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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坊子区养殖水质改良剂厂

日照市石臼西江育苗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和潍坊市坊

子区养殖水质改良剂厂研制生产的水质改良剂 以下

简称水质改良剂 具有降低养殖环境氨氮!硫化氢等有

害物质含量 增加养殖池溶解氧含量 降低水体化学耗

氧量 控制有害细菌繁殖等作用∀ 该产品以天然沸石

添加其他有效成分配制而成∀

表 1 水质改良剂抑菌试验结果

药物浓度

克氏耶尔森菌

坎普氏弧菌

克氏耶尔森菌

坎普氏弧菌

注 菌生长多 菌生长较多 菌未生长∀

 实验结果

 水质改良剂抑菌效果试验
在海水环境条件下 药物浓度在 时 对

坎普氏弧菌有抑制作用 超过 有杀灭作用∀

当水质改良剂使用浓度为

时 海水中细菌数量分别为 ≅ ≅

≅ ≅ ≅ 个 ∀

 水质改良剂最小抑菌浓度及最小杀菌浓

度的测定结果
在海!淡水不同环境条件下 水质改良剂对坎普

氏弧菌!克氏耶尔森菌最小抑菌浓度及最小杀菌浓度

均为 ≅ ∀

 水质改良剂降低 ≤ ⁄ 试验结果
水质改良剂能有效地降低养殖水体的 ≤ ⁄ 含量∀

当使用水质改良剂浓度为 时 海水

中的 ≤ ⁄ 含量分别为 ∀

 水质改良剂增氧效果
水质改良剂能够长时间维持养殖水体较高溶解氧

含量 且增氧效果明显 见表 ∀

表 2  水质改良剂增氧效果

时间 月 日 海水 淡水 备 注

使用前

使用后

使用后
Ξ

 水质改良剂在对虾养殖中应用

 年红岛养殖池面积为 亩 月

日放养体长 ∗ 中国对虾虾苗 尾 试验

池 号! 号池每隔 ∗ 使用 次水质改良剂 到

月 日未见对虾发病 因周围虾池已发病出池 无法

继续养殖 迫不得已出池收虾∀ 各池产量见表 ∀

 年日照养殖池面积为 亩 对照池

面积 亩 月 日放养体长 虾苗 两池对虾

养殖结果见表 ∀对照池 月 日开始发病 对虾陆续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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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4 年红岛对虾养殖结果

池 号 对照池

发病时间 月 日

成活率

亩产量

尾数

 ∗ 年在即墨对虾养殖池面积

亩 其中对照池面积 亩∀ 两年试验池平均亩产

成活率 对照池平均亩产 成

活率 见表 表 ∀

表 4  1995 年日照对虾养殖结果

池 号 试验池 对照池

发病时间 月 日

成活率

亩产量

尾数

表 5 1994 年即墨对虾养殖结果

池 别 面积 亩放苗量 成活率 总产量 亩产量 平均体长

亩 ≅ 尾

试验池

试验池

对照池

表 6 1995 年即墨对虾养殖结果

池 别 面积 亩放苗量 成活率 总产量 亩产量 平均体长

亩 ≅ 尾

试验池

试验池

对照池

表 7 西庄斜发沸石矿物微量元素成分含量 ≅

元素 ≥ °

含量

元素 ≤ ∂ ≤ ≤∏

含量

 水质改良剂主要原料沸石成分分析
经测试 西庄斜发沸石矿主要成分 斜发沸石

! 石英 !长石 云母

∀ 表 !表 为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成分分析∀

表 8 西庄斜发沸石矿物稀土元素成分含量 ≅

元素 ≤ ° ≥ ∞∏

含量

元素 × ⁄ ∞ ≠ ∏ ≠ ≥

含量

 讨论

 沸石具有吸附!离子交换和催化作用 天然

沸石在畜牧业用作饲料添加剂 提供微量元素 能促

进生长 提高产量 ∗ ∀ 在水产养殖中 天然

沸石也广泛应用 美国利用沸石作为大麻哈鱼! 鳟鱼

养殖循环水过滤系统 沸石能除去 ∗
≈ ∗ ∀黄海水产研究所 ∗ 年将沸石用于

对虾养殖 平均亩产增加 对虾体长增大

发病率下降 在对虾育苗中使用 使 下

降 ∗ 出苗率提高 ∗ 尾

∀

 由于近年水产养殖病害越来越严重 需进行

综合防治∀ 水质改良剂是在天然沸石的基础上增加其

他化学成分 同时有增氧!抑菌效果 更适合于在水产

养殖中使用∀ 同时 水质改良剂具有副作用少!安全的

特点 可在海!淡水养殖生产中使用∀ 综合药效试验结

果推荐生产中使用量 预防用量 治疗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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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池单胞藻密度及方法

目前 布池的单胞藻一般采用硅藻类中的三角褐

枝藻及小新月菱形藻∀三角褐枝藻属低温种类 培育河

蟹早期苗时其最适生长水温为 ε ∗ ε 而小新

月菱形藻相对来说属于高温种类 它的适宜生长水温

为 ε ∗ ε 适于培养河蟹晚期苗∀布池单胞藻的

适宜密度一般在 ∗ 个 且应在河蟹

幼体布池前 天接种 接种的饵料必须是处于指数生

长期的∀另外 接种时尽量使单胞藻培养池的水温与幼

体培育池的水温接近∀ 笔者有一条失败经验仅供大家

参考 由于幼体布池前 准备工作不充分 边往培育池

加单胞藻边布池孵化 当时单胞藻池的水温为 ε 左

右 而培育池的水温为 ε ∀ 这样由于环境条件的突

然改变 而致使单胞藻大部分下沉死亡 污染池水 导

致布池的第 天幼体便开始死亡∀ 布池时幼体量为

≅ 只 而出池时大眼幼体约为 ≅ 只 成活率

仅为 第二批苗提前 天接种同样的藻种 且

接种时单胞藻池的水温基本接近于

培育池水温 布池苗量为 ≅ 只左右 而出苗约为

≅ 只 成活率为 ∀另外 在培育池接种单胞

藻时 加氮肥 ≅ ∗ ≅ 磷肥 ≅ ∀

 饵料的合理搭配及利用

合理的饵料搭配 使河蟹幼体摄食的营养成分全

面 这样可使苗壮 各期间顺利蜕皮变态∀ 河蟹幼体的

开口饵料是单胞藻∀ 蚤 的第 天便可适当投喂少许

轮虫 一般 ∗ 个 蚤 变态蚤 之前 还可少量

投喂挂钟的卤虫无节幼体∀蚤 前期主要以轮虫 ∗

个 卤虫无节幼体 ∗ 个 为主 蛋黄 ≅

每天分 次投喂 为辅 还要补充一部分单胞藻∀如硅

藻!扁藻!小球藻等∀ 蚤 后期主要以卤虫无节幼体

∗ 个 !轮虫 ∗ 个 为主 蛋黄为辅∀ 此期每

次投喂之前必须检查培育池中残饵量 以免造成人工

饵料及卤虫无节幼体剩余过多而恶化环境∀在此 笔者

亦有一条失败的教训 由于蚤 初期造成投喂的卤虫

无节幼体过多而致使环境恶化 幼体成活率下降 且由

于卤虫生长过快又过剩 致使出池时大眼幼体与卤虫

成体混在一起 且无法分离 导致运输成活率降低甚至

无法销售∀ 蚤 期以卤虫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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