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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苏打盐碱地生态渔业模式研究 

杨富亿 李秀军 王志春 赵春生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长春 130012) 

摘 要 试验结果表明，东北苏打盐碱地实施鱼一稻一苇一蒲生态渔业模式效益显著，平均单产水稻为 6024．2kg／hm 、 

芦苇8336．2kg／hm 和蒲草7387．6kg／hm2；平均鱼产量稻田养鱼为912．Ikg／hm 、蒲塘养鱼3537kg／hm 和苇塘养鱼 

2766k~hm2；平均净收入5667，l元／hm ，产投比为2．074。1个生长期节水 1．9万m ／hm ，节约化肥 290kg／hm ， 

降低土壤盐分 507kg／h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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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Deriments show that eco-fishery pattern of fish-rice-reed—cattail in soda saline-alkaline land of northeast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benefit．The average yields of rice grain，reed and cattail are 6024．2kg／hm ，8336．2kg／hm and 

7387．6kg／hm ，respectively，and the average fish yields are 912．1kg／hm ，3537kg]hrn2 and 2766kg／hm in paddy rid&， 

reed ponds and cattail ponds，respectively．The average net income is 5667．1 yuan(RMB)／hm and the ratio ofoutput and 

input is 2．074 in the experimc ntal area．19000m ／hm of water and 290kg／hm of chemical fertilizer can be sayeel，respec— 

tively，and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salinity of 507kg／hm has been cut down at a growth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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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800万 hm2低洼盐碱荒地中不宜种植作物但宜渔的盐碱荒地约 300万 hm2以上。本试验研究在 

东北松嫩平原苏打盐碱荒地建立了渔、农结合的生态渔业模式，为寻求该区盐碱地农业综合开发有效途径提 

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试验于2000～2002年在吉林省西部大安科技示范区进行，该区年均气温 4．3℃，≥1O℃年积温 2935℃， 

年无霜期 137d，年太阳辐射量 5259ⅣU／hm ，年均日照时数 3013h，年降水量 413rnrn，年蒸发量 1749mm。试 

验地总面积 10．89hm ，其中苇塘 1．92hm 、蒲塘(蒲草)1．58hrn2、草塘(杂草)3．62hm2和低洼易涝荒地 

3．77hm2。苇塘、蒲塘和草塘 自然积水 30～70cm，集水区面积 18hm ，水体含盐量 3．71g／L，pH9．22，总碱度 

13．37mmol／L，总硬度 19．38rnmol／L。 

苇塘养鱼试验即在苇塘周围开挖环沟(宽 5．0m×深 1．0m)，出土筑坝，且内部开挖明水沟(宽 1．5m×深 

50cm)，与环沟相通，改造后苇塘明水面和芦苇区分别占30％和70％。鱼类放养量 400～500kg／hm (5700～ 

6300尾／hTn2)，其中草食性鱼类(草鱼 、鳊、鲂)占10％，杂食性鱼类(鲤、鲫)占70％，滤食性鱼类(鲢、鳙)占 

20％。6～8月份苇塘保持水深 50～80cm，其他时问均保持水深 20～40cm。投放鱼类前 10d施有机肥 

4500～6000kg／hm ，养殖期间每 10～15d施 1次有机肥 1200～1800kg／hm ；水温>20℃时每 7～10d追施 1 

次尿素 30～45kg／hm 和过磷酸钙 75～90kg／hm ，全年追施有机肥 8～10次和化肥 10～12次。蒲塘养鱼试 

验即在明水区下挖 50cm，水草区开挖(宽 1．5rn×深 50cm)明水沟，改造后蒲塘明水面占 40％，蒲草区占 

60％。鱼类放养量 375～450kg／hm2(5200～6000尾／hm2)，其中草食性和滤食性鱼类各占 l5％，杂食性鱼类 

占70％，其他措施同苇塘养鱼试验。稻田养鱼试验即将低洼易涝地全部改造成稻田，打小井3眼，完善注、 

排水工程。单块田面积0．2～0．5h ，于田内开挖鱼沟和鱼坑，鱼沟呈“井”、“田”形(上口宽70～80era，下底宽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KZCX1一SW一19—5—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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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cm。深 50--60cm)，每块田挖鱼坑 1～2个(规格 2．0～5．0m ，深 1．0～1．2m)。鱼类放养量 120～ 

150kg／hm2(1800--2200尾／hm2)，其中草鱼占30％～40％，鲤、鲫鱼占60％～70％，其他措施同苇塘养鱼试 

验。水资源再利用即将草塘改造成蓄水池，接纳天然降水和稻田排水 ，利用水生植物净化污水后补给苇塘和 

蒲塘。秋季捕鱼时苇塘和蒲塘水均排入蓄水池，经严冬酷冻，翌年春季再以 10mg／L浓度漂白粉消毒后作为 

早春放鱼用水。淤泥改土即于冬初对苇塘和蒲塘清淤，淤泥施入稻 田改土，春季放火烧荒。试验均按文献 

[1]方法测定水化学项 目，以文献[2]方法测定土壤化学性质、微生物组成和酶活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经济效益 

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苏打盐碱荒地实施生态渔业模式经济效益显著，2001～2002年平均单产水稻为 

6024．2kg／hm2、芦苇 8336．2kg／hm2和蒲草 7387．6kg／hm2；平均鱼产量稻田养鱼为 912．1kg／hm2、苇塘养鱼 

3537kg／hm2、蒲塘养鱼 2766kg／hm2；平均净收入 5667．1元／hm2，产投比为 2．074。 

2．2 生态效益 

苏打盐碱地实施生态渔业模式后由于施肥和淋洗盐碱，试验地 0～20cm土层土壤含盐量明显下降，土 

壤有机质和营养元素含量均增加(见表 1)。表 2表明苏打盐碱地鱼一稻共生系统同样具有非盐碱环境下的生 

物学效应 J。由表 3可知苏打盐碱地鱼一稻共生系统微生物数量明显高于未养鱼田，其原因是稻 田开挖鱼沟 

和鱼坑后土壤孔隙度增加，土壤水容量降低和氧化还原电位升高，有毒物质含量下降，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 

均增强所致。同时施肥可增加土壤中营养物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为微生物创造 良好生境，加速微生物的 

发育，特别是有机肥含多种碳水化合物和矿质元素，可提高土壤通气性和温度，对增加土壤微生物活性起着 

主导作用 。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鱼一苇共生系统中芦苇可净化水质，为鱼类提供无毒少病害的水环境；而鱼 

类可摄食与芦苇争肥、争 o，、争空间的杂草、底栖动物及害虫，减少水体肥源消耗和芦苇病虫害 ，并疏松土 

壤，耕耘水体，改善苇塘水体生态环境 ，促进芦苇生长和地下茎发育繁殖，其排泄物又可增加肥源，提高芦苇 

质量与产量(见表 4)。芦苇和蒲草是聚盐能力较强的经济植物，若聚盐系数分别按 38．86和 27．07计算H ， 

则 1个生长期苇塘和蒲塘可减少盐分 507kg／hm2，相当于将 250m3／hm2盐碱水由盐度 3．Og／L淡化至 1．Og／L。 

苇塘和蒲塘秋季排水盐度分别为0．84g／L和 0．77g／L，碱度分别为 6．72mmol／L和 4．97mmol／L，表明水质逐 

渐淡化。本试验稻田排水通过蓄水池得到一次净化，然后补给苇塘和蒲塘养鱼的同时又得到二次净化。蓄 

表 1 试验区土壤养分变化 

Tab．1 Changes of soil nutr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area 

*指 1999年；**指 2002年，下同。 

表 2 鱼-稻共生系统生态效益 

Tab．2 Ecological benefits of fish-r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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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由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浮叶植物和底栖周丛藻类构成立体植物型净化系统，吸收、富集和转化重金属等 

有毒物质及盐碱成分 ；苇塘和蒲塘则由滤食性和底栖杂食性鱼类构成立体动物型净化系统，滤食、转化水中 

悬浮有机物、浮游生物和底泥有机腐屑，并通过收割排出系统外部，实现污染物和盐分总量的减少 ，减轻对环 

境的危害，其效果与“多样生物污水净化系统”相 。该生态渔业模式使水资源有效再利用 ，苇塘和蒲塘养 

鱼年均节水 1．08万 m ／hm 和 8200m ／hm ；随补水进入苇塘和蒲塘的总 N分别为 40．18kg／hm 和32．14 

kg／hm ，总 P分别为 26．77kg／hm 和 20．34kg／hm ，相当于节约尿素 130kg／hm 和磷酸二铵 160kg／hm 。 

表 3 鱼-稻共生系统土壤微生物数量及其组成 

Tab．3 Amount and composition of soil microbe in fish—rice system 

处 理 底栖动物／个·m一 昆虫／头·m一 水植物产量／kg·hm一 芦苇密度／株·m一 芦苇株高 era 芦苇茎粗／mm芦苇~ ：lkg·hm一 

Treatments Amount of Amount of Yield of aub Reed density Plant height Straw thick Reed yield 

benthic animal insect merged plants of reed of reed 

3 小 结 

东北松嫩平原苏打盐碱地实施生态渔业模式经济效益显著，并改善盐碱地生态环境，保持了自然湿地原 

型，是有效的“环保效益型”农业生产模式，值得在同类苏打盐碱地农业综合开发中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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