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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全国污染源普查活动，以苏州市养殖老区东山镇养殖池塘为典型，调查其现行养殖模式、经济效

益、养殖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东山镇现有养殖面积为 !!@8N88 HD!，主养品种为河蟹。# 个养殖周期中，

养殖池塘通过沟渠排入外界的 ’0、’. 含量分别平均为 !#N!@ OI ; HD!、!N8? OI ; HD!；密度为 9 $$$ 只 ; HD! 的低

密度养殖池外排的 ’0 含量为 #:N"9 OI ; HD!，而无 ’. 排出。分析苏州地区池塘养殖产生水环境污染的主要

原因，从池塘管理体制改革、科学生态养殖技术及养殖尾水处理等方面探讨池塘养殖污水零排放技术，为苏

州市养殖业面源污染的控制提供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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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水体富营养化是太湖、巢湖、滇池等湖泊

蓝藻不断暴发的直接诱因。太湖之滨的苏州市素以

“鱼米之乡”著称，太湖、阳澄湖沿岸池塘星罗棋布，

水产养殖业十分发达。调查分析表明，主要污染源

对太湖水体富营养化贡献的顺序依次为：畜禽业面

源（包括高密度水产养殖），农田面源，生活污水，工

业点源污染［#］。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位于苏州市城南，距苏州

城区 8" OD，是太湖东侧（东太湖）的一座湖中半岛，

三面临湖，一面连接陆地，总面积 :8 OD!。全镇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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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和蔬菜种植业和淡水养殖业为主要产业。!" 世

纪 #" 年代，东山的万顷鱼池已成了苏州及周边地区

的四大家鱼商品鱼供应基地，也是全国的草鱼养殖示

范基地，养殖产量一度高达 $$!%" & $%""" ’( ) *+!。随

着生态渔业的发展，东山镇养殖模式发生变化，!"
世纪 ," 年代后，逐渐从密度养鱼转变为鱼、虾、蟹混

养的养殖模式。因此，东山镇的水产养殖是苏州市

水产养殖业的一个缩影，其养殖、经营模式在相当程

度上代表了目前苏州市的养殖情况。

笔者结合全国污染源普查活动，以苏州市传统

养殖区东山镇养殖池塘为具体对象，调查其现行的

养殖模式、经济效益、养殖污染状况。以点带面，分

析苏州地区池塘养殖产生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从池塘管理体制改革、科学生态养殖技术及养殖尾

水处理等方面探讨池塘养殖污水零排放技术，为苏

州市的养殖业面源污染控制提供资料。

! 调查方法与内容

调查时间：!""-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在不同的养殖模式中各抽查 % 家养殖户，对其

养殖模式、养殖技术、管理水平、养殖效益作详细调

查，同时，在 %、/、,、$$ 四个月对这些养殖户的池塘

及水源的水质进行水化学指标检测。其中，水样按

文献［!］的方法采集，水环境化学指标的测定方法分

别为：采用碘量法（01 /2-,—$,-,）测定 34、碱性高

锰 酸 钾 法 测 定 54367、钼 酸 铵 分 光 光 度 法

（01$$-,.—$,-,）测定 89、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

分光光度法测定 8:、水杨酸分光光度法（01/2-$—

$,-/）测定 :;<
2 =:、重氮耦合比色法测定 :4>

! =:、乙

醇萃取法［.］测定（5*?=@）。

通过 !""- 年全市水产养殖污染源调查数据及

文献［2］获得苏州市池塘养殖面积。

各养殖模式营养贡献份额计算：水产养殖的营

养贡献份额是指养殖活动给养殖水体带入的有机污

染物的量，包括沉在池底的残饵、养殖动物的排泄物

及溶解在池水中的有机物。因池中残存的水草及活

螺蛳能作为下一轮河蟹养殖时的活饵料，因而可以

将这两部分的 8:、89 算入输出部分。所以本文不

同养殖模式对水体的营养贡献份额计算公式为：

!（8:）贡献份额 A !（8:$）< !（8:!）> !（8:.）>
!（8:2） （$）

!（89）贡献份额 A !（89$）< !（89!）> !（89.）>
!（892） （!）

式中：放 养 时 各 组 分 的 总 氮、总 磷 含 量 分 别 为

!（8:$）、!（89$）；投入品的总氮、总磷含量分别为

!（8:!）、!（89!）；收获产品的总氮、总磷含量分别为

!（8:.）、!（89.）；留存塘底的水草、螺蛳的总氮、总

磷含量分别为 !（8:2）、!（892）。公式中各物质的

氮、磷含量是根据有关文献给出的各种有机物质的

8:、89 含量（表 $）。水产养殖的营养贡献（有机污

染物）可通过池塘微生物的降解自净和抽水至外界

而输出池塘。

表 ! 养殖相关生物的 89、8: 干物质含量 ( ) ’(

名称 !（8:） !（89） 数据来源

河蟹 !!B2" $B% 参考文献［%］

玉米 $%B.# !B" 参考文献［%］

鱼 !/B%" 2B" 参考文献［%］

水草 !B"" "B, 参考文献［%］

螺蛳 2B#$ "B!! 参考文献［#］

青虾 !-B.2 $B/ 参考文献［/!-］

各养殖模式年排出养殖废水（尾水）的 8:、89
含量计算是根据各模式池塘的水质检测结果的平均

值及其一个养殖周期的换水量和清塘时全部排出的

水量计算而得，即：

!（8:尾水排出量）A !（（8:$C）> !（8:!C））" <
!（8:$C）# （.）

!（89尾水排出量）A !（（89$C）> !（89!C））" <
!（89$C）# （2）

式中：!（8:$C）、!（89$C）分别为池塘水中的 8:、89，

( ) D；!（8:!C）、!（89!C）分别为水源水中的 8:、89，

( ) D；" 为年换水量，D；# 为清塘水量，D。

" 结果与分析

" E! 东山镇养殖总面积、户均养殖规模和现有的主

要养殖模式

结合 !""- 年全国污染源摸底调查，对东山镇所

有养殖户进行了全面调查。按普查规定，将面积在

"B..*+! 以上的养殖水体列入调查范围，则东山镇

现有池塘养殖面积为 $ %"!B%. *+!，加上未统计在内

的面积在 "B.. *+! 以下的养殖池塘，东山镇实际池

塘养殖面积可达 !!%.B.. *+!。本次共调查 $ !2, 个

养殖户，均以河蟹养殖为主，搭养少量日本沼虾和滤

食性鱼类调节水质。具体养殖模式及投入品、投入

量见表 !、表 .。河蟹养殖池塘平均水深为 $B"+。

" E" 不同养殖模式下的池塘水质状况

在 !""- 年 %、/、,、$$ 月，分别对 . 种养殖模式的

池塘及其水源水的水化学指标进行了检测，测定结

果见表 2。表 2 显示，不同养殖模式对水体的水环

境化学指标有显著差异，其中，高密度养殖模式（模

式 .）的水体 8:、89、54367、5*?=@ 含量均显著高于

模式 $ 和模式 !。. 个模式的水源水质也有不同，模

式 $ 与 ! 的外河水水质显著好于模式 . 的水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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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东山镇池塘养殖模式

养 殖 模 式
河蟹 虾 草鱼 鲢鳙鱼 鳊鱼

只 ! "#$ %& ! "#$ 万只 ! "#$ %& ! "#$ 尾 ! "#$ %& ! "#$ 尾 ! "#$ %& ! "#$ 尾 ! "#$ %& ! "#$

养殖

面积 !
"#$

所占

比例 !
’

放养

（平均）

收获

（平均）

模式 ( )*** +, +, +, (-* ) (,* ) $$, ($ ,*) .*
模式 $ ($*** (*$ /* /* (-* ) 0** (- — — +,$ ,*
模式 0 (,*** ($/ ., ., (-* ) 0** (- — — $.$ (/
模式 ( ,*-, +-- (0 .,* (,* /** (,* 0+, (), (),
模式 $ /(-* ),- ) 0** (,* ,$, 0** +,* — —

模式 0 +/*, (*/, ($ 0** (,* .,* 0** +,* — —

表 " 东山镇池塘各养殖模式下各投入品的投入量 %& ! "#$

养殖模式 螺蛳 淡水鱼 海水鱼 玉米 生石灰 种草
年换水量 !
每次 (,’

效益 !
（元·"#1 $）

收蟹后草

残存量

收蟹后螺

蛳残存量

模式 ( ()$* (+,, .$* $*$, )** (,** 0 次 0+,** )*** )**
模式 $ ()-* $*$, 0+, (-0* )** (,** / 次 $$,** .,** 0**
模式 0 $$,* $,-* .,* $.** )** (,** ) 次 (,*** 0*** *

表 # 不同养殖模式下的水质状况

养殖模式 !（23）!
（#&·41 (）

!（25）!
（#&·41 (）

!（567
. 85）!

（#&·41 (）
!（591

$ 85）!
（!4·41 (）

!（:9）!
（#&·41 (）

!（;9:<=）!
（#&·41 (）

!（;">8?）!
（!&·41 (）

模式 ( *@*- A *@**! (@() A *@*(! *@(, A *@*(! (@/* A *@((!" ,@$/ A *@((" .@$( A *@*,! ($@+. A *@$(!

水源 *@*+ A *@*(! (@(( A *@*(! *@(. A *@**! *@+0 A *@*$! ,@/0 A *@(/" .@$0 A *@*0! -@$( A *@((!

模式 $ *@($ A *@*(" (@.0 A *@*$! *@(+ A *@**! (@-* A *@*)!" ,@,- A *@($" .@.0 A *@*(! (0@.( A *@(.!

水源 *@*- A *@**! (@$$ A *@*(! *@(, A *@**! *@-. A *@*0! ,@0. A *@(*" .@.) A *@*$! (*@0$ A *@(.!

模式 0 *@.( A *@*(# 0@0, A *@*(" *@,+ A *@*(" .@.* A *@(0" 0@)* A *@*)! ,@,- A *@0(" .,@$* A (@$,"

水源 *@(0 A *@*$" (@/) A *@*0!" *@$0 A *@**!" (@*$ A *@*0! .@)0 A *@(," ,@$0 A *@*$" .(@$* A *@)("

注：同一列上标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B *@*,）。

表 $ 不同养殖模式的氮、磷收支

养殖模式
养殖面积 !

"#$
%（25输入）!

（%&·"#1 $）

%（25输出）!
（%&·"#1 $）

%（25贡献份额）!
（%&·"#1 $）

%（25收支）!
%&

%（23输入）!
（%&·"#1 $）

%（23输出）!
（%&·"#1 $）

%（23贡献份额）!
（%&·"#1 $）

%（23收支）!
%&

模式 ( +/0@-- (*+@,( )*@+$ (/@+) ($-$,@,, (.@)* (.@)0 1 *@*0 1 $$@)$
模式 $ (($/@/+ ((*@)+ -(@.( $)@,+ 000*.@0+ (,@.( (0@-/ (@,, (+./@0.
模式 0 0/$@+) (0-@.( +(@0/ /+@*. $.0$,@*+ ()@(. )@/$ )@,$ 0.,0@+/
总计 $$,0@00 +*.,.@)) ,(++@(-

采样时发现模式 ( 外河水中的轮叶黑藻、金鱼藻、芦

苇、菖蒲、野菱、茭白等高等水生植物量较高，模式 $
其次，而模式 0 的外河水中水生植物较少，造成这一

结果的原因，是高密度区有机污染较高，每个池塘经

常换水，将高有机负荷的池水换入外河，造成外河的

有机污染明显增高，水生植物减少，致使水体净化能

力下降，水体中 25、23 含量增加。

! C" 现有养殖模式的营养贡献份额

不同养殖模式下的营养贡献份额，也称池塘养

殖氮、磷收支，是根据含氮、磷营养物质进入池塘后

的流动方向，估算出某养殖模式向外排放的 25、23
等污染物量。本次调查的各养殖模式的氮、磷收支

见表 ,。养殖面积依实际面积 $ $,0@00 "#$ 计算，并

根据各模式的比例得出东山镇各养殖模式实际养殖

面积：模式 ( 为 +/0@-- "#$，模式 $ 为 ( ($/@/+ "#$，

模式 0 为 0/$@+) "#$。表 , 显示，不同养殖模式下的

氮、磷收支差异极大，其中模式 ( 对环境压力较小，

23 出现了负值，但这并不表示池塘内缺磷，因池塘

中活的水草、螺蛳中含有大量的磷。表 . 中池塘的

水化学指标也印证了这一结果。说明低密度河蟹养

殖几乎对水环境无影响，甚至还可净化一部分水环

境中的磷。

依公式（0），（.）的计算方法，可计算出东山镇养

殖尾水排出的 25 量和 23 量。计算结果显示，在目

前的养殖模式下，整个东山镇池塘养殖每年向外界

排出的总氮量为：

25总排 D［（(@() 1 (@((）E +/0@-- E (*. E ( E 0 E
(,’ 7 (@() E +/0@-- E (*. E (］7［（(@.0 1 (@$$）E
(($/@/+ E (*. E ( E / E (,’ 7 (@.0 E (($/@/+ E (*. E
(］7［（0@0, 1 (@/)）E 0/$@+) E (*. E ( E ) E (,’ 7
0@0, E 0/$@+) E (*. E (］F (*/ D .+@-)（G）

25平均 D $(@$,（%& ! "#$）

23总排 D［（*@*- 1 *@*+）E +/0@-- E (*. E ( E 0 E
(,’ 7 *@*- E +/0@-- E (*. E (］7［（*@($ 1 *@*-）E
(($/@/+ E (*. E ( E / E (,’ 7 *@($ E (($/@/+ E (*. E
(］7［（*@.( 1 *@(0）E 0/$@+) E (*. E ( E ) E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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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平均 , ("&#（12 3 45(）

式中：/6总排 中 的“（$"$* 7 $"$$）、（$"#& 7 $"((）、

（&"&- 7 $"’*）”为表 # 中不同模式的池塘与水源中

的 总 氮 差，52 3 8；“)’&"99 % $!#、$ $(’"’) % $!#、
&’(")* % $!#”为 & 个不同养殖模式的实际面积，5(；

“$”为平均水深，5；“&、’、*”为换水次数；$-:为换水

量。/0总排亦然。

由此可见，东山镇池塘养蟹产生的 /6 量中有

#)"#* .（($"(- 12 3 45(）通过沟渠排入外界，)!"#’ 7
#)"9* , (("*) . 留在塘底或被浮游生物及细菌消耗；

产生的 /0 中有 -"(’ .（("&# 12 3 45(）排入外界，!"!9 .
留在塘底或被浮游生物及细菌消耗。与 (! 世纪

)!—9! 年 代 的 高 密 度 精 养 鱼 塘（ 排 放 量 /6 为

$!!"*- 12 3 45(，/0 为 $!"*- 12 3 45(）［)］相比，现行的

生态养蟹对环境的压力仅为精养殖池塘的 $ 3 # 到

$ 3-。同时，可以发现，低密度生态养蟹不仅对环境

污染小，而且经济效益较高（表 &）。

(!!9 年全市水产养殖污染源调查数据及 (!!)
年苏州市年鉴统计显示，目前苏州市池塘养殖面积

为 #!)&&"&& 45(。如采用东山模式，苏州市池塘养

殖尾水每年的 /6 和 /0 排放量分别为 9’-"-9& . 和

*-"&$’ .。

! 现有养殖模式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水产养殖正逐步向生态养殖方

式转变，现有养殖模式下养殖污染比 (! 世纪 9!—*!
年代 的 精 养 殖 鱼 池 下 降 了 & ; - 倍。生 态 养 殖

!"!’) 45( 河蟹排出的 /6、/0 量低于养殖 $ 头牛、$
头猪，甚至 $ 头羊的排放量［*］，几乎实现了零排放。

但是，人们的养殖观念和技术很不一致，其中，有

&&"*:的养殖户走“稀、大、高”生态养殖之路，养殖

密度低，河蟹规格大，价格高，经济效益好，对环境污

染小，/0 甚至达到零排放；而 $’"$:的养殖户，养殖

观念保守，担心稀放后成活率低。因而，放养密度增

加到 $-!!! 只 3 45(，大量投饵，加上管理不善，水质

败坏，诱发疾病，河蟹成活率低，规格小，最终效益

低、污染重。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资源管理体制是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个家庭都有独立决定自家池塘

养殖品种和数量的权利，面积小于 !"&& 45( 的小水

面多达 &!:，池塘星罗棋布，池塘基础设施年久失

修，水系紊乱，许多池塘迄今尚无电力供应，难以实

行规模化养殖，现代养殖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养殖面

源污染点源化处理更无法实施。

$# 拥有 (!!! 多 45( 池塘和 $&&& 多 45( 网围养

殖的养殖大镇东山镇，其农业推广部门尚无专职的

从事水产养殖专业的技术人员，养殖户遇到技术难

题无法找到正确和科学的答案，大多养殖户凭老经

验进行传统养殖。

% 控制池塘养殖污染的措施

% <& 改小土池为规模化养殖基地，走农村合作社与

现代水产业道路

苏州市种植业现状表现为家庭小面积分散经

营，这种散、小、低的经营格局存在明显的弊端。水

产养殖业同样如此，规模小而散，基础设施差，科技

含量低，产量和质量低水平徘徊，销售渠道不畅。苏

州水产养殖业发展规模经营是迈进现代渔业的第一

步。(!!) 年先行启动了“百万亩现代农业规模化示

范区”建设工程。目前，已基本建成和在建的规模化

示范 区 面 积 近 ’ 万 多 45(，其 中，吴 中 区 临 湖 镇

&&& 45( 太湖蟹池塘示范区已建成，集 苗 种 培 育、特

种水产养殖、新技术新模式开发、市场销售等一体，

年产“绿色”水产品 $!!! 多 .，采用“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协作模式，带动周边农户 (-! 户，取

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并且推广河蟹生态养殖模式，

实现了养殖尾水的低排放或零排放，同样取得了理

想的生态效益。苏州池塘面积现有 #! ’’) 45(，环太

湖乡镇池塘面积近 9 ’’) 45(［#］，规模化经营的潜力

巨大，地方政府应加大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规模水

产业的建设。

% <’ 利用高校和科研、技术推广部门的技术力量，

推动渔业规模化、科技化

本次调查中发现，许多养殖户对河蟹生态养殖

关键技术的掌握不全面。对于水草的种植面积、螺

蛳的投放量、饵料的投喂技巧、养殖水体的管理及病

害防治等知识了解较少。有些养殖户缺乏基本的养

殖技术，只是盲目模仿其他养殖户进行养殖，不但增

大了养殖风险，还造成严重的养殖尾水污染。建议

加大培训力度，建立从村、镇到县（区）一级的技术培

训网络，不仅要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还要对一些养

殖大户、合作社社长、经纪人进行培训，组织他们进

行实地考察和参观；及时收集并发放一些新技术资

料。切实做好现代养殖技术、经营理念的培训，为规

模化、科技化的现代水产养殖业的全面实施储备技

术力量。

同时，应加大科技投入，组织科研人员进行环境

友好型养殖模式、生态养殖技术、养殖尾水零排放技

术的攻关，积极引导水产科研成果的转化，使一些先

进的科研成果第一时间应用到生产中去，促进现代

渔业的快速发展。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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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荷多于负电荷，硝酸盐本身带有负电荷，所以硝酸

盐大量减少是由于结合水强化的电性吸附造成的。

!" 在研究中硫酸盐对硝酸盐的异化还原反应

具有较弱的阻滞作用，氯离子与硝酸盐之间显示微

弱竞争吸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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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先行先试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AB!B 年 ! 月 F 日，水利部在京召开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先行先试工作座谈会。水利部副部长胡

四一出席会议并作讲话。水资源司司长孙雪涛主持会议。

在谈到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目标和任务时，胡四一强调，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关键是围

绕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护，建立水资源管理的三条控制红线，完善各级政府责任制，提高水资源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水平，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一要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控制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

推进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二要建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三要建立水功能区限

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四要以水利科技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五要健全水

资源管理责任制，保障水资源管理红线制度的落实。水资源管理红线指标体系要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

合评价体系，地方人民政府对本地区水资源管理负总责。

座谈会上，江苏、山东、河北、浙江、上海、天津、北京等七个先行先试省、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以及甘

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负责同志介绍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进展情况，水利部有关司局

和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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