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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巴西是世界上引种南美白对虾 Πεναευσ ϖαν2

ναµ ει 非常成功的国家∀ 目前 该国的南美白对虾商

业性育苗生产在世界上处于先进水平∀ 年 月

作者受巴西 ≥ 集团的邀请 前往该集团位于巴

西东北部 ° ∏ 州的虾苗生产实验室 2

和位于 ° 州的对虾养殖场进行南美白对

虾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方面的合作研究∀ 两年来 作

者广泛调查了解了巴西对虾养殖业的发展状况和虾

苗生产情况∀

 虾种资源

巴西地处大西洋西岸 沿海自然分布的虾种约有

十多种∀ 现已开发养殖的当地虾种有 种 即小褐对

虾 Π συβτιλισ !南方白对虾 Π σχηµ ιττι !巴西对虾

Π βρασιλιενσισ 和圣保罗对虾 Π παυλενσισ ∀ 其中

小褐对虾主要分布于该国的东北部地区 圣保罗对虾

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地区∀由于养殖生产的需要 该国

先后从国外引进了日本对虾 Π ϕαπονιχυσ !长毛对虾

Π πενιχιλλατυσ 和南美白对虾 Π ϖανναµ ει ∀

 对虾养殖

巴西养虾史可依据养殖虾种的演变大致划分为

个阶段∀ 年代中期以前为早期阶段 以养殖外来

种日本对虾为主 年代中期至 年代初期为中期

阶段 以养殖巴西当地虾种小褐对虾和南方白对虾为

主 这一演变的起因在于当时位于巴西东北部 巴西

对虾养殖的主要地区 的养虾业者面临当时日本对虾

虾苗供应不足!养殖产量不稳定 以及该虾种显然不

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等问题∀ 年代以后为巴西对虾

养殖业发展的第三阶段 也是该国对虾养殖业发展最

快的阶段 以养殖南美白对虾为主∀

年 巴西实际养虾面积为 放养密

度大多在 ∗ 尾 产量在 ∗ # ∀到

年 全巴西养殖虾面积发展到 放养密

度提高到 ∗ 尾 产量提高到 ∗

# ∀其中 南美白对虾占 ≈ ∀同年 ≥ 集

团在大陆和台湾技术人员的配合下 进行了放养密度

在 ∗ 尾 的集约化养虾试验 取得了产量

∗ # 的巴西养虾史上的最好成绩∀

在这一成功经验的鼓舞下 巴西各地纷纷进行不同放

养密度的集约化养虾试验 尤其是新建虾场 大多以

集约化养殖做为发展目标∀

年全巴西养殖虾产量为 年为

≈ ∀ 同年底 在巴西的 ° 召开了第四

届巴西对虾养殖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全国海水养殖

大会∀ 会议还邀请了来自美国!厄瓜多尔!墨西哥!中

国大陆和台湾的著名学者参加∀然而就在巴西全国各

方面重视对虾养殖重要性的同时 世界对虾养殖业发

生的两起重要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国养虾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 其中之一是/ × ∏ 0综合症 × ≥ 在

西半球对虾养殖区的广泛蔓延∀ × ≥ 的危害对象主要

是人工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该病一旦出现可迅速造成

∗ 的幼虾死亡∀ × ≥ 最初于 年发现于

厄瓜多尔位于 × ∏ 河附近的养虾场 但不久即消声

匿迹了∀直到 年 该病又以更猛烈的形式出现于

该地区 并迅速蔓延到厄瓜多尔全国及中!南美洲的

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等国∀

年 位于美国 × ¬ 州的集约化养虾场更是深受其

害 由于 × ≥ 感染造成该州 的养殖对虾死亡∀ 秘

鲁!伯利兹以及巴西等国的养殖对虾也在不同程度上

受到了 × ≥ 的危害∀ 另外一起事件则是由于美国大盐

湖城地区的卤虫卵产量在 ∗ 年度的严重欠

收 导致卤虫卵的市场价格上涨 ∗ 倍 而且从市场

上获得的卤虫卵的质量明显下降 从而给虾苗生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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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定的困难 并引起虾苗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

可喜的是 年是巴西对虾养殖非常成功的

一年∀该年度巴西养殖对虾的产量达到 ≈ ∀而

且 该年度 × ≥ 在巴西几乎消声匿迹了∀ 这一方面是

由于人工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在遭受了连续几年的 × ≥

危害后 显然已经对其产生了一定的抵抗力 同时也

与巴西各地对虾养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关∀

年 月 ∏ × 以及 ∏

等几家规模较大的海水养殖企业联合从美国聘请了

一位叫 的对虾病理专家 定期对上述几

家公司的对虾养殖和虾苗生产情况进行评估和技术

指导∀

随着对虾养殖事业在巴西的不断发展 一系列相

关产业从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半精养和精养模式的兴

起 对人工合成饵料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给原先处于

困境中的 家对虾饵料生产企业带来了生机 其中已

有 家恢复了规模性生产∀ 年 ≥ 所属的对

虾饵料厂生产和销售对虾合成饵料 达到其生

产能力的 ≈ ∀

 虾苗生产

年 月 州海水养殖公司 ∏ ∏ 2

⁄ ≥ 首先开始了南美白对虾的人工繁殖

试验∀ 从 年到 年的最初阶段 南美白对虾

的自然交尾率仅为 平均每尾交尾母虾每次产

卵平均生产无节幼体只有 尾 由无节幼体培

育到仔虾的存活率平均仅为 ∀从 年到

年 自然交尾率提高到 无节幼体产量平均达

尾 从无节幼体培育到仔虾的存活率提高到

≈ ∀ 在此期间 巴西其他几家养殖公司也相继从

国外引进南美白对虾从事商业性育苗生产∀

年 全巴西有 家虾苗实验室从事商业性

虾苗生产 每月可生产虾苗约 ≅ 尾∀ 到 年

巴西从事商业性虾苗生产的虾苗实验室发展到

家 每月可生产虾苗 ≅ 尾 其中南美白对虾占

≈ ∀

在巴西 一个完整的南美白对虾育苗实验室通常

是由下述 个主要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亲虾培养

池 包括面积在 ∗ 不等的多个土池组成

总面积一般在 左右∀ 第二部分是生产无节幼体

的部分 由面积在 ∗ 的圆形玻璃纤维或水泥

池组成∀ 第三部分是幼体培育部分 水体在 ∗

∀也有的实验室只有幼体培育部分 自己不生

产无节幼体 依靠从别的实验室购买无节幼体进行育

苗生产∀

南美白对虾人工繁殖使用的亲虾有两种来源∀一

种是从临近国家进口的海捕亲虾 体形大小一般在

∗ 每次产卵量一般在 以上∀另一种是

人工养殖的 体形相对较小 一般在 ∗ 每次产

卵量一般在 左右∀

 发展前景及存在的问题

巴西地处热带 拥有辽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海!淡

水资源 工农业和城市污染程度较轻 是发展对虾养

殖十分理想的国家∀然而 由于以下因素的限制 该国

的对虾养殖业一直处于相对缓慢的发展状态∀

首先是当地虾种资源的限制∀巴西沿海自然分布

的具有养殖价值的虾种有小褐对虾!南方白对虾!巴

西对虾和圣保罗对虾∀虽然这些虾种的人工繁殖技术

相对容易 而且可以从沿海获得大量的天然虾苗 但

其养殖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南美白对虾是世界优良养殖虾种之一 它在巴西

的引种成功 加速了该国对虾养殖业的发展∀然而 由

于该虾种自然分布区位于东太平洋沿岸 巴西沿海既

没有南美白对虾自然虾苗的分布 又不能提供人工繁

殖所需要的高质量的自然种虾 而人工养殖的种虾由

于体形较小 怀卵量少 交尾率低 从而造成虾苗供应

不能满足生产需要∀这是目前困扰该国养虾事业发展

的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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