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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虾池日本对虾死亡原因的探讨

方志山 江惠琼 许振祖 杨圣云

厦门大学海洋学系 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厦门

提要 年 月 日至 月 日对杏林虾池水体理化因子进行了跟踪调查 结果表明

月 日开始发生的日本对虾 Πεναευσ ϕαπονιχυσ 死亡的原因是虾池水体中 含

量过高 致使日本对虾生活环境突然发生变化 虾体内部代谢紊乱 导致中毒死亡 ∀

关键词 杏林虾池 日本对虾 Πεναευσ ϕαπονιχυσ 氨氮 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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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许多学者都认为对虾发生疾病和死亡的

原因与其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对虾的生长除了受

其遗传因素所决定外 还受到直接影响对虾生活的虾

池水质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环境因素包括水环境和气

候的变化 ∀水环境是对虾生长的直接环境 包括水体

理化因子含量的变化及生物因子的作用 ≈ ∀较重要

的水体理化因子有温度 ! 值 !溶解氧 !化学耗氧量 !

生物需氧量 !氨氮 !亚硝酸盐和硝酸盐等等 ∀ 年

月 日 厦门杏林虾池发现日本对虾有浮头死亡

现象 ∀为此 本研究组对虾池的水体理化因子进行跟

踪调查分析 发现日本对虾致死的原因是池中水体的

氨氮含量过高 并提出养殖水质管理的措施 以期为

虾农提供参考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虾池的基本情况

该虾池位于厦门市杏林区 为流水式综合养殖系

统 ∀养殖对象是日本对虾 Πεναευσ ϕαπονιχυσ !菲律

宾蛤仔 Ρυδιταπεσ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 !蓝子

鱼 Σιγανυσ πυσχεσχεν ∏ ∏ !黄鳍鲷 Σπαρυσλατυσ

∏ ∏ ∀ 年 月进行清池 !消毒 !曝晒 月初进

水培养 月 日放苗养殖 月 日虾池中的对虾

体长为 ∗ 开始出现浮头不适现象 并陆续部分

死亡 至 年 月 日基本恢复正常 ∀

样品的采集

于 年 月 及 日和 月

日下午 Β 在虾池静水区采集表层水样 水样的采

集 !保存和运输按5海洋监测规范6进行 ∀

用虾蛄网收集日本对虾 与水样采集同时进行 ∀

样品分析

水体理化因子的分析按5海洋监测规范6进行 ∀

根据用虾蛄网收集的日本对虾的死亡比例 计算

其平均死亡率 ∀

结果

物理因子的变化

在虾池水质指标跟踪调查期间 物理因子 水温 !

透明度 !盐度 数据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虾池的盐度 或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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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虾池水体化学因子的变化

Ταβ .2 ς αριατιον οφ χηεµιχαλ παραµετερσιν σηριµ π πονδ

注 除 外 其余因子单位为 ∀

外海海水的盐度 或 相近 这与杏林虾

池采用流水式养殖有关 受换水量的影响较小 其盐

度主要受引水海区海水的影响 ∀该虾池水温的变化范

围是 ∗ ε 其变化主要受当时当地气候变化

的影响 ∀透明度的高低反映了虾池中浮游生物数量的

多少 同时也是虾池水质好坏的一个指标 一般以

∗ 为宜 ≈ ∀该虾池的透明度在 ∗ 之

间 这主要是虾池中养殖菲律宾蛤仔的缘故 ∀

化学因子的变化

在日本对虾死亡期间 虾池的水体中化学因子溶

解氧 ⁄ !化学耗氧量 ≤ ⁄ !生物需氧量 ⁄ !

氨氮 2 !亚硝酸盐 2 !硝酸盐

2 !无机磷 ⁄° 和 值变化情况见表 ∀

/ 三氧0的变化 ⁄ ≤ ⁄ ⁄ 合称为

/三氧0 ∀⁄ 指溶解于水中的氧 适量的氧是虾池中生

物生存的基本条件 ≤ ⁄指水中需氧污染物所需消耗

的氧量 其大小反映了水体污染的严重程度 ⁄ 是

指水中有机物在好氧菌作用下 分解成稳定状态需要

的氧气量 它是表示水中有机物污染程度的一个指

标 ∀对日本对虾而言 / 三氧0 的含量要求分别为 ≈

⁄ ≤ ⁄ ⁄ ∀

从表 可以看出 ⁄ 介于 ∗

平均值为 ≤ ⁄介于 ∗

平均值为 ⁄的变化范围是 ∗

平均值为 均符合日本对虾在养成

期间对/三氧0的要求 ∀

在日本对虾发生死亡期间 水体中的 ⁄先是逐

渐升高 月 日达到最高值 为 然后逐

渐降低至 再慢慢往上增加

⁄ 的变化趋势与 ⁄相似 而 ≤ ⁄的变化趋势正好

相反 ∀这是因为水体中的 ⁄ 除了与大气中氧气溶解有

关外 还与水中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关系甚大 光合作

用增强 释放出的氧气增多 水中的 ⁄ 就增多 而水中

的 ⁄ 增多 就为其中需氧污染物的降解提供更多的机

会 降低水中 ≤ ⁄的含量 净化了水质 ∀

/三态氮0 的变化 2 2 和

2 通常合称为 /三态氮0 ∀ 2 一般认为无毒害

作用 毒性主要来自于前两者 ∀其中 2 虽然影响对

虾的生长和带氧功能 但在虾池中的浓度较 2 低

得多 对虾体的影响较小 故 2 对虾体的影响占主

导作用≈ ∀日本对虾对 2 与 2 的含量要求分

别为≈ 2 2 ∀

从表 可以看出 2 的变化范围是 ∗

平均值为 2 的变化

范围是 ∗ 平均值

2 的变化范围是 ∗ 平均值

为 超过日本对虾对 2 的要求 ∀

从表 也可以看出 月 ∗ 日 2 的含

量逐渐降低 2 的含量逐渐升高的变化趋势是

由于水体中 ⁄ 增多 把 2 氧化成 2 的缘

故 月 日 2 的含量稍为增多后又呈降低趋

势 而 2 的含量却是逐渐降低 这是虾农采纳作

者的建议 没有捞起池中的浒苔 让其吸收池水中的

2 和 2 降低它们在水中的含量 也可能与

2 和 2 之间的互相转化有关 ∀

⁄°和 值的变化 值反映水体

有机污染程度和 ≤ 的含量 是水质好坏的重要指标

之一 ∀日本对虾养成期间 值最适范围是 ∗
≈ ∀调查中发现 杏林虾池水体中 值的变化范

围是 ∗ 平均值为 符合日本对虾在养

成期间对 值的要求 对虾体没有危害 ∀该虾池水体

中 ⁄°含量变化范围是 ∗ 平均值

为 ∀

日本对虾死亡变化情况

日本对虾的死亡现象是 月 日发现日本对

时 间 月日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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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有浮头不适现象 月 日收集日本对虾

死亡 平均死亡率为 日收集日本对虾

死亡 平均死亡率为 日收集日本对

虾 死亡 平均死亡率为 ∗ 日

收集日本对虾 死亡 平均死亡率为

月 日基本恢复正常 ∀

讨论

日本对虾死亡原因的分析

水体的各理化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对虾出现不适

期间 ⁄ 的含量均在 以上 ⁄ 均在

以下 ≤ ⁄均在 以下 符合日本对虾

养成期间对 / 三氧0 的要求 2 的含量远远低于

对虾体的伤害很小 可以忽略 2 的

含量虽然较高 但其对虾体没有危害作用 仅有

2 的含量 ∗ 超过日本对虾在养

成期间对 2 的要求 2 ∀

2 具有脂溶性 能穿透细胞膜毒害组织 影响对

虾的生理功能和一些重要酶的活性 使代谢失衡 而

且 2 的积累会增加虾的脱壳次数 ! 减少生长和

影响对虾的氨排泄系统 使对虾中毒而死亡 ≈ ∀此

外 日本对虾死亡率最高的时间是在 2 含量最

高 月 日 后的 月 日 尔后随着 2 含

量的降低 对虾的死亡率就大大降低 至 月 日起

基本上恢复正常 ∀如果是由病毒引起的虾病 则整池

的对虾会在几天之内全部得病而死 ∀因此可以推断

此次日本对虾的死亡不是由病毒引起的 而是由于虾

池水体中的 2 含量过高 致使日本对虾慢性中

毒而死亡 ∀

虾池养殖水质的管理

根据对杏林虾池周围海域的调查 发现此次日本

对虾死亡是由于虾池的引水海域受到工厂排放污水

的污染 而且区外引水海域海水中 2 的含量也

很高 ∀据收成后调查 第一批虾苗 月 日放苗

月 日最后收成 平均产量为 第

二批虾苗 月 日放苗 最后收成 平均产量

为 可见 养殖水环境对日本对虾的生

长和存活至关重要 ∀因此 为了减少意外事情的发生

按照日本对虾对养殖水质的要求 应严格管理养殖水

质 根据虾池水体理化因子的变化情况灵活掌握 ∀

虾农的经验 对日本对虾出现不适现

象 养殖水体出现异常 杏林虾池虾农采取的措施是

立即关闭引水口 不让已经受污染的海水流入虾

池 开启增氧机进行增氧 及时用虾蛄网收集

已死亡的对虾 不要捞起池中的浒苔 让其吸收水

体中的氨氮 ∀

作者的建议 为了对虾的可持续健康

养殖 预防虾池内外环境的突然变化引起对虾中毒死

亡和发病死亡 作者认为要因地制宜 采取有效的措

施进行预防 适时清理消毒虾池 合理规定放养密

度 改善小生态环境 改进虾池的进水工艺 稳定

养殖环境 ∀为防止引水海区污染而导致对虾死亡 养

殖池应建设蓄水池 让养殖海水先消毒 经蓄水池至

少应经过 的沉淀 创造较稳定的养殖水环境 ∀进

水前要进行水质指标监测 进水时要使用 目锥形

网进行过滤 要配备增氧机 天晴时 中午开增氧

机 ∗ 以提高虾池底部水体的含氧量 凌晨时可

连续开机至日出 用于补充水体中因水生生物夜晚呼

吸作用而消耗的氧气 许多微生物在物质循环中

对分解水体中有害物质起着重要作用 而且有些还是

病原体的拮抗生物 ∀因此 要积极推广使用如光合细

菌 !硝化细菌等 因其不仅能有效地降低虾池中氨氮

含量 加速有机物的分解 抑制其他病原微生物 改善

虾池生态环境 促进对虾生长发育 防止疾病发生 最

终可达到稳产 !高产 ≈ 使用一些免疫增强剂来

提高养殖对象的免疫力和抗病力 ∀

参考文献

丁美丽 林林 李光友 等 有机污染对中国对虾体内外

环境影响研究 海洋与湖沼

李贵生 何建国 李桂峰 等 水体理化因子对斑节对虾

生长影响的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增刊

孙舰军 虾池生态系统中诸因子对虾体的影响 海洋

科学

陆忠康 简明中国水产养殖百科全书 北京 中国农业

出版社

孙舰军 丁美丽 改善虾池环境增强对虾抗病力研究

海洋科学

李永祺 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济南 山东

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 ≠

实验与技术



≥ ∂

ΣΤΥ∆ΙΣ ΤΗΕ ΡΕΑΣΟΝ ΦΟΡ ΤΗΕ ∆ΕΑΤΗ ΟΦ Πεναευσ

ϕαπονιχυσ ΒΑΤΕ ΙΝ ΞΙΝΓΛΙΝ ΣΗΡΙΜΠ ΠΟΝ∆

甲壳动物的神经器官能够产生多种神经激素 对

蜕皮 !生殖 !色素迁移等生理功能具有重要的调节作

用 ∀有关虾蟹神经分泌细胞 ∏ ≥≤

的研究 多数工作集中在眼柄的 ÷ 器 2窦腺复合体

而对脑的研究较少 ∀前脑分泌的神经激素对维持雄性

甲壳动物生殖系统的完整性是必需的 缺少这种物

质 则性腺退化 性别反转 ≈ ∀国内仅对罗氏沼虾

Μαχροβραχηιυµ ροσενβεργιι
≈ 和锯缘青蟹 Σχψλλασερρα2

τα ≈ 脑 ≥≤的形态有过报道 ∀为了进一步认识锯缘

青蟹前脑 ≥≤的特征 本研究作了超微结构观察 ∀

材料和方法

锯缘青蟹体长 ∗ 体质量 ∗

购自厦门农贸市场 ∀前脑样品于 戊二醛 质量

ƒ ≥ ∏ ± ÷ ∏ ≠ ≥ ≠∏

∆επτ . οφ Οχεαν ., Συβτροπιχ Ινστ . Οφ Οχεαν ., Ξιαµεν Υνιϖ

Ρεχειϖεδ ≥

Κεψ Ωορδσ ÷ Πεναευσϕαπονιχυσ °

Αβστραχτ

• √ ÷ √

⁄ × ∏ Πεναευσϕαπονιχυσ √

∏ ∏ Πεναευσϕαπονιχυσ ∏ ∏

∏ Πεναευσϕαπονιχυ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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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缘青蟹前脑神经分泌细胞的超微结构

黄辉洋 李少菁 叶海辉 王桂忠

厦门大学海洋系 厦门

提要 经透射电镜观察 锯缘青蟹 Σχψλλασερρατα 前脑具有 种类型的神经分泌细胞 ∀ 型细胞

最大 胞质中存在许多大小不同的空泡 分泌颗粒数量很少 型细胞中等大小 细胞器发达 分泌

颗粒数量较多 形态多样 型细胞最小 分泌颗粒数量最多 电子密度低 细胞器很少 ∀锯缘青蟹

前脑神经分泌细胞的特点 为甲壳动物系统演化处于较低的地位提供了形态学证据 ∀

关键词 锯缘青蟹 Σχψλλασερρατα 前脑 神经分泌细胞 超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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