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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罗非鱼的产量低于杨红生得出的 的负

荷力≈ 因为本研究以中国对虾为主要养殖对象 一

切服从对虾养殖的利益 罗非鱼只起净化水质的作

用 按照中国对虾与台湾红罗非鱼毛产量 Β 的

比例放养台湾红罗非鱼 因而使得其产量较低 ∀ 需

要指出的是 养殖容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 它会

因地理位置 !供水的水质 !生产条件以及管理水平和

养殖生物结构的不同而改变 ∀故在生产实践中应该根

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确定其养殖容量 以达到对虾养殖

业高效和持续发展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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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生产性培养的数量关系及动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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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贝类育苗中藻类培养的好坏是育苗成功

与否的关键 ∀但人们在藻类培养时 更多考虑的是温

度 !盐度 !光照 ! 值 !营养盐等生长因子及一些日常

管理 ∀事实上 仅考虑这些因素还远远不够 还必须考

虑各级培养间藻类浓度 !藻类数量 !每日所需投饵量 !

气候变化 !污染等诸多动态因子及它们间的相互约束

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藻类培养处于良好循环状

态 ∀许多厂家藻类培养的失败 很大程度上在于未能

处理好这些因子 ∀为此 作者总结多年来生产性培养

经验 把这些动态因子转化为对藻类数量的影响 按

照数量变化来预测未来天数藻类的培养趋势 以作出

相应的决策来指导生产 ∀

藻类数量关系及经验值

藻类数量关系

藻类生产性培养的扩种流程为一级培养 ! 二级

培养和三级培养的过程 ∀由于各级培养中数量变化极

为复杂 如各级培养的容器大小及藻类浓度各不相

同 要对每个容器藻类数量进行准确的计数非常繁

琐 而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也无十分必要 ∀为此引入

如下变量并进行约定 为与生产上相吻合 一级培

养 !二级培养数量单位用 三级培养用 投

饵或接种时 对同一级培养各容器的不同浓度分别用

平均浓度来计算 各变量以某种藻类 !某日数据为观

测值

其中 ∆ 表示藻类作藻种用时一般应达到的标

准浓度 Τ 为育苗所需标准浓度的藻类数

量 ∆为投饵用三级培养藻类的平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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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为实际生产投喂三级培养的藻类数量 ∀

其中 ς表示三级培养的藻类总数量 Π为

藻类污染 !老化 !过量等原因被排放的三级培养藻类

数量 Χ为因气候引起藻类繁殖速度减缓 (相当

于数量减少) ,需预先扣除三级培养的藻类数量

Κ为育苗翻池或培养操作失误等引起计划外用掉的

三级培养藻类数量 Ν为三级培养可循环周期

∀此公式用于预测三级培养良性循环天数 ∀

Γ= Α≅ Ι

其中 , Α表示三级培养空池总的底面积 Ι

为每 三级培养池底面积 ! Ν天发满池所需标准浓

度藻类数量 Γ为接种所有三级培养空池所

需标准浓度的藻类数量 ∀

其中 ∆χ表示三级培养相互接种用的藻类平均

浓度 ( ∆ 为二级培养接种三级培养用的藻

类平均浓度 Β为三级培养间相互接种用掉

的藻类数量 Τ 为接种三级培养需二级培养藻

类数量 ∀

其中 ς表示二级培养的藻类总数量

Π 为藻类污染 !老化 !过量等原因被排放的二级培养

藻类数量 Χ 为气候原因需预先扣除二级

培养的藻类数量 Κ 为二级培养计划外用

掉的藻类数量 Ν 为二级培养可循环周期

∀此公式用于预测二级培养良性循环天数 ∀

Γ Α ≅ Ι

其中 Α 表示二级培养空容器总的底面积

Ι 为每 二级培养容器底面积 ! Ν 天发满容器所需

标准浓度藻类数量 Γ 为接种所有二级培

养空容器所需标准浓度的藻类数量 ∀

其中 ∆χ表示二级培养相互接种用的藻类平均

浓度 ∆ 为一级培养接种二级培养用的藻

类平均浓度 Β 为二级培养间相互接种用

掉的藻类数量 Τ 为接种二级培养需一级

培养藻类数量 ∀

其中 ς表示一级培养的藻类总数量

Π 为藻类污染 !老化 !过量等原因被排放的一级培养

藻类数量 Χ 为气候原因需预先扣除一级

培养的藻类数量 Κ 为一级培养计划外用

掉的藻类数量 Ν 为一级培养可循环周期

∀此公式用于预测一级培养良性循环天数 ∀

经验值

要在藻类生产性培养过程中获得成功 首先应

在当地条件下进行预培养 在实践中测得一些必要的

经验数据 即约定几个经验值 并且在生产操作中及

时校正 ∀

Χ, Χ Χ 根据天气变化 如阴天 !雨天 !台风等

与正常气候下相比 测出对三级培养 !二级培养 !一级

培养每天减少多少数量 ∀

Ι , Ι 根据三级培养的池大小 !二级培养容器大

小 测出接种一定的浓度 !要发满特定的容器需要几

天 达到的浓度是多少的大约值 作为以后接种时的

经验值 ∀

预测应用

应用模板

为避免每天手工计算 作者根据约定中的公式

使用 ∞¬ 软件来建立模板 根据该模板 每天输入变

量的相应观测值即可自动计算出公式值 按所求的值

周而复始地进行一级 !二级和三级培养 并合理地投

饵 以达到藻类培养的良性循环 ∀

预测分析

数量关系链锁分析 生产性培养的

藻类数量始终处于变化中 且各级培养间藻类数量存

在相互约束关系 ∀这从公式中也可看出 如三级培养

浓度越低 即 ∆越小 , Τ, Α, Γ , Τ Α Γ Τ 各值增

大 Ν, Ν Ν 变小 Π!Κ增加时 显然空池增加 即 Α

值增大 ,也使 Γ , Τ Α Γ Τ 各值增大 Ν, Ν Ν 变

小 气候恶劣使得同样培养天数下各容器藻类的浓度

下降 或必须通过增加 Ι 值才能达到相同的培养浓

度 , 这也使 Ν, Ν Ν 变小 ∀当上述情况相反时 Ν,

Ν Ν 增大 ∀同理 一级 !二级观测值变化也会依相应

公式链进行变化 ∀

周期分析 在生产性培养过程中 Ν,

Ν Ν 作为各级培养状况的预测依据 ∀Ν, Ν Ν 反映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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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特定条件下三级培养 !二级培养 !一级培养的藻

类循环周期 即在该日条件下 各级藻类培养定能在

Ν, Ν Ν 天内得到相应循环 ∀若在相同培养条件下

Ν, Ν Ν 变小 说明藻类培养浓度在下降 需检查藻

类是否因老化 !污染或环境不良等原因而引起生长不

良 ∀显然 Ν, Ν Ν 值越大 藻类可供使用时间越长

生产较为主动 ∀但取值不宜过大 否则会出现藻类过

量 !老化 !污染等问题 ∀在实践中 Ν, Ν Ν 分别以 ∗

∗ ∗ 为宜 ∀但在台风等恶劣天气来临

前应尽可能使 Ν, Ν Ν 达到上限 甚至适当超出该

范围 ∀

硬件分析 在贝类育苗过程中 生产

厂家始终在追求最大出苗量 但前提是必须满足藻类

培养所需硬件条件 ∀因此 生产开始前应按以往所得

的经验值 根据公式进行预算 对该场各级培养条件

进行测试 检查目前条件下育苗生产能力及各级培养

条件是否配套 ∀在生产过程中 当 Ν, Ν Ν 值呈现下

降趋势时 应作出添加硬件设备或弃苗的选择 ∀

小结

在生产性培养过程中 一级培养藻类的数

量较少 而且每天所使用的量也不是很多 也较容易

控制 故本文未对一级培养相互接种情况加以考虑 ∀

公式中经验值对预测的准确性影响较大 除

生产开始前进行预培养获得经验值外 还可在生产中

使用 Γ= Α≅ Ι , Γ Α ≅ Ι 公式来校正 Ι , Ι 值 ∀

育苗中使用混合藻类时 可按各藻类数量分

别统计计算或折算成一种藻类来进行预测 ∀

对一日多餐投喂时 既可按当日的总数量进

行预测 也可按餐预测 但 Ν, Ν Ν 值需除以餐数 ∀

当 Ν, Ν Ν 值偏小需进行调整时 除考虑藻

类培养条件 !技术因素外 还可通过育苗环节加以控

制 如减少投饵量时 降低育苗水位 使单位水体藻类

数量不减少 条件允许时 少换水或不换水 保证水体

里藻类的存留量等技术措施予以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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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这一系列产品 是集中 !澳两国水产科学家研

究成果的精华 并针对中国水产养殖业的特点设

计而成的 系高科技产品 ∀其突出特点为 快速准

确 !操作简便 !经济实用 可广泛应用于海 !淡水

的苗种生产 池塘养殖及水族馆的管理 ∀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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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生产科技工作者 !管理工作者对养殖水环境

质量的监控提供直接快便的帮助 以使养殖工作

更科学更高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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