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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百虫对虾池生物的毒性

黄国强 李德尚 董双林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青岛

提要 研究了敌百虫对青岛大扁藻 !三角褐指藻 !球等鞭金藻和海洋原甲藻等 种海洋微藻

及天津厚蟹 !脊尾白虾和克氏纺锤水蚤等 种野生甲壳类 以及中国对虾 !缢蛏和台湾红罗非

鱼等 种养殖生物的毒性 ∀研究结果表明 敌百虫在低浓度下对海洋微藻的生长没有明显影

响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甚至有促进作用 但超过一定浓度范围能完全抑制海洋微藻的生长 ∀各

种海洋微藻对敌百虫的敏感性不同 ∀对 种野生甲壳类的半致死浓度分别为 天津厚蟹 ×⁄

为 ≅ 脊尾白虾 ×⁄ 为 ≅ 克氏纺锤水蚤 ×⁄ 为

≅ ∀敌百虫对 种养殖生物的半致死浓度分别为 中国对虾 ×⁄ 为 ≅

缢蛏 ×⁄ 为 ≅ 台湾红罗非鱼 ×⁄ 为 ≅ ∀文中还对敌

百虫作为对虾病毒病预防药物的价值进行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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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百虫是一种有机磷农药 其化学名称为 2

二甲基 2 2三氯 2 2羟基乙基磷酸酯 分子式为

≤ ≤ ° 在中性和碱性溶液中能水解生成敌敌

畏 然后进一步水解成无杀虫活性的物质 ∀其作用机

理是水解后成为胆碱酯酶的抑制剂 使胆碱酯酶失去

分解乙酰胆碱的活性 从而使昆虫 !甲壳类 !蠕虫等动

物的神经系统功能紊乱而死亡 ∀敌百虫在淡水养殖中

的应用比较早 主要用于治疗淡水鱼的寄生甲壳类 !

水生昆虫和寄生蠕虫引起的疾病 ∀另外 敌百虫也用

于控制淡水中的浮游动物 可杀灭枝角类 !桡足类及

其无节幼体 ∀敌百虫在海水养殖业中应用较少 有人

进行了在对虾育苗中杀灭桡足类的实验 也有人提到

过用于杀灭虾池中的野生小蟹 !白虾 !蝼蛄虾等 但没

有报道过确切的浓度和方法 ∀

近年来的调查表明虾池中的甲壳类是对虾病毒

的主要携带者 ≈ ∗ 因此杀灭虾池中的野生甲壳类成

为预防对虾病毒病的重要措施 ∀敌百虫对甲壳类有较

好的杀灭效果 因而可能是对虾养殖清池预防病毒病

的一种理想药物 ∀但这是一种有机磷农药 对池塘中

的其它生物也有毒性 ∀本试验对敌百虫对虾池内的浮

游植物 !野生甲壳类和养殖生物进行了毒性试验 以

便将其用于对虾病毒病的预防 ∀

敌百虫对虾池浮游植物的毒性

材料和方法

本试验于 年 ∗ 月在青岛海洋大学水产

学院养殖生态学实验室进行 ∀试验的浮游植物有以下

种 青岛大扁藻 Πλατψµονασ ηελγολανδιχα !三角褐指

藻 Πηαεοδαχτψλυµ τριχορνυτυµ !球等鞭金藻 Ισοχηρψσισ

γαλβανα 和海洋原甲藻 Προροχεντρυµ µιχανσ ∀试验用

的三角烧瓶进行 ∀用盐度为 的海水 经过滤 !煮

沸消毒后按 配方配制培养液 在温度 ε !光照

强度为 ¬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试验的各种类各

处理的敌百虫浓度均设有 个梯度 每一梯度设 个

重复 每天同一时间取样 次 用血球计数板计数细



≥ ∂

胞密度 ∀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低浓度 [ ≅ 的敌百虫对

青岛大扁藻的生长没有明显影响 ∀敌百虫在浓度低于

≅ 的情况下 对青岛大扁藻 !三角褐指藻和球

等鞭金藻的生长都有延长生长延缓期的作用 而

≅ 和 ≅ 两个处理能完全抑制其生长 ∀

而对于海洋原甲藻 敌百虫在浓度低于 ≅ 的

情况下 对其生长有延长生长延缓期的作用 更高的

浓度则能完全抑制其生长 ∀

敌百虫对虾池野生甲壳类的毒性

材料和方法

在海水盐度为 值为 条件下 对壳

宽为 天津厚蟹 ! 体长为 脊尾白虾和

体长为 克氏纺锤水蚤分别设置 个敌百虫

浓度梯度 每一梯度设 个重复 观察动物的死亡情

况 对实验动物的死亡率 Ψ 与敌百虫的浓度 Ξ 进

行回归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 并根据回归方程计算

其半致死浓度 ×⁄ ∀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见表 ∀ 种虾池野生甲壳类中以脊尾

白虾对敌百虫最敏感 天津厚蟹最不敏感 克氏纺锤

水蚤则介于两者之间 ∀

敌百虫对养殖生物的毒性

材料和方法

在海水盐度为 值为 条件下 对平

均体长 的中国对虾 ! 平均体长 的缢

蛏苗和平均体长 缢蛏成体 !平均体质量

的台湾红罗非鱼分别设置 个不同的敌百虫浓度梯

度 每一梯度设 个重复 温度为 ε 和 ε

值为 每隔 检查 次 统计死亡情况 观察

动物的死亡情况 对实验动物的死亡率 Ψ 与敌百虫

的浓度 Ξ 进行回归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 并根据

回归方程计算其半致死浓度 ×⁄ ∀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见表 ∀ 种养殖生物中以中国对虾对

敌百虫最敏感 而缢蛏和台湾红罗非鱼较不敏感 半

致死浓度远远大于中国对虾 ∀

讨论

敌百虫对浮游植物的毒性

随着沿海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药在水产养殖业

的应用 越来越多的农药流入近海 这一情况引起了

海洋环境工作人员的重视 农药对海洋浮游植物的影

响有很多报道 特别是一些有机磷农药对海洋微藻的

影响的研究较为深入 认为有机磷农药在一定浓度下

对微藻的生长有促进作用 而高浓度时对微藻有负面

影响 ≈ ∗ ∀本研究的结果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 敌百

虫在低浓度 [ ≅ 时对 种微藻的生长没有明

显影响 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能延迟微藻的生长 但

微藻的细胞密度最大值明显超过对照组 如浓度为

≅ ∗ ≅ 时对三角褐指藻的生长有促进

表 1  敌百虫对 3 种虾池野生甲壳类的毒性

Ταβ .1  Τοξιχιτψ οφ διπτερεξ ον τηρεε ωιλδ χρυσταχεαν σπεχιεσ

种类 持续时间 和实验温度 ε 回归方程 半致死浓度 × ⁄ ≅

天津厚蟹 Ψ . Ξ . ( Ρ . ) .

脊尾白虾 , . Ψ Ξ ( Ρ . ) .

克氏纺锤水蚤 , . Ψ . Ξ . ( Ρ . ) .

表 2  敌百虫对 3 种虾池养殖动物的毒性

Ταβ .2  Τοξιχιτψ οφ διπτερεξ ον τηρεε χυλτυραλσπεχιεσ

种类 持续时间 和实验温度 ε 回归方程 半致死浓度 × ⁄ ≅

中国对虾 Ψ . Ξ . ( Ρ . ) .

缢蛏苗 , . 无死亡现象 大于 .

缢蛏(成体) , . Ψ . Ξ . ( Ρ . ) .

台湾红罗非鱼 , . Ψ . Ξ . ( Ρ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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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浓度为 ≅ ∗ ≅ 时对海洋原甲藻的

生长有促进作用 其原因可能是敌百虫在海水中水解

生成的无机磷起了富营养化作用 超过一定浓度的范

围 敌百虫对微藻的生长能起完全抑制作用 如青岛

大扁藻 ! 三角褐指藻和球等鞭金藻在敌百虫浓度

≅ 时及海洋原甲藻在敌百虫浓度 ≅

时生长均完全被抑制 ∀

敌百虫对野生甲壳类的毒性

敌百虫在淡水养殖中应用时间很长 主要用于防

治鱼类的寄生虫病和控制浮游动物 ∀在海水养殖中的

应用也有报道 如在对虾育苗中用来杀灭大型桡足类

和在虾池中杀灭甲壳类 但缺乏具体的使用浓度和方

法 ∀本研究在这方面得到了较确切的结果 ∀试验的结

果表明 天津厚蟹等野生蟹类是虾池内的甲壳类中对

敌百虫最不敏感的种类 ×⁄ ≅ 而

其它种类如脊尾白虾 ×⁄ ≅ 和克氏

纺锤水蚤 ×⁄ ≅ 较敏感 ∀如果使

用敌百虫作为杀灭甲壳类的清池药物 其浓度只要能

够杀死野生蟹类就可以杀死其它甲壳类了 ∀

敌百虫对养殖生物的毒性

试验结果表明 中国对虾是养殖生物中对敌百

虫最敏感的 ×⁄ ≅ 而台湾红罗非

鱼 ×⁄ ≅ 和低温时的缢蛏苗

×⁄ ≅ 较不敏感 但缢蛏成体

×⁄ ≅ 比蛏苗敏感 ∀在选用这种

药物预防对虾病毒病时 应注意其致毒的选择性 ∀

关于敌百虫作为清池药物

对虾病毒病给对虾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防治对虾病毒病成为目前对虾养殖业的最重要任

务 ∀对对虾病毒携带生物的研究表明 甲壳类生物是

对虾病毒的最重要携带生物和传播媒介 这些甲壳类

包括野生蟹类 ! 桡足类和白虾等 ≈ ∗ 其中蟹类生活

周期长 可携带病毒越冬 清除虾池内这些野生甲壳

类成为防治对虾病毒病的重要措施 ∀本研究的结果表

明 敌百虫对这些野生甲壳类有较强的杀灭力 对最

不敏感的野生蟹类 天津厚蟹 只需 ≅ 的敌

百虫就可以在 内将其全部杀死 这一浓度已足

以杀死其它甲壳类生物 ∀但对除对虾以外的其它养殖

生物毒性较弱 可以在其它养殖生物尚在池塘中越冬

或养殖时进行清池 ∀由此看来 敌百虫可能是一种预

防对虾病毒病的理想清池药物 ∀在使用敌百虫作为清

池药物时应注意的是必须在放养对虾前进行 等池塘

中的敌百虫完全失效后才能放入虾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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