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个稚鲍的平均壳长为 而紫球藻

组的稚鲍直至 月 日 水温 ε 才全

部死亡 此时 个稚鲍的平均壳长为

∀ 经 τ检验表明 两者在壳长之间无显著差异 τ

τ ν Π ∀ 由上述可

见 尽管紫球藻组的稚鲍成活时间能延长 其原因

待查外 在高温下稚鲍生长缓慢或不生长的结论是比

较明确的∀ 本试验中的鲍幼体生长速度比正常的鲍苗

生产慢≈ 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水温太高 因为鲍苗生

产的适宜水温为 ∗ ε ≈ 换水量少 鲍苗生产一

般均采用长流水法≈ 而不是饵料问题引起的∀

紫球藻属浮游种类 只是在培养过程中有一部分

藻细胞附着到容器底部和四壁 大部分藻细胞仍呈浮

游状态∀所以在藻种的扩大培养中 可以充分利用容器

和立体空间 在波纹板附藻时 当一批波纹板附着完成

取出利用后 接着就又可投放下一批波纹板∀所以紫球

藻在培养工艺上要比底栖硅藻简单!方便 有其一定的

优势∀ 因而认为 在进一步扩大试验后 完全可以在鲍

苗生产中逐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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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如才等 ∀ 海水贝类养殖学∀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

社 ∗ ∀

对虾病毒病害综合防治系统工程
ΤΗΕ ΣΨΣΤΕΜ ΠΡ ΟϑΕΧΤ ΤΟ ΠΡ Ες ΕΝΤ ΑΝ∆ ΧΟΝΤΡ ΟΛ ς ΙΡ ΥΣ ∆ΙΣ−
ΕΑΣΕΣ ΟΦ ΠΡ ΑΩ Ν

陆家平  王洪发  张淑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α  为解决对虾病害综合防治这一大课题 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青岛鱼虾病害研究防治中心进行了近

年的研究!实验 完善了/ 对虾病毒病害综合防治系

统工程0技术∀ 该技术的先进性在于依据遗传基因!虾

体免疫!病毒病源传播渠道!药物防治等方面的基础理

论研究 把对虾养殖过程中的清池!消毒!纳水!池内生

物饵料的培养与肥水!养殖水体水质环境调控!苗种选

择!合成饵料营养!防治病害药物的选择与使用!养殖

生产管理等各个生产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范化∀

 清池切断池底病源菌的传播途径

 养殖池不清池或清池不彻底对对虾养殖

的危害
含氮有机物无论在亚硝化细菌的作用下进行好氧

分解 或是在硝化细菌的作用下进行厌氧分解 两者的

最终产物都是氨∀ 虾在缺氧而氨浓度增高的情况下易

发生病害∀

池底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是细菌繁殖的天然

培养基 淤泥中存在着许多寄生虫及致病微生物 是携

带病毒的微生物大量复制繁殖的基地 池底细菌可能

是病毒的第一宿主 通过食物链的传递作用使其他生

物受到感染 在池底大量有毒物和病原菌剧增 是引起

养殖期对虾细菌性!病毒性病害的主要祸根∀

 清池的方法
彻底清除池底表层 ∗ 的污泥 将各种有

机物与污泥搬至池外 投饵多的地方及虾池死角要进

行重点清理∀ 池底积水不能排干!无法清淤的虾池 可

使用吸泥浆机 将沉积在池底的淤泥连同污水一同抽

出去∀

清池后 必须进行池内无水消毒 可采用生石灰

∗ 亩消毒 把块石灰磨成粉状 在全池均匀

洒开 改变过去用灰泥的办法∀ 干粉遇湿水解 熟化后

能释放出大量热能 有较强的杀菌能力和吸附能力 并

能调节海水 值∀清池确实有困难的可带水消毒 将

池塘进水 ∗ 晴朗天气顺风施生石灰粉 ∗

亩∀边撒药边搅动 使药物与池水均匀混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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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注意使池内死角!坑洼处和蟹洞内与药物充分接触∀

无论无水或带水采用生石灰消毒后 必须冲刷池子

∗ 次∀

 纳水的方法及其药物处理
目前提倡全封闭或半封闭养虾 所以首次纳入的

养殖水质好坏又是养殖成败的决定因素 养好一池虾

首先养好一池水∀为了科学管理 必须对养殖水的理化

因子及生物指数 水温!盐度! 值!透明度!溶解氧!

氨氮!硫化氢!化学耗氧量!生物耗氧量等进行严格测

试 只有纳入合格的海水才能为确保养殖池小环境的

稳定打下良好的基础∀

首次纳水的方法及药物处理 清池后 用生石灰消

毒并经过 ∗ 次的冲刷后的池子可纳入养殖水 纳水

前先装好 目过滤网 以阻止某些带病菌病毒的桡足

类!小型甲壳类动物等进入虾池 减少对虾感染病毒的

机会∀先纳 ∗ 海水 充分利用光照促使底栖和

浮游生物饵料迅速生长∀ ∗ 后二次纳水到 ∗

这时可施/ 鱼虾救星0 ∗ 亩 清除水体中的

病菌病毒和有害物质 隔日再使用/ 水病毒消毒剂0

∗ 亩 清除水中的各种活病毒∀

 造就稳定的养殖池内小环境

首先通过施肥进行肥水 提早繁殖基础饵料生物

使池内浮游生物和底栖类生物性饵料迅速繁殖 及时

形成食物链 并保持好的水色∀ 虾池基础饵料的好坏

可直接影响到对虾前期的生长与病害的防治 是造就

稳定的养殖环境 降低养虾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

施化学肥料进行肥水应立足使有益藻类快速繁

殖 不同单胞藻类的繁殖速度与氮!磷比例密切相关

如氮!磷之比为 Β 时能促进硅藻类的大量繁殖 而

Β 时则能促进鞭毛藻类 包括有毒裸甲藻 的繁殖∀

为防止有毒藻类的生长 磷的用量不宜过大∀

当水深 水温 ∗ ε 时 每亩施海水植物

生长素 ∗ ∀海水植物生长素能促使藻类快速

繁殖 不会因光合作用而出现碳源不足 不仅能维护二

氧化碳循环系统 又含有构成藻体有机物的主要元素

使单胞藻快速繁殖成为生物饵料中心 通过食物链加

速各种基础饵料生物迅速生长发育 另外对防止虾池

水环境质量迅速下降 也会起一定的缓冲作用∀

同时也可每亩水体施光合细菌 ≅ ∗

∀ 光合细菌能在不同情况下采用不同形式进行代谢

活动 既可以利用供氢体和碳源固定氮素 为卤虫等饵

料生物提供营养 又可利用铵盐和氨作为氮源净化水

质∀光合细菌的营养价值很高 还可以通过虾的鳃叶直

接渗透入体内补充营养 并且有改善虾色和增强机体

抗病的能力∀ 光合细菌在养殖池生态系中不仅提供了

营养丰富的饵料 极利于幼虾的快速发育和生长 而且

还能净化水质 有效降低虾池氨氮含量 改善虾池生态

环境 减少发病率 提高单产∀

 防止苗种带病菌病毒的传染

首先要选用优良的虾苗 有好苗才能养好虾∀尽量

选以海捕亲虾育的虾苗 养殖亲虾往往带有病菌病毒

及病源体 传染给育出的虾苗 虾苗免疫力受到一定影

响 使之体弱抗病能力差 引起死亡∀ 也要避免使用高

温及药物保驾培育出的高产!早产和虚弱的营养不良

的虾苗∀高温加滥用抗生素育苗 虽能保持虾苗短暂的

高存活率 亦可能在短期内生长良好 但在后续的养成

期会发生死亡率高或者成长迟缓 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能力及对病害的抵抗力减弱∀ 特别是用甲醛!孔雀绿!

有机铜!甲基蓝!硫酸铜!高锰酸钾等刺激性药物育出

的苗 抗病能力很差∀

虾苗的挑选要把好规格!重量!活动!体色和活力

五关∀

放苗时水质的好坏 是提高虾苗成活率的关键因

素 虾苗投放到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中对整个养殖过

程十分重要 必须从初期做起∀ 虾苗入池前 必须进行

环境监测 当池水温度高于 ε 盐度 ∗ 值

∗ 透明度 ∗ 水色为淡褐色!黄褐色

或黄绿色时才能放苗∀

对虾是一种变温动物 体温与环境的温度密切相

关 一定在适温范围内放苗 当育苗水和养殖水的温度

差大于 ε 就会严重影响它的新陈代谢 降低成活率∀

因此 放苗时应采取积极措施尽量缩小养殖水与育苗

水的温度!盐度和 等水质指标的差异∀

苗种放养密度要适当 虾池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度

的 当放养密度过大时 会使虾池超负荷 生态失去平

衡 致使对虾生长慢!规格小 易引发虾病∀同时密度过

大势必造成投饵量大 对虾本身的排泄物及残饵的积

累增加 容易引起缺氧和污染池底及水质∀

有条件时采用虾苗中间培育 虾苗中间培育的优

点 可以选优汰劣 水质容易控制 也利于集中投饵

管理 方便中!后期管理 存活率相对稳定 可以准

确地控制投饵 有利于养成池内基础生物饵料的繁

殖生长 养成期缩短 减轻养虾池内有机污染的压

力∀

虾苗最好用 ≅ ∗ ≅ / 鱼虾救星0!

≅ ∗ ≅ 水病毒消毒剂混合药浴

海洋科学



后再入池∀放苗前利用药物进行浸泡消毒 可消除虾体

病源微生物 杀死寄生在虾鳃和体表上的寄生虫和病

菌 从而预防各种虾病的发生∀必须严格把关不放患有

病菌!病毒的虾苗入池∀

 扶正压邪 高营养健康养虾

在对虾养殖的早期可以池内基础饵料为主 虾体

体长在 前可不投饵或少投饵∀养殖中期对虾的摄

食量加大 池内基础饵料明显减少 应改投喂配合饵料

为主∀养殖后期可增加投喂一些经药物浸泡!消毒的鲜

活饵料以加快对虾的生长速度∀ 基础饵料生物发育好

的虾池内 人工配合饵料的用量就可以大大减少 不但

可降低成本而且还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

优质配合饵料含有对虾生长所需要的一切营养

如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 这些物质

的合理供给可满足对虾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 并可利

用对虾的生理特点 发挥某些优势 克制易引发疾病的

薄弱环节 以正压邪提高对虾机体活力∀配合饵料内还

可添加柠檬酸!适量海带粉及大蒜粉 汁 等饵料添加

剂 以提高饵料的高营养性及适口性 调节对虾代谢

加速饵料转化 提高对虾营养成分的利用 又能起到防

病治病的目的∀ 另外 配合饵料清洁卫生 不含病毒病

菌 质量稳定 贮运和投放都比较方便 克服了天然饵

料的一些弊端∀所以合理科学投喂优质配合饵料 既能

满足对虾的各种营养需要 又避免了病菌病毒的传播∀

斑节对虾半封闭式养殖技术
ΤΕΧΗΝΙΘΥΕ ΦΟΡ ΣΕΜΙ−ΧΛΟΣΕ∆ ΧΥΛΤΙς ΑΤΙΟΝ ΟΦ Πεναυεσ µ ον2
οδον

苏国成  张跃平  陈 然  陈水土  杜庆红  李福东

福建海洋研究所 厦门

α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年 月 日∗ 月 日在连江大官

坂垦区 区 排 号 排 号 排 号

池 进行∀

经过滤进水对浮游植物进行培养 在养殖水环境

管理中 对养殖池环境因子进行测定 饵料投喂量参照

文献≈ 根据实际气候条件做适当调整∀

 结果

养殖结果如表 所示∀ 养殖过程水环境因子变化

特点如图 所示∀ 池中浮游植物数量变化见图 ∀

从试验结果看 半封闭式养殖模式具有下列特点

养殖池需轮养和彻底消毒∀

本课题组经过几年工作实践及考察 目对

于过滤桡足类!甲壳类等浮游动物的饵料生物效果不

明显 特别是对过滤脊尾白虾卵!糠虾卵没有效果∀ 实

验证明 采用 目以上网目才能有效过滤∀ 如图 所

示 试验池养殖前期浮游植物数高 透明度亦高 表明

了试验池的良好过滤效果∀

须保持养殖水环境的稳定∀

表 1  1995 年大官坂垦区斑节对虾养殖结果

池号 面积 放苗时间 放苗量 发病时间 收成

亩 月 日 ≅ 月 日

五区

五区 ∗

七区 无

九区

九区

九区

虎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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