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综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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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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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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