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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细菌 (p比沁叮川het 讹 b ea ot r i a) 简称为 P S B
,

是种营养价值较高且营养组份较全的细菌
.

在厌

氧弱光条件下
,

具有处理低分子有机物
,

净化水质等显著功效
。

当前
,

在淡水
、

能源
、

饲料粮三紧缺的条

件下
,

将其用于池塘养殖中
,

能获得节水节电节省饲料粮的效果
.

同时利用 P Bs 富含维生素 (尤以 B 族

维生素最多 )和辅酶 Q 等生理活性物质
,

将 P s B 混拌添加于鱼种精饲料内或泼洒于池塘中
。

通过提高鱼

种饵料的
j

营养水平
,

增强鱼种抗病力和改善鱼池水质
,

以达到提高鱼种成活率和增产
、

降低成本之目的
。

用 P Bs 菌液进行继
、

墉
、

草鱼
、

妨夏花的池塘育种并育成 11
.

8 厘米左右的大规格鱼种试验
,

迄今尚未见

正式报导
。

为此
,

我们于 1 959 年在山东省济宁市郊区淡水养殖试验场做了此项试验
,

现报告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1
甲

光合细菌菌液 主要含球形红假单胞菌
、

沼泽红假单胞菌
、

荚膜红假单胞菌
、

胶质红假单胞菌
,

每毫升菌液含菌体2 飞
.

2亿个 (湿重为 81 克 /升 )
。

2
.

池塘 室夕陆池塘两个
,

每池面积 0
.

133 公顷
,

池底均为黑色腐泥
,

其中 5 号池为试验池
,

水较找

,

水化学分析由师吉华同志完成
,

特此致谢
.

收箱年月
: 1以沁年 1 月; 同年君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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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了一。
.

只米 )
、

)
民泥却转厚 (平均 朋

.

7厘米)
。

以水较深 (0
.

9一 1
,

1 米 )
、

次泥 卜匕较薄的 G 号池为对照池
。

夏花放养订 只火
,

两汕 林
’

川 决石灰清塘
。

水源 4Jr 以兰活污水为主
,

辅 以和井火
。

3
.

夏花爪 共效养
’

.

子尸;的缝
、

墉
、

草鱼
、

鱿鱼夏花
,

均来自同批负
_

卯孵出之鱼苗且又系同搏育出的
。

放养时间 〕 J
一

勺川 , 年 7 月 」2 `了
。

百羊见 泛1
。

表 1 夏花的放养
T a饥

日 1 B r傲治 i n g o f t h o s u恤 m e r l a vr er

鳗
.

墉 } 草 鱼 i 鱿 } }
~

银澎料
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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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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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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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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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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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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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夕量
、

平均体霞均以克 为单位
,

平均体长为厘米
。

4
,

州养怜理 饲料的投喂两池均用相同组份的精饲料 (鼓皮 4 6形
,

玉米面 豹粥
,

豆饼掺 16 落 )
,

各

阶段的狡饵
一

熟分别是 : 7 J也 1 2 日一2 9 日为 12
甲

3笼
,

7 月 3 0 日~ 8 月 2 2 日为 5
.

7 1~ 7
.

0 5 %
,

8 月 23 日

~ 9 月 27 日 5
.

6 6形
,

9 月 2 5 日一 10 月 9 日为 4
.

2形左右
,

10 月 10 日一 24 日为 0
.

蛇形 ; 不同之 处在于

议聆池的精词料句次投喂之前将 P阳 以添加荆形式 (每公斤饲料用 6 毫升 P Bs 菌液 ) 喷拌于饲料中
。

另分写lj于 7 月 」4 日
、

8 月 1 5 日两次全池泼洒 P 邪
,

’

之 5 号池池水含菌液浓度达到 4 p P nI ; 对照 池因严

重浮头
,

少喂两次精饲料
。

其总书量分别是 : 5 号池 1 4叨公斤
, 6 号池 飞47 9

.

5 公斤
。

两池注水均用同一

水源
.

试验池共注水 6 次
,

计水量 133 3 立方米
,

对照池共注水 20 次
,

计水量 3 73 3 立方米
。

5
.

主要生态因子的侧定 试验期间不定期地对两池同步进行水体理化因子和浮游牛物测 定
。

p且

用精密酸碱比色计
,

溶氧 ( D O )采用碘量法结合使用溶氧测定仪 (水样于 8 点取 ) ; 化学耗氧量 (C O D )采

用碱性高锰酸钾法 ; 碱度采用 H C I 滴定法 ; 硬度 C扩
干 、

M g
; 卡

采用络合滴定 ( 日D T A 容量法 ) ; Cl
一

采用硝

酸银滴定法 (莫尔法 ) ; N oz
一
N 采用对一氨基苯磺酸 比色法 ; N 0 3 一

N 采用酚二磺酸法 ; N H 一 N 采 用奈氏

试剂反应比色法 ; P朔
一

用钥酸铁比色法 ;凌 O :

采烧钥酸按比色法 ; 透明度用萨氏盘测定
。

浮游生物采用

显微计数法测定
.

结 果 与 讨 论

( 一 ) 理化因子和浮游生物测定结果
,

见表 2和表 3
。

(二 ) 鱼种收获

于 19 59 年 1。 月 2 5 日进行查收
,

收获详情见表 4
。

(三 ) 培育鱼种的各项开支和饵料系数及公斤鱼种的成本

两池内的夏花
、

药物
、

人工三项费用均相同
,

但 6
、

6 号池精饲料耗用量
、

注水耗电量
、

培育鱼种的耗

水量和饵料系数均有差别
,

总计培育一公斤鱼种的成本
,

6 号试验池只有 6 号池对照池的 ” 粥
口

综合以上结果
,

采用 P S B 菌液培育鱼种有如下优点 :

1
.

培育成活率较高
,

试验池比对照池提高了盯
,

8形
。

究其原因
,

初步认为 : (飞) 由子 P马B 不仅含有

终多的蛋白质
,

而且富含多维素和辅酶 Q 等生理活性物质
。

把 P s B 泼子池内莽拌入饲精 巾被该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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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理化因子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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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从 D O 至 氏 O :

连续 12 项
,

其单位均为 m留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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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浮游生物测定结果 ( m g /L )

T a b l e 3 A n 目 y t ci 公 理 s u l t 时 P l an k切 n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8 7
.

7肠 O 2
.

8 9 1 5

4 4
一

匀7祀 2
.

25娜

表 4 鱼种收获情况

T a b l e 4 H a r v e s t of n n ge r l i n矛

一件口口口宾一方
食

,

提高
一

f 鱼饲料的营养水平
,

可增强鱼体抗病能力
【, ’ 。

( 2 ) 所采用的这四种红假单胞菌能同化水中有

机物
,

减少有机耗氧
,

尽管 5 号池水较浅且冲注水亦少
,

但仍取得相对增高水中溶氧量的效果 〔表 2 中
·

D O 系清晨 8 点测定
,

5 号池 比 6 号池高 0
.

4一 1
.

Om g zL )
,
另外 6 号池中缝鳍 下颁明显

一

长十 吮颁
,

呈现
“

铲
”
形亦是佐证 ; 同时施入他内但尚未被摄食的 P Bs 在厌氧条件下进行反硝化作用

,

使得在数 值过高

时便具有毒性的钱盐浓度大为降低 (试验池为 Q
.

防。 g厂L
,

比对照池减少了昭
.

8 3% )
,

从而给养殖龟类

提供了一个水质良好的生长环境
。

2
.

每亩增产 n
.

8 厦米左右的鱼种 12
甲

2 5 公斤
,

即每公顷 18 3
.

85 公斤
,

并显示出一定的节水节电

节省饲料粮的效果 : 生产一公斤 1 1
.

8 厘米左右的鱼种可节水 5立方米
,

节电 。
,

5 度
,

饵料系数降低 。
.

1朴

从而使公斤鱼种的牛产成本降低 6
.

9 6笼
。

然而试验结果亦有不尽人惫之处 :试验池的鱼种总平均规格小于对照池 (但纺鱼除外 )
,

其原丙
「

叮能

是 P邪 菌液 (非菌休 )对夏花
,

特别是对链
、

缩
、

草鱼生长有一定抑制作用
,

这 与乔振国 ( 1 9的 )川 所报导

的相似
。

这一妨碍机理尚待深入研究
,

由此现象出发
,

养殖牛产上应改用 P邪 的浓缩制品
,

(劝 乔振国等
,

拍88
,

以光合纽菌菌液作为对虾配合悯料添加剂的初步研究
。

饲料科技食展新途径 (水产部分 )
,

1铭~ 1 7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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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池妨鱼种的规格羽显大于对照池
.

这可能是因为妨鱼除直接摄食人工饲料外
,

尚大量摄食浮

游动牧
。

人 3 浮游动物测定结果表明
,

用 P阳 的 6 号池浮游动物生物量比对照池高怨
,

2 %
,

正因为 P S B

能促进浮游云u物的生长
、

繁殖
t “ , ,

从而给以浮游动物为主食的妨鱼提供了较丰裕的高质量的动物性活饵

料
。

所以冶
一

助于妨位的牛
一

长
,

此与小林正泰 ( 1匀8 1) 所报导的相吻合
。

3
.

}丁水
一

诊甩
。

众听周知
,

良好的水质环境不仅是提高鱼种成活率的重要条件
,

也是增产的必要因

素
,

表 3 说澎:
,

试验池的浮游植物生物量高出对照池肠
.

货万
,

表 2 表明
,

试验池的 pH 为 7
.

6
,

高于对照

他 0
.

2 :
]
’
。蕊

一
比对片池

.

抢 拐
.

招芳
,

D O L匕对照池提高了 1 2
.

82一 28
.

6 0粥
。

试验池不仅较浅 (约浅器亘

米
,

即浅巧叮 )
,

且淤泥较厚 (约厚出6
甲

2匣米 )
,

同时培育鱼种期间的冲注水量减少了 2 400 立方米
,

因此从

池塘的养殖荃础条件忙注水量看
,

试验池均较差
,

但是由于试验池采用了 P邻而 P BS 又具有在厌氧疆

光条件
一

下强烈处理有机物 ( 211
:
A 十 C O :

(有机物 〕

厌氧
`

一
一- -今

弱光
〔C H 刃 ] + 瓦O + ZA )

,

改良水质的特殊功效
,

从而改变
(菌体〕

了试驮池不利的养殖环境条件
,

其作用过嘿可由下图表示
:

谁谁 鱼排泄物
、

残池剩饵饵饵 ② 异养细菌
、

丝状菌
`̀̀

③ 分解后的产物
:

氛基基

提提高了水体生物耗氧最
,,,

’

放线菌以此为营养进行行行 酸
、

氨
、

有机脂肪酸
。。

恶恶化水质
。。。

分解
。。。。

④④ P S B 无毒
,

能利用 H Z S
、

有机酸
,

又能固氮
,,,

⑤ P S B 进入鱼
、 一

浮游动动

故故可除去水中氮
,

还可进行反硝化作用
。。。

物
,

促进其生长
,

增强强

鱼鱼鱼鱼的抗病能力
。。

由于试验池减少了注水
,

因此 P邻 的节水效果较明显
,

同时减少了抽水用电
,

故其节电效果随之而

有
。

.4 P S B 具有节省饲料粮的作用
,

但并不明显
。

试验开始半个月后
,

即发现试验池底有剩饵
,

但此后

我们并未减少试验池喂饲量
,

仍按两他同时等量同品种同方式投喂
,

若能及时适当减少试验池投饵量
,

可望取得较明显的节省饲料粮之效果
,

这有待于今后试验验证
。

5
.

关于 P S B 的施用时相问题
。

由于光合细菌繁殖的速率
、

其处理有机质活性的高低均与其所处

钓时相紧密相关
,

应在 P S B 处于对数增长期的 4一 5 天之内施用
,

过早过晚均欠佳
。

我们试验所用 P BS
系出厂后切 天才施用

,

从而影响到 P BS 最佳功能的发挥宝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做有关试验研究
,

以取得更

好的培育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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