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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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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顶部均用黑塑料布遮光以防直射光 水泥池中用竹

帘作隐蔽物 面积约占水泥池面积的 密度为

尾 ∗ 尾 间歇充气以保证溶氧量 水温控制

在 ε 左右 每日投饵 ∗ 次 饵料种类有钩虾!沙

蚕!杂鱼!四角蛤肉!颗粒饲料!蚕蛹等 日投饵量为亲

虾体重的 左右 投饵前选捞出残饵 并据残饵多少

调整投饵量 隔日吸污一次 每周换水一次 ∗

在整个越冬过程中定期用呋喃类药或漂白粉进行预

防∀

 ∗ 年罗氏沼虾人工越冬情况
见表 ∀

表 1 1993∗ 1995 年罗氏沼虾人工越冬情况

时间 亲虾入越冬池时间 亲虾入池数量 亲虾越冬结束日期 亲虾越冬成活数量 亲虾越冬成活率

年 月 日 尾 年 月 日 尾

∗

∗

∗

 育苗

 水源及供水系统
育苗用水采用青口盐场蓄水库的天然海水 于冬

季储入沉淀池备用∀育苗时经过以下过程处理 沉淀池

ψ 沙过滤ψ 预热池ψ 育苗池∀

 强化培育

一般在 月下旬左右开始对亲虾进行强化培育

方法是将水温逐渐升至 ε ∗ ε 加大投饵量 增

加新鲜适口的动物性饵料的投喂 使每日略有剩余 增

加换水次数 加大换水量 保证充气时间 α 并池 并

池后放养密度不高于越冬密度∀ 并池后大约 即有

大量虾交配产卵 ∗ 挑选一次抱卵虾 分别置于标

明相应日期的网箱进行孵化∀

 育苗期管理

 孵化 淡水孵化 水温 ε 左右 连续充

气以增氧 ∗ 换水一次 ∗ 每 网箱放抱

卵虾 尾左右 并用黑布遮光 投喂新鲜适口动物性

饵料 少量多次 且及时清除残饵∀

 采苗  孵化培育 左右 当卵子的颜

色变为浅灰色时 再将抱卵虾放入采苗网箱 至抱卵

左右时即可孵化出幼体∀ 一般同池幼体的日龄差

不超过 每 水体采苗 ∗ 尾 幼体

达到要求的密度后 即将亲虾移出 未产完的入另一采

苗池继续采苗 产空的亲虾放回亲虾池培养待供再次

产卵之用∀ 采苗池为海水 采苗水温与孵化水温相同

采苗水深 ∗ ∀

 水质管理  理化因子  适水温为

ε ∗ ε 育苗后期可升至 ε ∗ ε 育苗用

水盐度波动于 ∗ 之间 除盐度波动幅度超过 需

调节预热水盐度外 其余一般都用自然盐度 经过沙

滤 水的 值一般在 ∗ 之间 光线不能太强

特别不能有直射光 定期测定 2 等理化指标∀

水质管理 由于抱卵虾提前入采苗池 故在幼体要孵

出时应彻底换水一次 并在产卵虾移出后吸污一次∀若

采苗后幼体密度较小 初期可以添加水为主 中后期再

逐渐增大换水量 若开始幼体密度较大 等产卵虾移出

后一次将水加满∀随着幼体的生长发育 结合移池逐步

加大换水量∀培育至 期后移池一次 密度偏大的可于

此时分池 在开始出现仔虾时进行第二次移池∀每日吸

污 ∗ 次 吸污时先停气 每次时间不宜过长∀

结合移池!分池!换水定期施土霉素呋喃类药 以

进行幼体疾病的预防∀

 幼体的饵料及投喂  幼体孵出后第 天

∗ 期 投喂刚孵出的卤虫无节幼体 代用饵料为蛋黄

∗ 目 ∗ 期 主要为卤虫无节幼体 可加

喂少量蒸蛋 ∗ 目 期后卤虫无节幼体与蒸蛋

交替投喂 蒸蛋用 ∗ 目筛绢过滤 期后 每天投

喂一次卤虫无节幼体 主要饵料为蒸蛋 ∗ 目 ∀

若卤虫无节幼体缺乏 卤虫无节幼体可用于 期前!蜕

皮前后及变仔虾前∀

每天投喂 ∗ 次 蒸蛋的投喂量以 以上幼

体能抱食到为度 并结合吸污时蒸蛋颗粒多少及时调

整投喂量 卤虫无节幼体的投喂量可通过每次投饵前

检查池中存量情况以合理控制∀

在卤虫无节幼体数量不足的情况下 应在新鲜鸡蛋中

加适量奶粉!新鲜杂鱼肉糜或桡足类!复合维生素及耐高

温的防病药物等 加足够的水搅匀后蒸煮 用筛绢搓成

微颗粒后再用相应大小的筛绢清洗过滤后投喂∀

 淡化

海洋科学



经过 左右的培育 幼体 以上变仔虾 此

时可进行淡化处理 先停止加温 用淡水换水

后再用淡水换水 ∗ 后再用淡水换水 ∀ 至

水温降至同室外水温接近时 即可出售∀

表 列出了 ∗ 年罗氏沼虾的工厂化育

苗情况∀

表 2 1994∗ 1996 年罗氏沼虾工厂化育苗情况

时间 育苗水体 雌虾数量 采苗数 每尾抱卵虾出幼体数 出仔虾数

总数 每尾抱卵虾

年 尾 ≅ 尾 ≅ 尾 ≅ 尾 ≅ 尾 ≅ 尾

中华乌塘鳢的池养生物学与养成技术研究
ΣΤΥ∆ΙΕΣ ΟΝ ΠΟΝ∆ ΧΥΛΤΥΡ Ε ΒΙΟΛΟΓΨ ΑΝ∆ Γ Ρ ΟΩ ΟΥΤ ΤΕΧΗ −
ΝΙΘΥΕ ΟΦ ΧΗΙΝΕΣΕ ΟΧΧΕΛΑΤΕ∆ Γ Υ∆Γ ΕΟΝ Βοστριχητηψσ

σινενσισ

张邦杰   毛大宁   张邦豪   梁仁杰

东莞市水产养殖技术推广中心站

东莞市长安镇东合成养殖场

α  作者于 年 月∗ 年 月对中华乌塘

鳢 Βοστριχητηψσσινενσισ 进行养殖试验 并在

有关池养生物学!生态学方面作了初步的研究∀

 材料与方法

 苗种来源

中华乌塘鳢的苗种从两广的阳江!钦州!北海市等

有关培苗室购进 均为野生亲本 经人工培育!催产 人

工孵化!育苗而成 一般规格 均重 ∀

 实验场地

试验池设在东莞市长安镇东合成养殖场 该场地

处珠江河口 年池水表面温度变幅 ε ∗ ε 年均

水温 ε 盐度低 年变幅 ∗ 值变幅

∗ ∀ 实验池 口 面积分别为

中试池一般面积为 ∗ 均为土池 池

水深 ∗ 堤基坚实无渗漏 坡比 Β 有提

灌设施和排水闸门∀ 鱼苗进池前 先排干池水 放置好

供乌塘鳢栖息用的竹筒或塑料管∀ 中间培苗池用管长

口径 总放置量为 ∗ 养成

池用管长 口径 总放置量为 ∗

放置方向与进排水连线尽量保持平行∀ 在中间

培苗池中预先安置好用 ∗ 目的力土网片做成的

面积 ∗ 的网围 构设投料桥 定置食台多

个∀ 完成栖息物的设置后开始注水

带水用茶粕!生石灰清塘除野 一般施药量为茶粕

生石灰 ∀清毒塘时间控制在放苗前

∗ 一俟醒塘即投苗∀

 投苗!中间培养和养成
中华乌塘鳢的养成期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苗

种中间培育阶段 即在面积为 的池塘中把规

格 的幼苗培育成 苗种 时间 ∗ ∀考虑

本试验的中间培育池面积稍大 因而增加设置好 个

网围 先以放养密度 个 在网围内养殖 然

后再拆除 改为 ∗ 个 的放养密度∀ 第二阶段

为养成阶段 把经中间培育 平均规格 的苗种转

入养成池 再经 个月时间养成规格 ∗ 的商

品鱼 此时的放养密度改为 ∗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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