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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养虾塘水质管理模式

减维玲 戴习林 黄旭雄 朱正国 张建达 黄建华 孙绍永
(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

,

2(X 联刃

徐桂荣 李士华
(金山县潜径对虾养殖公司

,

上海 加 1印 7)

摘 要 养殖中国对虾 (几姗璐 d 吐刀己ns 括)的试验塘
,

以防病养虾塘水质管理模式加以管理
,

养殖周期为 盯 一 159 天
,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虾塘水的主要理化因子基本符合要求
,
N H S 一 从 < 1

叱 / L
,

0
.

oos m 岁L 城 N仇阵0
.

01 6 m 岁L
,

溶氧处于过饱和状态
,

COQ腼 < 12 m 岁L
,

池塘单位水柱

毛产氧量约为 7 岁(时
·

d)
,

总耗氧量约为 5 一 n 岁(L. d)
,

并借助增氧机补足池水所缺需氧量
。

关键词 中国对虾
,

池塘养殖
,

水质管理

近年来
,

东南亚与我国沿海一些地区发生 了严重的对虾暴发性流行病
,

大多数对虾养殖塘

绝产死净
,

损失惨重【蔡生力等 1995
,

Y
alna

gu c hi 和 sano 19 9 8〕
。

对此
,

有关单位已进行了虾病

的病原
、

病理
、

传播途径及快速诊断方法的研究
,

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结果
,

但至今 尚无研究出

对此病害的有效预防和治疗方法
。

为此
,

作者根据常年养殖方法
、

有关虾病观察与调查资料以

及河 口 区水环境特点
,

提出了一种河口 区养殖塘防治虾病水质管理模式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塘简况

试验于 1994 年 5 一 ro 月在金山县槽径对虾养殖公司选取 5 个为试验塘 (表 1
,

图 1)
,

其中

3 个小塘 (15
,

2s
,

与 3s )为试验重点管理塘
,

以采用一般生产管理方法的 4 号塘为对照塘
。

1 5 ,

2 5 ,

与 3 : 塘 由大塘分割改造而成
,

底质良好
,

其余塘均未清淤
。

大
、

小塘分别安装 2 台

与 l台增氧机 (1
.

l r 刃/ 台 )
。

ls 塘安放 loo kg 人造水草
。

表 1 试验塘概况

T创bl e 1 G . 能n d d灿心. ” Of te 蛇脚川如

塘号 亘砚
Llin 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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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臼9150812n25161
哪130129田159叨0000

OJ7
1三1五1111乙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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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

2

5

4 (对照塘 )

放苗日期

5 月 so 日

5 月 30 日

5 月 so 日

7 月 6 日

4 月 14 日

5 月 2 日

苗种体长
(的)

放苗密度
(万尾油

刀尹)
收虾 日期 养殖天数

平均体重
(岁尾)

平均体长
(叨扩尾 )

药饵

17 5
.

7/ 7
.

5

25
.

5

37
.

5

2
.

25

54
.

5

25
.

5

10 月 4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7 日

10 月 l 日

9 月黝 日

6 月 20 日(死净)

9
.

呢
9 9 1

9
.

67
12

.

印
10

.

肠
5

.

5

劝份份674745000
111111

, ‘

,/
”

前后数分别表示疏苗前后放苗密度 ; A
、

B
、

C 为自制药饵
,

N 为复旦大学试制药饵

收稿 日期 : l卯5 一 n 一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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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试验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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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水质处理与换水

各塘底均以漂粉精消毒
,

除 4
、

5 号塘外
,

其余塘水也以漂粉精消毒
,

并经检测无余氯后再

放苗
。

3 个小塘水取自2 号塘人塘妞小时以上的养殖用水
,

2
、

4 与 5 号塘则取 自 1 号贮水河
。

各塘以施放氮肥(30 kg/ hn l罕)培养基础饵料
,

调节透明度为 so
一
50 cln

。

各小塘放苗后一个月

之内基本未换水
。

各塘均据监测 的水质理化指标
、

天气与虾情酌量换水
,

日均换水率列于表

2
。

1 5
塘每隔一个月按 5

、

18 与 5 n 1LZ L 投放光合细菌浓缩液
,

3 5
塘于 6 月 8 日

、

6 月 26 日与 8

月 13 日分别按 10
、

巧 与 5 IllL了L 投放光合细菌浓缩液
。

除 4 号与 5 号塘外
,

其余各塘均定期

投喂 自制中草药药饵
,

2 号塘使用其他单位药饵
。

表 2 试验塘投饵与换水情况

1抽加e 2 B n 汾st
.

肠目 也日 w at er e
xd 皿卿 目恤心。璐 in te 或脚心

项 目 1 5 2 5 3 5 2 5 4

总投饵量(kg ) 5阴
.

7 5 71
.

7 5“
.

7 份l ‘姆7 二 肠7

饵料系数 3
.

6 3
.

2 2
.

6 1
.

4 2
.

4

日换水量(二) 1
.

8 1
,

6 1
.

8 3
.

1 2
.

0 6
.

1

日换水率 (% ) l
,

田 1
.

25 1
.

38 2
.

55 1
.

35 4
.

肠

,
螺蜘按 1 : 12 的 比例换算成颖粒料

1
.

3 饵料投喂

除 5 号塘曾于 6 月 27 日
、

7 月 27 日投喂过少量螺蜘及 4 号塘投喂过
。
次螺蜘外

,

其余各

塘均投喂上海大江水产有 限公司生产 的对虾全价饲料
,

饵料投喂量见表 2
。

1
.

4 理化因子的监测

养殖期间严密监测以下理化因子
:
水温

、

透明度
、

PH
、

加
、

三态氮
、

R 入3

一
P

、

CO D
,

溶氧测

定采用修正碘量法
,

营养盐使用比色法
,

CO D 使用碱性高锰酸钾法【国家技术监督局 1卯1
,

减

维玲 199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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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溶解氧收支的测定

据减维玲等〔1卯3
,

199 5」提出的方法测定与计算虾塘溶氧收支状况
,

并使用同套仪器进行

测定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试验塘理化因子状况

(l) 氨一氮含量基本符合要求 表 3 表明
,

重点试验塘 (1
5 ,

2 5 ,

与 3 5
)总氨一氮(NH3 一N

t

)

含量均低于 0
.

7 m 岁 L
,

基本符合要求(农业部水产司 199 4 )
。

减维玲等 【199 2 」报导通常年份

(19喇〕)该公司的 8 个虾塘中一半以上 NH3 一N r
含量均超过 0

.

7 m g/ L
,

平均值为 0
.

92 m g/ L
,

其

换水量约为本试验的十倍
,

且换水时间间隔短
。

因而往年虾塘浮游动物量仅为本试验的十分

之一
,

而浮游植物量却较本试验高得多 [戴习林等 199 2」
、

(戴习林 1卯5 )
。

按理上述三点均应

致使本试验塘 NH3 一N
r

含量高于往年生产塘
,

但由于试验所采用 的有关措施
,

如严控投饵量
,

仅投喂配合料
,

增加开用增氧机的次数
,

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池水 N姚一N
r

含量
,

但 N玩一N
t

含

量在有效氮中所 占比例达 85 % 以上
,

且由于 PH 较高
,

故分子氨一氮(N l几一N ))含量较高
,

而前

面提及的该公司 8 个池 N H 3一Nm 含量仅占有效氮 36 % 一 81 %
。

(2) 有机物含量低于肥水标准 表 3 表明
,

各试验塘 COI 骊
n

值均高于规范要求 (6 m g/ L )

(农业部水产司 199 4 )
。

CO D 值高是河口水的特点
,

近年来
,

减维玲等【1卯2
,

199 3」对杭州湾水

质监测的 c 0 D Mh
值始终均高于 6 m g/ L

,

虾塘 CoL han 值约为 17 m g/ L 以上
。

但 199 4 年试验塘

CO D枷值均低于通常年份该公司虾塘 的测定值
,

5 个试验塘的 COp肠
1

值甚为接近
,

为 n 一 12

m 岁 L
,

均低于通常所认为的肥水标准(13
一 15 m 岁L )【雷衍之 199 3」

。

在换水量仅为通常年份

十分之一 的情况下
,

试验塘 CO马腼值较低的主要原 因是因仅使用配合饵料
,

严控投饵量
。

其

次是 由于从 6 月起
,

增氧机每 日开机次数由往年的 1 次改为 2 一 3 次
。

这些措均降低了水中有

机物质含量
,

加快了有机物质的分解转化
。

对照塘 (4 号 )则曾投 喂 6 次螺蜘
,

投饵量多
,

且每

日仅开 1 次增氧机
,

故 CoD 值与 NH3 一N
t

值均高于试验塘
。

(3 )溶解氧含量丰富 表 3 表明
,

各塘溶氧含量丰富
,

除 2 5
塘饱和度为 92 % 外

,

其余试验

塘溶解氧均处于过饱和状态
。

由此可见
,

虽然试验塘 中由于浮游植物量较往年为低
,

因此增氧

因子强度降低
,

而浮游动物量的加大
,

又增加 了池塘的耗氧作用
。

但由于与 CO D 值降低相同

的原因
,

即使换水量如此之少
,

池水仍然维持 了较丰富的溶氧
,

而丰富溶氧量是维持良好水质

环境及增强水生动物抵御疾病能力的重要因素〔Al ab ster 和 b 刃yd 19 8 2」
、

【雷衍之等 1卯3」
。

对照塘 (4 号 )溶氧饱和度达 98 %
,

但因投喂过 6 次螺蜘
,

投饵量偏多
,

并且每 日仅开 l 次

增氧机
,

因而其 NH3 一N t

与 CO D 枷值均高于试验塘
。

仅饲养 48 天
,

对虾便大发病而于 6 月 20

日死净
。

由上述可知
,

使用本试验所设计的模式可造就一种重要理化因子基本符合要求
、

稳定的生

态环境
,

有利于防治虾病发生
。

(l) 农业部水产司
.

19男
.

中国对虾养殖技术规范
.

巧 · 17
.

(2 )戴习林
.

1卯5
.

防治虾病养殖新模式研究初探
.

浮游生物调查研究报告
.

8 一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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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验塘理化因子测定结果

M鹿曰万ed n 洲目ts of Pll 州份改曰川侧日 肠cto 招 in te 蛇训川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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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4 土

透明度 N l乌一从 N衡一N N饵一N 有效磷 代习一
P CO D

(cm ) n理少L %

N曦一

Nm m 岁L
% (

rn g / L ) (m 岁L )(m 岁L )
_ _ , :

饱和度
; :

答 ‘ (% )

6 ~ 9

6 ~ 9

6 ~ 9

7 ~ 9

7 ~ 9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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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勇 土

0
.

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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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刀 士

0
.

之不
9 1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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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X6 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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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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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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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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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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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李,了811

⋯
01111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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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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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跳
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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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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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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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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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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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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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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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7 士

0
.

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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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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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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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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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

气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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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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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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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41 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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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益5 士

9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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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

6 0
.

1刀

0 仪)尝上

0
.

00 1

0 峨刀习出

0
.

《】)毛

11
.

72 土

1
.

乳

7

携广
0 月1 妇 上

0 《洲妇

n l
岁L

0
.

《班旧 士

0
.

侧万

O 份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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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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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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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溶解氧收支平衡状态

由重点塘有关测定值的计算结果 (表 4 )表明
,

虾塘水呼吸是主要耗氧因子
,

均占总耗氧量

的 65 % 以上
,

其次为对虾耗氧
。

1 5
塘水呼吸耗氧量最高

,

其原因尚不清
。

l 号塘的数值为正常

年份(1卯 l 年 )所测得 的
,

其换水方式属
“

大排大换
” ,

放苗密度均底于 2 5 与 3 5 塘
,

但由于该塘

大量投喂动物性饵料
,

增氧机每 日仅启动 1 次
,

故其呼吸耗氧量高于 2s 与 3 5
塘

。

表 4

T 日比e 4

试验塘每平方米水柱日产氧t 与日耗氧t

G n 以拐 0 周唱”” d ai ly Pr od UCt io出 . 目 tot al o材邵泊

山山y c o 理刃叮平tio nS 度 , . 抚r co l. m in e a d l 阅畔叮e of te 蛇训 .
山

%一829262
塘号 日 期

水柱水呼吸耗氧量

岁 (时
·

d ) %

底质耗氧量 虾呼吸耗氧量 水柱总耗氧量

岁(澎
·

d)
111111LJ八Jl勺3,

J
‘

.

⋯
,111
22肠 0

.

望刀

66 0
.

2 34

65 0
.

8 28

75 0
.

《幻

鱼
8

『(扩
·

d )
’

(时
·

d)

1 1
.

7 1

5 19

8
.

卯

12
.

昭

935

份4576489
,d尸Jg

2 S

3 S

1男1 一 07
一
器

19多几一 0’7
一 10

19 9 蕊一 07
一
28

l卯l 一 07
一
30

水柱 毛产量

创(时
·

d)

6
.

的

7 10

7
.

肠

6 岛

注 : l号塘中放苗密度 14
.

3 万尾月朋竿
,

产量为 2
.

印 t/ l”n罕
,

成活率为 74
.

7 % ;水呼吸耗氧量系水中化学物质氧化物与水生

生物和细菌呼吸耗氧之和

若以水柱毛产氧量与水呼吸耗氧量之差作为水柱净产氧量
,

从表 4 可得 出
: 4 个塘的净产

氧量分别是 一 3
.

54
,

3
.

65
,

2
.

60 与 一 2
.

95 酬(时
·

d)
,

h 与 1 号塘净产氧量呈负值
,

再结合水柱

总耗氧量可发现除 2 5 塘外
,

其余各塘单靠光合作用产氧量无法满足虾塘总耗氧量的需要
,

即

溶氧均处于收小于支的不平衡状态
。

但是
,

在养殖期间
,

各试验塘从未 出现缺氧浮头现象
,

并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可见
,

合理使用增氧机与适量换水可补充虾塘所缺的溶氧量
,

从而弥补

了光合作用产氧量的不足
。

由上述可知
,

若要改善虾塘水质
,

应设法降低水呼吸耗氧量
,

如减少残饵和使用配合料等
,

并适时使用增氧机与换水
,

这些措施均是行之有效的
。



4 26 水 产 学 报 2 1 卷

2
.

3 生产结果

试验塘采用新的水质管理模式
,

养殖周期达到 了 87
一 159 天

,

并获较高产量与经济效益

(表 5)
,

成活率达 43 % 一
82 %

,

略低于该公司往年的成活率 (表 5 )
。

表 5 表明
,

在虾病流行年

份
,

本模式所采用的水质管理模式是有成效的
,

在开展养殖生产中
,

有利于防治虾病
,

并能获得

较好的生产效果
。

表 5 试验塘产t 与效益

及以 e 5 Yiel ds a】xl 加n 苗ts 介仪 n te盆训 l
油

项 目

成活率 (% )

产量 (口恤产)

产值 (元月
u l尹)

43

0
.

77

6 l a 】〕

丝
圈

娶
刃

l燮汉) 年 8 塘平均数 199 1 年 5 塘平均数

l田 O以)

2
.

72

2 17 3 洲〕

5 l

0
.

30

3O 斌狱)

72
.

2

1
.

8 1

126 5 2 5

78 夕
1

.

79

注 : 1望幻年
、
l卯l年虾塘均为本公司塘

2
.

4 试验塘水质管理模式特点

(l) 彻底清淤
,

以漂 白精严格消毒塘底与初进海水
,

经检测无余氯后再行放苗
。

(2 )以施放氮肥提高初级生产力
,

调节透明度为 30
一
功 cIn

。

(3 )严密监测水质
,

据理化 因子变化特点
、

饲料性质
、

对虾
、

天气与海水状况
,

适时适量换

水
。

前期约一个月不换水
,

全周期 日均换水率为 1
.

25 % 一 2
.

00 %
,

约为该公司往年的十分之

一
,

换的水为经 4B h 以上沉淀的海水
。

(4 )合理使用增氧机
,

自6 月起
,

每 日开机 2 一 3 次
。

(5) 严控投饵量
,

仅用配合料
。

综上所述
,

可以发现在对虾暴发性流行疾病盛行的年份
,

只要对养殖环境进行科学而严格

的管理与控制
,

各项技术措施以有益于增加溶氧或降低耗氧为基本原则
,

力求稳定水环境
,

这

样
,

即使虾体或海水含有病毒病原
,

仍可以获得较好的养殖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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