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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观念让人们的审美情趣逐渐趋于追求雅致
的意境，而水族造景已经成为现代家居生活的新亮点。营
造水族自然的景观，可以起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净化
心灵的神奇作用。不同水草的精巧搭配，根须的盘绕交错，
游鱼戏石的千般妙趣，构成水下仙境一般的水族美景。这
不仅仅是艺术的营造，更是人们乐活的人生态度 [1]。基于此，
从以下 3 个方面分析草缸水族造景的技巧。

1  草缸内生态圈的形成条件
鱼和水草都是生命体，而草缸却是一个半封闭的空

间，为了让生命体在这样的环境里和谐地生存和生长，
在草缸内营造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
一个互相依存的良性循环系统，鱼类排泄物和释放的二
氧化碳可以为水草提供生长的养分，水草吸收养料后利
用光合作用生成氧气，反过来把氧气供给鱼类呼吸。同
时，水草因为鱼的养料生长茂盛，还可以有效调节水质，
为鱼类创造出更好的生存环境。

2  草缸水族造景设计艺术分析
2.1  水族造景构图原则

三分法是目前水族造景中常规运用的一种构图原则。
其原理是将图像用三乘三的网格分为 9 个大小相等的区

域，其构图的合理性在于图像主体分布的合理性，即沿
着两条横向分割线或者两条竖向分割线（三分法）分布，
或在分割线的交叉处进行放置。从图 1 不难看出，沿着
三分线分布的前景是由沉木所组成的景物主体，而三分
点附近是人们视线的焦点。在进行水族造景的设计构图
过程中，还要充分根据具体情况对三分法的 4 个不同的
三分点以及 4 条不同的三分线进行灵活应用 [2]。

2.2  水族造景的布局
在现代水族造景设计中，构图方式常采用凸起型和

凹陷型两种布局。构图布局互相搭配的变化，会构成不
同视觉感受的一幅幅情趣盎然的水族造景作品。如图 2
所示，U 型是凹陷型布局的核心，画面硬景观的组成部
分为较高的水草或者是搭建的沉木和石头组合等，而画
面的中央部分要对低矮的开放空间进行预留，就像是黄
金切割点的构成比例对画面的均衡作用一样。主景部分
放在黄金分割点上，进行视觉焦点的沟通。凹陷型水族
造景的特点就是向后延伸凹陷部分，其透视感异常的强
烈，也是水族造景设计中常用的手段，适合狭长大型的
草缸水族造景设计 [2]。

凸起型造景设计的布局恰恰与凹陷型布局相反。中
间的凸起部分安置沉木或山石构成的主体画面，配景画
面则是循序往两边低斜。在视觉上感受到整体画面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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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族造景中的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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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左右对称，但画面凸起顶端上两个角的顶点位置，恰
恰就处在黄金分割点的角度上。对画面整体平衡的掌控，
是凸起型构图布局的基本要求，所以在造景之初不要太
苛求硬景观的搭配，最需要考虑的是水草生长后的高度
和位置，后面只能根据情况实施修剪和调整。

图 2  凹陷型布局

3  草缸水族造景设计技巧分析
3.1  造景材料的选配与处理技巧
3.1.1 硬景材料

用于铺设河流的白砂，必须用清水冲洗 3 ～ 5 遍；
用来固定水草的水草泥，必须用清水清洗数遍；用于构
造河岸和固定杜鹃根的青龙石，首先用盐酸进行酸洗，
然后以刷子反复刷洗；作为树上果实的松皮石，先要用
工具磨成小圆形，然后用清水洗干净。
3.1.2 水草材料

目前草缸水族造景使用的水草包括红宫廷、虎耳草、
矮珍珠、水榕、莫斯、细叶铁皇冠、日本篑藻、青叶草
和红波等。把这些水草放在加有水草液肥的盛水容器中
暂养 5 d，把不美观的枝叶去掉，把烂叶和黄叶清除，剪
掉过长的根，留存 1 ～ 2 cm，然后配置浓度为 1.5 g·L-1

的高锰酸钾溶液，将处理好的水草浸泡 5 min，取出后以
清水洗干净 [3]。

3.2  草缸水族造景步骤
3.2.1 绘制水族造景的配置图

根据草缸的规格、构图设计的选择与布局以及造景
需要的风格意境等因素，绘制草缸水族造景的全景图。
3.2.2 泡缸消毒

鱼缸加满水，同时接通过滤水泵循环，加入高锰酸
钾或食盐（3% ～ 5%）浸泡 1 ～ 2 d。目的是检查鱼缸的
密闭性、消毒并去除鱼缸所夹带的有害物质 [4]。
3.2.3 铺沙

清水洗干净鱼缸，将水草泥按照前低后高铺设整平
（以 3 ～ 5 cm 厚为宜），呈现前低后高的“地势”，形
成一个斜坡，倾斜角度为 20°～ 30°。
3.2.4 造景

按照绘制好的设计图案，将造景石按照主石、副石、
小碎石的顺序依次摆放。
3.2.5 水草种植

3.2.5.1 无水种植法
用喷壶喷水，将水草泥湿润透（勿形成积水），然

后将种子倒入手掌中，少量捏于两指之间均匀撒在水草泥
上（撒种子时手尽量抬高）。用保鲜膜将鱼缸封起来，保
证温度和湿度；并在发芽过程中，每天打开保鲜膜1～2 h， 
透气并少量喷水。架上水草灯，每天保持 10 h 光照。待
种子发芽完成后，可以通过水草夹将其他现成的水草按
照前、中、后景进行种植，注意保持水草之间的间距（相
邻水草间的叶子不要重叠的间距为好）。
3.2.5.2 水缸种植法（适用于冬季）

鱼缸铺上水草泥后，用喷壶喷湿，将种子均匀撒在
水草泥上，并用水草夹种植其他水草。使用塑料膜遮挡，
向鱼缸缓慢注入曝过气的自来水。注满水后将加热棒调
节到 25 ～ 30 ℃，打开过滤装置，每天开灯 5 ～ 8 h，种
子 5 ～ 7 d 即可发芽成景。
3.2.6 开缸养水

鱼缸注满水后，大概过 2 ～ 3 h 再加入硝化细菌（具
体用量请严格按照商品的使用说明）。养水 3 d 左右，可
以放入闯缸鱼，用于水质的培养（养水的目的是让水中
的有害物质降解转化，给鱼儿提供更为合适的生存环境）。
养水 10 d 左右，待水体建立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后，即
可放入要养的鱼。
3.2.7 鱼儿过水

将鱼袋放进鱼缸中，静置 30 min 左右，让鱼儿逐渐
适应鱼缸的水温。接着将鱼袋中的水和鱼一并倒入盆中，
用水勺每隔 10 min 缓慢倒入鱼缸中的水，重复该步骤 1 h。
3.3  草缸的日常维护

为了促进水草的健康生长，增加草缸的欣赏性，在
日常维护过程中要定时打开水草灯并添加二氧化碳气体。
同时，每天要对各系统的运转情况进行检查，仔细观察
水草和观赏鱼的生存状态，及时捞出水里的杂物。此外，
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包括缸内的水温、pH 值、盐度、
溶解氧和氨氮浓度等，以防水质恶化导致鱼病的发生 [5]。

4  结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越

来越多的人把高雅情趣和休闲娱乐作为追求的生活目标，
而草缸营造的水族自然景观，可以起到修身养性、陶冶
情操、净化心灵的神奇作用，现已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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