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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 日益严重的虾病问题
,

贯彻
“

以防为主
”
的方针

,

用生态学

原理作指导
,

因地制宜
,

改单一养虾

为虾
、

贝
、

鱼
、

参等的同池立体综合

养殖
,

形成配置合理的新的人工养

殖生态
,

给对虾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

存环境
,

包括采用优质配合饵料
,

才

是解决虾病滋生和蔓延的一条根本

途径
。

关键词 立体养殖 虾病预防 生

态学原理

随着我 国人 口 的增长和国 民经济的发

展
,

特别是 乡镇 企业的崛起
,

工业废水
、

农业

和生活污水对近岸海域的污染有与 日俱增的

趋势川
。

与此同时
,

大面积虾池的养殖污水直

接大量地排入近岸海域或港湾
,

导致沿岸或

港湾水域的自净能力严重超负荷
,

出现了局

部水域环境恶化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

形成了

一条富含营养盐
、

有机质
、

微量无素 (M n ’+ 、

Fe
, +
等 )以及有毒元素和化合物的污水带

。

这

条污水带 (除大潮以外 )很 少与远岸水域交

换
,

并 巨基本不离开扬水站进水 口 附近及沿

岸海域
.

并不断作为养殖用新水被抽入沉淀

池
,

流进虾池
。

只养单一品种的虾池
,

再将这

种水通过饵料溶出物
、

残饵
、

对虾和微型生物

的排泄物 以及它们的腐烂尸体等进一步污

染
。

这样周而复始
,

年复一年
,

就形成了养殖

水质的恶性循环
,

因此诱发了环渤海近岸海

域和虾池的大范围赤潮
,

损失极为惨重
。

近年

来
,

沿海各地对虾养殖区虾病发生面积不断

扩大
,

虾病种类逐年增加
,

危害程度 日益严

重
,

致使许多虾池的对虾大量死亡
,

不少单位

减产和绝产图
,

有人甚至不敢再养对虾而改

从它业
。

例如
,

目前河北省养虾区发现的虾病

主要有
:

褐斑病
、

黑鳃病
、

红腿病 (鳗弧菌病或

非弧菌病 )
、

红胃病
、

软壳病.(营养缺乏病 )和

黄鳃病等
。

在有的养殖区
,

由于对虾发病率

高
,

对虾不断死亡
,

养虾单位和个人不得不提

前开闸出虾
,

从而造成了虾体小
、

产量低
、

质

量差的状况
。

上述问题的出现
,

无疑同水质严

重恶化和水域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密切相关
。

可以说
,

如何尽快解决虾病危害的问题
,

已经

成为我国养虾业不可忽视的首要间题
。

对虾在人工养殖条件下患病的诱发因素

是多方面的
,

但可以从环境因子不良和对虾

体质不强两方面加以考虑
。

其中环境因子不

良不仅使病原体大量繁生
,

而且还将造成对

虾生长不正常
,

并可减弱对虾体质和抗病能

力
,

增加病原体感染的机会
。

然而
,

长期以来
,

虾病研究人员都侧重于去认识是什么类型的

病
,

是何种病
,

以便
“

对症下药
” ,

而对于防病

到 6 80 0 美元
,

而港 口所在城市的人均 目标
,

则要更高于这个数字
。

尽管这种统计方法比

较机械
,

没有把变化的因素考虑在内
。

但港 口

作为沿海城市和沿海地 区经济起 飞的支撑

点
,

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

过

去
、

现在
、

将来都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
,

这是

毋庸置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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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更重要的环节却很少有人问津
。

事实上
,

部
“

清道夫
”

的作用
,

这不仅可满足刺参的正

对于养虾业而言
,

防病比治病更重要
,

因为对 常摄食要求
,

同时也为对虾生存创造了适宜

虾生活环境特殊
,

用药施药难度大
,

效果差
,

的池底环境
。

罗非鱼属高温 (2 0一 35 C )广盐

一旦发现虾病
,

几乎大部都病入膏育
,

到了疾 性鱼类
,

梭鱼和鳍则属于广温广盐性鱼类 (在

病后期
,

即便是施重药也难以起死回生
,

更何 海水
、

咸淡水和淡水中均能生活)
,

它们也可

况施重药还要秧及健康无病虾体[31
。

当前
,

治 成为虾池立体养殖生态系统中负责清理池底

疗虾病一是采用将抗菌素添加在对虾配合饵 的较好种类
。

由于虾池内食物丰盛
,

这些鱼类

料中制成药饵喂病虾的方式进行
,

但耗资不 生长都很快
,

当年收 获时
,

亩 产可 达 20 一

少
,

成效却微乎其微
,

这是因为许多病虾都很 1 0 0 kg
。

唐山沿海各县虾池进行虾鱼混养时
,

少摄食或不摄食 (我们对病虾抽检时发现绝 多选择对虾与梭鱼混养
,

并收到较好效果
。

大多数病虾呈空胃状态 )
。

更严重的是抗菌素 在对虾养成过程 中
,

因大部分时间处于

药物对虾池环境的污染和对生物群落组成的 光照强
、

温度高的条件之下
,

虾池的中上层水

改变
,

以及对池水生态系统的破坏
。

饵料中添 体内浮游生物含量很高
,

某些藻类有时则会

加抗菌素不仅浪费资金
,

不能治愈虾病
,

造成 骤然爆发形成虾池赤潮
,

使池水呈酱油色
、

黑

对虾产量和质量下降
,

而且还会诱发新的疾 绿色和黄色等
。

其中引起赤潮的某些藻类
,

可

病
,

影响之深
,

危害之大
,

非常令人忧虑
。

二是 使对虾鳃部堵塞
,

从而影响对虾呼吸
,

造成食

采用满地泼洒药液法
,

这不仅用药量大
,

还不 欲不振
,

运动能力和体质明显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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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虾与小虾
、

健康虾和患病虾 (包括病轻者 月份
,

在镜检时发现
,

患黄鳃病的对虾是因一

和病重者 )全都被置子同一浓度的药浴状态 些赤潮生物布满鳃丝所致
。

当这类病虾被水

之下
,

其不 良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

当然
,

这种 流冲击贴在拦逃 网上时
,

由于其身体虚弱很

方法也是不可取的
。

综上所述
,

面对 日益严重 难弹回
,

并极易被捕获
。

并且
,

某些赤潮生物

的虾病问题
,

采取
“

预防为主
”

的方针
,

用生态 发出的亮光
,

也会打乱对虾的正常生理节奏
,

学原理作指导
,

因地制宜
,

改单一养虾为多品 使对虾的运动与休息节律失调
,

昼夜节律混

种综合立体养殖
,

形成配置合理的新的人工 乱
。

这种情况也会使对虾消耗增大
,

体质变

养殖生态系
,

给对虾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存环 差
,

严重影响对虾的正常生长
。

同时
,

在赤潮

境
,

真正减少疾病产生的诱因
,

才是解决虾病 处于高峰时
,

养虾池水的 pH 高达 9. 0 以上
,

滋生和蔓延的一条根本途径
。

如果此时氨氮和有机质含量又偏高
,

则对虾

对虾大部分时间栖息于虾池的底部
,

底 致病菌—
弧菌就会迅速繁殖起来

,

并将引

质状况不佳极 易使对虾大量患病
,

养殖后期 发较大规模的虾病
。

而当赤潮生物 (藻类 )大

对虾的发病率高与底质败坏
、

病菌滋生有直 量死亡时
,

又会造成池水 中的溶解氧含量骤

接关系
。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
,

在养成过程中
,

降
。

因此
,

从避免虾池赤潮发生
、

虾病形成和

利用生物方法不断清理和净化养殖池底部可 溶解氧永平骤然起落的 目的出发
,

都 必须使

谓最佳方法
。

清理池底的工作可通过刺参
、

罗 虾池内保持适度的藻类生物量
。

要达此目的
,

非鱼
、

梭鱼和鳍等进行
。

刺参属于广温 (0 ~ 则需引入以浮游生物为食的滤食性动物—
32

’

c )高盐 (25 一 3 5) 种类
,

它可利用 口 部的 贝类
。

尽管各地在虾池中已混养了多种 贝类

2 0 条触手将虾池底部的对虾残余饵料
、

各种 (扇 贝
、

溢蛙
、

泥蜡
、

毛蜡
、

文蛤
、

菲律宾蛤仔

有机碎屑
、

对虾及其它生物的排泄物和尸体
、

等 )
,

但从撼食浮游生物的效果和经济收益两

连同池底表层泥土
、

底栖动物与各种微生物 方面综合分析
,

还是以网笼吊养海湾扇贝为

等摄入 口 中
,

一并吞下消化
,

从而起到虾池底 宜
。

扇贝可将池水中的浮游生物和细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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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料滤食掉
,

起到净化养殖池水
,

抑制虾池赤

潮发生
,

降低对虾发病率的作用
。

一般可在 6

.

月底至 7 月上旬将 0
.

sc m 的商品扇 贝苗 吊

养在虾池内
,

7 一 9 月份是海湾扇贝的最适生

长期
,

只需注意及时分笼并加强网笼的洗刷

工作
,

它 们就可利用虾池内丰富的浮游生物
,

在 不需 另外投饵 的情况 下正 常而快速地生

长
,

至 10 一 11 月份就可收 获川
,

当年可长成

6c m 的成 贝 (壳高 sc m 即达商品规格)
,

每亩

能收扇贝柱 25 一 2 50 K g困
。

由此不难看出
,

扇

贝在充当虾池水体
“

清洁工
” ,

优化水体环境

的同时
,

也使自身得以健康成长
。

养殖池水中过量的氮
、

磷
、

硅等营养盐和

某些微量元素及其它化合物等则可被藻类生

长时所利用
,

而藻类的种类和数量又 因贝类

的滤食而受到控制
。

这样
,

通过虾
、

贝
、

参
、

鱼等的立体综合养

殖
,

就形成 了下有
“

清道夫
” 、

上有
“

清洁工
”

的

配置合理的人工养殖生态系统
。

从而大大提

高了养虾池水的自净能力
,

建立起了 自我完

善的良性循环体制
,

生物之间相互作用
、

相互

促进
。

这不仅能够全面提高饵料的利用率
,

扼

制住自身污染源
,

从根本上控制住致病因素
,

使养殖水体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

并将改善近

岸海域的水质条件
,

而且还会加速养殖池 内

虾贝参鱼的生长
,

增强其体质和抗病力
,

创造

出较高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彻底摆脱单

一养殖对虾造成的养殖池内生物群落的物种

多样性指数低
、

污染重
、

病灾多以及产量和效

益不稳定的被动局面
。

从而
,

使我国以对虾为

主
、

其它品种为辅的立体式海水养殖业得 以

全面发展
。

参 考 文 献

王安利
,

王所安
,

胡兆群
.

对虾养殖
、

陆源污 染与赤

潮灾害
·

海洋与海岸带开发
,

玲 91
,

8( 2 )」3一树
。

郑金 法
.

依靠科技摆脱对虾养殖的困境
.

海洋与海

岸带开发
, 1 9 9 0

.

7 (3 )
:
5 1一 5 3

。

林光恒
.

当前虾病治疗中存在的主要间题
.

海洋科

学
,

19 9 1 ,

(2 )
: 7 2~ 7 3

。

刘祖祥
.

对虾池立体混养贝类的养殖技术
.

海洋科

学
,

19 9 1 ,

(4 )
,

8 ~ 1 0
。

于瑞海
,

王如才
.

虾池的综合利用
.

海洋科学
,

19 9 1 ,

(1)
, 7一 8

。

佗 之佗之佗之佗心几之佗亡

我国最小的海岛乡—前三岛

在我国步入市场经济领域的同时
,

海洋事业也在力求迅速发展
。

为 了加快海洋资源 }

的开发
,

最近
,

江苏省人 民政府批准地处海州湾 中部
、

连云港市的前三 岛设立乡级行政 {
机构

,

下设 平 岛
、

达 山岛
、

车牛 山岛三个 自然村
。

前三 岛由 12 个 岛礁组 成
,

岛屿面积 岌

0
.

32 km
, ,

所辖海域 3 0 00 多 k m
, ,

成为 中国陆域面积最小的海岛乡
。

;

前三 岛濒临公海
,

距离连云港港 口 47
.

2 一 64 k m
,

地带属 南暖温带
,

风景优美
,

气候

心,目而
�

公少
、

口,自丫伊自少户六沙
,,
公
,
公
J会

等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

答 前 三 岛濒 ‘临公

道宜人
,

是我国动物 区

要湾渔场 的中心 蕴有

狱立竺

宜人
,

是我国动物 区系刺参
、

皱纹盘鲍生活的南界
,

是江苏省 唯一 的海珍 品基地
,

是海州

湾渔场 的中心
,

蕴有 丰富的海洋资源
,

对于发展海上运输
、

海上贸易和开发海珍品
、

旅游

( 宝生 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