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水质、防疫病，水产养殖重在管理

夏季是一年中渔业生产最为关键

的时期，极端高温对水产养殖业将带来

不利影响。在连续高温天气下，水体中

藻类生长速度、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

水中排泄物增加，溶解氧含量降低，加

剧水质等环境恶化。养殖鱼类受环境

变化影响，应激反应加剧，抵抗力下降，

极易导致病害发生与流行。

针对当前高温酷暑天气，省水产技

术推广总站专家建议广大养殖户及时

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调控水质，创造适宜养殖环境

池塘水位：水产养殖需要适宜水

温，高温期提高池塘水位可以降低下层

水温，而虾蟹类和鱼类养殖的最佳水位

不尽相同，前者需保持水深1.5米以上，

后者通常保持2米以上。

池塘水质：可采取周期性加换水，

以改善水质，一周加水或换水 1 次，每

次换水 10—15 厘米，注意换水时切勿

将底质冲起。新注水时，局部水体温

度、pH 值等相差太大会引起养殖鱼类

应激反应，需及时开启增氧机，避免此

类问题发生。此外，使用底质改良剂、

微生态制剂也是改善池塘底质及水体

微生物群落的重要方式。

增氧机：在高温天气下使用增氧机，

既能增氧也可调节温度差。在持续高温

天气下，增氧机应延长待机时间，其合理

开闭时间尤为重要。晴天条件下，中午

11点到下午2—3点开启，傍晚不开机；

阴天条件下，清晨开启，中午关闭；雨天

条件下，半夜开启，中午不开机。

降温措施：持续高温条件下，养殖

塘可采用遮阳网、反光膜隔热降温等物

理降温措施。

科学投喂，增强鱼体抵抗力

投饵方式：高温条件下，对养殖池

塘的投饲量应把握在八成饱左右，根

据外部环境与摄食情况，灵活投喂，避

免过量饲料在水体中腐烂变质。在晴

天养殖鱼类争食激烈时，可正常或多

投；阴雨天应少投；在天气闷热、雷雨

之前、极端高温天气下不投。

起捕要求：夏季高温下，可及时起

捕养殖水产品，既迎合消费市场需求，

提高养殖收益，又可以降低池塘养殖密

度，达到高产高效目的。

水体消毒，预防疾病暴发

预防措施：夏季养殖池塘需做好疾

病预防措施，防止疾病暴发。预防措施

包括水体消毒、水质底质改良、药物拌

饲内服等。水体消毒预防，可采用生石

灰、漂白粉或二氧化氯以预防剂量全池

泼洒。全池泼洒消毒杀菌药物3—4天

后，即可采用微生态制剂改善水质。

巡塘管理：夏季天气多变，池塘水

质情况复杂，养殖管理人员需坚持早中

晚巡塘，做好详细观察记录；对疫病监

测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及时采取应对措

施。

无害化处理：对死亡个体要及时打

捞，尽快进行焚毁、深埋等无害化处理，

切忌随意丢弃。同时，对打捞工具、人

员要及时消毒，防止疾病传播。

本报记者 潘晴 整理

防暑、隔热，畜牧业应对高温有“良方”

持续晴热高温，对畜牧业生产影响

不可忽视。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建议

畜牧业生产者采取合理技术措施，减少

高温干旱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

做好隔热降温。在养殖栏舍顶部搭

建遮荫棚或盖上遮荫物，窗口搭建遮荫

棚，防止阳光辐射热；对一些需要运动场

的畜禽合理安排运动时间，避免高强度

的日光照射，栏舍周围或运动场是水泥

地的，应当洒水或铺上青草或稻草，防止

阳光反射热；经常打开通风孔或门窗，有

条件的养殖场，可利用排风设备促进空

气流通，增加舍内换气量，提高气流速

度；采用舍顶喷水、活体喷雾和安装湿帘

的办法降温；严格控制饲养密度，避免畜

禽的热应激。饲养场周边应种植绿色植

物，茂密的绿化能充分发挥增湿降温、调

节环境小气候的作用。

加强饲喂管理。合理提高饲料中蛋

白质比例，适当降低能量，增加维生素、

矿物质的含量。合理安排饲喂次数与饲

喂时间，最好安排在早晨及傍晚喂食，以

保证饲料摄入量。饲料要新鲜，严禁饲

喂发霉变质饲料。可在饲料中添加小苏

打、氯化钾和维生素C，以增强畜禽耐热

能力，减缓热应激；酌情添加健胃消食的

药物，促进畜禽进食和消化。保证充足

清凉的饮水，水质要求清洁卫生。

加强卫生防疫。及时清除圈舍污

物，保持畜禽舍的清洁，定期消毒，做好

药物保健和疫苗接种。及时做好病死

动物的无害化处理。

储备应急物资。制定与完善应急

预案，若长期持续高温，应适当储备畜

禽防暑解暑药物。增加备用水、备用

电，如自备发电机和备用水源。

做好安全生产。提高安全生产意

识，对重点区域和重点设施，定期进行

安全生产检查，尽早排除隐患。

灌溉、覆盖，种植业降温“花样”多

□本报记者 潘晴

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来说是一场

“烤”验。与低温冻害、台风、暴雨等气象

灾害相比，高温热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

对不那么显著，但仍不容忽视。

按照农业部门的标准，连续3日最高

气温超过 38 摄氏度，或日平均气温超过

33 摄氏度，可达到高温热害条件。高温

热害下，农作物叶绿素失去活性，光合作

用效率降低，器官组织受损，养分运输能

力减退，产量与品质都会受到影响。水产

养殖中，高温则易引发水质剧变，鱼病频

发。

农业生产无小事，农业防灾减灾须臾

不可松懈。它事关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

品供给，更关系着每一个农民的生计与生

活。农业战高温，需要管理、科技、机制等

多方面协同发力。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高标准农田建

设是重要抓手。近年来，各地大规模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建设投入，完善水

源、沟渠、机耕路等基建，是确保旱涝保

收、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应有之

义。为此，应不断提高农业设施化水平，

导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弱

化气象因素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制约。

在风险保障方面，除了要强化科技服

务，更要抓紧构建完备的农业生产风险分

散机制，拓展灾后救济渠道。近年来，我

省已针对水稻、茶叶、杨梅等作物，推出了

气象指数保险产品。对于低温冻害引发

的损失，保险机构予以理赔。一些地方则

积极探索拓展相关险种覆盖面，将高温热

害引发的农业灾害纳入气象指数保险理

赔范围，让农户吃下“定心丸”，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了兜底保障作用。

一些绿色生态的农业科技亟待普

及。譬如，清耕除草过去是果园主流管理

模式。但实践表明，冬季种植豆科绿肥、

夏季自然生草，对果园土壤温湿度具有显

著调节作用。尤其在夏季高温期，林下覆

草避免太阳直射地面，能降低土温，减少

高温对果树根系的伤害。同时，草本植物

刈割翻压入土后，还能为土壤供应有机

质，减少化肥用量。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

越是极端天气，越考验农业抗风险能力，

越需要在现代化转型中走出农业“看天吃

饭”的困境。

高温“烤”验
农业抗风险能力

当前，我省单季稻正进入孕穗及抽

穗开花期，受高温热害风险较高，此时

若不强化田间水肥管理，极有可能影响

水稻后期结实率，导致减产。夏玉米、

大豆、番薯等旱粮作物处于快速生长阶

段，水分需求量大，如果水肥不足，将直

接影响产量。高温少雨，果树进入休眠

期，易导致水蜜桃、梨等露天水果采收

期推后、果形偏小等。

省农技推广中心专家建议各地采

取以下有效应对措施：

科学灌溉，遮阳降温。水源充足有

条件灌溉的田块，要及时科学灌溉。可

在高温天气的早晨、傍晚、夜间进行灌

溉，充分利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

术。没有灌溉条件的田块，可使用防旱

剂等减少水分蒸发，或利用秸秆、杂草

等覆盖在作物行间进行保墒。还可用

遮阳网覆盖降温，有条件的设施大棚可

开启湿帘风机等降温。

加强管理，防病治虫。加强田间管

理，薄肥勤施，必要时早晚采用叶面追

肥措施，减轻高温干旱影响。加强病虫

害防治，及时清理枯枝病叶，安全合理

用药，根据病虫情况择时进行防治，必

要时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对口药剂在

早晚温度较低时进行防治。

分时作业，暂停部分农事活动。遇

到极端高温天气，应暂停田间采摘、打

顶、修剪、耕作等农事作业，如有必要可

在早晚进行作业。高温期间接种香菇

宜在早晚进行，科学安排当日生产量。

尽量少搬动香菇菌棒，少扎孔放气，当

棚温超过30℃，停止对菌棒刺孔通气，

防止烧菌情况发生。

高温闷棚，有序安排夏秋季生产。

利用换茬时间和高温天气条件，及时清

理残体秸秆，做好灌水洗盐、高温闷棚、

土壤消毒、翻耕整地等工作，减少连作

障碍。对于受灾严重、无法挽回的田

块，应及时补种改种，做好后续生产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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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热害，农业生产管理有“凉”策

当前，虽已过立秋，但受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影响，高温天气仍将持

续。据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段时间，除舟山、温州、台州以外，我省大部

地区最高气温持续38℃至40℃，局部41℃以上。

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易引发农业热害。近日，省农业气象中心和省农技

推广中心联合发布农业高温热害风险预警，提醒农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及时合理灌溉，加强科学管理，减轻高温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当前正值晚稻田间管护重要时期当前正值晚稻田间管护重要时期，，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种粮大户抢抓农时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利用植保无利用植保无

人机及时开展水稻施肥壮苗人机及时开展水稻施肥壮苗、、喷药除虫等田间管理喷药除虫等田间管理，，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胡剑欢胡剑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