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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鱼类细菌性败血症暴发期间

鱼池水化学环境的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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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养殖地区大力发展淡水鱼类养殖的同时
,

鱼类细菌性败血症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其病情来势凶猛
,

传染速度也快
,

给淡水养鱼业造成很大的危害
。

19 90 年到 19 92 年
,

当该鱼病暴发期间

作者在上海近郊及江苏吴江市等六个采样点的养殖场对鱼池水化学环境与鱼病的关系进行了调查
、

分

析
。

一
、

调 查 方 法

(一 ) 采样时间和地点

19 90 年 8 月 四 日
、

199 1 年 6 月 n 日分别对松江县昆岗乡养殖场的鱼池方 1 号
、

西 6 号
*

(有
“
*,, 者

为发病鱼池
,

下同 )
,

西 9 号
*
和东 14 号

、

新 1 号
、

新 3 号
、

西 5 号和西 12 号进行了采样
、

调查
。

19 91 年 7 月 23 日
、
7 月 30 日和 8 月 28 日分别对青浦县金泽乡水产一场的河沟

、

鱼池 12 号
* 、

7号
*

和 6 号
* ,

徐径乡养殖场的鱼池 1 号
* 、

2 号
*
和 3 号

* ,

商塌乡养殖场的鱼池 10 号
* 、

23 号
、

26 号和 29 号
水

进行了采样
、

调查
。

19 91 年 8 月 6 日
、

1 9 9 2 年 7 月 13 日
、

7 月 31 日和 8 月 24 日对江苏省国营吴江市水产养殖场的盛

家荡
* 、

鱼池 3 3 号
、
4 1 号

、
43 号

、
44 号

、
盛5 号

、
7 1 号

、
7 2号

、

西蒲 7 号
、

北稻池和大河道进行 T 采样
、

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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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采 样 方 法

19 09 年采样时
,

在鱼池的四角设四个采样点
。

用采水器和采泥器分别采取水样和泥样
,

装入聚乙爆

水样瓶
、

玻璃水样瓶和聚乙烯泥样瓶
,

并按检测项目的要求在现场固定后
,

低温保存 ( go C左右 )
,

于 3~ 7

天内测定完毕〔金有坤
,

19 86〕
。

19 91 年采样时
,

在鱼池的对角线上均匀地设三个采样点
。

用采水器和采泥器分别采取水样和泥样
,

然后将水样和泥样分别混和
,

再取混合后的水样和泥样
,

装入聚乙烯水样瓶
、

玻璃水样瓶和聚乙烯泥样

瓶
,

亦按检测项目要求在现场固定后
,

低温保存 ( o3 C左右 )
,

于 3一7 天内测定完毕
。

1992 年采样时
,

用采水器和采泥器在鱼池中央采取水样和泥样
,

装入聚乙烯水样瓶
、

玻璃水样瓶和
,

聚乙烯泥样瓶
,

同样
,

经固定后
,

低温保存
,

一周内测定完毕
。

(三 ) 检 测 项 目

现场测定的有 :水温
、

气温
、

水色
、

透明度
、
p H 值 (笔式 p H 计 )

,

溶解氧 (溶氧仪侧定
,

或经固定后
,

带

回实验室以碘量法测定 )
。

在现场固定后带回实验室测定的有 : 池水中的化学耗氧量 (碱性高锰酸钾法 )
,

亚硝酸盐氮 ( 1
一

蔡胺

盐酸盐比色法 )
,

硝酸盐氮 (还原比色法 )
,

总氮 ( K 氏微量定氮法 )
,

总磷和磷酸盐(钥蓝比色法 )
,

钱 (氨 )

氮 (奈氏试剂比色法 )
,

底泥中水份测定 (恒温干燥法 )
,

底泥硫化物(对氨基二甲苯胺比色法 )
。

其中分子氨态氮的测定是由总钱的测定中通过公式计算求得 N H
。

占总量的百分率 :

N H
:
( 形 ) 二

10 0

式中杯心 是电离常数的负对数
,
p K a 值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金有坤

,

198 6〕
。

二
、

结 果 与 分 析

经过历时三年的不定期 (主要在发病期 )采样
、

调查
,

对上述六个地点的养殖场 34 口鱼池进行的水

环境检测
,

结果显示了在鱼类细菌性败血症暴发期间
,

鱼病的消长和鱼池底泥的硫化物及池水中亚鹅徽

盐氮变化有关
。

发病鱼池的底泥硫化物含量明显高于未发病鱼池的含量
,

发病鱼池中亚硝酸盐氮的含且

高于未发病鱼池的含量
,

而且差异显著
。

池水的氮态氮含量除与总钱的浓度有关外
,

与池水的 p H 值也

有一定关系
。

测定结果的综合评价如下 :

底泥硫化物含量
池别

严重污染 接近污染 未污染

水中分子氨态扭含 t 水中亚硝取盐抓( m g / )I

严重污染 接近污染 未污染 均值 士标准差 P

发病池 (万 )
恤 = 2 3

未发病池 (络 )
件 = 1 1

3 9
。

2 8 0
.

4 3 0
。

4 1 2
.

5 87
。

5 0
.

6 1 士 0
。

5 1

< 0
。

05
9

。

0 1 8
。

0 73
。

0 44
。

0 6 6
。

0 0
.

0 1 7 士 0
.

0 1

注
: 1

. ”
为鱼池数 ;

2
.

P 《 0
.

0 5 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无显著性差异
。

(一 ) 34 口鱼池的底泥状况
,

主要选择底泥中硫化物的含量作比较

碗化物和硫化氢对鱼类都是有毒的
,

而以硫化氢毒性最强
。

它们对鱼类的毒害作用是与血红素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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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化合
,

使血红素t 减少
,

另外对皮肤也有刺激作用
。

一般可溶性硫化物在酸性条件下
,

大部分以硫化氢

形式存在
。

夏季往往在鱼池底部容易呈现缺氧状态
,

因而具备了产生硫化物和硫化氢的条件 ; 由于池底

有机物经嫌气分解产生大量有机酸
,

而会降低 p H 值
,

使硫化物变为硫化红雷慧僧等
,

19 81〕
。

根据渔业

水质标准
,

硫化物含量应在 0
.

2 毫克 /克 (干泥 )以下适宜
,

同时采用污染指数法
,

作为划分等级标概阿
拉巴斯

,

19 86 年中译本〕
。

污染物评价是以污染指数 P i 值的大小为依据
:

某污染物实测值

该物质的标准值
’

当 P i》 1 时
,

属于严重污染 ; P i = 0
.

5~ 0
.

9 时
,

属于接近污染 ; P i < 0
.

5 时
,

属于未污染
。

根据测定结果得
:

23 口发病池中底泥有 39
.

2男的鱼池被硫化物严重污染
,

有 30
.

4形的鱼池接近污

染
,

有 30
.

4络的鱼池未被污染
。

n 口未发病鱼池中有 9男鱼他底泥被硫化物严重污染
,

18 男的鱼池接近

污染
,

而 73 男的鱼池都未被污染
。

显然发病鱼池底泥硫化物含量明显高于未发病鱼池
。

(二 ) 34 口鱼池的水质状况

1
.

分子氮态氮的含 t 分子氨一般是由含氮有机物分解而产生
,

但其在环境中的总钱 (氨 )中的含

量
,

常受池水中溶氧等因子的制约
,

或者是由于氮化合物被反硝化细菌还原而生成
。

分子氨对鱼类毒性

很强
,

即使浓度很低也会抑制鱼的生长
、

损害鱼鳃
、

加重鱼病
。

各种鱼类对氨的耐受力各不一样
,

但一般

认为
,

鱼能长期忍受的最大 N H
。

浓度为 0
.

025 毫克 N H .

/升〔金有坤
,

19 86〕
。

此外分子氨态氮的含量又

与水的 p H 值和水温有很大关系
,

而且依 p H 值及水温的上升而增加
。

在测定钱 (氨 ) 的溶液中
,

计算分

子氨态氮的含量通过下式计算求得
:

N H
。
(男 ) ,

10 0

式中 p K a 是电离常数的负对数
,

K a 与温度有关〔金有坤
,

19 8 6〕
。

例如 p H 值由 7
.

0 升到 7
.

3
,

增加

0
.

3 单位
,

在按氮溶液中分子氨态氮的浓度将增加两倍
。

p K a 与温度有关
,

当温度升高 1o0 C
,

分子氨态

氮的浓度将增加两傲阿拉巴斯
,

19 86 年中译本〕
。

从不同 p H 值和温度下
,

氨占总钱 (氨 )量的百分率

也得出同样变化规律
。

在调查的鱼池中
,

23 口发病鱼池有 12
.

5男被严重污染
,

87
.

5男鱼池未被污染
,

而

n 口未发病鱼池也有 44
.

0男被严重污染
,

6 6
.

0男鱼池未被污染
,

说明发病的和未发病的鱼池在一定翟

度上都被分子氨态氮污染
,

后者中有的甚至被污染得更厉害
。

经统计分析
,

被分子氨态氮严重污 染 的

鱼池 (包括发病的和未发病的鱼池 ) p H 值都在 7
.

4 以上
,

而未被污染的鱼池 p H 值都小于 7
.

2
。

这就清

楚地表明
,

控制氨含量的主要因子除溶氧以外
,

还必须注意池水的 p H 值
,
p H 值和温度一起在按 (氨 )

溶液中支配着分子氨态氮的浓度
。

因此在鱼病暴发期间不仅要控制溶氧量
,

而且严格控制池水的 p H 值

都是改良水质的重要措施
。

2
.

亚硝酸盐氮的含 t 发病池的亚硝酸盐氮的含盆明显高于未发病池的含量
,

并且有显著性差异
.

亚硝酸盐会与鳃膜粘合
,

增加血液中亚硝酸盐
,

从而引起变性血红蛋白症
。

现已有实验报导〔王学明等 ,

19 89 〕
,

亚硝酸盐将亚铁血红蛋白转变为亚硝基血红蛋白
,

使血红蛋白失去携带氧气的功能
,

作者测定的

亚硝酸盐氮含量结果比王鸿泰等「198 幻的结果更高
,

也比胡益明等〔199 1〕的结果高
。

作者认为
,

在鱼瘫

暴发期间亚硝酸盐氮含量过高的现象很可能就是诱发细菌性败血病的重要环境因子
。

三
、

小 结

从三年来不定期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

鱼病与鱼池的水质
、

底质状况关系密切
,

养殖鱼类细菌性欣

血病的暴发
,

不仅与池水的物理化学状况
,

底质状况密切相关
,

而且也与池水中的微生物
、

水生生物的组

成密切相关
。

三年来对鱼池水化学环境的检测表明
,

各发病鱼池的水化学环境是比较差的
,

即使未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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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池的水化学环境也不甚理想
,

有的甚至到了严重污染或接近污染的程度
。

养殖者过分追求高产等种种

原因
,

有的鱼池长期不清塘却盲目施肥
,

造成有机物过于淤积
,

池底污泥越积越厚
,

在高温季节
,

给各种

病原体提供了良好的繁殖场所
,

反过来进一步促使水质恶化
,

从而引起大量鱼类连年暴病死亡
。

因此
,

人

为地控制鱼池水质和底质
,

使之符合鱼类生长的需要是当前首要的任务
,

也是防治暴发性鱼病积极有效

的措施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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