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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稻 - 鱼”结合模式为例的循环农业效益分析
夏明玥  李霞  鞠东悦  于小婷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山东 东营 257061

摘要：稻渔综合种养是一种新型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将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有机结合，对稻田实施工程化改造，构建
稻渔共作轮作系统。本文从理论层面剖析了循环农业的内涵，阐述了“稻 - 鱼”结合模式的理论基础与管理方法，总结分析了在“稻
鱼结合”模式中，稻鱼生态系统在耕作范围、产出量、经济收益与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得到的显著的成功，为推动了自然环境的维
护与持续农业战略的实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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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正式对外
宣布了一项旨在推动水产养殖绿色健康发展的
“五大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宗旨在于贯
彻执行国家领导人关于构筑大食物观念的重要
论述，坚定不移地实施这一战略，意味着将目
光转向广阔的江河湖海以及设施化农业，寻求
更为可持续的食物供应途径。在此种情形之中，
稻鱼共作模式作为一项创新的、符合生态友好
的农业操作方式，为推进农业向绿色方向转变
及持续发展进程，开辟了新的思维路径。“稻
鱼结合”模式通过在稻田中养殖鱼类等水生生
物，实现了稻田生态系统的多层次利用，有助
于构建起错综复杂的食物链及维持生态均衡，
从而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固性和对逆境的抵御能
力。

本文将加大对“稻渔结合”这一模式的研究
和推广力度，鼓励更多农民采用这种生态友好
的农业方式，共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稻 - 鱼”结合模式的理论基础

循环农业是一种在农业生产领域内，致力于
推进各类农业资源实现往复多层且高效流动的

创新型农业发展模式，通过高效调配资源，实
现节能降耗的环保成效与提升农民收入的经济
收益双重目标。

（一）物质循环再生原理
循环农业强调在农业生产中，物质应该像自

然界中的生态系统一样，实现循环流动和再生
利用。这要求我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要充分
利用农业废弃物和生物质资源，通过科学的技
术手段，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再次投入
到生产过程中。

（二）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循环经济理论
以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在农耕活动中，

重视对自然环境的维护以及资源的节俭使用，
确保自然资源能够持续有效地被应用。循环农
业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废
弃物转化为资源，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废
弃物的最小化排放。

（三）生态工程学
循环农业运用生态工程学方法，对农业生态

系统进行设计和优化。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构建人工生态系统，实现农业
生产的生态化和高效化。

（稿件编号：SE-25-3-1003）

作者简介：夏明玥（2003-），女，汉族，山东省德州市，本科生，学生，研究方向：油气储运工程专业。
李霞（1985-），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鞠东悦（2003-），女，汉族，山东省济宁市，本科生，学生，研究方向：油气储运工程专业。
于小婷（2004-），女，汉族，山东省烟台市，本科生，学生，研究方向：油气储运工程专业。



17

2025 年，第三期，社会文化与经济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二、“稻 - 鱼”结合模式的方法

（一）“稻 - 鱼”结合之水稻栽培
在稻 - 鱼种养结合模式中，水稻的栽培是核

心之一。在保障稻谷顺畅成长与丰收的前提下，
必须在除去鱼沟和鱼凼的稻田区域内，采用细致
的人工栽植方式。插秧的密度要适中，既不能太
密导致水稻间竞争激烈、光照不足，影响水稻的
生长发育；也不能太疏，以免造成土地资源的浪
费和产量下降。同时，根据稻田的土壤肥力、水
分条件以及水稻品种的特性，合理调整插秧的深
度和行距，为水稻的健壮生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稻 - 鱼”结合之鱼类养殖
鱼类养殖是稻 - 鱼种养结合模式的另一大亮

点。在选择养殖鱼类时，需要优先考虑那些适合
稻田环境的品种，如鲤、鲫、草鱼等。此类水生
生物以迅猛的生长速度和卓越的适应能力著称，
它们高效地摄取稻田里的浮游动植物及有机残
渣，与稻谷共同营造了一种相互促进、互惠共存
的生态伙伴关系。在插秧后七天左右，当稻田环
境相对稳定时，即可放养鱼苗。每亩稻田放养的
数量需要根据鱼苗的大小、稻田的条件以及养殖
目标进行合理规划，避免过度养殖导致的水质恶
化和鱼类生长受阻。随着鱼体的逐渐长大，需要
适时增加稻田的水深，为鱼类提供更多的生长空
间和更适宜的水质环境。

（三）“稻 - 鱼”结合之共同管理方式
1. 水分管理：保持稻田水深适中是确保水稻

和鱼类健康生长的关键。在插秧初期，需要保持
浅水层，以促进水稻的根系发育和扎根；随着水
稻的生长和鱼类的长大，需要逐渐增加水深，以
满足鱼类的生长需求和防止水稻倒伏。还需要定
期换水，保持水质清新。

2. 防逃措施：为了防止鱼类逃逸，需要定期
检查拦鱼栅和田埂的完整性。拦鱼栅应设置在稻
田的进排水口处，确保鱼类无法通过这些通道逃
离稻田；田埂则需要加高加固，防止鱼类挖洞逃
跑或雨水冲刷导致田埂倒塌。

3. 饲养策略：针对不同鱼类摄取习性及其发
育周期，实施精准饲料供给。施食饲料之际，须
严格考量饲料的类别、分量及其品质，防止因过
量供给而引起的水体污染和资源的无谓耗损。定
期观察鱼类的生长情况和摄食情况，根据需要进
行调整和优化。

4. 病虫害防治：可以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
治和农业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如利用天敌控制
害虫数量、安装杀虫灯诱杀害虫等。面对不得不
使用化学农药的情境，挑选毒性较低、效率较高
且对环境无害的药剂类别至关重要。紧接着，依
据说明书规定，准确执行使用步骤，旨在减轻对
自然环境和鱼类生存的负面影响。

三、融合稻作与鱼类的养殖模式：水产业数
据解析

在 2022 年度，全国稻渔共作的土地面积达
到了 4295.56 万亩之广，产出稻米总量大约为
2150 万吨，同时提供了 387.22 万吨的水产。

（一）种养面积
在 2022 年度，总计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进行了稻渔综合养殖面积的统计工作，而包括北
京、甘肃、西藏以及青海在内的四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并未纳入此次统计范畴。我国稻田养殖
与稻渔综合种殖的总体区域拓展至4295.56万亩，
与上一年度相比，增长了 329.44 万亩，涨幅达到
了 8.31%。自 1982 年起，国内稻田养殖以及稻渔
综合种殖的规模和产出量变化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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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遍布全国的二十七个省市区范围
内，有十九个地方的稻渔共作面积呈现出增长的
态势，其涨幅各有差异，总计新增的面积达到了
3451400 亩。其中，安徽增加 100 万亩以上，湖北、
云南分别增加 40 万亩以上，江西、辽宁、湖南、
陕西、四川分别增加 10 万亩以上；8 个省（区、
市）稻渔综合种养面积有不同程度减少，共减少
15.70 万亩。

（二）水产品产量
在 2022 年度，共计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上报了稻渔共作生产的水产品数据。而北
京、西藏、青海这三个地区则没有出现在统计名
单之中。国内稻渔共作模式下的水产品总产量攀
升至 387.22 万吨，较之上年同期增长了 31.53 万
吨，涨幅达到了 8.86%。该产量占据了全国淡水
养殖水产品总量的 11.77%，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0.60 个百分点。在我国的渔业统计工作中，淡水
养殖的分类依据水域类型，细分为池塘、湖泊、
水库、河沟、其他以及稻田。在这些不同的水域
中，稻渔综合种养的产出量排名第二，仅位于池
塘养殖的产量之后。在淡水养殖水产品中，稻渔
综合种养的产出比例已从十年前的 5.69% 攀升至
11.77%。

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共有七个省份的水
产品产出突破十万大关，分别是湖北、安徽、湖南、
四川、江苏、江西以及浙江。这些省份合计产出
的水产品，占据了全国总产量的 90.45%。湖北地
区水产品产量高达近百万吨，与此同时，安徽及
湖南两省的产量均超过五十万吨大关。四川的产
量紧随其后，接近五十万吨，而江苏的产量也逼
近四十万吨。这七个省份的水产品总产量累计，
占据了全国总产量的 79.37%。

在涵盖 28 个省级行政区域（包括自治区和
直辖市）的范围内，有 24 个区域实现了稻渔综
合养殖的水产品产量提升，各地区的增长幅度各
不相同，总体上产量提升了 32.02 万吨。安徽的
增量突破 10 万吨大关，而湖北的增幅也逼近 7
万吨。同时，江西与湖南两地均实现了 3 万吨以
上的增长。个别地区涵盖四省市的稻渔共作水产
品产出遭遇了波折，整体产量遭遇下滑，累计减
产达到 4900 吨。

在中国，稻鱼共作被广泛视为稻渔结合养殖
的亚军模式。在 2022 年，我国稻田与鱼类的共
作面积达到了 1500 万亩，这一数字占据了全国
稻渔综合养殖总面积的 34.92%。丘陵地带与南
方山区广泛采纳稻鱼共作体系，尤其在四川、贵
州、湖南、云南、广西这五大地域，其总计面积
达1200万亩，占据了国内稻鱼共作总面积的八成；
其他重要分布区域则涵盖黑龙江、吉林、浙江、
福建及江西等省份。

（三）经济收益
稻渔综合种养“一水两用、一田多收”，通

过额外产出优质水产品及稻米生态溢价大幅增加
效益，激发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力稳定了水稻
种植面积。据测算，全国稻渔综合种养平均每亩

增收约 1700 元。此外，长江中下游地区低洼易
涝田较多，稻渔综合种养的发展也有力促进了此
类低产低效田的开发利用。一些地方政府将稻渔
综合种养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特色产业，通过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规模化生产、品牌化经营、
产业化发展，提升产业的质量效益，实现了对乡
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

（四）生态环境
稻渔综合种养是一种生态友好的农业发展模

式。它充分利用了稻田生态系统的自然调节功能，
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降低了农业面源污
染的风险。同时，水产品还能够通过摄食稻田中
的害虫和有机碎屑等方式，减少害虫的数量和有
机物的积累，从而改善稻田的生态环境。

例如，在安徽、湖北等地，农户们采用无环
沟的稻虾共作模式，稻田不挖沟坑，而是将稻田
的田埂加高、加宽、加固，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
有效防止小龙虾逃逸。田埂的加高也增加了稻田
的蓄水能力，提升了田间水位，为小龙虾提供了
足够的活动空间和水体环境，并有效避免了沟渠
对水稻生长的干扰。

四、结语

稻田与渔业相融合的耕作方式，在耕作范围、
产出量、经济收益与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均获得了
显著的成功。随着技术升级和模式持续优化，我
国稻渔共作方式预期将迎来推广高潮，此举将进
一步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以
及促进农户财富增长。同时，稻渔结合模式在推
广过程中面临着如技术瓶颈、资金投入不足等挑
战和问题，这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
力，为稻渔结合模式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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