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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作者连续几年对荣成市一些重点对虾养殖池的

水质进行跟踪监控 在水质控制方面进行综合的探

索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材料与方法

年 ∗ 月在荣成市靖海镇海水养殖公司

任选 个条件基本相同的池子 ∗ 号 号为

试验池 号为对照池 对其水质 水温! !盐度!溶

氧! 2 进行监控∀

每次上午 时采水 时化验∀ 分析监测方法参

考5海水化学6 5海水化学分析方法6∀ 水质控制采用

物理控制法 在 月 ∗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 日 月 日∗ 月 日进行适量换

水∀ 化学控制法 在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共 次使用虾乐安

药剂 平均每次使用 ≅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次使用 ≤ 平均每次使用 ≅

月 日 月 日两次使用 平均每次

使用 ≅ ∀ 生物控制法 在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共 次使用光合

细菌 每公顷 ∀

 结果

由表 监测数据可以看出 通过采用物理!化学!

生物方法监控 号池在整个养殖期间 水质一直

维持在高溶氧!低氨氮的良好状态 而且水质指标如

!盐度!溶氧!氨氮等变化范围降至最低程度 使其

养殖水生态系统一直较为平衡和稳定∀ 而 号对照池

则在养殖过程中出现低溶氧!高氨氮状态 水质极不

稳定∀

由表 数字可以看出 试验 号池的对虾规

格!成活率及产量远远高于对照 号池∀ 且试验池的

对虾活泼健壮 体表光洁无患病症状∀

 讨论

 作者选择的 个虾池均为静水的∀ 月

日化验进水口水质 水温 ε ! 值为 盐度

为 2 为 Λ 溶氧为 ≅

∀ 进水 施尿素 培养水色∀ 月 日放苗∀ 月

∗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 日 月

日∗ 月 日 根据水质监测情况共 次适量排放水∀

虾池换水是控制水质的最基本方法∀ 但是作者常年对

荣成虾池进水口的水质监测表明 有的进水口的水质

因受环境污染或外海水质影响 进水口的水质状况极

不稳定 变化大 时常出现 2 偏高!溶氧偏低∀ 所

以在换水时 采取了依据化验水质状况 进行适量换

水 改变大排大放的方式∀ 根据化验结果 池内的溶氧

时常比池外的高 而 2 则比池外的低得多 所以

池水的理化因子没有异常时 大排大放是有害无益

的≈ ∀

 在 月 日至 月 日之间化学试剂控制

水质 是控制水质的重要方法之一∀在 月 日∗ 月

日期间 是对虾虾病暴发高峰时期 虾池排放带有

病菌的池水 使池外海水可能带有病菌∀ 所以在这期

间 不宜换水 应采用化学控制法和生物控制法控制

水质∀ 作者选用了百毒净 ≤ !虾乐安! 等药

剂∀使用化学控制法的特点是迅速!高效和经济∀≤

是强杀菌消毒剂 它能把池中的病菌快速杀死 而且

≤ 也是一种强的氧化剂 它也可以将氨!亚硝酸!硫

化氢等有害的还原性物质氧化成无害物质∀ 虾乐安螯

合水中的病毒和其他毒素 改善水环境 并能增强鱼

虾食欲 促进生长 增强抗病能力∀ 迅速增氧 消

毒杀菌 可氧化水中氨!亚硝酸!硫化氢等还原性物

质 生成无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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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质监测参数值

时间 池号 水温 溶氧 盐度 2 时间 池号 水温 溶氧 盐度 2

月 日 ε Λ 月 日 ε Λ

池外 池外

池外

池外

池外 池外

池外 池外

   光合细菌可以净化水质和底质∀ 养虾池残

饵!鱼虾排泄物和动植物尸体大量累积 异养微生物

在分解过程中不仅消耗大量的氧 而且产生氨氮等多

种有害物质∀ 光合细菌能利用水体和底质中的氨氮和

硫化氢等 能去除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 从而净化了

水质和底质∀ 光合细菌在分解有机物和转化有害物质

的过程中不耗氧 而且能降低水质和底质的生化耗氧

量 因此间接增加了水质中的溶解氧≈ ∀它能释放出具

有抗病性的胰蛋白分解酶 可以抑制发生细菌病∀

总之 目前虾池水质的监控必须将物理控制法!

化学控制法和生物控制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池水在

整个养殖期间维持稳定的水色 保持良好的状态 从

而促进对虾养殖的丰收∀ 号池 共 总产

对虾 每公顷产量 对虾平均规

格 生产总值 元 纯效益

元 公顷效益 元∀

表 2 对虾生长情况

池号 放苗时间 收虾时间 对虾规格 成活率 面积 产量 平均公顷产量 有无发病

月 日 月 日

无

无

月 日发病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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