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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稻虾模式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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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稻虾模式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能充分利用稻田光、热、水及生物资源,具有很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

效益,应用前景广阔.本文基于湖北省区域资源特点,在湖北省稻虾模式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稻虾连作、

稻虾共作模式技术特点;阐明了稻虾模式资源利用、环境要求及适宜类型和区域;明确了稻虾模式的双水双绿发

展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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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田种养生态农业模式被农业农村部誉为“现
代农业发展的成功典范,现代农业的一次革命”,有
效提升了农业综合效益,拓展了农业和渔业发展空

间,促进了农业转型升级[１].近年来,湖北省率先发

展稻 田 种 养,２０１８ 年 全 省 稻 田 综 合 种 养 面 积

３９．３万hm２,推广应用面积仍迅速扩大,人们用“井
喷”来形容其发展势头.然而,水稻种植和小龙虾养

殖常有矛盾的地方,如重虾轻稻、争地争水,不合理

的养殖也造成水资源浪费、生物多样性破坏、水环境

恶化、土壤退化等问题[２].大面积发展稻田种养模

式关系到耕作制度改革,影响到土壤、水体、稻田生

物多样性等环境要素,因此,正确协调水稻种植和水

产养殖的关系,按生态农业模式规范及其技术体系

因地制宜有序引导发展稻田种养,对于稳粮增效、农

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1　湖北省稻虾模式现状及问题

1.1　面积迅速扩大

２１世纪以来,湖北省稻田综合种养分为３个阶

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是缓慢递增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是稳定发展阶段,２０１４年至今是“井喷式”发展阶

段.２０１４年之后稻田综合种养规模的快速上升是

因为稻虾种养面积的快速扩增所致(图１).

数据来源:«湖北省农村统计年鉴».Datasources:Hubeiruralstatisticalyearbook．

图１　湖北省稻田综合种养及稻虾种养发展面积变化

Fig．１　ChangeinareaofintegratedriceＧfishfarmingandintegratedriceＧcrayfishfarminginHube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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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湖北省稻田综合种养面积达到３３．４９
万hm２,位居全国首位,其中稻虾种养面积２７．７９万

hm２[３].其中荆州市、荆门市、黄冈市和潜江市等种

养面积较大,占湖北省种养面积的７７％,荆州市稻

田种养面积最大,达１３．９０ 万 hm２,占比４２％(图

２);湖北稻田种养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

平原.２０１８年湖北省小龙虾总产达到８１．２４万t,
占全国小龙虾总产的 ４９．５８％,相比于湖南、江西、
安徽、江苏等主产区具有绝对优势;湖北省有１５个

县市入选２０１８年全国小龙虾养殖前３０名县市,其
中湖北监利、洪湖和潜江位居小龙虾产量大县前

三甲[４].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湖北省农村统计年鉴».Datasources:２０１８Hubeiruralstatisticalyearbook．

图２　２０１７年湖北省稻田种养面积区域分布图

Fig．２　DistributionintheareaofricefishingcoＧcultureinHubeiProvincein２０１７
1.2　产业逐步完善

截至２０１７年,湖北省稻虾共作专业合作社有

１５５６家,种养大户有１万多家,２００多个标准化连

片示范基地,小龙虾加工企业５０家,初步形成了小

龙虾全产业链[３].养殖、加工、流通、餐饮等综合产

值达８５１．８２亿元,产业链从业人员近６０万人[３].
湖北省已经初步形成以“潜江龙虾”和“监利大虾”为
代表的产地品牌;以“楚玉”和“良仁”为代表的龙虾

加工品牌;以“中国虾谷”和“潜网电商”为代表的电

商物流品牌;以“潜江油焖大虾”和“监利辣卤小龙

虾”为代表的龙虾餐饮品牌;以“荆门香稻嘉鱼”和

“潜江虾乡稻”为代表的稻米品牌[３].

1.3　区域特色明显

长江中下游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水

量１０００mm 以上,年平均气温１６~１８℃;河网稠

密,湖泊众多,是我国地表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适

合水稻和小龙虾生长.我国稻虾模式主要集中在

湘、赣、皖、鄂、苏等长江中下游省区,５省的小龙虾

养殖产 量 小 计 为 １０９．４８ 万 t,占 全 国 总 产 量 的

９６．９１％.小龙虾产量最多的为湖北省,６３．１６万t,占

全国的５５．９１％(表１)[４].

表１　２０１７年长江中下游各省稻虾种养模式情况

Table１　ThedevelopmentsituationofintegratedriceＧcrayfishfarminginthemiddleandlowerreachesoftheYangtzeRiverin２０１７

地区 Region
稻虾种养面积/hm２

IntegratedriceＧcrayfishfarming
小龙虾产量/t
Crayfishyield

模式 Model

湖北 Hubei ３６３０００ ６３２０００ 宽沟、稻虾共作模式
安徽 Anhui ９９０００ １３８０００ 宽沟、稻虾共作模式
江苏Jiangsu ９２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 窄沟、稻虾连作模式
湖南 Hunan ８００００ １３６０００ 宽沟、稻虾共作模式
江西Jiangxi ３９０００ ７４０００ 宽沟、稻虾共作模式

　注:数据来源:«２０１８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Note:Datasources:Chinacrayfishindustrydevelopmentreport２０１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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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光温水土资源条件优越,水稻是湖北省

第一大粮食作物,淡水产品产量连年位居全国第一,
稻虾模式将水稻和小龙虾有机结合,成为湖北省农

业转型的一大特色.目前,湖北省稻田种养面积大、
水平高,稻虾模式的研究和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1.4　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

１)重虾轻稻现象严重.受小龙虾和稻米的比较

效益影响,出现重虾轻稻的现象.实际生产中,往往

扩大虾沟比例,或只养虾、不种稻,即使种稻也不重

视水稻栽培管理,导致稻虾田水稻单产偏低.２０１８
年同比水稻单作(５个单作对照),湖北省１０个稻田

养虾调查点的水稻单产均低于水稻单作,９０％低于

７５００kg/hm２,其中安陆、宜城等鄂中北地区重虾轻

稻问题相对突出(图３).

　１:黄梅下新 (Xiaxin,Huangmei);２:武穴万丈湖 (Wanzhanghu,

Wuxue);３:武穴余川 (Yuchuan,Wuxue);４:蕲春八里湖 (Balihu,

Qichun);５:鄂 东 对 照 (ControlgroupofEasternpartofHubei

Province);６:潜 江 后 湖 (Houhu,Qianjiang);７:潜 江 后 湖 对 照

(ControlgroupofHouhu,Qianjiang);８:潜 江 关 山 (Guanshan,

Qiangjiang);９:潜江关山对照 (ControlgroupofGuanshan,QianＧ

jiang);１０:监利汴河 (Bianhe,Jianli);１１:监利汴河对照 (Control

groupofBianhe,Jianli);１２:安陆 (Anlu);１３:安陆对照 (Controlof

Anlu);１４:宜城 (Yicheng);１５:宜城对照 (ControlofYicheng)．

图３　湖北省不同地区农户稻田养虾水稻产量分布

Fig．３　DistributionofriceyieldinintegratedriceＧcrayfish

farmingoffarmersindifferentareasofHubeiProvince

　　２)水资源消耗及污染现象普遍.开挖沟凼,大

大增加了稻田蓄水能力,有利于防洪、抗旱[５].地下

水位高的低湖田、落河田水分利用效率提高,贮水功

能增强,沟渠联通、排蓄结合,排水、防渍已不是主要

矛盾,但稻虾模式周年耗水量是水稻单作耗水量的

２~３倍[６],水分生产效率降低.一些丘陵地区地下

水位低的灌溉稻田,实施稻虾模式,每６６７m２稻田

虽可增加蓄水 ２００ m３,但却增加耗水量 ５０％ ~
８０％,水分利用效率降低.

实际生产中,由于秸秆还田和饲料的投入,稻虾

共作相对于水稻单作田面水的氮、磷含量,硝态氮、
氨氮含量偏高(图４),经营者比较重视小龙虾的产

量,时常投放较多的饲料,显著提高了稻田水体养分

含量,虽然有利于水稻生产,但同时也增加了水体富

营养化的风险.

　１．全氮 Totalnitrogen;２．全磷 Totalphosphorus;３．硝态氮 NiＧ

tratenitrogen;４．氨态氮 Ammoniumnitrogen．

图４　稻虾共作与水稻单作田面水中养分含量

Fig．４　ThecontentofnutrientsinriceＧcrayfish

coＧcultureandricemonoＧculture

　　３)种养模式技术不够规范.２０１８年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SC/T１１３５．１—２０１７:

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第一部分:通则»中的技术指

标明确要求沟坑占比不超过总种养面积的１０％,实
施绿色生产[７].实际生产中,经营者往往只关注

４~５m宽的沟而忽略了稻田面积比,甚至为了提高

养虾产量,沟宽达到６~７m,致使一些稻虾模式养

殖沟占稻田面积的２０％~３０％;生产中还增加养殖

强度,实施“一稻两虾”“一稻三虾”“一稻四虾”等,大
量投放不合标准要求的物料(饲料、肥料,改土、改水

制剂等),失去了稻虾互利共生、良性循环、绿色生态

的本色.

４)产品质量及安全重视不足.在稻虾模式发展

中,水稻品种多、乱、杂,品质不优,优质稻生产技术

跟不上,高档优质稻品牌开发力度不够;水稻和水产

品收获时,争抢上市,稻米品质参差不齐,水产品良

莠不齐,缺乏产品的营养、外观、卫生、食品安全等检

验标准等问题.目前小龙虾养殖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是小龙虾种质衰退(头大尾小、肉质松散),品质档次

不高.主要原因是小龙虾种质资源缺乏,国内外关

于小龙虾遗传育种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亟待围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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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建立研发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小龙虾养殖

过程中病害频发,缺乏病害防控预警体系及有效的

防控措施及绿色健康养殖技术.

2　区域资源特点及稻虾模式适应性

2.1　模式特点及适应性

依据田间工程及稻虾种养方法,湖北省稻虾模

式主要有沟凼模式、宽沟模式、生态池模式 ３ 种

类型.

１)沟凼模式.在传统稻田养鱼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稻虾连作”模式,即在稻田的四周开挖宽约

１m、深约０．８m 的环沟,根据情况可配置一定的水

凼,不设内埂,沟田相通,新挖虾池在８月中旬于沟

凼内投放亲虾(或次年３月初直接投放虾苗),８－９
月交配繁殖,水稻收割后稻田覆水育苗,１０月至次

年２月抱卵孵化,次年３－６月养殖小龙虾,次年

４－６月收获成虾,每年可收获“一稻一虾”.该模式

小龙虾养殖技术难度低,种苗自繁自养,工程简单管

理粗放,龙虾产量不高,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茬口矛

盾,适合于陵岗地区水资源相对不足、土壤条件良

好、地下水位低的中小型田块.

２)宽沟模式.在“稻虾连作”的养殖模式技术基

础上,为保证稻虾共作、扩大养虾面积和时间,改善养

虾条件,在稻田周边开挖宽４m、深１．５m的环形沟,
水稻生长期间田沟相通,虾稻共生,３．３３hm２以上田

块,沟宽４m,可保证养殖沟占总面积１０％以内.在

４－６月收获第一季商品虾后,未达到商品规格的幼

虾稚虾随稻田退水回到环形宽沟中继续生长(若幼

虾数量少可酌情补投种苗),待整田、插秧、水稻定植

后,再提升稻田水位促使幼虾稚虾重新进入稻田生

长,８－９月再收获一季商品虾,可实现“一 稻 两

虾”、“一稻多虾”.该模式小龙虾养殖强度大、产
量高,适合于冲积平原、水网地带的冷浸田、落河

田、烂泥田,地下水位高、水资源充足、３．３３hm２以

上的大田块.

３)生态池模式.面积不大的田块,若采用宽沟

模式,往往会造成养殖面积超过稻田的１０％,为了

发展稻虾共作,可采用生态池模式.即沿稻田四周

开挖深３０~４０cm、宽５０cm 的环形沟,以利于稻田

水分循环管理;并按每６６６６．６６m２开挖１个长方形

水池 (即 生 态 池),每 个 生 态 池 面 积 ３００ m２,深

１．５m,坡度２．５∶１,沿生态池筑围埂,将水稻种植区

和生态池分隔,“围池不围田”,以方便田面耕整和水

稻种植.该模式有利于稻虾共作,可“一稻多虾”,适
应性广.

2.2　区域资源特点及适宜模式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水网纵横、湖泊密布、亚
热带气候,适合水稻种植和小龙虾养殖,稻虾模式广

泛分布于江汉平原、鄂东沿江平原,以及鄂中北丘陵

岗地.考虑不同区域的资源特点、立地条件差异,保
证粮食安全、稳粮增效,不同区域稻虾模式应各具

特色.

江汉平原地处长江和汉江之间,河湖密布,水源

极其丰富,年均降雨１０００~１４００mm,地势平坦,

地下水位高,具有大面积的低湖冷浸田和涝渍排水

型中低产田[８].该地区稻虾种养适宜宽沟模式,部
分水源不足、田块面积不大的田块可采用生态池

模式.

鄂东南年均降雨１３００~１５００mm,降水水资

源丰富,沿江平原涝渍排水型中低产田稻虾种养适

宜宽沟模式和生态池模式;沿江平原外围,稻田季节

性地下水位变化大,田块不大,适宜采用生态池模式

或沟凼模式.

鄂中北丘岗区年均降水８５０~１０００mm,丘陵

地形,地下水位低,沿汉江中游冲垅冷浸田稻虾种养

可采用生态池模式;灌溉方便、水资源相对充足的低

磅田可采用沟凼模式.

3　稻虾模式绿色发展对策

3.1　以生态农业方式发展稻虾模式

稻田种养是以稻田作为基础,在水田放养虾、

鱼、鸭等水禽动物,充分利用稻田光、热、水及生物资

源,通过水稻与水禽动物互惠互利而形成的复合循

环种养生态模式[１].引入小龙虾等动物后,稻田生

态系统组成得到充实,环境得到改善,结构得到优

化,湿地生态功能得到强化[９].水稻和小龙虾两

者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有“利稻行为”和“庇护作

用”,如:增 肥、改 土、改 水、控 草、控 病、控 虫[１０]

(图５).因此,发展稻虾模式应充分发挥种养模式

生物间的互惠作用,不能违背生态种养、绿色发展

的初衷.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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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稻田种养主要组成及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Fig．５　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aincomponentsandcomponentsofintegratedriceＧfishfarming

3.2　以提高水稻效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稻田种养一方面在稻田增加水产产出,提高了

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改善稻田环境,发挥生物互惠关

系,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了生态和社会效益,实现了

“稳粮增效”,因而成为农业转型的成功模式.但在

实际生产中经营者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往往

重养轻稻、喧宾夺主,忽视了水稻的潜在价值,过度

重视水产养殖,导致水产投入成本越来越高、环境变

差、效益下降,水稻价值难以体现,致使稻田种养整

体效益不高.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实现稳粮增

效,必须提高稻虾模式的整体效益,关键是要保证水

稻的生产效益.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消费需求的变化,促

进了水稻由“增产”向“提质”转变,优质稻米生产必

将带来更大效益,稻田种养的稻米优质、美味、营养、
安全,为稻米带来巨大的潜在价值.因此,我们提出

“简单养虾、减氮种稻”的稻虾模式发展理念,“简单

养虾”是立足于维护稻田生态,控制过度养虾,减少

投入,发挥稻虾互惠互利关系;“减氮种稻”是减少水

稻种植的氮肥量,相关研究显示稻米食味值与稻米

氮含量呈负相关[１１],而稻米氮含量与氮肥用量呈正

相关[１２Ｇ１３],改善稻米食味品质关键在于少施氮肥.
3.3　以双水双绿模式推动乡村振兴

为了推动水稻和水产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做大

做强湖北省水稻和水产产业,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

发教授于２０１７年在湖北监利、潜江、阳新等地调研

后,提出“双水双绿”新理念.“双水双绿”就是利用

稻田资源,采用绿色新技术和新品种,通过稻田种

养,实现水稻、水产协同发展(双水),生产绿色稻米、
绿色水产品(双绿)的产业发展模式[１４].

“双水双绿”意存高远,是稻虾模式可持续发展

的保障,是江汉平原重塑鱼米之乡的绿色发展思路.
实施这一理念应从四个方面着手:(１)研究建立良好

的稻虾互作生态基础体系,研发绿色调控技术和优

质品种,提供科技支撑;(２)研究建立良好的生产技

术规范和标准,提供绿色生产保障;(３)组织经营

主体Ｇ产业联盟,完善产业链,创新产业体系、促进

产业升级;(４)改变生产方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三 产 融 合,加 强 文 化 建 设,推 动 乡 村 振 兴

(图６).

图６　双水双绿与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的关系

Fig．６　RelationshipbetweenShuangshuiShuanglü,industrialdevelopmentandruralrevitalization

4　湖北省稻虾模式发展建议

4.1　因地制宜,避免盲目发展

湖北省稻田资源丰富,稻虾模式潜力大,但不是

所有区域、所有田块都适合,也不是一个标准模式适

合所有区域和田块条件;应根据不同区域自然资源

特点,如降水资源、水利条件、地下水位、土壤类型、
地形地貌及田块大小等选择不同的稻虾模式;区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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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做好顶层设计,建立适度规模

标准化基地,引导区域建立相应的“双水双绿”种养

体系.
4.2　严格标准,保证规范化发展

研究发布地方标准,根据模式类型,规范田

间工程,养殖沟面积不超过１０％;控制生产投入,
保障投入品符合生产标准生产要求,倡导和践行

优质栽培、生态养殖理念,保障食品安全,维护生

态安全.
4.3　绿色高效,促进高水平发展

以绿色生产技术为支撑,研究产品质量标准,保
证稻米品质和龙虾质量;建立一批地理标志的绿色

稻米、绿色小龙虾,注重开发高档品牌,避免产品品

牌多、乱、杂、劣,提高市场竞争力.
4.4　三产融合,推动乡村振兴

创新合作机制,构建双水双绿产业联盟,搭建双

水双绿产业平台,着力解决制约产业融合发展难题,
推动研产销一体化;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经营方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延长产业链,保障

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完善生态链;重视营造节庆文

化,开拓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科教、观光、康养等功

能,打造“稻虾田园综合体”“稻虾文化城”“稻田公

园”等,促进三产融合,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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