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蟹共作模式是继稻田养鱼之后，水稻与水

产结合领域的一次重大革新。稻蟹共作模式是将

水稻种植与河蟹养殖进行合理的组合配套，利用

稻田的浅水环境，辅以工程技术设施，既种植水

稻，又养殖河蟹，使稻田的水资源，杂草、小型水生

动植物、昆虫以及其他物质和能源充分地被河蟹

所利用，通过河蟹的生命活动，达到为稻田除草、
灭虫、疏土和增肥的目的，生产出无公害稻米以及

消费者喜食的河蟹，对稳定粮食生产、食品安全、
增加农民收入等起到了积极作用，是获得显著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立体种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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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模式。目前，该技术在我国已大面积推广

应用。但是，随着稻蟹共作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对稻

蟹共作模式的深入研究，其中暴露了不少的问题。
笔者追溯稻蟹共作模式的发展历史，总结目前的

技术和研究现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旨在为

进一步完善稻蟹共作模式的技术和理论体系，发

展新型生态农业提供参考。

1 稻蟹共作模式的历史特点

比起我国传统的稻田养鱼来说，稻田养蟹的

历史比较短，分析其原因，一方面，苗种缺乏。从

1982 年以来, 长江口已经连续 4 年几乎不见蟹苗

群，全国的河蟹产量大大减少，但浙江省淡水水产

研究所用天然海水人工繁殖河蟹苗，安徽省滁州

市水产研究所用人工半咸水工厂化育苗都取得了

成功，其他省、地水产研究所也相继人工育出了蟹

苗，为河蟹的就地繁殖，就地育苗，就地放养，发展

养殖和放流增殖, 提高产量，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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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开始发展稻田养蟹。稻田养蟹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至今天已经经历了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

概括这段历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1 兴起阶段

由于参考了稻田养鱼的经验，稻田养蟹在一

开始就取得一定的成果，并且在今后的 10 多年发

展迅速。稻田养蟹首先兴起于江浙一带。1986 年，

浙江省丽水市村民在自家的稻田里养殖河蟹首获

成功[2]。1988 年，在江苏省盐城市有了稻田养蟹试

验的报道[3]，此外，还有苏州市和南通市也开展了

稻田养蟹试验[4-5]。随着南方稻田养蟹试验的成功，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北方首次开始稻田养蟹

的试验。1992 年，辽宁营口市开展了稻田养蟹试

验[6]。与南方相比，这次试验主要有以下特色：1、
蟹溜采用边沟，宽 50 cm，深 30 cm，减少了蟹溜的

占地面积和施工难度；2、水稻重施基肥、有机肥；3、
水稻种植采用大垄双行(46 cm×13 cm)模式。之后，

在江西、河北、四川、黑龙江等地发展起来[7-10]。到了

1999 年，甚至发展到福建的山区[11]。
同时，一些专家对当时养蟹的经验做出了总

结，主要涉及稻田设施、水稻栽培方式、河蟹性早

熟、植物保护、河蟹的病害等方面，并且提出了因

地制宜的方法[12-17]，对日后的稻田养蟹行业的发

展有很大的意义。
1.2 思考阶段

随着稻田养蟹快速发展，其养殖规模不断扩

大，有些专家和学者在进行冷静地思考。1998 年，

成春到指出了当时稻田养蟹产业存在的 4 点误

区：1. 养蟹稻田的环沟越大越好；2. 放养蟹苗种

越多越好；3. 过多投喂精饲料；4. 生产模式单一

化[18]。1999 年，姜兆彩总结了当地稻田养蟹存在

的问题，主要包括蟹种成活率低、成本高、成蟹规

格小、品质差等问题[19]。2002 年，邵益栋等[20]分析

江苏稻田养蟹现状时，指出目前形势：养殖面积增

加迅速，河蟹品质低；重养蟹，轻种植，稻蟹污染不

确定；养殖密度过高，营养控制不当，河蟹性早熟

比例提高。现在看来，这些意见对后来稻田养蟹的

发展起了指导作用。
1.3 基础理论研究阶段

进入 21 世纪，随着稻田养蟹规模的不断发

展，技术日益成熟，也逐步暴露出不少技术难题。
为了解决生产难题，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从稻田

生态环境、稻蟹的生长和发育、水稻的栽培模式、
河蟹的放养密度、土壤与施肥和植物保护等方面，

研究稻蟹共作生态系统。

1.3.1 稻田生态环境

稻田养蟹是将种植业和养殖业有机结合的生态

农业模式，具有稻蟹互利的生态作用，河蟹为稻田除

草、松土；同时土质松软、溶氧充足、水温适宜的稻田

环境，能为河蟹提供良好的栖息、隐蔽场所[21-23]。董

艳等[24]研究表明，养蟹稻田开挖环沟能够改善稻

田水温，尤其是在高温时节，给河蟹提供躲避高温

的场所。吕东锋等[25]研究表明，稻田养蟹增加了水

温、溶解氧，降低了稻田水的 pH 值，提高水体水

溶性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含量，有利于水稻的

生长和发育。而笔者研究认为[26]，稻田中养殖河蟹

会降低稻田溶解氧含量，但是不影响河蟹生长。
1.3.2 共作系统中的水稻与河蟹

在稻蟹共生系统中，一些学者对于稻蟹的生

长、发育；水稻的栽培模式和河蟹的放养密度等方

面进行了研究。王兆荣[27]提出养蟹稻田水稻采用

旱育稀植技术可以节省土地、肥料和农药投入，减

少人工，经济效益显著。杨勇等[28]认为构建合理的

稻蟹生育与季节优化同步的模式有利于保护生长

初期水稻幼苗；控制水稻无效分蘖；水稻群体的形

成为河蟹的生长发育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孙富

余等[29]在研究稻田养蟹水稻栽培模式时得出，大

垄双行、沟边加密的栽植方式为优化方案。杨凤萍

等[30]提出稻田种植水草可以提高河蟹产量。李应

森等[31]研究表明，稻田生态条件主要理化因子基

本符合养蟹要求，稻田水温、营养与密度对幼蟹的

性腺发育有直接影响。吕东锋等[32]比较了养成蟹稻

田中 3 种河蟹放养密度，即 0.45、0.75, 1.05 只 /m2，

得出稻田养殖成蟹的最佳放养密度为 0.75 只 /m2

左右。
1.3.3 土壤与施肥

稻田养蟹施用草木灰、马粪、猪粪等有机肥料

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状，培肥了土壤，与土壤及水

质中的重金属离子的络合，降解了土壤、水质中重

金属及其他污染物的含量[33]。对此，赵岩等[34]也有

类似研究。许轲[35]等提出稻蟹共作水稻的施肥关

键在于用好基蘖肥主攻穗数，腐殖酸类生物有机

肥一次性基施不仅可提高稻蟹共作水稻的产量，

对稻米的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在此基础上

于分蘖期追施适量尿素更有利于稻蟹共作水稻产

量的提高。汪清等[36]研究表明，稻蟹共作提高了土

壤中全氮、全磷的含量，显著地增加了土壤中

NH4
+、速效磷含量；稻蟹共作降低了土壤 pH，显著

增加了粒径 >0.2 mm 团聚体的含量，显著降低了

粒径 <0.002 mm 微团聚体的含量，稻田土壤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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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团聚体数量增加，土壤团聚化程度加强，降低了

土壤容重。
1.3.4 植物保护

目前学者普遍认为河蟹的存在可以减轻稻田

的草害，病害和虫害[37-39]。不过，对于稻田使用农

药，几乎所有学者都持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在农

药使用量上严格控制，以防为主；另一方面尽量选

择低度、低残留的药物。周敏砚等[40]在养蟹稻田

中，使用生物农药井岗霉素、农抗 120 防治水稻纹

枯病菌，其效果分别为 96.21%和 67.04%，井冈霉

素明显好于后者。施药后观察各处理区河蟹取食、
活动均正常。陈飞星等[24]比较了养蟹稻田与不养蟹

稻田的农药使用量，前者要少于后者。刘兴远等[41]得

出阿克泰对稻水象甲和二化螟等水稻害虫具有良

好的防治效果，同时，残留极小；实验还证实了阿

克泰对河蟹非常安全，不过，在生产中施药时要避

开河蟹脱壳期。
1.3.5 其他方面

在稻田养蟹过程中，对稻田规格的研究也有

报道。李珣等[42]在比较两种不同规格的稻田(长×
宽分别为 33 m×33 m 和 33 m×10 m)后，发现后

者稻田河蟹的成活率为 71.9%，较前者提高了

13.5%，而且后者较前者河蟹个体均匀。分析其原

因在于投饵是沿着田的四周，面积小的田块相对

投饵会多一些，这样可以尽可能地保证河蟹充分

摄食。尽管这项研究仅仅比较了两种规格的稻田，

但是为今后稻田养蟹田块的设置提供了参考。在

生产中，还要考虑实际情况，尽可能做到因地制

宜，合理设置种养面积。

2 一种新型稻田养蟹模式—“盘山模
式”的建立[43]

2005 年，盘山县开始实施全国农业科技入户

示范工程，总结出以“大垄双行，早放精养，种养结

合，稻蟹双赢”为核心的稻田种养新技术，简称“盘

山模式”。2007 年 10 月，该模式经农业部科教司、
农业部渔业局现场验收，给予高度评价，2008 年

开始在全省推广，2009 年辽宁省稻田养殖面积达

9 万 hm2。
盘山模式的特点概括来说是“1+1=5”即“水

稻 + 水产 = 粮食安全 + 食品安全 + 生态安全 +

农民增收 + 企业增效”。
(1)粮食安全。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以种稻为

主，水产甘当“配角”。采用大垄双行栽插技术，水稻

栽插“一行不少，一穴不缺”，水稻平均产量 9 750～

10 500 kg/hm2，比不养蟹稻田增产 5%～17%。
(2)食品安全。稻田病害以防为主，仅在水稻稻

瘟病发生阶段，使用低度低残留的生物农药。河蟹

的存在可以消灭稻田杂草和害虫卵，因此养蟹稻

田不施除草剂，杀虫剂。
(3)生态安全。用有机肥代替化肥，一次性施足

底肥，后期不补肥，利用河蟹粪便给水稻提供肥

料，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4)农民增收。2007 年，示范区养蟹稻田比不

养蟹稻田，水稻平均增产 945 kg/hm2，水稻平均利

润增加 4 200 元 /hm2，稻蟹的综合效益增加 16 335

元 /hm2，增效 1.88 倍；2009 年，养蟹稻田，其稻谷比

不养蟹稻田增产 822 kg/hm2，综合效益增加 21 120

元 /hm2，增效 2.3 倍。事实说明，稻田养蟹可以提

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
(5)企业增效。与企业联合，养蟹稻田产出有机

米，价格大幅度提高，为企业增效。

3 展 望

3.1 坚持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的发展

道路

首先，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把这项工

作摆在突出的位置。传统的稻蟹共作把经济效益

放在首位，这种现象在当今是行不通的，必将被淘

汰。因此，稻田养蟹今后的发展首要任务是坚持粮

食安全，保证水稻不减产。其次，“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关系到国民的健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越来越关心食品安全问题。新型稻蟹共作

模式，就是要利用科学技术，解决稻蟹共存的矛

盾，合理谨慎使用农药，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来

生产。最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安全的重要

性。
3.2 坚持基础科学研究

目前，稻蟹共作技术研究大多停留在应用层

次，急需拓展研究空间，加强对稻蟹共作的机理、
机制以及稻蟹共作生态系统的特征研究，加强对

稻田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稻田生态系统的能量、
物质、信息和价值流向、分配及转化研究。
3.3 完善规模化和产业化

小生产的经营体制，束缚了种养技术的发展。
稻田种养新技术，需要连片作业，规模化生产。只

有通过土地流转，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区

域化布局、规模化开发、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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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才能不断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另外，由于养蟹稻田设施的特殊性，比

如环沟的存在和大垄双行栽培模式，目前需要在

农业机械方面进行研究，设计出适合稻蟹共作模

式的农机器具，有利于该模式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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