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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 

概

述 

一、适用区域 

适用于全国范围虾蟹池塘养殖区域。 

二、技术模式 

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配套的装备有智能化投饵船（投饵无人机）、曝气增

氧机+水车式增氧机、水草收割（疏草）机、水质监测和处理设备、尾水处理设施装备、清淤

机、挖掘机、河蟹捆扎机以及虾蟹分级机等，已形成了河蟹精养、虾蟹混养等主要作业环节

机械化数字化养殖模式，及其主要作业环节的机具配置方案和机械化技术规范，推动了虾蟹

养殖机械化、环境生态化、管理精准化，通过河蟹养殖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实现渔业

养殖节能减排、提质增效，助力虾螃产业和农机化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虾蟹机械化数字化养殖技术路线图 

三、解决的主要农业生产问题 

虾蟹养殖过程主要可以分为：投饵、增氧、水草管护、水体消杀、环境监控、尾水处理、

养殖管理和初加工等环节，经过江苏省农机具开发应用中心联合省市县渔业管理、农机、水

产推广部门、生产企业，通过项目支撑，致力于河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技术研发引进、试验

示范、推广应用，解决了绝大多数虾蟹生产适龄劳动力短缺问题（见表），解决了虾蟹养殖过

程中用工最多、劳动强度最大环节的“机器换人”问题，大大的提高作业效率，实现虾蟹池

塘养殖的省工节本、环境生态、智能高效，虾蟹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

了显著，该项技术应用推广被誉为虾蟹产业的第二次革命。 



环节 过去 现在 

投饵 人工撒饵 智能投饵船定时定路径、投饵无人机撒播 

增氧 叶轮式、水车式增氧机人

开启增氧 

立体高效增氧（曝气增氧机+水车式增氧机+智

能控制精确增氧） 

水草管护 用扇刀或钢丝绳割草人工

作业 

自动化水草收割（疏草）机作业 

水体消杀 人工撒消毒剂 固定式、移动式智能消杀设备撒消毒剂 

水质监控 试纸或手持式溶氧仪人工

监测 

物联网数字化实时监控、实现智能控制 

尾水处理 基本没有 三池两坝/四池三坝/成套污水处理设备处理

达标排放 

养殖管理 人工巡塘 物联网数字管控平台和手机适时管控 

初加工 人工捆扎和分拣 河蟹捆扎机、青虾/河蟹/小龙虾分级机捆扎、

分级 

四、推广情况、应用规模 

    生态高效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及养殖模式已广泛被江苏、安徽、湖北、

浙江、湖南等虾蟹养殖大省的养殖基地大量应用，配套装备已推广 20 万台套以上，核心区养

殖机械化水平水平由 35%提高到 75%，实现了多个环节装备应用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五、经济社会效益 

采用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能有效减轻劳动强度、减少用工、提高作业质

量和效率；可减少用药、保护水质、养殖尾水达标排放，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同时能大幅度

提高虾蟹养殖品质、商品性和附加值；经测算，与传统养殖相比每亩节工省本 300 元左右，

每亩增产增收 560 元左右。 



证

明 

材

料 

清

单 

（包括特征照片、技术模式流程图、试验示范文件、技术报告和公开发表的文章等。图片要

清晰自然，JPG、JPEG、TIF、BMP 格式均可，不低于 24 位色，大小不低于 1MB。可另附页。）

一、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特征照片 

二、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规范 

三、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试验报告 

1、河蟹养殖智能投饵装备试验报告 

2、水草收割机试验报告 

四、发表的论文 

1、《虾蟹池塘养殖水草收割机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江苏农机化，第 1期 2020 年。 

 

 

声明：本单位保证推荐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

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

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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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材料清单： 
一、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特征照片 

1、机械化清淤 

   

图 1：清淤机和履带挖掘机 

      根据养殖模式、养殖密度和管理要求，选配自走式清淤机、高压泥浆泵、挖掘机、推土

机等一种或多种装备。1‐2 月，淤泥深度大于 20cm时，应进行全塘清淤，并暴晒 15 天～30

天。根据养殖池底情况，  3‐5 年应进行一次清淤，有环沟的应每年进行环沟清淤。塘水排

干并晾晒至水陆两用履带式挖掘机可正常行驶，挖掘机、推土机直接驶入塘底作业。清淤后，

塘底平整，留淤泥深度 5cm‐10cm 用于种植水草和培育底栖生物。清淤机、高压泥浆泵作业

时，要注意抽排淤泥的安置。采用履带式旋耕机作业时，全池底均匀翻耕碎土。 

2、机械化投饵 

   
图 2：颗粒饲料撒播无人机按照规划好的路线投饵作业 



 

   

图 3：智能投饵（药）船按照规划好的路线投饵作业 

  每个养殖塘配置一台投饵装备，建议配置船体+固定式自动投饵机、遥控投饵船、无人投

饵飞机。不同的生长周期饵料有区别，宜选配不同的投饵装备，投喂饲料选择离心式、风送

式投饵装备，冰鲜鱼等动物性饲料要选用专用的投饵设备。春季水温达到 15 度开始投喂饲

料，日投喂量控制在河蟹体重的 3%-8%，以投喂后 2-3 小时吃完为宜。智能投饵船需在水深

≥25cm 开始作业，水草茂密时应使用水草种植时预留的投饵通道，或水草梳割形成饵道，

航线之间宽度应与投饲宽度大致相同。人工导航时，根据水下监控情况控制投喂量；水草及

河蟹分布均匀时采用自主导航投食，根据塘口形状设置好行走路线，确保投饵均匀。 

 

3、机械化增氧 

 

图 4：曝气增氧+水车式增氧形成的组合式立体增氧 



      宜采用微孔曝气增氧装备系统和水车式推水增氧组合形成立体增氧，蟹池微孔曝气增氧

安装符合 DB32/T 1697‐2011 要求，罗茨鼓风机配置亩不低于 0.3kW，根据养殖密度合理布局

微孔曝气支管，池塘四周对角或四角配套水车式或提水式增氧机，功率不小于 1.5kW/台。

罗茨鼓风机外壳有保护罩，避免放于行人容易接触的地方，水车式增氧机用钢管固定。正常

开启微孔曝气增氧，实现池塘均匀增氧，溶解氧大于 4mg/L。另外 6‐7 月隔一天对角开启水

车式增氧机 2h；8‐9 月中旬，每天开两次水车式增氧机，分别 12 点‐15 点和 24 点‐4 点。 

4、机械化割/梳草 

       
图 5：水草收（疏）割机 

    可选配简易钢条刺式或往复割刀式水草切割机、水草梳（割）收一体机和水草输送机，

建议 10 亩以上池塘各配置一台。水草梳割时须注意操作安全，应避开曝气管道、暗桩及绳

子等易缠绕物，操作时应有两人，分别负责水草管护和前进方向。根据水草的深浅调节收割

高度，进行水草的梳理或切割，梳理后草头不出水面、收割后水草长度保持在水下 20cm 

-40cm。初期割除水草上部 20-30 厘米；中期高温季节，留根部以上 10cm -15cm。用投饵船

投饵的，水草切割要留饵道，切割深度 40-60cm。简易型水草收割机作业后，须及时打捞清

理水面上的切断水草。切割或打捞的水草应均衡摆放船上，防止侧翻。梳割的水草用水草输

送机输送上岸。7 月之后慎用机械梳草。底泥疏松和苦草处理不适合采用梳草方式。 

5、机械化调水 

       

图 6：施药装备（移动式、固定式） 

   根据需要可选配船体+洒药机、管道式喷洒系统、自动洒药船和小飞机喷洒等。须全塘口

均匀喷洒，同时开启微孔曝气增氧和水车式增氧机。采用船体+喷洒机时，将生物制剂或药

液搅匀盛装于船舱中，洒药机喷头固定于船头，按 S 形路径自动喷洒；自动洒药船和无人小

飞机按塘口规划好路径后进行自动作业。 

6、水质监测和管控 



         

图 7：物联网水质监控系统 

    配套便携式水质监测仪、固定式水质监测系统和物联网管控平台/客户端。用便携式水

质监测仪根据需要随机选点监测水体不同位置的水质条件，并且可以和固定式水质监测仪进

行比对偏差。使用固定式监测设备时，传感器放置在上风口的环沟内，尽量靠近电源、排水

口和水位较深的位置。水质管理采用 24 小时检测制，每半小时更新一次，实时掌握温度、

PH、溶解氧量等指标。定期对传感器进行检查和清洗，根据使用期限要不定期对传感器灵敏

性和准确性进行误差校核，保证测试准确。便携式监测仪使用时要注意维护和保养，使用年

限较长时，要进行传感器校核。必要可配置水下监控装备。固定式水质监测系统可以连接管

控平台/客户端，通过设置阈值，监测数据不在范围内，反馈管控平台，提示用户或报警，

或自动开启或关闭增氧机、投饵机、洒药机、水泵、尾水处理系统等；一般设定溶氧 3.5-5mg/L

（误差±0.5g/L）、PH 值 7-9（误差±0.5）、水温 15℃～30℃（误差±0.5℃）、ORP 范围

100mv-300 mv（误差±10mv）；透明度 30cm～50cm；硝酸氮(NH3-N)≤0.1mg/L、硫化氢(H2S)

不能检出、总氮＜0.1%。 

7、养殖尾水处理系统 

   

图 8：尾水处理（过滤净化系统） 

   尾水排放出来采取池坝集合设施装备模式，设置沉淀池—曝气池—碎石床湿地系统—集

水池等实现尾水净化功能。一级沉淀池初步除去水体中的残饵、粪便及腐烂水草残渣等固体

颗粒；二级曝气池精确控制曝气流量，合理增加溶氧，氧化分解悬浮颗粒，改善水质；三级

碎石床湿地系统中投放填料物质、种植多种水生植物，通过吸附、沉淀和植物摄取作用，进

一步去除富营养物质。配置水质监测仪实时监测和反馈尾水处理状态。 

8、机械化初加工 



   

图 9：虾蟹分级机   

 

图 10：河蟹捆扎机 

    选配适宜的分级机（分散河蟹的分级或捆扎后河蟹的分级）和河蟹捆扎机。分级前应静

置河蟹，减少应激反应，预先选定重量、公母、品质等分级要求，设定分级重量等档次范围。

捆扎前应提前分选好统一规格大小河蟹，应预先调适好捆绑线绳长度、河蟹卡槽大小以及锁

扣。 

9、水产（虾蟹）养殖机械化现场会（代表） 

 

图 11：全国水产养殖机械化现场会（首次） 



 

图 12：全国河蟹生产机械化现场会（首届） 

 

图 13：全省虾蟹养殖全程机械化现场观摩会 



二、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规范 

虾蟹养殖机械化数字化集成应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河蟹养殖过程中清淤、投饲、水草收割、水质监测与调控、水下监控等环

节的技术要点和作业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8407.4    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 

NY 505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65       无公害食品  中华绒螯蟹养殖技术规范 

SC/T 6001.2-2011 渔业机械基本术语第2部分：养殖机械 

SC/T 6040-2007  水产品工厂化养殖装备安全卫生要求 

SC/T 6048-2011  淡水养殖池塘设施要求 

SC/T 9101-2007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水陆两用挖掘机 

斗容量 0.6m
3
、功率 133kw、工作质量 25t、生产率 100m

3
/h 的浮箱履带式水陆两用挖掘

机。 

3.2 智能投饵船 

可自主航行和手动导航，采用离心式投饵，载荷≤100kg,药液箱 125L,行驶速度≤1m/s，

抛料功率 120w，推进功率 120w，投喂效率 1-6kg/min。 

3.3 多功能水草收割机 

吃水深度≤0.3m，收集宽度1.2m-2m，割深≤1m，装载量6t，动力0.5kw，作业效率1500m
2
/

小时。 

3.4 微孔曝气增氧机 

包含气泵和电机， PVC 通气管+微孔增氧管≥200m，可配 80 个曝气盘。 

3.5 水质监测与调控设备 



具有自识别功能的传感器，水温测试范围 0-50℃，测量误差±0.5℃； pH 值测量范围

0-14.0，测量误差±0.5；ORP 测量范围-1000 mv -1000mv，测量误差±10mv；溶氧测量范

围 0.1-20.0mg/L，误差±0.5mg/L。 

3.6 水下监控设备 

配备 200 万 1/2.8CMOS 白光阵列筒型水下网络摄像机，最小照度 0.002 Lux ，宽动态

范围 120dBm，自带白光灯，补光距离不小于 15 米，工作温度-30℃-60℃。 

3.7 物联网系统 

适用 win7 以上及 mac 系统，可在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设备上使用，配备数据中心、

水质传感器、无线通信、视频监控。 

4  清淤 

4.1 作业条件 

塘水排干并晾晒至水陆两用挖掘机可正常行驶，将挖掘机直接驶入塘底，选择非滑土点

停靠并作业。 

4.2 作业要点 

每年进行一次环沟清淤，当池塘整体淤泥深度超过 20cm 时，进行全塘清淤。作业后留

淤泥深度 5cm-10cm 用于种植水草和培育底栖生物。 

5  投饲 

5.1 作业条件 

智能投饵船在水深≥25cm 处开始作业，水草及河蟹全塘分布均匀时采用自主导航投食，

反之可使用手动导航。 

5.2 作业要点 

选择自主导航投食时，根据塘口形状设置好行走路线，尽量使用水草种植时预留的投饵

通道，航线之间宽度应与投饲宽度大致相同。手动导航时，避免水草密度较大的区域，根据

水下监控情况控制投喂量。 

6  水草收割 

6.1 作业条件 

使用前检查电瓶安全性、割台割刀是否有杂物，入水后在浅水区检查割刀转速、输送带、

深度调节装置等是否正常，试割一段时间后观察切割长度、断茎率等是否符合设定值。 

6.2 作业要点 

处理后的水草分布均匀，呈“条”状和“井”状，宽度 3-5 米，间隔 3-5 米，保持沉水

状态，不出水面，并预留自动投饵船进行作业的路径。作业过程中避开增氧管道、砖块、暗

桩等，打捞的水草在船上均衡摆放，防止侧翻。 



7  水质监测与调控 

7.1 作业要求 

设定溶氧量≥5mg/L、ORP 值 100mv-300 mv、pH 值 7-9、水温≤30℃。 

7.2 作业要点 

当监测值超过设定值时，物联网系统通过用户中心、客户端报警，自动或手动开启智能

投饵船、水泵、微孔曝气增氧机等设备进行水质调控。检测值达到设定值时，自动或手动停

止调控。每天检查传感器是否干净，每隔 7 天通过其他设备检测数据进行对比，确定设备工

作状态。 

8  水下监控  

监控食台和河蟹，推断河蟹的数量、质量和进食情况，随时调整投饲数量、养殖密度、

水质调控等养殖方案。随时通过客户端或现场检查监测设备是否处于工作状态，每天检查镜

头是否干净和电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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