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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河组
、

白鳝
,

属淡水鱼珍品
。

国际市场畅销
,

为我

国水产创汇的拳头产品
。

我国台湾 动年代初建场养鳗
,

现可年产商品鳗约 3
.

6 万吨
。

大陆自 扮 7 2 年发

展成鳗养殖
,

目前年产 6 千吨以上
。

绝大多数为露天或温室池塘
。

网箱养鳗始于 均盯年
,

是浙江针对

本地气温偏低
,

又缺地热
、

工厂余热
,

但有众多的水库和外荡 因一种紧迫感创造出 技术外荡网箱

养鳗
。

嘉兴历来以出口鳗苗为主
。

本地却有 1
.

8 万公顷外荡可供利用
。

因为网箱 荡比水 库有

更多技术难题
,

故有
“
外荡网箱养级不可行

”
之说

。

为此
,

从事研究适于外荡网箱养鳗的整套的技术
。

历

时三年
,

于 份卯年完成
.

由于试验从观察外荡生态变化及河鳗生活入手
,

因势利导试用某些新技术和配

套混养
,

充分利用与发挥生态效益
,

最终才有较好的技术经济效益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基本条件 (分期在嘉兴市戴家荡
、

六百亩荡试验
,

最后在陶家荡验证 )

t
一

网箱及级种 戴家荡
,

使用 3 只矩形
、

封闭式
,

可浮
、

沉的涤纶网箱
,

面积共 18 ml
。

鳗种用池塘养

2 龄陈仔
,

放养密度 3
.

3 k红 1 6 3 尾 ) /nI
, 。

六百亩荡
,

使用 3 只各为圈形
、

方形
、

矩形
,

敞口
、

浮式的聚乙

烯网箱
,

面积共 1 2 m , 。

用鳗苗经简易恒温循环水池育成的大规格新仔
,

放养密度 3
.

3 k g ( 4蛇 尾 ) /m
, 。

陶家荡
,

使用 1 只 魂。 ,

方形聚乙烯网箱
,

平时敞口浮在水面
,

遇大风浪或越冬
,

可封闭
、

下沉饲养
.

鳗种用

温室止水池育成的大规格新仔
,

放养密度 7
.

3 k拭 4肠 尾 ) /二
, 。

2
.

饲 料 以台湾
“
统一牌

”
幼鳗饲料

、

上海 “丰字牌
”
成鳗词料为主

。

与池塘养鳗同期用饲一致
,

但

不另加油脂
。

3
.

水质控制 室内
:

1 只 争1
冰

Q
,

8 ( m )锥形底水泥池
,

切线方向进水
,

池底中央排水
。

水源宜接使用

·
本文承陆桂教授审阅

,

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

特致谢忱
。

收稿年月
: l 以幻 年 12 月 ; 1 9 91 年 4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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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荡水
,

用电热棒 自控加热
。

用三层尼龙薄膜间封空气层作温室保温
。

利用循环水压射流
,

加压充氧
,

生物膜过滤净化
。

利用排水旋流集 (排 )污
。

外荡 : 网箱置于 1
.

5~ Zm 水层
。

每天拍抖除净网衣上浮泥

来防附生
,

结合分养换用大目网箱便箱内过水大而畅
。

靠过水带入箱外大水面的富氧水
,

并带出养殖污

染
。

利用棍养进行生物净化
,

并定期用臭氧消毒
。

利用 6~ 加 月自然气
、

水温
。

当自然温度剧变
,

用网箱

屏障改善箱内小气候
。

当外荡受工业污染
,

可迁移网箱暂避
。

4
.

药 剂 建立每月一个疗程 ( 6~ 10 天 )的综合功能的饲料添加剂
。

平日不另用药
。

结合分养作

食盐
、

小苏打浸浴
,

定期提箱喷淋药剂
、

定期臭氧消毒
。

(二 ) 试验方法 (鳗种培育和 网箱养成 )

1
.

级 宙 质量较差
。

是外贸鳗苗中转站 5 月清扫池底收集的
,

大小不匀
,

头大而瘦长
。

放养前

的技术处理按常规
。

放养密度 。
.

助靶了m
, 。

2
,

瓤 养 把从夜间摄食习性改自天
,

从摄食水蛆姗改配合饲料几个阶段合而为一
。

水蛆叫仅作

弓!食
,

当上食率超过 9 0男
,

就同步改变投饲时间从夜晚转白天
,

饲料转换配合饲料
,

并把饲料的转换期延

缓
。

长达 2 0 天
,

可保证转食期间不影响食欲和日投饲率的递增
。

转食直接用幼鳗( 黑仔 )饲料
,

不吃鳗

线 (白仔 )饲料
。

3
_

水 温 分二梯级
,

鳗苗放养后 以。
.

a2 o/ h 升温达 2 5 , 2 7℃
,

恒温至转饲毕
,

约 2。余夭
。

投喂全

部配合饲料后再以 。
,

2
”

C / h 升温达 2 8~ 3 。℃并恒温
。

4
.

级种培育期按摄食强弱分养
,

不按个体大小分养 鳗苗从引上水面摄食后开始
,

间隔 1~ 2 天用

弓l食抄捕分开强
、

中
、

弱三级士舔荞
。

分养后每隔 10 天调整一次 : 把强级内的弱者移到中级
,

把中级的强
、

弱者分别移入强
、

弱级
,

把弱级内的强者移入中级
,

如此分养结果能使个体大小匀称
。

在移养外荡前才

按大小筛分
。

5
.

移养外荡前 2一 3 周
,

宜对组种行适应性锻炼 如用温循环水池育成的新仔
,

须递减室温
、

水温
,

使接近外荡
。

如用温止水池育成的新仔
,

除递减室
、

水温外
,

更须缎练使适应投饲逐步做到不开增氧机
、

不遮荫
、

食台由水面渐沉水下 4既 , 水层 ; 并逐渐习惯昼夜微流水
。

移养外荡时令宜在外荡水温稳定 》

1扩 C
,

嘉兴的季节约 6 月下旬
。

级种宜用新仔
,

以 89/ 忿左右的生长最佳
。

B
.

网 箱 宜用正方形
,

宽度应按流速决定
,

使箱内水体交换频率 》 。
.

01丑么。

箱高应按放置深度

加 0
.

3 m (水面上 )
。

放置深度由箱底积储氨氮浓度决定
,

保证总氮 < 1
.

吃 p P。 ,

在补偿深度内
,

则愈深

愈好
。

嘉兴外荡养鳗网箱尺寸一般为 3 只 3 x 2
.

3( 。 )
。

网箱悬挂于 “ 田 ,

字形浮台
,

每台四只箱
,

台面中

间是操作平台和通道
,

可作一个养经单元
,

亦可联接成 叫尸 字形作规模性养殖
。

平时在网箱 口装爸网

防逃
。

遇台涝或越冬
,

改装有投饲筒网的盖网
,

并放松悬挂索绳使网箱沉水饲养
。

遇水域被工业 污染

时
,

可连浮台一起迁移
,

不影响正常饲养
。

网目宜随分养规格尽量换用最大网目
,

确保箱内有最大过水

t
。

了
,

外荡网箱养级投饲
,

毋需食场条件 (如固定食台
、

遮荫
、

开增氧机等 ) 日投饲时间
,

应依外荡水

温
、

河级大小来定
。

一般河鳗 < 8 0 9了七时 : 日投饲 2 次
,

选择当天水温适宜
、

溶氧充沛的时刻
,

且二餐间

隔时间 7 个小时以上
。 》 80 到 t 的河鳗 : 日投饲 1 次

。

另外
,

酷署 ( 中午水温大于肠℃ )时投饲宜适当提

前或延迟
,

但定时的变动切忌频繁
。

投饲方法宜用 “ 间息投饲法
” 。

练饵
,

把握良好的加水方法
。
因为同

样比例的水量
,

若加水方法恰当
,

可使散失开的饲料浮 1~
洲

2 分钟再缓慢下沉
,

使摄食机率增加
。

练饵量

不宜过多
。

练饵时重视添加荆与饲料充分拌匀吸附
.

8
.

外荡网箱分养 宜在移放网箱后或越冬后提升水面半个月分养 1 次
,

旨在检查
,

并按摄食强弱

调整分养
。

7 月上旬和 拍 月底
,

各分养 1 次
,

目的是筛选商品鳗栈养
,

余下的按大小分养
。

其间三个多

月
,

分 3 次按摄食强弱分养
。

筛选采用诱驱法 :把相应的上
、

下限栅条 (两。。 , )圆筛片间距 1
甲

Znz
,

用小目

简网联接
,

在上限筛片后装漏斗网防逆游
。

上限筛片前联接待分网箱上的筒网 口
,

下限筛片后联接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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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

联接使用联结圈
。

操作时提升网箱慢慢驱线入筒网 口
,

并逆向筛片冲水诱鳗过筛
。

偏小的鳗进入空

箱
,

偏大的留在原箱
,

取出筒网中符合规格的移放新箱
。

诱驱分养后宜提箱喷淋食盐
、

小苏打浴
。

9
.

外荡网箱宜用人工栖所供河鲤栖息育肥 人工栖所须用丙烯膀氯乙烯聚合纤维
,

编结制成悬浮

式倒宝塔形床
,

各层设一洞 口
。

放置时使洞 口朝向西北
,

这种纤维织品能吸附水中有机氮
,

丛牛氧 (硝 )化
`

细菌
,

起到净化作用
。

在网箱外周沿
,

宜吊挂笼养河蚌育珠
,

密度 2 只蚌 /m
, 。

能有效地利用食物链
,

通

过河蚌滤食净化水质
,

防止养鳗的 (有机 )污染
。

1 0
.

外荡网箱养鳗以生态防病为最佳
、

最省事 主要从增强河鳗 自身抗逆力
,

抑制病原着手
,

结合

水环境保护
。

具体措施如 :
( 1 )每月一个疗程在饲料中添加具综合功能的现昆剂

。

( 2 ) 利用河鳗能呼

吸气氧的特性
,

定期作提箱喷淋药剂预防季节性体表感染的鱼病
。

( 3) 平 日操作重视不损伤河鳗体肤

及粘液膜 (层 )
。

( 4 ) 定期用 ( IP p m o :

作箱内消毒
。

食篮用后须洗净曝晒
。

定期对常用渔具用漂白粉

消毒
。

( 6 ) 若发现河鳗有病迹象
,

即用 ` 网箱屏障
”
阻 (或改 )流

,

进行箱内泼洒药剂
。

或在食篮上方挂袋

施药
。

1 1
.

网箱栈养 把达到商品规格的鳗分级栈养
,

以提高品质
。

管理上同网箱养成
。

唯饲料需添加鱼

油
、

虾头粉合剂和啤酒酵母
。

在包装前 3天须停食
。

12
.

网箱越冬 当年不能出口的河鳗
,

宜在 10 月中旬并箱
,

使分养密度为平时的 2 倍
。

饲料需添

加鱼油
、

V 二 和 V o .

到中午水温小于 对C时应沉箱着泥
,

在水下投饲
。

至 日投饲率小于 0
.

6男时可停食

越冬
。

越冬前须检查箱底是否沉入淤泥层 6~ 10 em
,

否则应子补泥
。

有利于提高越冬成活率
。

翌 年 3

月上旬
,

当黎明时水温稳定 》 12 ℃
,

宜尽早进行水下投饲和防病
。

4 月下旬可逐步提升网箱到水面 饲

养
。

试 验 结 果

通过应用验证
,

小面积单产为 80
.

3 k g了nI
,

(折合每公顷产量 80Q 吨 )
,

收获率 91
.

6劣
。

当年鳗苗可以

在室内 2一 3 个月
,

外荡 5 寸明 养成
,

商品率 81 男
,

品质上乘
。

其余河鳗在外荡越冬
,

赶上翌年 7 月份可

出口
。

总商品率达 98 男以上
。

以 1
.

kI g 白仔育成 1 吨商品鳗
。

饵料系数 1
.

6
。

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生态

效益
.

在当前养鳗严峻形势巾仍有强劲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

小 结 与 讨 论

( 一 ) 只有合理地充分利用自然生态
,

同时保持养级生态系统的平衡
,

才能使外荡网箱养级高产稳

产
1

.

本试验所以高产
,

是研究西德
“

M E T Z ,
工厂化养鳗技术后有所启发

,

取得合理利用外荡生态效

益的成果
。 “

M E T Z ”
与外荡网箱同为微流水网箱养殖模式

。

前后两者的简要比较如下表 :

项项 目目 外荡网箱 (配套 )养鳗鳗
`

M E T Z
’

工广化养鳗鳗

技技术模式式 流水网箱养殖
。

投喂粉状配合饲料
口口

流水网箱养殖
。

投喂稠状配合饲株株
养养成周期期 不越冬

: 8 个月 ; 越冬汪 7 个月月 不越冬
: 1 年年

单单 产产 8 0
.

3 ( k g /妒 ))) 7 7
.

0 1: g / n , 222

出出 成 率率 吨成鳗用鳗苗 1
.

1 1 999 吨成鳗用鳗苗 1
.

2 k 跳跳
饵饵料系数数 1

,

666 1
。

888

能能 耗耗 吨成鳗耗电 冈 度 `不用煤
。。 山日戎级耗电 口x ”〕度以上备不用煤

。。

基基建投资资 吨成鳗生产耗资假定其基数为丸丸 吨成鳗耗资相当于前者的 2 6 倍
。。

基基建占地地 吨成鳗生产力占外荡水面 12
·

万田 . 。

不占土地地 吨成经生产力占土地 2 5 m 、、

为了能持久
、

大面积高产
,

须处理好“ 载体
刀

带入网箱病原的制约及防止养鳗污染带出箱外扩散
。

为

了充分发挥外荡生态效益
,

又研究几种类型的外荡在宜养季节的主要生态因子对载鳗力的影响
,

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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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鳗生长情况如下表
。

用微型恒温循环水他育种与外荡网箱养成配套
,

是嘉兴较理想的养鳗模式
。

顺应

天时地理
.

充分发挥外荡刚箱养殖优势
,

其经济效益胜于池墉或工厂化养鳗 (详见下表 )
。

项项 目目 陶家荡(贫营养型 ))) 六百亩荡 (富营养型 )))

水水水 透明度平均值 ( e m ))) 4 222 2 888

质质质 巾午溶氧平均值 (m g / L ))) 666 888

黎黎黎明溶氧平均值 (执 g /L ))) 3
,

888 2
r

7 ooo

ppppp H 平均值值 7
.

222 888

总总总氨态氮平均值( p p m ))) 0 222 O
,

5 555

水水文文 常年流速 (。 /。
e 。 ))) 0

。

111 O
;

哪哪

养养养 分析载鲤力 」自然状态
一

卜卜 9 7 555 6 000

殖殖殖 咬
r

r `七、
,

{
配备人工工 了毛O叹))) 因 增氧盆大

,

使能耗成本过高
,

经济效益甚差
。。

情情情 ! 增氧后后后后

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

实实实际养成密度 (止 g厂扭
2

)))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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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河鳗生长过程主要情况况 自始至终不见浮先 摄摄 占6 8男的天数在黎明时俘俘 连续阴雨天要浮丸 摄摄

食食食食旺
。。

头
。

高温季节摄饵不良
。。

食正常
...

2
.

因浙江的外荡都是养鱼老区
,

故外荡养鳗无祛 回避鱼病感染
,

只风箱放养密度高
,

危害尤烈
。

同

时外荡的敌害尘物
、

台涝
、

航行又多
,

增加了外荡网箱养鳗风险
。

要在外荡养好鳗
,

必须摸清病原
、

敌害

生物及台涝的活动规律
,

提出符合渔农水平的技术措施
。

如
:

( )] 增强河鳗自身抗逆力
。

采取简便的

每月一个疗程在饲料 l
{
【添加具综合功能的预混剂

,

包括所用配合饲料实际块乏的必需营养元
,

促进消化

吸收的有益酵素
,

平衡内分泌和神经功能的某些有效的微量元素或激素
,

及有效制约病原又商检允许的

药剂等等廉价的或工
、

农
、

矿产的副产品
、

废弃物
。

使食后能提高饲料的最终生物学效价
,

增强机体的抗

逆力
、

免疫力
。

重视平日操作尽景不损伤鳗体
。

定期喷淋药剂预防体表感染等措施
。

二年来实施效果良

好
,

受群众欢迎
。

( 2 )改善网箱内小生态
。

共体是提供人工栖所和使用
“
最大网 目

” 。

过去养鳗网菊一直

来凭经验选择目大
,

常是网口偏小影响养殖密度与单产
。

本试验找出河鳗月刚 }或与分养规格
,

肥瘦的变化

规律
,

分养用筛的姗隙宽度
、

网 lj 与网线伸缩变化的规律
,

河鳗通过
“
棚隙

”
毛洲网 目

”
的规律

,

它们间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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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箱内

病原抑制
,

采用定期臭氧消毒和提箱喷淋药剂
,

使病原繁衍处于劣势
。

重视不损伤 鳗 体肤 和粘 液膜

(层 )
,

即加强了对病原的防御
。

( 4 )防敌 (逃 )
,

有采用双层网箱
、

金属网箱
、

网箱外层加大套箱等
。

成本

大
,

效振也不尽人意
。

在嘉兴外荡
,

观察到被逃原因有 : 水老鼠
、

河蟹咬破网
,

或台风翻箱
,

或人为事故
.

双察到水老鼠在岸坡穴居
,

只有岸上庄稼无鼠食供给时才下水寻食 ; 且咬网位置都在水面上或贴 水 面

处
,

未见有水面下的
。

水老鼠或河蟹来到网箱
,

非活河鳗引诱
,

是网箱沾有残饵
、

河鳗的粘液
、

附生的藻

类
,

或网箱周 }
.

j lb’ 鱼尸
、

水草等饵料
。

如果除净这些诱饵
,

就不见它们
“
光顾

” 。

观察到河鳗逃箱仅二

种本领
:

一是蹿
,

可蹿出水面 2、 以上 ;二是钻
,

平常都用吻端钻网眼
.

网箱破
硫

出去
,

也是先吻而后

全身
。

河鳗钻洞时会在洞口 网缘上沾有粘液
,

诱导其它河鳗来钻
.

未见用尾来钻洞或网眼
。

当它挣扎关

头
,

如
“
捞海

刀

中盛很多鳗
,

才见用尾钻网眼
。

所以防 (敌 )逃技术 : 采用高捻度网线死结的网箱 ( 单丝网

线
,

易被河蟹钳断乡
,

箱 口装詹网防蹿出
,

台涝时箱 口装上有投饲筒网的盖网防翻箱逃鳗
。

坚持天天傍晚

除净网衣 巨浮泥 (能减弱藻类附生 )及周围诱饵
。 `

卜述措施能认真做好
,

防 (敌 )逃有成效
。

实践也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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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精养鳗防敌逃
,

责在管理
。

(二 ) 长期深入观察河鳗动态
,

及时改革某些不台理的传统的技术
「里,

1
.

培育鳗苗不使用地下水
,

直接使用外荡水
.

水温比常规法 (2 5 ~ 2 7℃ ) 提高达 加~ 30 ℃
。

把传

统分二阶段驯养方法并一步
。

不强调鳗苗须有一定的水蛆妇摄食量
,

而强调转食到配合饲料宜缓慢使不

影响食欲
.

免除水娠妇后须转鳗线 ( 白仔 )饲料
,

直接转幼鳗 (黑仔 )饲料
。

结果使均 日增重率 ( 7
.

65好 )
、

饲料效率 (段
.

67 男 )均高于常规
,

育成鳗种的个体大小匀称
。

2
.

观察到鳗种移放外荡网箱有一个表现不安宁
、

摄饵不良的过程
。

分析原因 :外荡网箱有不间断地

流水刺激
,

又失去池塘原来摄食的条件而不适应
。

因此
,

移养前宜用流水锻练
,

并驯化无食场条件下摄

食
。

则移养后很快适应
。

3
.

观察到外荡网箱内河鳗上食特别迅猛
,

摄时很短 ( 2~ 5 分钟 )
。

因抢食和风浪影响
,

使饲料抽抖

动以致大量散失
。

多次改进后的食篮须有压盖
,

篮身矩形浅槽栅条结构
,

篮底悬一网板承接散落饲料
。

也可用于水下投饲
。

观察到群体中强者摄食过饱
,

弱者吃不饱
。

为此
,

除改为按摄食强弱分养外
,

又应

用间息投饲法
,

使群体饱食率增加
,

同时减少过饱或瘪肚现象
。

使 日投饲率比常规的高达 1即形
,

且饵料

系数下降
。

外荡摄食最佳时的水温 2 3~ 3 3
0

C
,

比一般认为的最佳水温范畴 ( 2连~ 30 ℃ )要广
。

当气压低

或天气将要剧变或变化频繁之际
,

该温度范畴的摄食也会变差
。

在外荡
,

河鳗摄食后迅速下沉到透明度以

下的水层
。

栖息在样网有坡面的河鳗多于箱底
,

在氧〔硝 ) 化细菌丛生的人工栖所层或网箱迎流面的河

鳗多于网箱别处
。

作者认为
:

外荡水面光照强
、

有风
,

使河鳗食欲旺盛
,

由于它恶强光喜弱光所以上食迅

猛
,

食后立即下沉到弱光区
。

河鳗喜欢栖息在富氧
、

避风
、

有依靠之处
。

故在外荡网箱养鳗须提供人工栖

所
。

4
.

当前露天池塘 日投饲率常常忽高忽低
,

一般归咎自然影响
,

使饲料效率下降
。

本试验发现饲料效

率与稳步递增日投饲率成正相关
。

如何使日投饲率稳步递增呢? 以 6 天为一阶段投饲计划
。

发现 日投

饲率偏高
,

须控制以 6澎递增率增加
,

严防暴食 ; 发现日投饲率偏低
,

如原因是自然影响
,

应试用诱食剂
,

增加摄饲里并在近期疗程的饲料添加剂中增加抗逆力的药物等等
。

如此坚持一
、

二个月
,

日投饲率将稳

步递增而饵料系数下降
。

诚为取得生产低成本的重要措施之一
。

对大陆养鳗尤为重要
,

因大陆的鳗饲料

本占总成本 5 0男以上
,

高于其它国家或地区
。

5
.

当前分养强调个体均匀
,

又因分养工具及操作原因
,

使每次分养要影响正常摄食 1
.

5 ~ 佗天
,

分

养后发病率较高等弊端
。

对于外荡养鳗期短
,

如此分养不能高产
。

事实也证明浙江二个养鳗高产点 : 临

安里贩水库 (胡
,

队 g 了沮
里

)
、

嘉兴陶家荡 (肋
.

3 gk /m
,

)
,

均未采用此技术
。

分养所以是养鳗高产的关键

性技术
,

是把强和弱分开饲养
,

使摄食机会均等
,

生长匀称
,

比混养一道的群体增重有明显提高
。

同一批

苗种生长差异的发生
,

主要因摄食有了差异
。

因此
,

以个体大小分养不够客观
,

应以摄食强弱为主
,

兼顾

个体匀称来分养
。

分养操作采取引食抄扑及诱驱法筛选
,

都能保证鳗体最小限度损伤
。

能使分养不必停

食
,

分养后也不影响正常摄食
,

也不因分养而发病
。

从而保证河鳗在外荡生态条件好而短时间内获得充

分生长
。

6
.

观察到健康的鳗在外荡网箱生长快
、

发病少
,

而病弱的鳗却不如池塘
。

说明只有健康的鳗能充分

利用外荡生态快速生长
,

病弱后受不了外荡生态剧变之刺激而抑制生长
。

所以外荡网箱养鳗首要是增强

何鳗休质
。

一般认为鳗饲料已是全价营养
,

殊不了解大陆市场的鳗饲料普遍缺乏 V 。 、

铝盐及 。 :

类不饱

和脂肪酸
,

而这些微量营养元却使整个饲料的最终生物学效价降低
。

试用在饲料中添加具综合功能的预

棍剂后
,

不仅河鳗健壮
,

饲料效率提高
,

方法简便
,

且育成商况鳗之质量优于池塘
、

温室的
。

除外荡牛态

优势外
,

重视培育河鳗休质也是高产的重要手段
。

(三 ) 重视边缘学科的成果应用
,

打破里守成规而审慎地先小试而后应用

1
.

根据亨利定律— 要增加氧在水体的溶解度
,

须增加与水体接触空气中的氧分压
。

而现有提高

氧分压的技术 : 一是增加空气中氧的浓度
,

二是提高增氧系统内压力
。

为此
,

选用污水处理工程上自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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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充氧技术
,

配上氧气瓶调节其吸入空气中的含氧率从原来 2 1形提高达 80 苏以上
。

再适当加大射流

器的进水压
,

喷入密闭罐内
,

使增氧系统内平衡压达 0
.

05 M P A
。

以乳浊色的富氧水在稳压状态下输入

水体
,

溶氧饱和度达 1 40 笼
。

结合射流器的自吸空气道
,

应用无声放电产生离子臭氧
,

亦可经射流溶入水

体
,

作为低浓度臭氧消毒使池 (箱 )底的细菌
、

病毒消灭
,

使底部水体解除缺氧状态呈较高的氧化还原电

位
,

有助于代谢废物向无毒物质转化
。

这种既可充氧又可充臭氧的养殖机械尚属首创
,

存在问题较多
。

如过饱和的溶氧在水体滞留时间极短
、

大部份氧未被溶解气抱大于浮升阂值
、

臭氧浓度提不高等
。

有待

该机再改进
、

完善和系列化后
,

可推广到温室及集约养殖中作增氧
、

消毒
。

2
.

应用膨润土的结构特性
、

稀土农用理论
、

麦饭石和破壳花粉的药理等其它学科成果
,

作多形式试

验引用
,

卓有成效地使鳗池氨污染减小
,

河鳗代谢旺盛
、

鳗病很少
,

即使偶有发病
,

康复亦快
。

(四 ) 养鳗业受国际市场制约的对策

近两年的市场教训深刻
。

尤其外荡网箱养鳗分散
,

外荡地区交通不便
,

使活成鳗出口困难更多
。

鉴于

台湾现今把成鳗 7 。形 以加工品出 口且获利更多
。

成鳗深加工后出 口比直接出口活成鳗可增创汇加书以

上
。

由于上述二种原因
,

建议在推广外荡网箱养鳗的同时
,

倡导群众性的配套的成鳗产地加工
。

既使国

家增创外汇
,

又可避免养鳗户冒单出口成鳗的风险
,

从而形成国内消费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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