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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吡咯烷酮碘对中国对虾的毒性试验

ΤΟΞΙΧΙΤΨ ΟΦ Πς Π−Ι ΤΟ ΣΗΡ ΙΜΠ Πεναευσχηινενσι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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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颖   王淑君  宋万水

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 青岛

乳山市对虾育苗场

α  目前 对虾养殖生产中已使用 °∂ °2 聚乙烯吡咯

烷酮碘 防治对虾病毒病 但仍借鉴防治鱼类病害的

使用方法 各种产品的有效碘含量也不尽相同 使用

时不易掌握∀ 作者就该药在对虾养殖中的使用进行了

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文将毒性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和方法

 材料

聚乙烯吡咯烷酮碘为市售商品 有效碘含量

∗ ∀对虾各期幼体及幼虾取自生产现场∀试

验用水为砂滤海水 经脱脂棉二次过滤后使用∀

 方法

 急性毒性试验  试验在烧杯中进行 定

量加入试验用水 水浴保持所需温度 分别加

入 °∂ °2 母液 使水中有效碘浓度达到设定浓度∀ 然

后放入虾卵或健康的对虾幼体 试验过程不充气 不

换水 投喂角毛藻!金藻!卤虫幼体∀ 试验 检查孵

化率或成活率 用直线内插法计算半致死浓度 公式

如下

≤ Χ
Π
Π Π

χ χ

Π χ Π χ 为 成活率上!下两个坐标∀

表 1 Πς Π−Ι对卵和幼体的毒性

组别3 有效碘 试验幼 存活幼 成活率

浓度 体数 体数

≅ 尾 尾

∞ 粒 孵化率
∞ 粒 孵化率
∞ 粒 孵化率
∞ 粒 孵化率
∞ 粒 孵化率
∞ 粒 孵化率

°
°
°
°
°
°

注 温度 ∗ ε 盐度 ∗ ∗

3 ∞ ° 分别为卵!无节幼体!蚤状幼体!糠虾幼体!仔虾幼体

数字为试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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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孵化率的影响  配制不同浓度的

°∂ °2 溶液 水浴恒温∀ 收集当日产的虾卵 分别装入

小网袋中并置于不同浓度的 °∂ °2 溶液中消毒

以及在 ≅ 有效碘溶液中分别进行不同时间的消

毒处理 用新鲜海水充分冲洗后 在 ∗ ε 水浴中

进行孵化∀

 对虾幼虾口服 °∂ °2 的毒性试验 试验

用药物饵料的配制 将普通配合饵料粉碎为 目细

粉 定量加入 °∂ °2 充分混合后 加入鱼肉浆搅拌均

匀 用搅肉机挤压成型阴干∀ °∂ °2 的添加量分别是

药饵干重的 ∀ 每组饲养平均体

长 对虾 尾于 水体中 试验分 组

对照组投喂普通配合饵料 其余 组投喂上述 种药

饵 每日换水 次 吸污 次 足量投饵 次 试验过程

间歇充气 试验 后检查各组对虾成活率∀

 结果

 急性毒性试验

试验结果见表 根据公式计算 °∂ °2 对虾卵及

各期幼体的 半致死浓度 ≤ 值如下 卵 ≅

有效碘 无节幼体 ≅ 有效碘 蚤状幼

体 ≅ 有效碘 糠虾幼体 ≅ 有效碘

仔虾幼体 ≅ 有效碘∀

 对孵化率的影响

表 结果显示 随着消毒用 °∂ °2 浓度的升高

消毒时间的延长 卵的孵化率逐渐下降 即使短时间

接触 °∂ °2 对虾卵也有一定毒性∀

 对虾幼体口服 °∂ °2 的毒性

试验 各组试验对虾成活率均为 即半

致死剂量在 以上 可以认为 °∂ °2 作为口服药物

对幼虾毒性较低 生产中应用不会产生毒害作用∀

 结论

由试验结果可见 °∂ °2 对各期对虾幼体均有毒

性 从卵到仔虾幼体几个幼体阶段的半致死浓度在

≅ ∗ ≅ 有效碘之间 安全浓度更低∀而

°∂ °2 对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杆状病毒 ∂ 的

灭活浓度是 ≅ 有效碘 另文报道 因此 可

以认为试图通过水中泼洒消毒池水解决病毒问题

°∂ °2 无实用性∀ 年桃山和夫对日本对虾中肠腺

坏死病毒 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将

°∂ °2 用于口服毒性较低 本研究对平均体长为

幼虾所做的口服 °∂ °2 的毒性试验中 最大口服

剂量为 经 试验成活率为 而且对虾

摄食!活动均未见异常∀

表 2 Πς Π−Ι消毒虾卵对孵化率的影响

组别 有效碘 消毒 试验 幼体数 孵化率

浓度 时间 卵量

≅ 粒 尾

注 温度 ε 盐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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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甲壳素化学与应用研讨会在浙江玉环召开
  由中国化学会应用化学委员会主办 浙江省玉

环县科委承办的中国甲壳素化学与应用研讨会于

年 月 ∗ 日在浙江玉环召开∀来自全国

个省市的近 名国内知名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会议就甲壳素与壳聚糖物理化学性能和结

构基础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

研讨∀并决定成立中国甲壳素研究会筹备委员会 在

明年 月份召开第二届中国甲壳素化学与应用学

术报告会 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海峡两岸!中日双

边以及国际甲壳素学术研讨会或报告会∀

甲壳素是以海产动物甲壳中提取的一种天然高

分子聚合物 其在自然界中的储量仅次于纤维素∀近

几年 有关甲壳素的研究开发已成为基础研究前沿

学科阵地和高新科技产业热点领域之一 每年发表

的研究论文数万篇 日本每隔 天申报一项甲壳素

应用专利∀ 自 年以来 世界上已先后召开了

次 ≤ ≤ 的国际会议∀因此 在这样的背景

下召开中国甲壳素化学与应用研讨会 必将对我国

甲壳素事业的发展起较大的推动作用∀

浙江省玉环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徐君义

海洋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