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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润土混合物在对虾养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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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业污染日益严重 所以在对虾养殖中经常

大量换水有时会带来更大风险 同时 虾池中因残饵 !

排泄物等有机质的腐败使水质 ! 底质状态不断恶化
≈ 大量使用漂白粉 !硫酸铜 !各种抗生素等药物 不

可避免地要杀死一些有益生物 破坏虾池的生态平

衡 ∀膨润土是以蒙脱石为主要成分的黏土 岩 含有

多种生物生长所必须的微量元素 具有优良的吸附交

换性能≈ ∀ 年 作者选用了主要以膨润土和化学

增氧剂组成的混合物进行了养成池试验 取得了良好

效果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主要仪器药品 膨润土的混合物主要

由膨润土 山东胶州产 适量化学增氧剂 江苏产 及

少量助剂 包括营养盐 !催化剂 组成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2 日本岛津 ∀

对虾养成池 年 月中旬至 月

中旬 选用胶南红石崖 个池和胶南五河头 个池

其中 号池为试验池 号池为对照池 ∀

方法

实验室试验 取配好的 ≥

Λ 浓度都为 的 ° ≤∏

溶液各 分别加入 混合物 每隔

测定剩余离子的量 ∀氨氮的测定采用次溴酸钠氧化

法 ≥ 的测定采用碘量法 ∀

养成池试验 年 月中旬到 月中

旬高温期 在小潮汛期将混合物干撒于投饵区和虾池

四角 一般混合物的用量为 次 # ∀在每月的

大小潮汛及使用混合物前后测水质 包括 ⁄ ≥

等 ∀溶解氧测定采用温克勒法 ∀出虾时 采用随机

抽样方式测量对虾的规格 ∀随机取虾池底泥 测 ≥ 比

较试验池和对照池底质含 ≥ 情况 ∀

结果

养成池水体溶解氧变化情况

表 是对虾养成池使用膨润土混合物前后溶解

氧变化情况 ∀在水温几乎无变化的情况下 养成池在使

用混合物后溶解氧增加显著且维持时间较长 ∀

对虾养成池使用混合物前后水色及浮

头情况

表 是对虾养成池使用膨润土混合物前后水色

及浮头情况 ∀实验证明混合物有改善水色 防止浮头作

用 ∀

膨润土混合物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作用

在实验室中试验膨润土混合物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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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吸附情况如表 膨润土混合物对各重金属离

子的清除力分别为 ° ≅ ≅

≤∏ ≅ ∀由此可推知混合物能有效

吸附养成池水中的有毒重金属离子 ∀

养成池 ≥ 含量变化情况

水体中 ≥ 含量变化情况 表 是整

个养虾过程中 水中 ≥ 含量 ∀从中可以看出 随着养

虾过程的延续 水中 ≥ 含量呈渐增趋势 ∀使用混合

物后 ≥ 含量迅速大幅度下降 甚至检测不出 ≥

且在其后的 ∗ 月内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

底泥 ≥ 含量变化 在养成池收虾后

观察到在不用膨润土混合物的池底有成片的黑斑 有

的地方可闻及臭味 而用过膨润土混合物的池底为棕

黄或黄灰色 无任何黑色斑 ∀从测定结果 表 可以

看出 用过膨润土混合物的虾池底泥 ≥ 含量都较

低 说明膨润土混合物可明显改善虾池池底状况 ∀

养成池水体中 含量变化情况

表 为整个养成过程中池水的 变化情

况 ∀膨润土混合物可使氨氮含量明显降低 ∀

养成池对虾产量情况

∗ 号对虾养成池对虾单产 分别为

∀ 使用膨润土混合物的虾池对虾单产远远超

过没有使用混合物的虾池 ∀

小结

膨润土混合物可显著增加水体中的溶解氧 改

善水色 防止对虾浮头 可使水体中的硫离子 !铵离

子 !重金属离子浓度迅速下降甚至为零 能有效阻止

养虾池底有机物的腐败 ∀总之 使用了膨润土混合物

后 使得对虾的生活环境一直处于良好状态 提高了

虾的产量 ∀

讨论

在膨润土中加入的过氧化物化学增氧剂 在水

中反应释放 ∀根据实验结果 对轻度或较严重的对

虾浮头 进行预防或急救 水体中的溶解氧量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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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集素是一大类能够凝集生

物细胞的蛋白或糖蛋白 广泛地存

在于许多生物体内 在生物体的配

子识别和生殖细胞融合中起着重

要作用 许多生物凝集素表现为可

以凝集人或动物的血细胞 !蓝藻细

胞 !生殖细胞 配子 等多种细胞

同时某些凝集素具有抗病毒 促进

淋巴细胞分裂 抗血小板凝集≈ 和

抗菌的作用 ∀植物中较早发现的凝

集素是陆生植物凝集素 其最早的

应用是用来鉴别人的血型 ∀

年 等人在一些热带海藻中发

现了海藻凝集素的存在 此后 ∏2

和 等对英国沿海的海藻

检测了提取物的凝集活性 发现只

有很少的一些海藻提取物对未经

处理的人血红细胞有一定的凝集

作用 但此后他们又发现用木瓜蛋

白酶处理的人血细胞对检出海藻

中促凝物质有较大的增敏性 约

有活性 等用兔血红细胞

作为检测试剂也检出约 的被

检物含有凝集素类物质 并且得出

海藻凝集素对动物红细胞 尤其是

兔红细胞 较对人敏感的结论 这

个结论后来被 ƒ 的研究结果

证实 ∀ 认为凝集素在海藻中有

着极为广泛的分布 之所以部分海

藻中检测不出凝集素的存在 是因

为采用的检测试剂中没有包括足

够多种类的凝集素受体 ∀

本文讨论了近年来在海藻凝

集素的种类 ! 性质 ! 抑制剂和生理

功能等方面研究的进展 并展望了

其应用和研究的前景 ∀

分类

海藻凝集素本身具有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对其分类的困

难 一般根据实验过程中对于样品

的处理方法 对不同海藻凝集素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非链霉蛋白酶依赖的一

般凝集素

早期发现的海藻凝集素被普

遍认为主要是蛋白组分 ∀因为大多

数凝集素含有相当组分的蛋白或

者全部为蛋白质 其提取手段类似

于蛋白的提取 基本过程为 缓冲

液提取 ψ离心 ψ硫酸铵沉淀 ψ离

心 ψ透析 ψ亲合层析 所得产物为

蛋白或糖蛋白 ∀

链霉蛋白酶依赖的肽基

聚糖型凝集素

°

即在提取之前 先用链霉蛋白

酶 ° 处理样品 然后按照类

似于前述一般凝集素的提取方法

提取而得到 ∀

其中 海藻凝集素大多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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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凝集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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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后的增加值不得低于 ∗ ∀以水深

计算 水体中溶解氧的增加值为 ∗ 混

合物平均投入量应在 ∗ 而在实际

养虾试验中发现平均每公顷使用约 即可 ∀这是

因为水中的溶解氧≈ 来源是多方面的 大气中的

溶于水中 ∀ 化学增氧剂在水中释氧 ∀ 混合

物中过氧化物产生的原子氧具有杀菌作用 有效阻止

有机物的腐败 减小 的消耗 ∀ 混合物中膨润土

的吸附净化作用以及原子氧还可将氨氮 !硫化氢氧化

成营养盐 进一步使有机物 !氧化还原物质耗氧量下

降 同时营养盐使浮游生物特别是单胞藻大量繁殖

释放出较多的 于水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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