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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流行病使世界的养虾业遭受到了严重挫

折 其中又以白斑综合症病毒 • ≥≥ ∂ 病流行最广

危害最大 ∀针对这种病的病原 !病理和流行病学已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 对于如何预防也做了很多探索 但

迄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养虾界总结出高位池塘养

殖 !内地淡化养殖 !远海岸卤水 !井水或渗水养殖和虾

池配养肉食性鱼类等办法 都有一定的效果 ∀但这些

办法大多要求一定的条件 缺乏普适性 而且往往有

时效限制 即养殖年久后也会发病 有的则只是减小

了发病机率 并不是十分可靠 如配养肉食性鱼类 ∀

因此 研制出一种具有普适性 特别是能适用于作为

养虾主阵地的潮间带池塘 的可靠的预防技术是挽救

养虾业的迫切需要 ∀

预防病毒性流行病的主要要求是彻底清除池塘

内病原体及其媒介生物 !放养无致病病毒的虾苗和切

断病毒由外界向池塘的传播途径 ∀其中以最后一项最

难做到 其难点在于如何切断从池周陆地到池塘的传

播 具体地说 就是如何预防滩涂蟹类 ∀滩涂蟹类是最

主要的传播媒介 能够在湿地上栖息活动 是最难靠

一般的清池措施加以消灭的 ∀目前防病较成功的办法

都是避开了这些蟹类的栖息地 ∃ ∃ 潮间带 而潮间带

池塘之所以大都不成功 也就在于未能彻底防蟹 ∀基

于这一认识 作者等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研制了一套

以围栏防蟹为特色的白斑病毒病的预防技术 已申请

国家专利 申请号为 在实验和初步应

用中得到了肯定的效果 ∀本文是这一技术的简要报

道 ∀

基本方法

1 1 贮水 ) 消毒池

使用本技术 除养殖池外 还需要另有贮水 2消

毒池 用于处理向养殖池添或换的海水 ∀可以每一养

殖池配一个贮水 2消毒池 也可以多个养殖池合用一

个 ∀其面积可为养殖池的 ∗ 位置要与养殖池

邻近 并能保证及时且正常地引进海水 ∀

1 2 补充用水快速处理装置

如没有贮水池或直接用贮水池处理水不经济时

可采用作者研制的 / 养虾池补充水的防病快速处理装

置0 已申请国家专利 申请号为 ∀该装

置由水泵 !初级滤箱 !次级滤袋 !三级滤箱及消毒液输

入器等部分构成 ∀工作时 海水经初级滤箱滤去较大

颗粒悬浮物而后进入水泵进水口 在出水口处经次级

滤袋滤去较小颗粒 再经三级滤箱滤去微细颗粒 最

后进入养虾池 ∀消毒液输入器从水泵进水口处将消毒

液输入水泵 在过滤处理中同时完成了消毒处理 杀

灭了游离水中的病原体 ∀该装置的工作效率大致为

∀

1 3 围栏设置

设置围栏防蟹是本技术的核心部分 ∀养殖池与贮

水 2消毒池在一般的清池之后与注水之前都要用聚

乙烯薄膜或编织布架设围栏 将全池或同一池的部分

水面 选用围隔时 封闭起来 使蟹类不能从外方进入

养殖水体 ∀

1 4 水体消毒

养殖池与贮水 2消毒池在围栏架设完毕后 即可

通过 目滤网引进海水 至最高水位 然后将闸门封

严 用适当的药物进行彻底的清池处理 以杀灭水体

内及池底的一切病原及其媒介生物 ∀

1 5 加水或换水

无论封闭式养殖的定期加水补充渗漏 还是换水

养殖法的定期换水 进入池塘的新水都需要先经过消

毒处理 杀灭了水体中的一切病原体及媒介生物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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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贮水 2消毒池时 消毒办法同 如使用快速处理

装置 在处理过程中进行消毒 ∀

1 6 其他要求

养殖过程中 虾苗选购 不带本种病毒 !放养密

度 !水质管理 !其他防病措施 !饲料质量及投喂技术等

环节 要给予积极配合 ∀

预防效果

2 1 实验效果

围隔实验 实验水体为面积 的实

验围隔 设置于海阳黄海水产集团公司养虾场的一个

虾池内 ∀ 和 两年共试验 个围隔 在该场

于 月中旬之前全部发病被迫提前收虾的情况下 实

验围隔第 年全未发病 月 ∗ 日收获 对虾规

格为 ∗ 成活率为 ∗ 第 年至

月中旬才有 个围隔发病 此时对虾已 达到了

商品规格 另有 个围隔因严重浮头绝收 其余围隔

均未发病 成活率为 ∗ ∀因此 本实验防病的

有效率达 成功率达 之高 ∀

大池实验 年在同一场用一个

的池塘进行了生产性实验 ∀结果养到 月 日发病

接着收虾 此时对虾的平均规格已达 ∗ 产

量为 而其周围生产池 月中旬以前已全

部发病 因此 实验可视为有效 ∀而产量之所以偏低

与虾苗质量很差有关 放入池塘前 即有大量死亡

养殖成活率不足 ∀

2 2 应用效果

年进行了初步推广应用 ∀第一点在乳山县虾

场 用的是生产性大的围隔 面积为 的 个

的 个 ∀结果在 月 日验收时该场全部虾

池都已发病 而实验围隔 的只有 个

的有 个发病 平均亩产达到 防病成功率

为 ∀另一个点在辽宁省瓦房店市炬台镇 利用

个各 的池塘试验 ∀结果养殖 全未发

病 平均产量为 防病成功率为 ∀

讨论

如前所述 对于对虾的白斑综合症病毒病这一养

虾业的 /拦路虎0 以往一直没有普适性和有实质意义

的对策 ∀几种有一定效果的办法 大多是采用躲开潮

间带这一 /是非0区的消极办法 而大多有时间限制 ∀

而本法可谓另辟蹊径 是针对这种病的传播特点设计

的 以彻底切断该病的传播途径为特色 而且是在潮

间带这一养虾主阵地上就地解决问题 ∀因此 它是一

种积极性和普适性的预防技术 ∀这一技术与无特定病

毒虾苗的生产技术相结合 可望使作为世界养虾业主

要阵地的潮间带池塘起死回生 从而为振兴整个养虾

业做出重大贡献 ∀这一技术尚在发展中 很多技术细

节尚需改进 ∀此外 在实验和应用中都遇到了条件不

利和操作不慎的干扰 未能达到技术规定的要求 ∀因

此 已有的防病成功率尚不足 ∀需要指出 防病

的结果如何 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 还取决于执行技

术规定是否认真 各个环节的操作是否严格和周密

只有技术与高水平的管理相结合 才能获得预期的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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