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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度

日温差超过适温界限 6℃就会造成对虾危害和死

亡[ 5]。亲虾越冬时温度应控制在 7～10℃, 孵化时最适

温度为 18～20℃,养成期适温为22～29℃。另外, 夏季

易发生虾病的暴发性流行, 高温是主要原因之一。因

而, 在对虾养殖中, 尤其是在高温多发病期, 需经常检

测各水质指标, 以期及早发现并排除影响对虾生长的

不利因素, 减少损失。

2　透明度

透明度是反映虾池水质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虾

池一般以 30～40cm 为宜。这样既可保证池水中有足

够的浮游生物作为对虾的天然饵料, 又可防止有机物

过多使虾池水质变坏。

3　盐度

试验发现对虾可以在 2～46盐度的海水或咸淡水

中生存, 其最适生长盐度为 18～32 [4]。但盐度偏高( 35

以上)对它的生长不利,致使其生长缓慢, 而低盐度( 18

以下)对它的生长有促进(刺激它蜕壳)作用,但盐度过

低对虾也容易得病。因此,养殖过程中适当注入淡水有

利于对虾的生长。

4　化学需氧量( COD)

COD 是反映水质肥瘦和是否污染的主要指标, 是

了解虾池有机物多少的最简便手段。对虾池 COD 值与

换水量成反比, 与换水间隔时间成正比与苗种放养量

和虾的大小成正比[ 6]。虾池COD值的变化严重影响到

其他化学因子的相应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是引起 pH

值和 DO 的相应变化。对虾生长的适宜 COD值是 2. 0

～6. 9mg / L。COD值过高, 则溶解氧降低, 大量有机物

分解产生 CO2 和氨氮, pH 值下降, 抑制对虾生长。

COD 值过低, 营养盐类缺乏 ,饵料生物繁殖不好, 也会

影响对虾的生长。

5　pH值

pH 值反映有机污染程度和 CO 2的含量, 是水质

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白天, 虾池中浮游植物吸收 CO 2

进行光合作用使虾池 pH 值升高; 夜晚,虾池中的呼吸

作用积累 CO2, 则使 pH 值降低[1]。在人工养殖过程

中, pH 值最好控制在 7. 5～8. 6 之间。试验表明, 当 pH

值降到 7. 4～7. 6 时会造成对虾的蜕皮不正常, 心搏次

数减少一半[4]。pH 值升高到 9 以上时, 则会使水中氨

氮的含量随之急剧增加,分子 NH3所占比例增大, 造

成氨中毒现象。

6　溶解氧( DO)

虾池的 DO 值不能低于 3mg / L。DO 过低会引起

虾浮头导致死亡率增加以及增加氨的毒性。DO 与水

温、风浪关系很大 ,在高温和无风无浪的情况下, 氧很

难溶于水中。虾池的DO 值还与时间有关,白天由于浮

游植物的光合作用使 DO 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而夜

晚则由于虾池的各种生物的呼吸作用使 DO 值降低,

黎明达到最低点。所以养殖过程中要经常注意 DO 的

变化,发现 DO 过低要及时采取增氧措施。

7　三态氮

在虾池中氮是以硝酸盐,亚硝酸盐和氨氮 3 种形

式存在的,总称三态氮, 它们在水中可以相互转化。硝

酸盐一般认为无毒害作用,毒性主要来自于后两者。其

中氨氮的毒性又是主要的, 亚硝酸盐虽然影响对虾的

生长与带氧功能,但在虾池中浓度较氨氮低得多,对虾

体的影响也较小。

在养殖系统中氨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残饵经异

养细菌的氨化作用而来,另一个是养殖生物在异化代

谢过程中转氨和脱氨产生的[ 7]。虾池中氨氮以离子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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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铵和分子态的氨两种形式存在, 其毒性主要是由后

者引起的。这是因为分子氨有相当大的脂溶性, 能穿透

细胞膜毒害组织、虾池中氨的积累会增加虾的脱壳次

数、减少生长、增加耗氧并影响对虾的氨排泄系统。氨

氮的变化与温度、pH 值、DO, COD 等密切相关。当

COD 值升高时,有机物分解可产生大量的氨氮。当温

度和 pH 值升高时,分子氨占的比例增大。特别是 pH

值的升高将会大幅度增加分子氨的比例 ,如 pH 值从 8

升到 9 时,分子氨将增加 7 倍。较高的DO 值则有利于

氨氮向无毒的硝酸盐转化。

氨可被亚硝化细菌氧化成亚硝酸盐,继而由硝化

细菌转化为硝酸盐( Sharma et al , 1977)。因此在养殖

中适当地利用亚硝化和硝化细菌并提高 DO 可以降低

氨氮和亚硝酸盐的浓度而改善水质。

不同发育阶段的对虾对氨和亚硝酸盐的耐受力,

前者随年龄增加而降低, 后者则刚好相反[ 8]在养成期

分子氨氮的安全浓度大约为 0. 1mg / L 以下,而亚硝酸

盐则为 1mg / L 左右。因此在养殖过程中应根据对虾不

同发育阶段对水质的要求采取针对性的净化水质的措

施。

8　硫化物

硫化物在水体中以 S2- , HS- 和 H2S 3 种形式存

在, 其毒性主要来自 H2S。H2S 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

有机硫化物(如含硫氨基酸)经异养细菌作用而产生;

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底泥中硫酸盐还原的逸出物。在一

定条件下水体中硫化物与硫酸盐的量成正比。硫化物

生成的速度取决于有机质的含量、环境氧化还原电位

及硫酸盐还原菌的作用。H2S 含量受 DO 和 pH 值的影

响较大, 提高 DO 和 pH 值可使 H2S 在硫化物中所占

比例减小。

9　微生物

虾池中微生物一般都是水环境中的正常菌群成

员[ 9] , 它们是条件致病菌,其致病性取决于宿主的生理

状态及环境条件和其自身的数量[2]。虾池底质中细菌

数量和有机碳含量正相关, 水体中的细菌增长速率和

对虾的生长速率负相关。

10　结语

在虾池生态系统中, 各种因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

制约,一个因子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其他因子发生变化。

如我们可以通过测定 pH 值来估计 H2S 和 DO 的含量

是否达到危险的界限, 如果 pH 值, 特别是中、上层水

的 pH 值降到 7. 8 以下, 则预示着 H2S 和 DO 含量可

能超过了危险界限[3]。如果虾池中有机污染严重,微生

物大量繁殖,致使 COD升高, pH 值和 DO 降低, 氨氮、

亚硝酸盐、H2S 等大量产生, 再加上高温等不良因素,

就会对虾体产生不良影响。对虾长期生活在这种不良

环境中, 免疫水平下降, 对病原易感性增加,从而使流

行性疾病的暴发机率大大增加。

所以,在对虾养殖中弄懂对虾对水质的要求,摸清

当地水质情况,掌握虾池生态系统中诸因子的动态变

化规律并用以改良水质是养虾业取得成功的首要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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