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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我市召
开创建省级渔业健康
养殖示范县工作推进
部署会，出台了一系列
优惠政策，力争在金华
市率先成功创建省级
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是否能完成“规模以上
淡水池塘养殖场实现
养殖尾水零直排”，在此
次创建过程中具有一
票否决的权重。养殖
尾水会造成什么样的
危害？如何治理养殖
尾水？近日，记者就此
作了深入采访。

“对环保有利的工作，我们都是

支持的。”位于经济开发区的羽翰水

产养殖场场主陈永中告诉记者。

陈永中饲养的是以锦鲤为主的观

赏鱼，品种包括红白、二色、三色、丹

顶、昭和、秋翠等，养殖面积约2000平

方米，年产量已达到2万至3万尾。从

今年上半年开始，陈永中就开始筹划

对自家的养殖场进行尾水治理。“遵循

着可循环利用的原则，我们采用了‘三

池两坝’模式，并进行技术改进，在养

殖场中建立‘三池多坝’，确保养殖尾

水能达到循环利用的标准。”陈永中

说，目前，养殖场改建已基本完工，只

差放入毛刷等辅助材料。

同样，更早之前，四路观赏鱼养

殖场通过异位修复，将养殖塘尾水集

中处理，配有多个生态池，确保生态

循环利用。名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养殖基地占地约 5333 平方米，主要

经营原生态甲鱼养殖，养殖尾水经过

原位处理，实现达标排放。

以上水产养殖尾水治理示范点

的成功建设，以点带面，带动了全市

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的建设，推

进了我市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和转

型升级，改善了我市渔业生态环境。

今年，我市以创建为载体，全面

落实规模化生产、规范化管理、产业

化经营等各项工作，以坚持依法履职

和机制创新为抓手，加快渔业产业转

型发展。近期，我市出台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如规模以上池塘水产养殖主

体开展追溯体系建设的，奖励 0.3 万

元；规模以上池塘水产养殖主体完成

尾水零直排整治的，奖励 2 万元；对

开挖鱼沟、鱼凼面积 8%到 10%，实

施稻渔综合种养总面积 30 亩（含）以

上的，每亩奖励1000元等。

“池塘养殖尾水治理是一项系统

工程，不仅需要政府投入，更需要养

殖户的支撑和配合。”王海说，为了做

好这项工作，各地农办组织人员走村

入户、下到田间地头，指导各行政村、

规模养殖户按照治理标准实施尾水

治理，为他们答疑解惑，并将优惠政

策宣传到户。

目前，我市有国家级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场 1 家、省级水产健康示范场

2 家，并已成功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放心县，近三年养殖产品质量安

全合格率达 100%，是金华市域内首

个列为创建的县市。下一步，我市将

以省级健康养殖示范县创建为契机，

推行“行业管理规范化、养殖技术标

准化、监督执法常态化”，实现水产规

模养殖场标准化率 100%，追溯化管

理率达 100%，尾水处理覆盖率达

100%，力争今年年底前创建省级渔

业健康养殖示范县，以此提升行业管

理规范化水平和养殖生产核心竞争

力，加快渔业产业转型发展。

出台优惠政策，助推渔业产业转型发展

赚到了钱又能兼顾用好水用活水
我市科学治理养殖尾水 创建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是

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一环，而在水环境

建设和水资源管理中，除了生活排水外，

生产排水更是其中的大头。作为农业产

业用水大户的水产养殖业，一直以来是

城镇水源治理的重点。

近年来，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是“五水

共治”中关注度较高的一个问题。“由于

人工养殖超量投喂的饲料、施放的有机

肥料和生物排泄物等，使养殖的水体中

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这类水体就被称

为养殖尾水。”市农业农村局农牧渔与农

田管理科科长王海告诉记者，相较于浙

北平原地区的高密度养殖，我市因为山

区较多，大多采用了精密度养殖，养殖尾

水污染物浓度较低。但是，养殖尾水仍

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养殖塘一头连着村庄，一头连着河

道湖泊，尾水治理水平的高低与当地水

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粪便、残饵、微生

物聚合体等形成的有机固体颗粒，在水

中溶解形成的氨氮、亚硝酸盐、硝酸盐和

其它无机物，为致病菌的繁殖生长提供

条件、增加养殖生物患病的可能。再加

上过多的有机物质分解需要消耗大量的

氧气，使池塘易发生缺氧状况水质易恶

化，导致养殖水域及邻近水域富营养化

或水质恶化，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

响。因此，养殖生产不仅需要采取科学

的投喂和管理，还需做好池塘尾水的处

理工作。

养殖尾水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多功能

生态系统。它利用物理过滤、化学吸附、

植物过滤及微生物作用等方法，有效去

除水产养殖尾水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

去除一定的生化需氧量和微小悬浮物。

尾水的循环利用不仅保护了养殖水域，

而且避免了污染水源的流出，有利推动

了环境友好型渔业的发展。

“我市养殖尾水治理主要集中在 30

家规模水产养殖场上，目标是排放的尾

水要达到 3 类水标准。”王海说，这项工

作事关我市能否创建省级渔业健康养殖

示范县。

□记者 吕鹏
位于石柱镇的斗天家庭农场采用原位处理方式治理养殖尾水

我市地处浙江中部，位于瓯江、

钱塘江的分水岭上，素有“鲫鱼背”之

称。境内淡水水域面积 4687 万平

方米，水产养殖历史悠久，是浙江淡

水渔业生产重点县之一。当前，我市

水产养殖以四大家鱼为主，产量高、

产值低，规模以上淡水池塘养殖场

66%未实现养殖尾水零直排或循环

利用。

怎样在保证养殖效益的前提下

将水用好、用活，是当下水产养殖转

型升级绿色发展中一项艰巨而紧迫

的任务。“现在主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是 ，没 有 一 个 标 准 的 尾 水 处 理 模

式。”王海说，由于我市淡水养殖场

较为分散，有的是山塘，有的是池

塘，且除了水质情况不同以外，淡水

养殖品种、模式也众多，也有单养、

套养等多种模式，不同的模式对应

不同的尾水治理方案，需要制定“一

场一策”治理方案。

“预期年底前规模以上淡水池

塘养殖场，实现养殖尾水全域零直

排。”王海说，全市落实了养殖尾水

排放属地监管职责，以镇（街道、区）

为单位，按照分类整治、奖罚分明的

原则，开展规模以上淡水池塘养殖

尾水治理。

记者了解到，国内开展的养殖尾

水治理生物处理技术主要有 5 种方

式：水生植物、藻类、水生动物、微生

物、人工湿地，其中微生物净化水产

养殖尾水技术最为成熟。它是利用

水体有益微生物实施以菌制菌的生

物修复技术，将有益细菌投放养殖水

体中，起到了抑制病原繁殖的作用。

除了生物处理技术外，运用较为

广泛的还有“三池两坝”模式。所谓

“三池两坝”，就是在养殖塘边挖一条

深沟，中间设两个过滤坝以及沉淀

池、曝气池、生态净化池。生态净化

池里投放大量水草，种植水生植物，

形成湿地。经过一级级的生态化处

理，从养殖塘出来的尾水最后变成透

亮的清水，可以在里面养鱼虾。标准

处理工艺由排水渠管道、沉淀池、过

滤坝、氧化曝气池、生态净化池、外部

河道、养殖池塘组成。

实施“一场一策”，科学治理养殖尾水
含有富氧化合物

易导致池塘水质恶化

富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用原位处理方式治理养殖尾水

万家团圆迎中秋

，四海欢腾庆国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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