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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龙虾也称克氏原螯虾、红螯虾和淡水小龙虾,是一种食性较杂,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淡水虾类,随着近年来我国对于

小龙虾的消费量逐渐增多,小龙虾养殖技术也受到了我国水产养殖者的重点关注,在众多养殖模式中,稻田养虾成为了更多养

殖者的首选方式,稻田生态养殖小龙虾不仅做到了种植与养殖的双向发展,同时二者的生长特性又决定了其可以互利共生共同

成长,在稻田养虾过程中,小龙虾能够在稻田环境中获得丰富的饵料,而小龙虾的排泄物又是水稻优秀的肥料,二者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 

[关键词] 稻田；生态养殖；小龙虾 

 

当前,稻田生态养殖小龙虾是很多水产养殖者首选的小

龙虾养殖技术,在该技术中,我们首先要针对二者的生长特

性在恰当的时机进行小龙虾的投放,保障小龙虾能够保持较

高的存活率同时不让水稻因小龙虾的进入而遭到破坏,本文

将针对具体的养殖技术进行分析。 

1 稻田生态养殖小龙虾的优势 

1.1 扩大稻田生产价值 

传统水稻种植过程中,稻田的产物只有水稻一种,在产

物种类上比较单一,价值创造也比较固定,随着稻田小龙虾

养殖技术的普及,在固定区域的稻田中进行小龙虾的养殖,

不仅能够增加稻田的整体经济收入同时也强化了水稻的质

量,虽然进行稻田小龙虾养殖需要在稻田周围进行挖沟操作,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稻田的种植面积,但是从整体经济效益

上看,稻田养虾从整体上增加了固定面积稻田的经济效益,

据统计,稻田养虾在技术应用良好相关方式恰当的情况下每

亩可产虾 400 斤左右,按照当前小龙虾行情,每亩增加收入

达增加了农户的经济收入近 3000 元,是一种非常值得广大

水稻田种植者考虑的养殖技术。 

1.2 降低投入,保证稻虾绿色无害 

在稻田养虾过程中,我们能够确保二者的生态化和绿色

化,对于小龙虾来讲,其对于稻田中的农药耐受力比较差,所

以农户在进行稻田养虾的过程中不会轻易给稻田施药,稻田

中可能存在的虫害问题可以由小龙虾进行防治解决,而稻田

用肥也必须得到注意,小龙虾对于化肥也比较敏感,一旦让

小龙虾生活环境产生改变,可能会引起小龙虾的大面积死亡,

在稻田养虾整体生态环境中,稻田的养料主要是小龙虾的排

泄物,这种有机肥料不仅能够更好的起到营养水稻的目的,

同时也保证了整个稻田环境绿色无污染。从整体上来看,进

行稻田小龙虾养殖将低了农药化肥的使用,节约了种植成本,

同时利用了小龙虾的生活特性来让其充分滋养水稻,一举多

得,保障了稻田整体生态环境的绿色,让小龙虾及水稻都获

得了更好的生长环境。在水稻品种选择上我们可选用南粳

9108,该品种水稻具有株型紧凑,分蘖力较强的特点,适合稻

田养殖小龙虾。 

1.3 稻田小龙虾受到消费者热捧 

小龙虾本身受养殖环境影响较大,优异的养殖环境能够

让其有更好的肉质以及洁净度,在稻田养殖小龙虾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控制其生长环境的绿色健康,这也就保障了其肉质

以及口感的上乘,这种方式养殖出来的小龙虾在市场上非常

紧俏,由于其绿色无污染以及肉质鲜美的特性在市场上非常

受欢迎,同时由于稻田本身环境优秀,其稻米质量也相当好,

所以,在进行稻田小龙虾养殖的过程中,不论是小龙虾还是

稻米都能获得很好的销量。 

2 稻田养殖小龙虾具体操作技术 

在稻田中进行小龙虾的养殖,首先我们需要进行虾沟的

开挖,为了给小龙虾提供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我们必须在

稻田周围进行虾沟开挖,具体的沟型以及大小规模要依据稻

田自身情况来具体规划,一般采用回形沟和田形沟,如果稻

田整体面积不大,一般采用回形沟,如果面积较大则更适宜

挖田形沟,但是不论沟型如何我们都必须确定以下几个数据,

首先是沟宽,为了保障小龙虾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沟宽一般要

求在 2--4 米之间,沟内水深不能低过 1 米,适宜水深为 1.2

—1.5 米,坡比 1:2.5,这样才能确保小龙虾在虾沟内有足够

的生存活动空间,建议新改造的稻田每亩虾沟放养 4 厘米左

右的幼虾 5000～8000 尾。 

在虾沟挖好后我们需要进行筑埂,筑埂的过程是利用开

挖虾沟时的泥土对田埂周围进行加固用来增强田埂整体强

度的措施,主要是对田埂的高度和宽度进行增加,在进行筑

埂的过程中,每一层泥土覆盖之后都需要进行夯实处理,强

化整体结构强度。 

由于稻田中存在较多开口,非常便于小龙虾出逃,所以我

们需要在稻田关键部位设置防逃装置,主要设备是尼龙网或

者石棉瓦片,用尼龙网对稻田田埂进行覆盖,并利用石棉瓦片

对排水口进行阻挡,防止小龙虾从田埂或者排水口逃逸。 

在给排水设置上我们要注意进水端的过滤处理,在进水

端的田埂上,我们应该对进入的水源进行过滤,可以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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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网或者其他过滤装置,这主要是防止有害生物进入稻田之

中对小龙虾及水稻造成不良影响,排水端应设置在稻田虾沟

低处让水源形成自然循环即可。 

在进行放养前一个月左右,我们需要进行干沟消毒处理,

具体做法是将沟内水全部排干,对整体进行晾晒,并在需要

进行放养前十天左右对虾沟内进行生石灰消毒处理,这主要

是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小龙虾天敌如黑鱼或者鼠类蛙类,这

些天敌一旦存在将会对放养的小龙虾幼苗进行捕食,造成严

重的经济损失。 

在放养后我们要注意水深随着季节的变化,尤其是进入

冬季后水面结冰,这时水深不能过低,应该保持水深在 1 米

以上,确保其生存；春季到来后可适当降低水深,3-4 月可保

障水深在 0.5---0.8 米左右,进入夏季后则应逐渐增加水层,

逐步上升到 1.2 米左右；随后在进入到秋季水稻收割后至进

入越冬期期间,及时培育浮游生物,保持大田水深在 0.3 米

左右。 

水草作为小龙虾重要的饲料在稻田养殖过程中必须得

到保障,小龙虾食用的水草种类较多,比较容易获取,但要注

意水草总量的控制,水草在稻田环境中会消耗水中氧气,因

为需要对其总量进行严格的控制,种草面积一般不超过稻田

环沟总面积的50%,同时也要时刻观察水草的丰富度,如果发

现水草总量不足或过多时,需要及时进行补充或捞除；当水

稻已经进行收割脱粒后,应该及时将稻草还于稻田之中,增

加稻田中的营养和小龙虾的饲料。 

3 日常管理 

3.1 水质调节 

水质是影响小龙虾生长发育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水质进行调节,水质关键点就是水中的

含氧量,含氧量偏低易造成小龙虾缺氧,同时注意 PH 值,以

及水质的清澈度,在进行水质巡田的过程中发现异常要及时

处理,对于石灰水的泼洒要做到定期定量,日常养殖水位应

该确保其水深在 1.2 米以上。 

3.2 水稻施药 

水稻自养殖过程中难免会需要使用各种药物,我们在稻

田小龙虾养殖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水稻施药的操作方式和药

物种类控制,由于小龙虾对于农药敏感程度较高,我们应该

尽量选用高效低毒的农药或生物农药,施药时要严格把握农

药安全浓度,确保虾的安全,在使用过程中应该切记,能够进

行叶面施药的一定要进行叶面施药,防止药剂进入水体；对

于水剂药物的使用应尽量在下午进行,因为此时水稻叶面比

较干燥,能够较好地将药物锁持在叶面之上。 

3.3 水稻施肥 

水稻施肥的过程要注意不能使用对小龙虾生长有害的

铵肥,要注意尽量使用生物肥和有机肥,首先是保持肥效长

久,其次是较少对小龙虾的影响,要保障稻田的基肥肥效充

足,中期需追肥时 好先排浅田水,让虾集中到环沟内,然后

施肥,使肥料迅速沉积田泥中,利于水稻吸收,隔日加深田水

至正常水位。 

3.4 病害防治 

小龙虾受生物病害以及环境病害影响都比较大,生物病

害主要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环境病害主要包括,水体环

境、温度、含氧量等,在养殖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按照养殖标

准对水体进行检测,保障水体环境在任何时间段都符合养殖

要求,同时在进行水体杀菌和水质处理的过程中,要严格按

照用药标准,保障水体环境符合小龙虾的日常生长需求。以

纤毛虫病为例,该病的诱发原因主要是由于小龙虾的生长环

境不佳所引起的,在防治上,一般采用高效无刺激性的杀虫

剂来驱杀纤毛虫,同时改善水质,使用含钙、镁、矿物质的营

养剂来促使小龙虾脱壳,使其恢复健康。 

3.5 合理捕捞 

在进行捕捞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结合地笼和干沟两

种捕捞方式,一般在 7-8 月份进行第一季的捕捞,首先是将

地笼中的小龙虾起出,然后在进行干沟,之后获取剩余小龙

虾,隔年 4-5 月,以同样的流程获得第二季小龙虾。 

4 结束语 

随着小龙虾逐渐成为我国城市人民的的休闲美食,其需

求量也呈直线上升,进行稻田小龙虾养殖不仅解决了养殖场

地的问题,同时也实现了种植养殖的双丰收,小龙虾与水稻

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在同一生态环境下和谐共处,达到

良好的生态平衡,不仅小龙虾做到了绿色无污染,同时使种

植户在同等水稻田面积上每亩增收 2000 余元。使稻田经济

价值也有了明显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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