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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饵施肥是池塘精养高产的主要技术措施
,

但随着投入有机质的积累
,

养殖池塘中普遍存在着的

梢琶盘陷井
”
效应已影响到池塘生态能泛转换效率的提高

。

本研究利用了光合细菌( P阳 ) 所具有的独特

生理功能和生态习性
,

通过改善养殖生态环境条件和提高养殖对象整体营养水平
,

促进了池密生态系统

的物质循环
,

提高了其生态能量转换效串
。 1 9圈 年 7月至 1 9 91 年 10 月的研究结果表明

,

试脸组生态能

最转换效率比对照组分别提高了 23 月~ 17 0
。

6形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飞
.

光合细菌及施菌方式 采用球形红假单抱菌和沼泽红假单抱菌等菌种扩大培养的菌液
,

其细菌

密度为 盛3 亿个 ,耐 以上
。

三种施菌方式 :①饲料添加
,

试验组所用精饲料组成及用里与对照组相同
,

唯

试验组每公斤精饲料以哦拌方式均匀添加防~
J

l图 亿个菌体
,

现场喷拌投喂 ②全池泼洒
,

将原菌液按

每立方米养殖水体含 P阳 菌 100 亿个以上的用量
,

以 3 x )~ 以犯 倍池水稀释后
;

现场泼洒试验池收小

川静夫
,
1 9肠玉 ⑧加压底施

,

利用光合细菌加压底施机
,

按每平方米池底施菌 100 亿个的浓度
,

将原菌

浓现场稀释 3盼倍以上
,

随即加压
,

均匀施于试验池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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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池塘与鱼苗
、

种放养 分别对位于泰安
、

济宁等地的 6个参试点
、

23个池塘 (试验池计豁 1
.

1公

亩
,

对照池计 2 18
.

7 公亩 )
,

以鱼苗培育
、

鱼种培育
、

成鱼养殖
、

鱼贝套养四种养殖形式进行试验
。

各试验

点参试池塘的水深
、

底泥厚等条件相近 (表 1)
。

放养的苗种种类及配比
,

密度
、

规格和时间亦相同
。

表 1 各试验池情况

T a b le 1 c o u d竹 10 劝` 吐 由比 h OP n d

试点与代号

试 验 他 对 照 池试 验 他 对 照 池

个数 面 积
(公飞百)

平均水深
(米 ) 个数

平均水深
(米 )

肠2530邵叨
污矛7738阳印14邪铭33

,上2
,1

泰安
,

太苗

泰安
,

太种

济宁
,

任种

东平
,

东鱼贝

禹城
,

禹成鱼

1
.

3 一 1
.

5

1
。

5 一 1
.

6

0
。

6 ~ 0
一

8

2
.

3

1
.

5一2
.

0

2 5

2 5 ~ 3 〕

翻〕~ 4 0

2 0

加

1
.

a ~ l
。

5

丈
.

6 ~ 1 7

0
。

7 6

2
。

8

1
.

5 ~ 2
.

0

0013睁
」

招42劣73加3342
,二

合 计 1 3 24 1
.

1 10 2 18
。

7

3
。

池塘主要生态因子测定 试验期间对各有关池的水温
、
p H 值

、

以 )
、
C OD

、

总磷
、

氨氮 ; 底泥中的

H多
、

全磷
、

全氮
、

微生物总量以及池水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等多项生态因子做了同步测定
。

其中 p H 采用

加 型酸度计测定 ; 刃心 用碘量法 ; C O D 用碱性高锰酸钾法 ; 钱氮用奈氏试剂反应比色法 ; 水中总磷用铝

酸钱比色法 ;浮游生物用显微计数法测定
。

4
.

日常管理 按常规进行巡塘
,

及时调整投饵
、

施肥
、

注水
,

做好有关记录
。

5
.

洲 产 参照 D B /3 7 00 助 0 001 一盯 (池塘养鱼验收标准 )
,

由省
、

市各级主管部门组织同行科

技人员
,

对各试验与对照池现场测产
。

6
.

能 t 转换效率的计算 根据有关物质的能里转换系数和各池实际投入的全部物质及测产结果

分别算得各他的输入总能量 ( e 入 )及输出总能量 ( e 幻
,

住出姆入 、 100 拓即得能量转换效牵
.

(弓 )
。

有关

物质能量转换系数分别为
:

教皮 9 62
、

饲料酵母 15
.

阶
、

青饲料 1
,

6 9
、
P SB 2 1

.

稚
、

尿素 73
.

6
、

有机肥

0
.

87 8 ;草鱼 2
.

9
、

鲤 2
.

99
、

罗非鱼 2
.

99仁李思发
;

1 9队 ) ;蚌 (贝 ) 1
.

连
、

鱼种 3
.

14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测 产 结 果

各试验点测产结果见表 2
。

(二 ) 能 量 结 构

就各组投入能量结构而言
,

由于投饵
、

施肥等物质投入和管理基本相似并同步进行
,

加之苗种放养

情况等相同
,

故试验组能量结构除多一项 P sB 之外
,

其它基本相近
。

如东鱼贝的投入能量结构是 : 鱼

种 3 23
.

0 ( 32忍 0 )
、

贝14 0 ( n o )
、

精饲料 2场 87 ( 2 16盯 )
、

青饲料 肠1 9 (肠 1 9 )
、

有机肥邓 2
.

在 ( 70 2
.

4 )
、

化

肥 3阳。 ( 368 0 ) 生石灰 6 3邹 ( 6 3邹 )
、

人工 210 ( 2 10 )
、

机电 i妞 (加 4
.

2 )
、
p BS 0

.

5 6( 0 ) ; 其输入能分别为

(1 ) 李思发
,

1 9 8 4
。

关于池塘养鱼的能盆转换效串与资源需求的探讨
。

全国他塘养鱼生态学专题讨论会论文报

告选编
,
1分一困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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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池与对照池测产结果

Tab l e2 h Te ex e P ri m ent a l e r su l七, of t es t e d a n d e o劝 t加 l e d Fo n d吕

代 号 ~ ~ ~ ~ ~ ~
总产量 (干克 ) 单产 (千克 /公亩 )

禹 成 鱼

2 6丢
,

6 ( 1韶
.

8 )

3脆 3
.

5 ( 2土1 8
.

马)

豁 0 5
一

6 (漪 5
.

0 )

6 7 5 9
.

6 (邸 77
.

2 ) (鱼 )

42 4 9
.

8 〔扔 1 7
.

4 ) (贝 )

2工3 9 ( 走以1
.

6 )

6
.

3 ( 2
.

6 )

7仑
.

8 (生1
,

8 )

4 2
.

1 (3 7
.

3 )

1 6 9
.

0 (i 且
,

9 ) (鱼 )

1 0 6
.

6 (加
`

4 ) (贝 )

8 0
.

3 ( 7 2
.

8 )

注 : 表中试验他的数字在前
,

括号内为对照组的
。

部64 2( 阳s n )
。

本段中的上述数据括号前的为试验组测定结果
,

括号内为对照组测定结果
,

单位为 M J
.

输出总能的结构因产出的鱼
、

贝种类一样
,

故其能量结构亦一样
,

只是试验池输出能量 ( 42 盯
.

g M J )

远高出对照池 (触盯
,

OM J .)

(三 ) 能量转换效率

各池(组 )能量转换效率见表 3
。

表 3 池塘能 t 转换效率 (万 )

T a U e 3 E n e咭 y
咖

v e r s lo n e o e f f 址 i en t of 钾 n d 3
( 芳 )

碗谕之近 太 苗 太 种 任 种 东鱼贝 禹成鱼

试验池 (组 )

对照池 (组 )

两项对比 ( 土男)

仑
.

1 7

3
.

3 9

+ 1 7 0
.

印

9
。

立生

盛
。

9 5

十
84

。

肠

7
0

26

6
`

1 4

+ 4 1
。

2 6

1 0
.

94

8
。

邵
+
23

.

的

5
.

的

3
.

34
+
邓

。

肠

(四 ) 光合细菌能提高养殖池塘的能量转换效率

由表 3 可见
,

采用了 P sB 的各试验组能量转换效率均高于对照组 ( 23
.

的~ 170
.

印笼 )
,

幅度虽有不

同
.

究其原因主要是
,

第一
,

以投饵施肥为重要增产技术的精养塘
,

随着养殖时间的延长
,

常因有机质投入

过多
,

超过了池塘生态系统的消耗
、

转化能力
,

造成循环不畅和池内有机质的大量沉积
,

产生较严重的
`能星陷井

,

效应
,

致使一般池塘的能量转换效率偏低
。

iL is f叮 19 盯〕指出上海南汇县淡水养殖场的池

塘能量转换效率仅有 6
.

6男
,

王育锋等〔1990 〕对济宁某养殖试验场能量转换效率的研究结果为 6
.

7 ,男
。

但是
,

施用 兮光合细菌的池塘
,

由于光合细菌发挥了其处理低分子有机物
、

转化 耳 s 等有害物质的

生理功能
,

促使陷入底泥中的磷一池塘初级生产力的重要限制因子以及氮等主要元素释放到池内
.

由于

这种转化可在黑暗
、

弱光和厌氧条件下进行
,

从而起到相对增氧的效能和提高池水含磷量
,

降低 且多诸作

甩
。

观测摘录池塘主要理化因子可以证实这些结果
。

就底泥中全磷 ( P夕
:
绍 ) 的观溅值而言

。

试验组与

对照组的初始值相近 (0
.

0 98
、
。

.

0 96 )
,

但试验末期试验组比对照组减少了 28
.

22 拓
,

试验组末期值比初始

值只增加 0
.

012
,

面对照组却增高了 -0 0 77 ,

即对照组 “ 陷入勺朗泥中的全磷增多值是试验组的 6
.

4 倍
,

同

时
,

对照组
“
陷入

分

底泥中的全氮增高值是试验组的 1
.

7 倍 ; 与此相应的是
,

试验组池水中总磷含盔却比对

照组提高了 13
.

05 络 ;试验组中对养殖鱼类有很大毒害作用的 氏S 计水步照组反而下降了 15
.

64 男
。

再就

与养殖效果紧密相关的 工x〕而论 (
,

每天上午 8 时连蜘又天的平均值 )
,

试验组比对照组提高了 78
.

5澎
。

由于投入的磷
、

氮在试验组
“
陷入

”
底泥中的数量较少

,

亦即
“
能量陷井

”
效应减低

,

加之 玖〕
、
p H J 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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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它理化因子更适宜鱼贝生长需要
,

因此试验组单产较高 ( 输出总能量较大 )
,

使得试验组的能量转换

效率高于对照组
。

(五 ) 光合细菌能促进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

有关试验点浮游生物的定性定量观测结果如表饥

表 4 浮游生物定 t 观测结果 ( m g ZL )

T a b一e 4 T细妙幼 t i t 压 t i v e a n 压 I v t 1O a l er su l t s of t加 p l a n k ot n (m g /L )

生 物 t l
试验组 对照组

两组比较
(万 ) 试验组 对照组

两组比较
(% )

翁23脸邵0062牡良知890092太苗 ( I D9 1 )

太种以习匀J )

任种 ( i 以沁 )

任种 (二钱均 )

十 4 5
.

88
十 6 9

.

蛇
十
42

.

阴
+ 9 5

一

1 3

+ 8 9
.

75

+ 1料
.

78
+ 拐

,

77
十邓

.

44

8O皿沮朋1316肚哄玲08肠竹2028助拐

由表 4 得知
,

各试验点的试验组浮游植物生物盈比对照组提高了 姆
.

68 ~ 浙
.

1 3男
,

试验组浮游动物

生物量亦较对照组增高了 28
.

哄~ 1队
.

78 绍
,

还应指出
,

浮游生物定性定量观测结果表明
,

试验组浮游

植物中易被鱼类利用的硅藻
、

裸藻
、

隐藻及浮游动物中的原生动物
、

轮虫
、

枝角类等的生物量亦高于对服

组
,

其中
“
任种万的试验组硅藻

、

金藻分别 比对照组提高了 1 68
.

6苏和 链
.

6劣
,

轮虫
、

挠足类
、

枝角类
、

原生

动物分别比对照组高出朋
,

8落
、
6

.

1男
、

涎
、
7男和 以

.

1男尸太种 ,试验组的裸藻
、

隐藻分别增高了 81
.

5劳

和 印
.

2男
。

光合细菌之所以能促进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
,

其原因主要在于该菌能促使陷
J

入底泥中的磷 (浮游核

物生长的重要限制因子 )得到释放
,

增加了池水含磷量
,

进一步改善了浮游植物的主要营养盐块况 ; 同时

声足的浮游植物和 P S B 菌体以及摄食它们的浮游动物都为鱼苗和滤食性鱼类提供了高质盈和充足的鲜

活饵料
,

从整体上提高了鱼苗鱼种
、

贝类的营养水平 ; 因此使得培养鱼苗的 “太苗
’ 、

主养哮食性鱼类的
`太种

,

和
“
东鱼贝

刀

的试验组能量转换效串较高 (均在 9
,

10 澎 以上 )
,

并比对照组有较大幅度地提高
,

尤以

召太苗冲试验点为最
,

达 170
.

6男
。

本加本项工作的还有孔祥峰
、

潘顺林
、

吴隆智
、

黄伯派
、
孙云饥

、

蔡绍杜
、

魏新桥和王芳新等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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