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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以 年 ∗ 月日本对虾养殖试验池的生态

环境调查资料 对虾池底泥间隙水中铵氮的分布特征

及其与 ≤ ⁄ ∞ 关系和对日本对虾养殖的影响进行

了探讨∀

 材料与方法

 样品采集
每隔 到厦门市集美区东屿虾场 号池 用钢

管采泥器采集底泥柱状样品 在 ∗ 内运回实验

室 用 ÷ 2 型 离心机离心 离心液经

Λ 滤膜过滤后 立即测定∀

 分析方法
铵氮用次溴酸盐氧化2重氮偶氮分光光度法 硝酸

氮!亚硝酸氮!化学耗氧量和氧化还原电位均用5海洋

调查规范6中的方法∀

 虾池概况
虾池概况及其物理!化学特性为面积 亩 平均

深度 底质类型泥沙 放养密度 尾 亩 水

温 ∗ ε 盐度 ∗ 透明度 ∗

∗ ⁄ ∗ ∀

 结果与讨论

 虾池底泥间隙水中铵氮的分布
不同区域的分布 在虾池底泥间隙水中铵氮的分

布 进水口最高 浓度范围为 ∗ 中央沟

次之 浓度范围为 ∗ 出水口最低 浓

度范围为 ∗ ∀

不同养殖时间的分布及垂直分布分别见图 !图

∀

 虾池底泥间隙水中铵氮与 ≤ ⁄ ∞ 的关

系

 铵氮与 ≤ ⁄ 的关系  底泥间隙水中

≤ ⁄ 可用来衡量间隙水中的有机质及还原物质含量

的多寡∀ 底泥中的有机质是细菌繁殖所需的能源和碳

源∀在还原状态下 厌氧菌分解有机质所产生的溶解氮

主要是铵氮∀ 因此底泥间隙水中 ≤ ⁄ 含量愈高 有机

质含量也愈高 有机质被厌氧菌分解产生的铵氮含量

就相应增加 二者呈正相关∀这种相关性在中央沟底泥

间隙水中尤为显著 在进水口和出水口的底泥间隙水

图  底泥间隙水中的铵氮浓度在养殖进程中的分

布

ƒ  ∂ 2

∏ ∏ ∏

进水口 中央沟 出水口

中可能常受水流进出扰动的影响则不如前者显著∀

 铵氮与 ∞ 关系  氧化还原电位 ∞ 是

虾池底部有机污染程度的指标∀ 底泥中 ∞ 越低 表明

底泥的还原程度越大 底泥中有机质含量就越多 为异

养菌繁殖所提供的能源和碳源就越丰富 有机质被厌

养菌分解产生的铵氮在底泥间隙水中的含量便相应增

多 二者呈负相关∀ 中央沟底泥表层 ∞

≤ ν ρ Π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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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显著∀ 由此可知 ∞ 可作衡量底泥间隙水中有机

质和铵氮含量及底泥的氧化还原程度的一种指标∀

图  虾池底泥间隙水中 2 浓度的垂直分布

ƒ  ∂ ∏ 2 2

放养时 天 ≤ 天

 底泥间隙水中的铵氮对日本对虾养殖的

影响
日本对虾从幼虾开始就有潜沙的习性 并随着个

体成长日益显著∀通常其背部埋在沙下 处∀在光

照强度超过 ¬和水温低于 ε 时 对虾大多

数停止活动而潜伏起来≈ 闽南地区日本对虾养殖季

节一般在秋末冬季至翌年春季 由于该时期水温较低

浮浮植物繁殖缓慢 池水的透明度较高 一般在 ∗

日本对虾大多白天潜伏 夜晚出来活动摄食

因而在整个养殖周期潜沙时间较长∀由此 底泥间隙水

中铵氮浓度过高 对日本对虾的生长率和成活率影响

很大∀铵氮中危害对虾的主要是非离子氨 在底

泥间隙水中非离子氨占总氨的比例大多取决于间隙水

的 值和水温∀在碱性底泥中 非离子氨占总氨的比

例较大且随水温的升高而增长数倍 若底泥为酸性时

离子氨 占总氨的比例较大 但底泥中硫化氢的

含量较高 非离子氨和硫化氢协同作用的毒性可提高
≈ ∀闽南地区几个虾场的虾池底泥间隙水中铵氮

浓度都较高 东屿虾场 号! 号池分别为 ∗

∗ 东坂虾场 号! 号池分别

为 ∗ ∗ 江口虾场

号! 号池分别为 ∗ ∗

∀ 在养殖中后期 铵氮浓度均会上升至

以上∀各池底泥间隙水中 值的范围为 ∗

在水温高于 ε 时 非离子氨浓度便会高出对虾养殖

安全浓度 的数 倍 养殖对虾不仅鳃丝

上皮遭到破坏 鳃丝肿胀!脱落 而且会抑制对虾体内

钠离子的调节和阻碍氨的排泄∀ 尚会刺激对虾的中枢

神经 因其有较强的渗透性而透过组织深部损害肝胰

组织≈ 诱发对虾病毒性疾病∀ 2≤ ∏≤ 报道

日本对虾 ? Τ ε 置

于总氨氮为 的水体中饲养 和 其死

亡率分别为 和 其体长增长率分别减少

和 体重增长率分别减少 和

∀并得出饲养 的非离子氨最大容许毒性浓

度为小于 ≈ ∀由此表明 高浓度的铵氮明显

影响对虾的生长率和成活率∀ 虽然日本对虾对有机污

染较重的区具有/ 回避0的习性 且随对虾的成长对铵

氮的耐受性较强 但随着养殖进程 大量的对虾的残

饵!排泄物及动植物残体沉降于池底 虾池底部受到大

面积污染时 对虾因无合适的区域可栖息 危害是十分

严重的∀因此 在日本对虾养殖时 除虾池底土翻耕!曝

晒 彻底清淤!消毒外 在虾池底部铺上 ∗ 的一

层新砂 以创造良好的底质环境 在养殖中后期 施放

∗ 次 2 型虾池水质改良剂 降解底泥中的氨

氮!硫化氢等有毒物质 以改良虾池底质环境 这对于

减少日本对虾的病害 提高其生长率和成活率极其有

益∀

 结语

 虾池底泥间隙水中的铵氮浓度随养殖进程

呈上升之势 主要受控于对虾的残饵!排泄物及动植物

残体和吸附了铵氮的悬浮颗粒在虾池底部的沉降量的

多寡∀水源需经滩涂地的虾池 其底泥间隙水中铵氮浓

度的分布 进水口 中央沟 出水口 这与水源携有大

量的吸附了铵氮的悬浮颗粒和对虾排泄物!残饵等有

机质在虾池各区域的沉降量不同密切相关∀ 底泥间隙

水中铵氮的垂直分布 层 层 层

至养殖中后期 各层的铵氮浓度呈渐近之势∀这可能是

底泥间隙水中的铵氮往上覆水扩散的速度较慢而导致

积累之故∀

 底泥隙水中的铵氮含量与 ≤ ⁄ 呈正相关

相关显著性 中央沟 进水口 排水口∀这可能与虾池

进排水的影响有关∀

 底泥间隙水中的铵氮含量与 ∞ 呈显著负

相关 因而 ∞ 可作指示虾池底泥有机污染和铵氮含

量高低的一个指标∀

 底泥表层间隙水中高浓度的铵氮对日本对

虾养殖有明显的影响∀ 因此 在日本对虾养殖时 虾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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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铺上一层 ∗ 的新砂 在养殖中后期 施

放 ∗ 次 2 型虾池水质改良剂 以利于保持虾

池良好的底质环境 减少对虾疾病 提高其生长率和成

活率∀

表 1 底泥间隙水中铵氮和 ΧΟ∆ 的相关性

Ταβ 1 Τηε ρελατιον οφ Νη4−Ν χονχεντρατιον ωιτη ΧΟ∆ ιν τηε ιντεριστιαλωατερ οφ σηριµ π πονδ

站位 相关方程 ν ρ 显著性

进水口 ≤ 2 ≤ ≤ ⁄ Π

中央沟 ≤ 2 ≤ ≤ ⁄ Π

出水口 ≤ 2 ≤ ≤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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