘里射流器优选安装在鱼跑道式养殖槽进水

口一侧底部，用于促进鱼跑道式养殖槽底部生物絮体向沉淀池的流动。在本发明中，所述鱼

跑道式养殖槽中优选保持高投饵量和高溶解氧量，每天优选按照鱼体体重4％以上投喂，优

选保持水体溶解氧在6mg/L以上，以便于形成大量的生物絮体。

[0035] 在本发明中，所述虾养殖区还包括碎瓦片和防逃网。在本发明中，所述碎瓦片能够

给虾提供躲避的地方，防止虾互相攻击。在本发明中，所述瓦片的面积优选占虾跑道式养殖

槽底部面积的25～35％，更优选30％。本发明每片瓦片的面积优选为18～26m2，更优选为

20m2。在本发明中，所述防逃网优选为聚乙烯网状防逃网。

[0036] 在本发明中，所述沉淀池包括锥形底托。本发明锥形底托的设计能够便于快速沉

降絮体。

[0037] 在本发明中，所述鱼养殖区和所述虾养殖区独立地包括增氧机。在本发明中，所述

增氧机在鱼养殖区用于提供较高浓度的溶氧。由于曝气会对虾的生长繁殖产生干扰，故在

虾养殖区，本发明不进行曝气，而是采用增氧机适当补氧。在本发明中，所述增氧机优选为

罗茨鼓风机，更优选为750W的罗茨鼓风机。

[0038] 在本发明中，所述鱼跑道式养殖槽的长度优选为20m，水位优选为40cm。在本发明

中，所述鱼跑道式养殖槽的宽度优选为1m，深度优选为50cm。

[0039] 在本发明中，所述虾跑道式养殖槽的长度优选为15m，水位优选为30cm。在本发明

中，所述鱼虾跑道式养殖槽的宽度优选为1m，深度优选为50cm。

[0040] 本发明还提供了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养殖系统的鱼虾菜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41] 1)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加水、鱼饲料，调节碱度使鱼跑道式养殖槽水体中CaCO3保

持在100～150mg·L‑1，进行间歇式曝气72h，然后在碳源放置容器中添加碳源；所述间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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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气48h后对鱼养殖区进行持续供氧；

[0042] 2)每天对鱼跑道式养殖槽中的水质进行检测，当测得氨氮、亚硝酸的值先上升后

下降，最后氨氮稳定于0～2mg/L、亚硝酸盐稳定于0～1mg/L时，生物絮凝形成，放入鱼苗；

[0043] 3)利用文丘里射流器将鱼养殖区形成的生物絮凝排入沉淀池进行沉淀，得到絮凝

沉淀和上清；

[0044] 4)将步骤3)得到的上清排入鱼养殖区，将絮凝沉淀排入虾养殖区；每隔2～4h将虾

养殖区的水排入鱼养殖区；当鱼养殖区水体不足时，开启进水口进行补水；

[0045] 5)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种植菜，当所述菜根系达30～50cm时，转入虾跑道式养殖

槽中进行养殖，并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补加菜进行种植；

[0046] 所述步骤2)和步骤3)、步骤5)和步骤1)没有时间先后顺序的限制。

[0047] 本发明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加水、鱼饲料，调节碱度使鱼跑道式养殖槽水体中

CaCO3保持在100～150mg·L‑1，进行间歇式曝气72h，然后在碳源放置容器中添加碳源；所述

间歇式曝气48h后对鱼养殖区进行持续供氧。在本发明中，所述鱼跑道式养殖槽中的水位优

选保持在40cm。当所述鱼为罗非鱼时，本发明所述鱼饲料优选为罗非鱼全价饲料，具体地为

“农好”牌膨化商品配合饲料(粗蛋白质≥40.0％，粗灰分≤16.0％，粗纤维≤3.0％，钙≤

4.5％，总磷≥1.2％，食盐≤4.0％，赖氨酸≥2.0％，水分≤11.0％，数据由厂家提供)。在本

发明中，所述碱度的调节优选采用碳酸氢钠进行，维持水体中CaCO3保持在100～150mg·L
‑1，更优选120mg·L‑1。在本发明中，所述间歇式曝气的条件优选为曝气8h，停止16h。本发明

对所述曝气的方式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曝气方法即可，如采用曝

气石。保证鱼跑道式养殖槽中水体溶解氧在6mg/L以上，虾跑道式养殖槽水体溶解氧在5mg/

L以上。在本发明中，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设4个碳源放置容器，每个碳源放置容器中放入500g

聚丁酸丁二醇酯。在本发明中，所述持续供氧优选采用增氧机进行。

[0048] 每天对鱼跑道式养殖槽中的水质进行检测，当测得氨氮、亚硝酸的值先上升后下

降，最后氨氮稳定于0～2mg/L、亚硝酸盐稳定于0～1mg/L时，生物絮凝形成，放入鱼苗。在本

发明中，所述鱼苗优选为罗非鱼鱼苗。在本发明中，所述鱼的放养密度为20～40kg/m3。

[0049] 本发明利用文丘里射流器将鱼养殖区形成的生物絮凝排入沉淀池进行沉淀，得到

絮凝沉淀和上清；本发明优选每次排三分之一的鱼养殖区的生物絮凝水体进入沉淀池。在

本发明中，所述沉淀的时间优选为1～2.5h，更优选为1h。

[0050] 得到絮凝沉淀和上清后，本发明将得到的上清排入鱼养殖区，将絮凝沉淀排入虾

养殖区；每隔2h将虾养殖区的水排入鱼养殖区；当鱼养殖区水体不足时，开启进水口进行补

水。在本发明中，所述虾养殖区的水位优选为30～40cm，更优选为40cm，本发明优选将高出

虾养殖区水位的水排入鱼养殖区，使系统形成循环。

[0051] 本发明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种植菜，当所述菜根系达30～50cm时，转入虾跑道式

养殖槽中进行养殖，并在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补加菜进行种植。本发明优选在放入鱼苗后4～

6d，更优选5d后开始菜的种植。在本发明中，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菜的种植面积为70％，虾跑

道式养殖槽中菜的种植面积为60％本发明定期检查菜生长情况，鱼跑道式养殖槽中菜不足

时及时补充新的菜；及时检查菜根系生长情况，发现有烂根长虫情况及时捞出，处理。

[0052] 当所述鱼为罗非鱼时，所述罗非鱼饲料日投喂量优选为罗非鱼体重的4～6％。根

据吃食情况，合理调整。当所述虾为克氏原螯虾时，本发明优选根据克氏原螯虾的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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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天出商品虾)，和所处生长期投喂饵料。按照3～5％虾体重进行投喂。本发明优选选

择优质全价的配合饲料进行投喂，克氏原螯虾为夜间吃食动物，投饵量应以傍晚为主，占到

日投饵量的70％。一天投饵两次，早上8点一次，晚上7点一次。日投喂量以2h内吃完为准，并

根据菜根系被食情况及时增减投饵量。

[0053] 在本发明中，每隔3d对鱼养殖区和虾养殖区进行水质检测，调节水体的温度保持

在23～28℃、pH值6.5～8.5、溶解氧5mg/L以上、CaCO3保持在90～150mg·L‑1、氨氮0～3mg/

L、亚硝酸氮0.1～1mg/L、硝酸氮75mg/L以上、调节溶解性有机碳(DOC)浓度与总氮(TN)之比

为15～20；鱼养殖区生物絮体含量保持在300～600mg/L，虾养殖区絮团含量保持在300mg/L

以下。

[0054] 在本发明中，鱼的放养密度为20～40kg/m3，虾放养量为50～80PL/m3，在鱼跑道式

养殖槽中设4个碳源放置容器，每个碳源放置容器中放入500g聚丁酸丁二醇酯。在本发明

中，所述碳源放置容器优选为碳源放置袋，碳源放置袋没有结构和材料上的限制。

[0055] 在养殖过程中，本发明优选进行硬度管理。具体地，克氏原螯虾幼虾时期7天左右

添加一次乳酸钙，长到20g之后半个月添加一次乳酸钙。发现软壳虾或者脱壳不遂的虾增加

添加乳酸钙的频率。

[005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鱼虾菜养殖系统做进一步详细的介绍，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57] 实施例1

[0058] 鱼虾菜养殖系统流程图如图1所示，其中，1为鱼跑道式养殖槽；2为生物絮体沉淀

区；3为下管道阀门；4为防逃网；5为曝气石；6为进水口；7为出水口；8为碎瓦片；9为虾跑道

式养殖槽；10为碳源放置袋；11为1号蠕动泵；12为锥形沉淀池底托；13为文丘里射流器；14

为2号蠕动泵；15为上管道阀门。在罗非鱼跑道式养殖槽加水至40cm水位处，并投入2000g磨

碎后的40％粗蛋白的罗非鱼全价饲料。养殖过程中添NaHCO3调控碱度保持在100mg  CaCO3·

L‑1，采用间歇式曝气方式，曝气8h、停止16h，将罗非鱼跑道式养殖槽进行闷曝72h后开始添

加聚丁酸丁二醇酯(PBS)作为碳源，水温维持在25～28℃。检测各项水质指标，第10天氨氮

升高到12mg/L，第15天氨氮降低到检测不出，第16天亚硝酸升高至最高浓度18mg/L,第24天

亚硝酸降低到0.10mg/L以下，可认为系统完成启动，罗非鱼跑道生物絮凝系统启动完成后

放入50g/尾的大规格罗非鱼苗种，放养密度尾为20kg/m3，养殖过程中每两周取出部分罗非

鱼，以维持20kg/m3左右的养殖密度，对取出的罗非鱼称重并记录。运行5天后，罗非鱼跑道

式养殖槽放入70％面积的生菜，同时放入P10的虾克氏原螯虾苗,放养量50PL/m3。当罗非鱼

跑道式养殖槽中的生菜根系长到30～50cm，挪到克氏原螯虾跑道式养殖槽上，同时放入新

的生菜苗至罗非鱼跑道式养殖槽作为补充，直至生菜面积占克氏原螯虾跑道面积的60％。

[0059] 试验所用吉富品系罗非鱼取自上海海洋大学鱼类种质研究实验站。试验用鱼运回

后先暂养上海水产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循环水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盐浴消毒，驯养1周。

整个暂养和试验期间投喂“农好”牌膨化商品配合饲料(粗蛋白质≥40 .0％，粗灰分≤

16.0％，粗纤维≤3.0％，钙≤4.5％，总磷≥1.2％，食盐≤4.0％，赖氨酸≥2.0％，水分≤

11.0％，数据由厂家提供)。实验用克氏原螯虾苗(P10)取自上海海洋大学崇明树新养殖基

地。运回后直接放进系统。养殖期间投喂泉兴营养添加剂有限公司凡纳滨对虾饲料(粗蛋白

≥42％，粗纤维≤12％，粗脂肪≥4％，粗灰分≤18％，赖氨酸≥2.2％，水分≤12％，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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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磷≥1.0％，数据由厂家提供)。生菜苗由农户中直接购得(5日苗)。克氏原螯虾一天

投饵两次，早上8点一次，晚上7点一次。日投喂量以2h内吃完为准，并根据生菜根系被食情

况及时增减投饵量。罗非鱼饲料日投喂量为体重的4％，饲料氮素投喂量0.06kg/m3。

[0060] 养殖期间不换水，只补充因蒸发和排放多余絮团而损失的水分。养殖过程中定期

检查生菜生长情况并及时收获生菜称重记录，罗非鱼跑道式养殖槽生菜不足时及时补充新

的生菜。及时检查生菜根系生长情况，发现有烂根长虫情况及时捞出、处理。

[0061] 每3天检测水体的温度(T)、pH、溶解氧(DO)，以及碱度、总氮(TN)、氨氮(TAN)、亚硝

酸氮(NO2
‑
‑N)、硝酸氮(NO3

‑
‑N)和溶解性有机碳(DOC)浓度。将罗非鱼养殖区生物絮体含量

保持在500mg/L左右。1‑14天在克氏原螯虾跑道式养殖槽每7天添加一次乳酸钙，14‑50天每

15天补充一次乳酸钙。

[0062] 养殖效果见表1。实验结束时，罗非鱼均重458g/尾，养殖密度为23kg/m3，成活率

99％，单位水体产量15kg/m3，饲料系数0.9。克氏原螯虾均重为33g/PL(上市规格)，饲料系

数1.8，成活率91％。生菜，25天一茬，每茬均产量为3kg/m2，合计6kg/m2。

[0063] 养殖期间各项水质指标保持在罗非鱼和克氏原螯虾适宜的生长范围内(表2)，pH

为7.2～7.8，碱度96～110mg/L  CaCO3，溶解氧5.5～7.5mg/L，水温25～28℃，罗非鱼养殖区

絮团浓度556mg/L，克氏原螯虾养殖区絮团浓度253mg/L，氨氮0.53～1.67mg/L，亚硝酸0.05

～0.32mg/L。硝酸盐25～48mg/L。

[0064] 养殖期间日电耗21kw，共补充自来水1.6m3。

[0065] 本发明养殖系统能够稳定控制对养殖对象有害水质指标如氨氮，亚硝酸盐，减少

对养殖对象的影响，提高存活率和生长效率；试验中的罗非鱼与克氏原螯虾成活率分别达

99％与91％，远高于传统土塘养殖克氏原螯虾在下半年的养殖成活率，且本发明方法能够

克服克氏原螯虾不易捕捞，市场价格高的缺陷，使得经济效益大幅提升；本发明还能提高蛋

白质的利用率，降低饵料系数，降低养殖成本；增加系统的可控性，合理控制上市时间，提高

养殖对象的经济价值，提高单位生产面积和养殖水体的产量。

[0066] 表1试验周期内罗非鱼和克氏原螯虾的生长情况

[0067]

[0068] 表2试验周期内水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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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007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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