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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凡纳 滨对虾的养殖采用 新的投料和 管理 方法

,

不施肥
,

从放苗后 Z h 开始投料
,

并由

2 餐 /d 改为 5 餐 /d
;
管理 上采用 不施抗 生素药物的 生态养殖模式

。

定期抽样浏 黄对娜 的体

长
。

结 果表明
,

实验对虾生长速度 比对 照塘提高 20 % 一30 %
,

成 活率高达 86
.

33 %
,

比对 照

塘高约 20 %
。

实验证 明该 方法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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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纳滨对虾 (L it o p e n a e u :
va

n n a m e i )的高密度
、

大面积的养殖方法
,

使养殖后期水质严重变坏
,

而后

又滥用药物
,

造成养殖对虾规格小
、

药物残留大
、

价格

低和养殖风险大
。

为寻求更佳的养殖方法
,

作者进行

了新的凡纳滨对虾生态养殖实验
。

1 实验场地与养殖方法

1
.

1 实验场

实验场位于广东省 阳东 县雅韶镇石塘村
,

用其

中 4 个对虾塘
: 1

,

2 号为实验塘
,
3

,
4 号为 对照 塘

,

均

为沙泥底
。

所用增氧系统均为 1
.

5 kw 四轮水车式

增氧机
,
1 号塘 2 台

,
2 号塘 3 台

,
3 号塘 3 台

,
4 号塘

2 台
。

咸水直接从外海抽取
,

淡水从小河边 的 3 口大

井中抽取
;
并设有贮水塘

。

1
.

2 养殖 方法

1
.

2
.

1 清塘

去除塘底污 泥及洗塘
:

先进水 30
Cm

,

再用 2 头

牛进行翻耙
,

边翻耙边排水
。

这样既可以把塘底中过

多的有机物排走
,

又可 以整平塘中坑洼的地方及 填

补塘底 的裂缝
,

减少养殖时饲料的浪费
。

1
.

2
.

2 底质改 良

洗塘 后 进 水 30
Cm

,

泼 洒 高浓 度 光 合 细 菌

(4
.

5 9 / m
Z )和利生素(0

.

7 5 9 / m Z )
,

对塘底中的有机

物进行充分地分解
,

并使整个虾塘有益 细菌类处 于

优势的地位
,

抑制有害细菌的繁殖
,

减少养殖期间细

菌病的发生 [2]
。

泼光合细菌和利生素 3 d 后加水至 1
.

3 m
,

所有

水均经过 12 0 目滤 网再过滤
。

同时用 14 目网把所有

池塘的外周围好
,

防止 外面带有病菌的杂蟹及蛇蛙

等进入
。

1
.

2
.

3 池塘生物诱发

为了避免养殖中后期的有机物沉积过多
,

本方法

不再添加任何有机或无机肥料
,

而是在进满水后的 3

d
,

每天午后开增氧机 l h
,

创造一个 良好的环境促进

水中各类水生生物的萌发
,

让水内各种饵料生物处于

生长旺盛期
。

第 5 天用光合细菌 1
.

5 9 / m
,

和 白云石

粉 7
.

5 9 / m
,

进行育水
,

第 7 天再用 1 次
,

水色稍稍变

浓
。

1
.

2
.

4 养殖管理

1
.

2
.

4
.

1 水质调控

水色调节采用前期肥水后期调色的方法
,

即放苗

(进满水后第 9 天 )后继续用白云石粉进行育水 2 次
。

以后对塘的边沿进行翻耙 1 次
,

每天翻耙一侧
,

分 4 d

进行
。

中后期 由于水色过浓
,

实验采 用 2 种方 法杀

藻
:

(l) 晚上用生石灰粉 3 9 / m
,

干撒
,

(2) 中午用漂白

粉 。
.

37 9 / m
Z
化水泼洒

。

p H 值为 7
.

5一 8
.

5 时为正常
,

当低于 7
.

5 时晚上

泼石灰水
;
当高于 8

.

5 时杀掉部分藻
,

并泼红砂糖水
。

无论是调高还是调低均逐步进行
,

避免变化过大
。

养殖中后期
,

若亚硝酸氮和氨氮升高
,

可 全塘泼

洒葡萄糖
。

溶氧调节采用前期午后开增氧机
,

中期视天气和

对虾生长的情况而增长开机时间
,

后期全天 开
,

保持

溶氧不低于 5 m g / L
。

1
.

2
.

4
.

2 饲料的投喂

收稿 日期
;
2 0 0 3 一

10
一
3 1 ;修回 日期

:
2 0 0 4

一 0 9
一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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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塘没有施肥
,

饵料生物较少
,

为了促进虾苗的快

速生长
,

缩短养殖周期
,

采用反常规的投料方法
:

放苗

后 Z h 投喂人工配合饲料
,

每天分 5 餐投 喂
,

分别于

6 : 0 0投 喂 2 5 %
,
1 0

:
0 0 投 喂 1 5 %

,
14 , 0 0 投喂

2 0 %
,
2 8

,
0 0 投喂 5 5 %

,
2 2 , 0 0 投 喂 1 5 %〔3〕 ,

投喂量

见表 1
。

多餐次投 喂既符合虾苗的摄食习性
,

又保证

饵料的新鲜
,

避免饵料的浪费
。

45 d 前以 1
.

s h 吃完

为度
,

以后按 1
.

o h 吃完为度
。

并视天气
、

水质
、

摄食

等情况适当调整投料量
。

对照塘采用通常的肥 水养殖方法
:

放苗后前 6 d

主要依靠塘中的天然 生物饵料
,

只有傍晚投少量蛋

黄
,

后视塘中的生 物饵料多少而 开始适量投喂凡纳

滨对虾专用 的人工配合全价料
,

前 25 d 每天投喂 2

餐
,

分别为 6 , 0 0
,
1 8 , 0 0 ; 2 5 ~ 4 5 d 时每天投喂 3

餐
,

分别为 6
,
0 0

,
1 8

,
0 0

,
2 3 , 0 0 ; 4 5 d 后每天投喂 4

餐
,

分别为 6 , 0 0
,
1 1 , 0 0

,
1 8 , 0 0

,

2 3 : 0 0
,

见表 1
。

1
.

2
.

5 病害防治

本次养殖无论是实验塘还是对照 塘均采用环保

生态养殖方法
,

整个养殖期间 以
“

预防为主
,

综合 防

治
”
为原则

。

首先要做到病菌的隔离
,

如用 网把塘四

周围起来
,

防止带病菌的生 物进人 ;其次采用半封闭

式的养殖模式
,

少换水且 只换贮水塘中经消毒的海

水和井水 ;重要的是每周用光合细菌 1 次保持有益细

菌在水体中占优势川 ; 同时用石灰
、

白云石 粉
、

沸石

粉
、

红糖
、

葡萄糖等环保物品配合充足的溶氧来保持

水质良好防止疾病的发生
。

适时添 加一定量的 V c

及其他营养添加剂以提高对虾免疫力 [sj
。

2 结果

对虾前期投料情况
、

生 长情况和养殖结果分别

见表 l
,

表 2 和表 3
。

衰 1 对虾养殖前期投料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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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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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虾生长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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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 b e statis tics o f s卜ri m Ps g r o w th

时间 长 (e m )

实验塘 1 实验塘 2 实验塘平均 对照塘 3

实验塘 比对照塘

对照塘 4 对照塘平均 体长增长量(。m )

实验塘比对照塘

体长增长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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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养殖结果

T a b
.

3 T h e r es u lt s o f t h e e ul t ure

塘号
放苗量
( 尾 / m Z )

放苗 日期

(月 一 日 )

收虾 日期

( 月一 日)

产量

( k g / m Z )

虾规格

( g / 尾 )

成活率

( % )

饵料

系数

成本

(元 / m Z

价格

(元 / k g )

产值

(元 / m Z )

效益

(元 / m Z )

实验塘 1

实验塘 2

对照塘 3

对照塘 4

0 4 一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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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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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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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 讨论

3
.

1 生 长速度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实验塘的凡纳滨对虾生长速

度均比对 照塘的高
,

采用这种投喂方法可使对虾前

期增长率提高 17 % 一58 %
,

平均可提高 32 %
,

同样体

长可提前 15 d 到达
。

传统养殖早期 以浮游生物为主

要饵料的养殖方法 虽具一定的科学性
,

但由于 当今

对虾事业的发展
,

特别是高密度的放养模式
,

水中的

天然饵料 已无法满足所有对虾早期 的 营养需求
,

给

予一定量的人工饵料对对虾生长有 以下 的好处
:

( l)

为对虾生长提供充足食物 ; ( 2) 人工 配合饲料营养全

面
,

能满足对虾成长所需的营养 ; ( 3 ) 由于 饵料充 足
,

减少对虾摄食时的体能消耗
,

有利 于对虾 的快速 生

长
。

3
.

2 成活率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

实验塘对虾成活率均有很明

显 的提高
,

养殖 113 d 最高可达 86
.

33 %
,

比对照组高

出约 2 0 %
。

具有这么高的成活率与以下两方面有直

接的关系
: ( l) 养殖早期采用反常规的投料方法

,

给虾

苗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

大大减少 了对虾的相互

残杀 ; ( 2) 养殖过程采用 了封闭式生态的养殖模式
,

减

少 了病害的发生
,

为对虾生长提供了舒适的环境
。

实

验期间
,

海南
、

湛江 及实验 场周 围均 大 面 积 出现

W S S V
, T S V 等对虾流行病

,

而所有实验组 和对照组

均未遭到损 害
,

证明封闭式生 态 对虾养殖模式对

W S S V
,

T S V 等病毒性病具有较强的预 防效果
。

3
.

3 水质

在养殖过程中
,

实验组 p H 值稳定在 7
.

6 一 8
.

5 ;

氨氮和亚硝酸氮都处于正 常范围
;
前期水色高

,

透 明

度大
,

中后期水色低
,

透明度小
;
水色的变化由白色变

为淡黄绿色再转为黄绿色
,

最后变成黄褐色
;
透明度

基本处 于 80 一 20
c m 的直线变化状态

。

但是到 了后

期
,

实验组的水质明显优于对照组
。

对照组的 pH 值

处于 8
.

1一 9
.

2 ;
在后期氨氮和亚硝酸氮时有偏高 ; 水

色和透明度变化较复杂
,

前期不稳定
,

后期水色低
,

透

明度小
,

透明度处 于 50 一 20 c m 的变化范围 ; 水质难

以控制
,

所用 的白云石粉
、

沸石粉
、

红糖
、

葡萄糖较多
,

换水量也较多
,

到了后期发现有少量的黄鳃和黑鳃的

病虾
,

故收虾也较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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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该养殖方法大大提高了对虾养殖的成活率及生

长率
,

缩短了对虾养殖周期
,

保持了水质的稳定
,

减少

病害的发生
。

这几点在当今对虾养殖业具有重大意

义
:

首先
,

当今大规模高密度的对虾养殖引发了不少对

虾疾病
,

反常规的投料方式加快了对虾前期的生长
,

缩

短养殖周期
,

从而降低了疾病发生的机会
;

其次
,

后期

的水质变坏
,

多是由于前期有机质的积累造成的
,

而前

期肥塘也是有机质积累的一个 因素 ; 再者
,

提高生长

率
,

养殖大规格无药物残留的对虾适合当今市场的需

要
,

可为当前对虾价格低的局面铺开新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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