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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 (氏二
口碑功 a l 浮了l g o do n 了d曰 l a) 是一种典型的

草食性鱼类
,

属鲤形 目
、

鲤科
、

雅罗鱼亚科
、

草鱼

属
,

俗称鱿
、

油鱿
、

草鱿
、

白鱿
、

草鱼
、

草根 (东

北 )
、

混子等
,

栖息于平原地区的江河湖泊
,

一般喜

居于水的中下层和近岸多水草区域
。

草鱼一直是我国

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淡水鱼
,

201 0年我国草鱼养殖

产量达到 4 22
.

2万吨
,

占全国淡水水产养殖总产量的

18 g0( 中国渔业年鉴
,

2 01 1)
,

在我国农业经济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 (刘忠义
,

2 0 0 7)
。

草鱼己被引种到世界各

地
,

如 日本
、

东南亚
、

东欧
、

美国等国
,

以其营养丰

富
、

肉味鲜美
、

生长快
、

饵料来源广
、

低成本的饲料

消耗
、

销路好等优点受到广泛欢迎
。

随着草鱼综合健康养殖技术的完善
,

单位产量有

很大的提高
,

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配合饲料的广

泛使用
。

在生产实际中
,

投喂配合饲料不仅要考虑为

使鱼类健康生长而提供营养物质
,

而且要使鱼类产生

的代谢废物对环境的污染降至最低
。

为了达到这一 目

标
,

就需要养殖生产者使用高质量的配合饲料
,

并确

定科学的投饲方法
。

本文通过对草鱼营养需求
、

配合

饲料技术研究探讨
,

来提高人们对草鱼营养的了解
,

开发优 良配合饲料
,

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提供优质

的水产品
。

一
、

草鱼营养需求

1
.

蛋白质

( 1) 蛋 白质
:

草鱼虽然以草为主要食物
,

但是在

其消化道中并没有利用纤维素的酶活性存在
,

在草鱼

的生长发育中
,

主要还是利用蛋白质 (王武
,

2 0 0 0)
。

蛋白质是维持草鱼新陈代谢
、

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的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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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物质和主要 的能源物质之一
,

同时作为酶
、

激

素
、

抗体等的组分参与机体的生理调节功能
,

也是饲

料成本中花费最大的部分
,

是配合饲料中首要考虑的

因素
。

草鱼蛋 白质需求量研究主要集 中在 国内 (见表

1)
。

由表 1可知
,

不同生长条件下不同生长阶段草鱼

蛋白质需求量有所变化
。

草鱼在生长中存在着食性转

变过程
,

在幼体期主要以水中浮游生物 (主要是浮游

动物 )为食 (浮游动物干物质含粗蛋 白为 5 090 以上 )
。

随着个体增长
,

食性转变成以水陆生草类为食
,

所以

其对饲料蛋白质要求在不同生长阶段应有所区别 (廖

朝兴与黄忠志
,

19 8 7 ; 廖朝兴
,

19 96 )
。

另外
,

饲料

蛋白源及其氨基酸组成不同
、

非蛋白能量物质含量不

同等因素会影响草鱼对蛋白质的吸收与利用
,

造成结

果存在差异
。

表 1 不同规格草鱼对蛋白质需求研究

规规格格 蛋白源源 蛋白质需需 参考文献献

(((克 /尾 ))))) 求量 v(0 )))))

000
.

15一 0
.

222 酪蛋 白白 52
.

6士 1
.

999 Da b r o w s k i (19 77 )))

111
.

999 酪蛋 白白 4 8
.

2 666 廖朝兴与黄忠志 ( 19 8 7)))

222
.

444 鱼肉粉粉 3 7
.

7 000 林鼎等 ( 19 80 )))

333
.

777 酪蛋 白白 2 9
.

6 444 廖朝兴与黄忠志 ( 19 8 7)))

555
.

555 酪蛋 白白 2 7
.

8 111 林鼎等 ( 19 80 )))

222
.

4一 8
.

000 酪蛋和和 2 2
.

7 777 廖翔华等 ( 19 80 ) ;;;

鱼鱼鱼肉粉粉 一 2 7
.

6 666 林鼎等 ( 19 80 )))

888
.

000 鱼肉粉粉 2 6
.

5 000 林鼎等 ( 19 80 )))

111000 酪蛋 白白 2 8
.

2 000 廖朝兴与黄忠志 ( 19 8 7)))

夏夏花一一一 35一 3 666 赵库与杨春富 (2 。。 0)))

555000000000

555 0一 10 00000 31一 3 222 赵库与杨春富 (2 。。 0)))

1110 0一 12 55555 2 8一 3 000 赵库与杨春富 (2 。。 0)))

曹俊明等 ( 19 9 7) 研究发现
,

草鱼相对生长率随饲

基金项目
: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ny cy t x 一 4 9
一 20)

,

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 (立项编号 : 2 0 1 00C 2 001 )
,

浙江省

教育厅重 大项 目 (项 目编号 : zD 2 009 0 09 )
。



料蛋白质含量的升高而显著上升
,

高蛋白质饲料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全鱼和肌 肉的粗蛋白含量
,

但是高蛋白

质饲料显著升高草鱼肝胰脏的脂质含量
,

特别是中性

脂质的积累大幅度增加
。

说明草鱼能够转化饲料蛋白

质生成脂肪并贮存于肝脏中
,

当饲料蛋白质水平过高

时则导致中性脂质不能被有效地转运到肝外器官而使

肝脏脂质积累大量增加
,

严重时发生脂肪肝病变
。

所

以饲料中过高的蛋 白含量对草鱼的生长却是不利 的

(艾春香
,

19 8 7)
。

同时蛋白质含量也会对水质造成影

响
,

张宗惠等 (2 0 0 0) 进行研究得出蛋白质含量与草鱼

氮
、

磷排泄的关系
,

对不同蛋白水平组
,

当粗蛋白水

平为 30 %时
,

氮
、

磷排泄率最低
,

粗蛋白高于或低于

此值时
,

氮
、

磷排泄率呈增加趋势
。

廖朝兴 ( 19 9 6) 认为草鱼生产性饲料中蛋白质含量

在鱼种阶段为 30 %一 35 %
、

成鱼阶段为 25 %一 28 %较为

适宜
。

赵库与杨春富 (2 0 0 0) 采用蛋 白含量为 25 %的饲

料配方饲养 1 00 一 1 30 克草鱼时
,

鱼种的生长速度 明

显下降
,

从阶段投喂量
、

千克鱼成本角度分析
,

该配

方中蛋白含量中偏低
,

并建议在鱼种培育过程中
,

蛋

白含量应在 28 %一 36 %较为合适
。

故笔者认为
,

草鱼

饲料蛋白含量
,

在鱼苗阶段为 35 %一 40 %
、

鱼种阶段

为 2 8 %一 3 5%
、

成鱼阶段为 25 %一 28 %较为适宜
。

(2) 氨基酸
:

草鱼对蛋 白质的需求受到蛋 白质品

质 的影响
,

蛋 白质品质较好
,

则需求量可以适当降

低
,

而蛋白质品质较差
,

则需求量会提高
。

氨基酸是

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
,

尤其是必需氨基酸是衡量蛋

白质品质的主要因素
。

饲料中必须提供足够
、

平衡的

各种必需氨基酸
,

以保证鱼类的快速生长和避免必需

氨基酸不必要的浪费
。

李爱杰 (2 0 0 5) 提到了草鱼对 10种必需氨基酸 的

需求量 (见表 2)
。

近些年
,

国内外学者针对草鱼氨基

酸需求量又做了一些新的研究
。

尚晓迪 ( 2 0 09) 研究表

明
,

草鱼幼鱼 (8
.

25 士 0
.

3 7) 克日粮异亮氨酸需求量的

适宜范围占日粮的 1
.

41 %一 1
.

49 %
,

占日粮蛋 白含量

的 4
.

0%一 4
.

23 %
。

文华等 (2 0 0 9) 以特定生长率
、

饲料

系数
、

蛋 白质沉积率
、

肌肉 RNA / ND A和谷氨酸脱氢酶

活力分别对饲料苏氨酸水平进行折线回归分析
,

并以

这些指标达 95 %最佳值时为判断依据
,

得出草鱼幼鱼

(8
.

35 士 0
.

0 6) 克饲料中苏氨酸适宜需求量以占饲料计

为 1
.

4 2 %一 1
.

6 1% (饲料粗蛋白含量为 35 90) 或以占饲料

蛋白质计为 4
.

0 790 一 4
.

60 %
。

Lllo 等 (2 0 1 0) 研究表明
,

草鱼幼鱼 (9
.

5 士 0
.

3) 克对撷氨酸需求量的适宜范围占

日粮 的 1
.

51 %一 1
.

60 %
,

占日粮蛋 白含量 的 4
.

72 %一

5
.

0 090
。

最近笔者研究团队已就草鱼鱼种对赖氨酸的

需求量 以及草鱼幼鱼对蛋氨酸的需求量研究取得进

展
。

表 2 草鱼对必需氨基酸的需求量

氨氨基酸酸 占蛋白质百分比比 占饲料百分比比

(((((((以 2 8%粗蛋 白含量计 )))

精精氨酸酸 5
.

0 000 1
.

4000

组组氨酸酸 1
.

7 888 0
.

5000

异异亮氨酸酸 2
.

8 000 0
.

8000

亮亮氨酸酸 5
.

4 000 1
.

5000

赖赖氨酸酸 5
.

6 444 1
.

5 888

蛋蛋氨酸酸 2
.

6 000 0
.

7 555

苯苯丙氨酸酸 5
.

6 444 1
.

5 888

苏苏氨酸酸 2
.

8 000 0
.

8000

色色氨酸酸 0
.

3 222 0
.

0999

撷撷氨酸酸 3
.

5 000 0
.

9 888

在饲料配制过程中
,

可以通过不同蛋白源之间的

氨基酸互补来实现氨基酸平衡
,

满足鱼类需求
,

提高

蛋 白质和氨基酸的利用率
。

罗莉等 (2 0 0 3) 通过调整原

料种类和配比
,

以及补充氨基酸
,

设计了 6种必需氨

基酸模式的日粮
,

结果表明
:

日粮必需氨基酸模式的

平衡
,

可以促进草鱼生长和饲料的转化
,

提高肌 肉
、

肝胰脏的蛋 白质生长速率和蛋白质合成速率
。

(3) 小肤
:

冯健与刘栋辉 (2 0 0 5) 研究表 明
,

在草

鱼 日粮 中添加一定比例的不同种类小肤 (虾蛋 白肤
、

鱼粉水解物
、

酶解酪蛋白)后
,

提高了草鱼的生长性

能
,

其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

可能与消化道中的小肤底

物能够增加肠道小肤载体对小肤和游离氨基酸的转运

能力
,

从而提高草鱼对 日粮中蛋白质的利用率和机体

自身蛋 白质合成能力
。

2
.

刀旨肪

饲料中的脂肪能为草鱼提供能量
,

提供必需脂肪

酸
,

有助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和在体内的运输
,

可

以作为某些激素和维生素的合成材料
,

节省蛋 白质
,

提高饵料蛋白利用率等 (李爱杰
,

2 0 0 5)
。

此外
,

由于

其代谢时低氮排泄可相应减少养殖环境污染而 日益受

到众多研究者重视
。

鉴于满足鱼类必需脂肪酸需求
,

在饲料配制中应同时对所添加脂肪的质和量予以慎重

考虑
。

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草鱼对脂类
、

脂肪酸的营

养需求各异
,

脂肪源和饲料组成也会影响草鱼脂肪的

营养需求量
。

对草食性鱼和杂食性鱼来说
,

饲料中粗蛋 白越

高
,

则对脂肪的需求量越低 (李爱杰
,

2 0 0 5)
。

鱼类对

脂 肪 一般 有 较 高 的消 化率
,

约 为 90 % (廖 朝 兴
,

1 9 9 6)
。

但是雍文岳等 ( 19 8 5) 认为草鱼对脂肪利用能

力较低
,

最适需求量为 3
.

690
,

若饲料脂肪超过 g70
,

草鱼的生长便会受到影响
。

张家国等 ( 19 9 7) 采用 4种

粗脂肪水平在 5
.

67 %一 7
.

59 %的饲料喂养草鱼夏花 (约



为 1
.

2 3克 )4 0天后
,

其肝胰脏和肠道脂肪酶差异不显

著
,

可能是由于各组饲料中脂肪含量均已超过了夏花

草鱼的需求
,

从而导致了过多的脂肪未经消化就排出

体外
,

因此
,

脂肪酶活性没有表现出显著变化
。

我国

目前建议草鱼饲料中粗脂肪以 3%一 8%为宜 ( 田丽霞

等
,

2 0 0 0)
,

而脂肪的含量以不超过 g70 为好
。

鱼类的必需脂肪酸有亚油酸
、

亚麻酸
、

二十碳五

烯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

草鱼需要 n 一 3( 亚麻酸 )和 n -

6( 亚油酸 )系列 的不饱和脂肪 酸 (U队) ( 田丽霞等
,

2 0 0 0)
。

不同脂肪酸对草鱼生长和组织营养成分组成

的影响不同
,

曹俊明等 ( 19 9 6) 研究饲料中添加油酸
、

亚油酸
、

亚麻酸和 n 一 3高度不饱和脂肪酸 (n 一 3 HUF )A

对草鱼生长和组织营养成分组成的影响
。

经过 60 天

的饲养试验
,

摄食不含脂肪或只含油酸饲料的草鱼表

现出最低的相对生长率
、

饲料转化效率和蛋白质效

率
,

向饲料 中添加 g10 亚油酸可较显著地改善这三项

指标
,

但单一添加 g10 亚麻酸或 0
.

gso
n 一 3 UH 队的促生

长效果不甚 明显
。

g10 亚 油酸 + g10 亚麻酸或 g10 亚油

酸 + 0
.

5% n 一 3 Hu FA饲料组草鱼表现出最高的生长性

育旨
。

3
.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是鱼饲料的主要能量来源
,

也是廉价

的能源
,

如能合理充分利用碳水化合物
,

则能大大降

低饲料成本
。

草鱼是一种典型的草食性鱼
,

虽然长期

摄食水陆生水草类
,

但是对糖的利用率仍然有限
,

这

是因为鱼虾的红肌与白肌之比远小于畜禽类
,

而红肌

的己糖激酶活性高于白肌
,

所以糖代谢能力较低
,

鱼

虾体 内的胰 岛素分泌很少这就影响了其对糖 的代谢

(李爱杰
,

20 0 5 )
。

毛永庆 ( 1 9 8 5 )研究认为
,

为使草鱼

获得充分生长
,

10 0克鱼 日需糖 (糊精 ) 1
.

12 克
,

如果

投饲率为 2%
,

饲料中糖含量相当于 56 %
。

不同糖的存

在形式会影响草鱼对糖的利用率
,

田丽霞等 (2 0 0 0) 研

究表明葡萄糖比玉米淀粉对草鱼的生长具有更好的作

用
,

而玉米淀粉比葡萄糖更容易引起草鱼肠系膜脂肪

沉积的增加
。

但刘永坚等 ( 19 9 9) 应用 u一 14 c一葡萄糖

研究了草鱼对葡萄糖的利用率
,

结果表明草鱼对葡萄

糖的利用率相对较差
。

王道尊等认为蛋 白质和糖之间

存在 明显的交互作用
,

黄志忠认为草鱼饲料中添加

50 %的马铃薯淀粉
,

草鱼生长良好 (李爱杰
,

2 0 0 5)
。

饲料中含有适量的粗纤维可能有助于蛋 白质
、

脂

肪的消化吸收
,

并可以降低饲料成本
,

但是
,

如果饲

料中粗纤维含量太多
,

不仅影响消化率
,

而且还会降

低生长率 (廖翔华等
,

1 9 8 0)
。

廖翔华等 ( 1 9 8 0) 研究发

现幼草鱼 (体重约为 9
.

67 克 )对饲料总消化率随饲料

粗纤 维含 量 增加 而 降低
,

当饲料 粗 纤维 含量 在

23
.

59 %一 37
.

70 %时
,

草鱼总消化率 降低 为 17
.

86 %一

30
.

9 1%
。

黄忠志等 ( 19 8 3) 研究表明草鱼饲料中纤维素

含量的适宜范围为 11
.

5%一 12
.

0%
,

但是因为考虑到

纤维素对饲料中其他营养素消化吸收的影响
,

可以将

纤维素的适宜范围确定在 10%一 20 %
。

4
.

维生素

维生素包括脂溶性 VA 、

V。 、

V。 、

从和水溶性的叽

族
、

叶酸
、

VC

等 (李爱杰
,

2 0 05 )
。

维生素是动物生存

必需的微量有机物
,

对营养物的代谢起着控制作用
,

鱼类在天然水域中
,

很少出现维生素缺乏症
。

人工饲

料在加工
、

干燥等过程中维生素遭到不同程度的损

失
。

草鱼对饲料中各种维生素的含量要求不同
,

见表

3
。

近年来
,

相关研究表明
,

草鱼幼鱼获得最佳生长

时的饲料泛酸钙最低需求量为 25 毫克 /千克 (刘安龙

等
,

2 0 0 7)
。

草鱼幼鱼获得最佳生长时对饲料中烟酸

的最低需求量为 25
.

5毫克 /千克 (吴凡等
,

2 0 08)
。

草

鱼鱼种对叶酸的需求量为 3
.

6一 4
.

3 毫克 /千克饲料

(赵智勇等
,

2 0 0 8)
。

草鱼种对维生素 E 的需求量约为

2 0 0毫克 /千克
。

草鱼幼鱼饲料中维生素 B 1 2

适宜添加

量为 0
.

0 94 毫克 /千克 (吴凡等
,

2 0 07 )
。

草鱼幼鱼饲

料中维生素 K 3

适宜的含量为 1
.

9毫克 /千克 (蒋 明
,

2 0 0 7)
。

鱼类对维生素需求虽然为微量
,

但是十分重

要且复杂
,

一旦长期缺乏时
,

易产生维生素缺乏症
,

影响生长
,

代谢失调
,

严重的导致死亡
。

黄世与蕉沈

掀 ( 19 9 2) 研究表明
,

在配合饲料中添加一定剂量的维

生素 B 6

能够改善草鱼脂肪代谢
,

避免鱼类脂肥倾向和

脂肪肝的发生
。

廖翔华等 ( 19 8 8) 认为
,

草鱼对维生素

的需要可能比较复杂
,

在饲喂草鱼时
,

隔 日补加占体

重 6%一 1 5%的青料对草鱼生长有良好作用
。

表 3 草鱼配合饲料维生素参数值

维维生素素 推荐值 l( 毫克 /千克 ))) 推荐值 2 (毫克 /千克 )))

(((((李爱杰
, 2 0 05 ))) (廖朝兴等

, 19 9 7 )))

叽叽
111 2 OOO 555

叽叽
222 2 OOO 1000

叽叽叽 1 111 1000

泛泛酸钙钙 5 000 4000

烟烟酸酸 10000 10 000

叶叶酸酸 555 555

肌肌醇醇 10000 20 000

生生物素素素 111

氯氯化胆碱碱 5 5000 60 000

VVV ccc 6 0000 30 000

呱呱呱 1 000 1000

从从从 6 222 10 000

叽叽
1 222 0

.

0 111 0
.

0 222

呱呱呱 5 5 00 单位位 20 0 0单位位

从从从 10 00 单位位 20 0 0单位



5
.

矿物元素

矿物质亦称无机盐
,

是构成机体组织的重要成

分
,

同时也是维持机体渗透压
、

酸碱平衡等正常代谢

不可缺少的营养素
。

鱼类能通过鳃
、

体表
、

鳍和肠道

从水环境中吸收部分无机盐
,

但并不能完全满足其生

长需要
,

还必须从食物中摄取部分所需要的无机盐

(李爱杰
,

2 0 0 5 )
。

王道尊与赵亮 ( 19 94 )研究表明
,

草鱼对饲料中锰

的最适需求量为 15 毫克 /千克
。

袁丹宁等 (2 0 0 9) 研究

表 明
,

草鱼幼鱼

获得最佳生长和

组织钻累积水平

时
,

对饲料中钻

的需求量约 0
.

20

毫 克 /千 克
,

与

廖 朝兴等 (1 9 9 7)

给出的数值相差较大
,

与黄耀桐与刘永坚 ( 19 8 9) 得出

的结果相近 (见表 4)
。

赵宇江等 (2 0 0 8) 研究得出草鱼

饲料铜含量对草鱼的成活率
、

特定生长率
、

饲料系

数
、

鱼体水分
、

鱼体粗脂肪和鱼体粗灰分无显著影响

( p > 0
.

05 ) ; 而饲料铜含量 ) 87 3
.

37 毫克 /千克时
,

鱼

体粗蛋 白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
.

0 5)
。

随着饲料

铜含量的升高
,

草鱼肌 肉铜含量无显著变化 (其含量

为 1
.

52 一 1
.

65 毫克 /千克 )
,

铁含量显著升高
,

锌含

量则仅在 14 天时显著降低
。

表 4 草鱼配合饲料微量元素参数值

矿物元素

需求量 1

(毫克/千克 )

需求量 2

[毫克 / ( 100 克草鱼鱼种
·

天 ) 〕

0
.

4 4

一0
.

5 0

。 。4乌

}
。 。4乌

~ U
.

U匕1 1 ~ U
.

U匕1 一 0
.

0 2 5 1 一0
.

0 0 6

4
.

10

一 4
.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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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眉县大宗淡水鱼类养殖现状与发展构想

卢 玲

(陕西省水产研究所
,

国家大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西安综合试验站
,

陕西 西安 7 1 0 0 8 6 )

陕西眉县是国家大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西安 缘优势
。 “
十一五

”
期 间

,

眉县渔业经济稳步增长
;

综合试验站的示范县之一
,

该示范县渔业资源
“
享 渔业综合管理能力逐步增强

,

水产 良种引进力度不断

赋
”
较好

,

大宗淡水鱼类开发空间大
,

具有良好的发 加大 ; 渔业支撑体系已初步建成
,

新兴的体闲渔业已

展前景
。

眉县渔业发展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

20 0 3 经起步
,

水产技术推广成果显著
。

目前
,

眉县大宗淡

年常兴镇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
,

证实了先秦时期眉县 水鱼类养殖面积 3 9 1 0亩
,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关中西

已有负责农牧渔业的官员
; 清乾隆 《眉县志》

“
明万 府第一渔业大县

,

眉县涉渔农户 68 户
,

渔业人 口 3 36

历年 间
,

教坊河有七星鱼
,

煮
,

人可食
” ,

记述了西 人
,

机械总动力 9 20 千瓦
,

其中增氧机 185 台共 5 55

北地区较早的原始渔业
。

19 5 8年眉县开始了人工养 千瓦
、

投饵机 2 00 台共 24 千瓦
、

水泵 79 台共 341 千

鱼
,

1 9 8 6年被确定为陕西省商品鱼基地县
,

渔业成 瓦
。

大宗淡水鱼类养殖池塘 21 5 口共 1 6 8 5余亩
,

水

为 了眉县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尤其是
“
十一 库

、

破塘 10 余座共 2 2 2 5亩
。

主要分布在渭河两岸
,

五
”
以来

,

眉县渔业呈现出了较快发展势头
,

产业结 其中渭河沿岸的尧寺村现有首善镇第五村渔场 4 00 亩

构进一步优化
,

经济贡献率不断提高
,

在繁荣农村经 (为水泥衬砌池塘 )
,

首善镇西关村
、

北兴村现有村组

济
、

保障市场供给
、

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态环境等 鱼池 2 00 亩 (土池 )
,

常兴镇汉家滩
、

杨家村
、

魏家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堡
、

河池村
、

白家村
、

梁马村
、

孙家村
、

下源村
、

侯

一
、

大宗淡水鱼类养殖现状 家等村组现有鱼池 2 55 亩 (土池 )
,

县鱼种场在常兴镇

眉县地处陕西关中西部
,

行政区域横跨渭河两 河池村现有池塘 1 10 亩 (土池 )
,

金渠镇蔡家崖村
、

河

岸
,

独特的地形地貌
、

丰富的水资源和深厚的渔文化 底村现有村组所属鱼池 3 20 亩 (土池 ) ; 槐芽镇权四滩

底蕴
,

为眉县大宗淡水鱼类养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 村的西部兰花生态园现有池塘 4 00 亩 (全部为水泥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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