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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科学管理 是对虾病害防治的极其

重要环节

虾池的生态环境对外来干扰自我调节能力小 稳

定性差 生态平衡是脆弱的 所以 要维持虾池的生态

平衡必须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管理 用化学!生物!

物理的手段来调控 给对虾池生态环境以 大保护 避

免病害的发生∀

 生态环境的监测与保护
盲目进水换水不能保持养殖水的稳定性 是养殖

失控的表现 必须根据水质测试结果 科学地管理水

质 在对虾养成期内应每天检测水温!溶解氧! !透

明度 定期检测盐度!化学耗氧量!生物耗氧量等水质

因子 及时掌握池内基础饵料组成!生物量变化和池底

硫化氢含量 以便能随时掌握任何对对虾生长不利的

因素 迅速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

 水色往往是养殖水好坏的标志
透明度一般在 ∗ 这种水色对养虾 理

想 尤其在幼苗期更佳 成活率较高 池水呈现绿色 淡

绿色 !翠绿或浓绿色是大量绿藻繁殖的结果∀ 绿藻能

吸收海水中的氨氮 净化水质 对虾生长快 这种水质

也较理想 虾池出现黄绿色 是绿藻为主 并含有多种

硅藻 水系稳定 对虾活力强!摄食佳 体色鲜艳 对虾

会生长良好 池水呈现黄色主要是由金黄色鞭毛藻形

成 溶解氧较低 能抑制对虾生长 易发生病害 必须尽

快采取措施迅速改善 虾池如呈现红色!粉红色或酱

色 主要是对虾密度超过虾池负载力及硅藻类大量死

亡引起的 如呈现土灰色和土黄色 主要是水含混浊物

多 这种水质会在短时间内改变 如果呈现清水色 透

明度大 可能是使用消毒剂!漂白粉等高含氯净水剂所

致 生态受到严重破坏 池底生长大量苔类 值偏

低∀

 必须做到科学投饵

准确地掌握虾苗数量做到准确的投饵是防治对虾

病害的重要环节 如不了解虾苗数量盲目投饵 投饵过

剩会使残饵增多破坏水质!底质 投喂不足会影响虾的

生长并有可能诱发疾病∀

 封闭式养殖对虾 应充分考虑到基础饵料

的情况 一般基础饵料丰富的池子 对虾体长在

以上才开始适当投喂些配合饵料 ∗ 投饵量约

占对虾体重的 ∗ 干重 ∗ 降到

∗ ∗ 可降低到 ∗ ∀应根据估

测的对虾尾数及平均体长 参考对虾投饵量表 计算出

实际投饵数量 试投饵后 根据对虾摄食情况再进一步

调节投饵量∀为提高饵料效率 给对虾投饵时应稍欠量

投 让虾有短时间的饥饿感 呈高活动状态 对虾/ 七!

八分饱0却得到/ 十分饱0的效果∀

 对虾幼虾期和成虾期 需要较多的蛋白质

和不饱和脂肪酸 必须投喂营养全面的优质配合饵料

变质鲜活饵料及质量差!易扩散!变质发霉的合成饵料

切忌投喂 必须做到勤投少投 多种饵料交替或混和投

喂 促进对虾摄食 加快对虾生长速度∀

 幼虾期可在虾池浅水区 设投饵

点 以满足对虾向池边寻食的习性 随对虾长大逐步向

深水区投喂 切忌投入环沟中以免污染底质环境∀投饵

好全池投喂 否则会出现虾体大小不均现象∀

 当对虾大量蜕皮!水温超过 ε 以上或

低于 ε !溶解氧低于 !氨氮含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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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风 级以上 !暴雨和寒潮侵袭时都应相应

减少投饵量∀

 养殖过程中的观测

 测水质 定期测试水质及生物组成变化

情况 及时发现异常 迅速采取措施 调控养殖环境 确

保对虾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观水色 水无异味 手指捻水无滑腻感

池冲击面无大量泡沫或泡沫消失快 水色呈淡绿色!浅

褐色!黄绿色为好水∀ 透明度应在 ∗ 如水偏

瘦 应及时再次肥水 如透明度较低浮游植物过盛 可

使用硫酸铜 ≅ 溶解后冲稀全池泼洒 杀死部

分藻类∀

 看池底 正常池底为原土色或褐色 当池

底变黑!发臭或青苔剥离漂浮 应采取紧急措施 使用

底质改良剂加以控制∀

 查投饵 每天检查饵料利用情况 切忌投

饵过量 尽量做到少投勤投 避免水质富营养化∀

 虾体观察  鳃部是否清洁 体表是否光

洁!晶亮!有无寄生物 虾壳是否有弹性 尾部是否饱

满 游泳是否正常 对刺激反应是否灵敏 手握时对虾

挣扎感是否有力等 每天进行记录∀

 量体长 定期测量对虾生长速度 以确定

投饵量及预测病害的发生∀

 对虾常见疾病的防治

 常见的对虾疾病
对虾的病害包括由物理!化学和营养因素引起的

非传染性疾病和由生物性因素引起的传染性疾病∀ 前

者包括温度及 值突然变化!养殖密度过高!能量辐

射!机械损伤!营养缺乏!毒物积聚和药物滥用等引发

的疾病 后者是指由病毒!细菌!真菌!原生动物!大型

寄生虫等引发的生物性致病∀

 对虾病菌性疾病 细菌可以通过对虾体

表!鳃!肠道或通过伤口而进入虾体 肠道是 主要的

侵入途径 通过摄食大量的细菌进入肠道内 使虾体随

时受到威胁∀ 细菌进入虾体经过几个过程 粘于虾

体的壁细胞 与虾体争夺微量元素 铁 迅速在

体内繁殖 进入血液的病菌病毒迅速繁殖 遍及整

个虾体 分泌外毒素渗入虾体血蓝蛋白使免疫细胞受

到损害 从而使对虾出现全身性感染∀常见的对虾病菌

性疾病有弧菌病!黑斑病!丝状细菌病!红腿病等 对虾

发病部位一般在内脏!肌肉及鳃部 出现变色!溃疡!囊

肿!萎缩或全身性的败血症状∀严重时对虾几十小时内

会大量死亡 危害性极大∀

 对虾病毒性病害 对虾病毒感染的病源

主要有 对虾杆状病毒!病毒性中肠腺坏死症病毒!传

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肝胰腺细小病毒感染

病毒∀传染途径主要是消化道 其次是海水中病毒通过

对虾的伤口进入虾体内造成感染 病毒在虾体内的数

量极少时 不能直接致死 病毒在体内潜伏数日之久

在对虾体质较弱!免疫力差!环境严重污染或受到各种

不利因素的影响 使体内病毒量增加到一定的数量时

才出现病状∀ 对虾发病时表现突然不摄饵 容易靠岸

活力减弱 鳃肿大!充满水状游体或空无一物 肝胰腺

呈现黄褐色 得病后则成乳黄色∀ 如果防治措施不当

一旦发病传染很快 在几天或更短的时间内会引起大

面积死亡 甚至绝产∀

 对虾附着纤毛虫病  对虾附着纤毛虫病

属对虾原生动物性疾病 以聚缩虫病 为常见 危害也

较明显 附着性原生动物的寄生位置都在虾体组织的

表面 仔虾期可在身体任何部分出现 成虾以鳃叶!附

肢和体表处为多见 其外观为一层黄腻状物 由于附着

不进入组织内部 轻度感染对虾类正常生活影响不大

但严重感染后 特别在鳃体遭到严重污染时 能阻碍呼

吸并引起死亡∀

 对虾营养缺乏病 常见的营养性疾病之

一是维生素 ≤ 缺乏症又称黑死病 其症状是对虾胃

壁 后肠壁 肝胰腺和鳃等各处表膜的下层组织 特别

是体节和附肢关节膜处黑死∀ 另一种营养性疾病是钙

磷代谢失调引起的对虾软壳综合症 病虾甲壳变软 脱

壳困难∀ 患营养不良性疾病的对虾活力弱!生长停滞!

肌肉消瘦!失去弹性!常常因蜕皮受阻或在蜕皮过程中

大量死亡∀

 对虾环境因素疾病 在温度较高!温度盐

度突然变化!养殖密度过大!溶解氧不足!水质污染!营

养不良及惊吓等养殖环境失控时 对虾蜕皮受到刺激

各种病害随时可能发生 常见的对虾环境因素疾病 有

对虾红腿病!肌肉坏死病和钩尾病等∀ 其主要症状如

下 患红腿症的病虾躯!肢体变红!肢体支撑无力!活动

能力减弱!拒食等 死亡率极高 患肌肉坏死病虾表现

急燥不安 在池内池边频频游动或突然静伏水底 虾体

腹肌变白失去透明度 严重时全身肌肉坏死 串钩尾病

虾腹部勾曲!僵硬!各关节不能自由屈伸 严重时呈抱

尾状 在水中侧卧或贴底作弧圈状横游 并拌有腹肌变

白现象∀

 对虾病菌病毒等病害的防治

 正确的选择!合理的应用药物  多年来

在养殖业中常用的化学消毒剂 高锰酸钾!漂白粉!生

海洋科学



石灰!硫酸铜等 !抗生素 氯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 !

抗菌素 呋喃类!磺胺类!喹琳类等 !抗病毒药 病毒

清!干扰素等 及中草药 大蒜!黄连!穿心莲!大黄!五

倍子等 在虾病的防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 一些高效!广谱防治虾病的新药 如/ 鱼虾救

星0!/ 水病毒消毒剂0!/ 大虾新宝0等药物又不断问世

并已通过实践证明对对虾病菌病毒等病害有着明显防

治效果∀因此 在虾病的防治中 除掌握彻底清池!基础

饵料的繁殖!稳定养殖池的生态环境!虾苗的选择和放

养及养殖的科学管理等重要环节外 还必须注意使用

一些高效广谱防治虾病新药∀

 防治虾病重中之重在于防  在较好的养

殖环境中 虽然有许多病原体存在 但对虾仍生长良

好 因正常的对虾体内存在着多种抗病因子 它有三道

防线来保护自已 虾壳和粘膜不仅能够阻挡病原体

侵入虾体 而且它们的分泌物还有杀菌作用∀ 体液

因子中的杀菌物质和血液细胞的吞噬细胞∀ 免疫器

官和免疫细胞 主要是淋巴细胞 ∀ 当病原体进入虾体

刺激淋巴细胞 淋巴细胞就产生一种抵抗该病原体的

特殊蛋白质∀ 它通过多种方式 终将该病原体 如病

毒!病菌等病原体 消灭∀ 如果对虾免疫力下降致使病

菌侵入并感染 虾病就会暴发起来∀为提高对虾免疫能

力 提高对虾对病害的抵抗力 从幼虾期就开始投喂药

物饵料 用药饵来激发虾体的防病能力和活力 促进机

体代谢能力 增强主动免疫力预防对虾病害的发生 但

药饵不能彻底杀灭在环境中生存的病毒病菌 不能完

全阻断疾病继续传播∀因此 必须在投喂药饵杀灭病虾

体内致病菌同时 采用水质保护剂保护养殖环境 切断

疾病传染途径 两者结合进行方可奏效∀

 养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防止自然灾

害的应急对策

实践证明 养殖生态环境的突然变化和恶化是导

致对虾病毒!病菌性流行病的外部诱发因素∀要真正做

到防止自然灾害对养殖对虾的影响 必须在整个养殖

过程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

自然环境的改变影响和打破了原有生态系统的平

衡 形成破坏性的波动或恶性循环 影响程度不同受害

程度亦不同 轻时是可以恢复自我平衡的 而严重时

维持平衡是很困难的∀养殖环境一旦受到损害 应及时

进行恢复 所采用的恢复措施 必须符合生态学规律!

新养殖模式 采用化学!物理!生物工程等技术手段 进

行调控∀如果人工调节作用起到显著作用时 则生态环

境在短期内会恢复平衡 得到较好的效果∀

对虾养殖病害综合防治是一套系统工程 科学养

殖!综合防治必须贯彻始终才能奏效∀ 但不可死搬硬

套 技术人员要全面熟练地掌握操作方法 并根据养殖

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 灵活运用∀ 要注意

观察发现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完善适宜本地区!本单

位对虾养殖病毒病害综合防治技术和新的养虾模式∀

罗氏沼虾越冬!育苗的技术探讨
ΤΕΧΗΝΙΘΥΕΣ ΟΦ Ος ΕΡ ΨΕΑΡ ΙΝΓ ΑΝ∆ Γ Ρ ΟΩ ΣΕΕ∆ΛΙΝΓ Σ ΙΝ

ΠΟΝ∆ ΟΦ Μαχροβραχηιυµ ροσενβεργ ιι

庄惠沛  袁合侠

江苏省赣榆县水产养殖场

α  我场于 年至今年进行了罗氏沼虾大面积全

人工养殖生产实验 连续 生产稳定 效益较好∀

 越冬

 亲虾的选择
一般在 月上!中旬收集本场养殖的成虾进行越

冬培育∀α 以个体大! 冬龄∗ 冬龄 产卵次数不超过

两次为佳 以中等个体的黄螯虾为佳∀ 在选择

时要注意体表清洁!无病伤!附肢完整 α 比例以

Β 为佳∀

 亲虾越冬
亲虾在淡水中越冬 水深 左右 越冬室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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