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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浮游动物养

殖装置，包括养殖架和养殖缸，养殖架具有3层或

3层以上，养殖架的每一层均设置有所述养殖缸，

养殖架上还设置有进气单元、进水单元和采收单

元，所述进气单元、进水单元和采收单元均与养

殖架上每层的养殖缸相连通。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公开了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利用叠层结构解

决现有的室内养殖装置占地面积大、空间利用率

低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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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养殖架和养殖缸，所述养殖架具有多层，

所述养殖架的每一层均放置有所述养殖缸；

所述养殖架上固定有进气单元、进水单元和采收单元，所述进气单元、进水单元和采收

单元均与每个所述养殖缸连通，所述进气单元用于向所述养殖缸充气，所述进水单元用于

向所述养殖缸充水，所述采收单元用于将所述养殖缸内的水排出，并在排出所述养殖缸内

的水时截留所述浮游动物；或者，所述采收单元用于对所述浮游动物进行采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饵料装置，所述饵料

装置包括饵料罐、饵料输送管和流量泵，所述流量泵设置在饵料罐与饵料输送管之间，所述

流量泵用于将所述饵料罐内的饵料传送到饵料输送管，所述饵料输送管与每个所述养殖缸

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饵料罐与所述饵料输送

管之间设置有过滤网。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饵料罐内设置有第一充

气纳米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收单元包括多个第一

排水管、第二排水管、控制阀以及过滤件；

多个所述第二排水管一端分别与所述养殖缸内连通；

所述第一排水管与多个所述第二排水管连通；

所述控制阀配置于所述第二排水管；

所述过滤件可拆卸地安装于所述第二排水管的一端，用于截留所述浮游动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收单元还包括调节

管；

所述调节管一端与所述第二排水管的一端连接导通，另一端沿所述养殖缸底部向上延

伸设置；

所述调节管的高度低于养殖缸的高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过滤件为过滤网；

所述过滤网呈筒装，套装于所述调节管外；

所述过滤网的高度大于所述调节管的高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单元和进水单元位

于养殖架的同一侧，所述采收单元位于养殖架的另一侧，所述多层养殖架的每一层均为倾

斜延伸设置，且所述进气单元/进水单元的一侧高于所述采收单元的一侧。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单元通过充气软管

与位于养殖缸底部的第二充气纳米管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层养殖架每一层的

高度差为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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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浮游动物培养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浮游动物是一类经常在水中浮游，本身不能制造有机物的异养型无脊椎动物和脊

索动物幼体的总称，在水中营浮游性生活的动物类群。它们或者完全没有游泳能力，或者游

泳能力微弱，不能作远距离的移动，也不足以抵拒水的流动力。浮游动物也因其较高的营养

价值、适口性好，已经成为鱼虾蟹的活饵料。

[0003] 目前浮游动物的养殖方式包括外塘养殖和室内养殖。其中外塘养殖容易携带一些

致病的微生物或者病原菌，严重影响浮游动物的育苗生产；而且外塘养殖会受到天气的制

约，使得浮游动物的成活率较低。因此现在较多采用室内养殖的方式，室内养殖的装置一般

是采用室内水泥池进行养殖，但室内水泥池存在占地面积大，空间效率较低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用于解决室内养殖装置存在的

占地面积大、空间利用率低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包括养殖架和养殖缸，所述养

殖架具有多层，所述养殖架的每一层均放置有所述养殖缸；所述养殖架上固定有进气单元、

进水单元和采收单元，所述进气单元、进水单元和采收单元均与每个所述养殖缸连通，所述

进气单元用于向所述养殖缸充气，所述进水单元用于向所述养殖缸充水，所述采收单元用

于将所述养殖缸内的水排出，并在排出所述养殖缸内的水时截留所述浮游动物；或者，所述

采收单元用于对所述浮游动物进行采收。

[0006] 进一步的，还包括饵料装置，所述饵料装置包括饵料罐、饵料输送管和流量泵，所

述流量泵设置在饵料罐与饵料输送管之间，所述流量泵用于将所述饵料罐内的饵料传送到

饵料输送管，所述饵料输送管与每个所述养殖缸连通。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饵料罐与所述饵料输送管之间设置有过滤网。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饵料罐内设置有第一充气纳米管。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采收单元包括多个第一排水管、第二排水管、控制阀以及过滤件；

多个所述第二排水管一端分别与所述养殖缸内连通；所述第一排水管与多个所述第二排水

管连通；所述控制阀配置于所述第二排水管；所述过滤件可拆卸地安装于所述第二排水管

的一端，用于截留所述浮游动物。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采收单元还包括调节管；所述调节管一端与所述第二排水管的一

端连接导通，另一端沿所述养殖缸底部向上延伸设置；所述调节管的高度低于养殖缸的高

度。

[0011] 进一步的，过滤件为过滤网；所述过滤网呈筒装，套装于所述调节管外；所述过滤

网的高度大于所述调节管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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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进气单元和进水单元位于养殖架的同一侧，所述采收单元位于养

殖架的另一侧，所述多层养殖架的每一层均为倾斜延伸设置，且所述进气单元/进水单元的

一侧高于所述采收单元的一侧。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进气单元通过充气软管与位于养殖缸底部的第二充气纳米管连

通。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多层养殖架每一层的高度差为2cm。

[0015] 从以上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具有以下优点：

[001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包括养殖架、养殖缸和饵料装

置，养殖架具有3层及3层以上，养殖架的每一层均放置有养殖缸，且养殖架具有连通每个所

述养殖缸的进气单元、进水单元和采收单元。在养殖架上的每一层放置养殖缸，利用叠层结

构可以有效减小占地面积，节约空间。同时进气单元、进水单元和采收单元均设置在养殖架

上，不需要占用额外的空间，也增加了空间的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的俯视图；

[0020] 图3为图1中的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的局部放大图。

[0021] 1‑多层养殖架，2‑养殖缸，3‑饵料装置，31‑饵料罐，32‑流量泵，33‑饵料输送管，

331‑第一输送管，332‑第二输送管，34‑过滤网，35‑第一充气纳米管，4‑进气单元，41‑第一

进气管，42‑第二进气管，43‑进气调节阀，44‑充气软管，45‑第二充气纳米管，5‑进水单元，

51‑第一进水管，52‑第二进水管，53‑进水调节阀，6‑采收单元，61‑采收桶，62‑第一排水管，

63‑第二排水管，64‑排水调节阀，7‑分离装置，71‑分离网，8‑调节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提供了一种高产、高效、稳定的

养殖模式。

[0023] 目前浮游动物养殖模式包括外塘养殖、室内水泥池养殖和小水体高密度培养。其

中室外的外塘养殖方式容易受到天气制约，导致养殖效率低；而室内水泥池养殖的养殖密

度第，空间利用效率较低；小水体高密度培育主要是研究性质的，不能实现产品化的推广。

同时，室外的培育方式往往会有一些致病的微生物或者病原菌，严重影响了育苗生产。

[0024] 本实用新型内容的目的是通过多层养殖模式减少养殖的占地面积，大大增加空间

利用率。同时，每一个养殖容器采用低水位的培育模式，通过叠层的养殖方式增加了养殖水

体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更有利于浮游动物生长。该系统从进水到饵料培育均在室内供应，有

效地减少了病原微生物的感染。而且通过自动投喂，减少了养殖时间和人力成本。

[0025] 请参阅图1‑图2，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的一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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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包括多层养殖架1、养殖缸2以及饵料装置3，多个养殖缸2分别放置在多层养殖架1上的

每一层，实现了叠层的养殖方式，有效减小了养殖装置的占地面积，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

[0026] 进一步的，多层养殖架1上固定有进气单元4、进水单元5和采收单元6。其中进气单

元4和进水单元5位于多层养殖架1的同一侧，而采收单元6位于多层养殖架1的另一侧。在本

实施例中，进气单元4包括第一进气管41，以及与第一进气管41连通的多根第二进气管42，

第二进气管42通过进气调节阀43与充气软管44连通，充气软管44插入到养殖缸2内、并与位

于养殖缸2底部的充气纳米管45连通，其中电泵(图中未示出)将空气压缩进第一进气管41

内，并通过第二进气管42、充气软管44、充气纳米管45输送到养殖缸2的内部，有效增加养殖

缸2内水中的含氧量；进水单元5包括第一进水管51，以及与第一进水管51连通的多根第二

进水管52，第二进水管52通过进水调节阀53控制水路的连通或者断开，可以选择性地为每

个养殖缸2进行供水；采收单元6包括采收桶61、第一排水管62以及与第一排水管62连通的

多根第二排水管63，多个第二排水管63分别位于多个养殖缸2的底部，并通过养殖缸2底部

的开口(图中未示出)与养殖缸2连通，而在第二排水管63上设置有排水调节阀64，可以选择

性的、有目的性的对养殖缸2内的水进行排放，或者对养殖缸2内的浮游生物进行采集。其

中，最下方的第二排水管63具有朝下延伸的排水口，采收桶61位于该排水口的下方，用于容

纳经过第二排水管63和第一排水管62输送的浮游生物。

[0027] 饵料装置3包括饵料罐3、流量泵32以及饵料输送管33，饵料输送管33包括与饵料

罐3连通的第一输送管331，以及与第一输送管331连通的多根第二输送管332，多根第二输

送管332分别位于养殖缸2的上方，以将饵料输送到每个养殖缸2内，为浮游生物提供营养、

干净的饵料。依据养殖的具体需求，通过设置流量泵32的流量和时间，控制养殖缸2内浮游

动物的投喂流速和时间，减少了人力成本，提高了养殖的效益。其中，在饵料罐3与第一输送

管331之间设置有过滤网34，可以过滤掉较大粒径的饵料。而为了防止饵料罐3内的饵料沉

底，保证饵料混合均匀，在饵料罐3内设置有第一第一充气纳米管35。其中，多层养殖架1的

每一层均为倾斜延伸设置，靠近进气单元4/进水单元5一侧的高，靠近采收单元6一侧的低，

使得固定在其上的养殖缸2在进水侧高、出水侧低，方便采收和排水，保证水体和浮游生物

能够完全排出和采集。于本实施例中，多层养殖架1的最大高度差为2cm，即使得养殖缸2进

水端与出水端的高度差为2cm，保证采收和排水的便利，以及达到最佳空间利用率。

[0028] 请参阅图3，在养殖缸2内还设置有分离装置7，该分离装置7包括支架(图中未示

出)以及附在支架外侧壁上的分离网71，其中支架的外侧壁开设有开孔，且支架环绕着养殖

缸2的开口设置，为分离网71提供支撑。而在分离装置7的内部设置有调节管8，调节管8穿过

养殖缸2的开口、通过活接管与第二排水管63实现连通。其中分离装置7的高度与养殖缸2的

高度相同，当养殖缸2只进行排水操作时，分离装置7可以阻止养殖缸2内的浮游生物逃逸。

[0029] 在其他实施例中，分离装置7的高度也可以与养殖缸2的高度不相同，只要能够实

现防止养殖缸2内的浮游生物逃逸，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调节管8的高度小于分

离装置7的高度，且两者高度差为10cm，可以对养殖缸2内的水进行部分排出，或者对养殖缸

2内的浮游生物进行部分的采收。

[0030] 于本实施例中，养殖缸2的尺寸为3m×1m×10.3m，可容纳0.9m3的水，分离装置7的

直径为0.11m，高度为0.3m，调节管8的直径为0.63m，高度为0.2m，多层养殖架1的尺寸为

3.2m×1m×2 .2m，而每层养殖架的高度间隔为0.25m。饵料罐3的尺寸是0.25m×0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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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m，第一进水管51和第二进水管52的直径为0.32m，第一进气管41和第二进气管42的直

径为0.2m，饵料输送管33的直径为0.01m，第一排水管62和第二排水管63的直径为0.63m，采

收桶61的尺寸为0.5m×0.5m×0.3m。

[0031] 在日常换水操作中，打开排水调节阀64和进水调节阀53，养殖缸2内的水穿过分离

网71和支架，通过调节管8排出。其中分离网71可以防止浮游生物逃逸。此时，若需要将养殖

缸2内的水完全进行更换，可以直接拔掉调节管，其中，分离网71根据不同养殖对象选择不

同孔径；同样的，如需要采收浮游生物，拔掉分离装置7，利用多层养殖架1的每层高度差进

行采收。若需要进行一次性采收，可以将分离装置7和调节管8同时拔掉，进行全部采收。

[0032] 在本实施例中，分离装置7和调节管8均以可拆卸的方式固定在养殖缸2的底部，即

为了实现上述的换水和采收工作，也可以根据需要对分离装置7和调节管8进行定时清洗，

放置两者发生堵塞，实现可循环利用。

[0033] 利用本实用新型的浮游动物养殖装置，养殖蒙古裸腹蚤的操作描述：

[0034] 采用高锰酸钾对该养殖装置进行消毒，经草酸中和后排水，后用淡水冲洗。养殖用

水通过沙滤和有效氯制剂处理制得，并通过进水单元5排入到养殖缸2内。具体的，养殖水通

过NaOH(0.1mol/L)和HCl(0.1mol/L)将pH调至8。在饵料罐3中加入稀释好的藻粉或者浓缩

藻液以及维生素C，开启流量泵32进行自动化投饵，每日根据养殖密度定时定量投喂。枝角

类接种密度为500个/L；养殖期间，定期检测水质状况，每日换水量约为水体总量的15％‑

20％。每日开启排水调节阀64和进水调节阀53，新水从进水单元5进入，原水因高度差产生

的压强，经分离网71从采收单元6排出。

[0035] 每日记录蒙古裸腹蚤理化指标，便于每日观察，确保养殖水体在合理指标内。枝角

类养殖到一定密度可以进行连续采收，每日确定好采收量(15％‑20％)后，取出分离装置7，

打开进水调节阀53，通过养殖缸2两侧的高度差，枝角类随着新水的进入，自然通过调节管8

上方排出。若枝角类养殖需要营养强化，可用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拟微绿球藻粉和裂壶藻

等，每日按照枝角类体重的1％添加到养殖水中。

[0036] 以枝角类在密度为15000个/L进行连续采收，若每日采收量为总水体的15％，每日

采收量约为0.25kg/每个养殖缸，而每个本实用新型的养殖装置可累计供应7.5kg‑10kg/一

个养殖装置，每一个养殖缸2可连续提供枝角类30‑40天，则一个养殖装置可累计生产30kg‑

40kg。

[0037]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浮游动物养殖装置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本领域

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

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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