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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对虾养殖中
,

虾病频繁发生
,

严重威胁着养虾业
,

防治虾病已是养虾业当务之急
。

目前国内

防治虾病的药物种类虽然很多
,

但疗效甚佳者尚不多见〔国家海洋局
,

19 75 〕
,

主要原因是未能做到对症

下药
,

一旦发生虾病
,

就乱投放药物
,

如此非但未洽好虾病
,

反而进一步污染了环境
,

同时对对虾本身可

能有副作用
。

林光恒「199 1〕指出至今我们对多种虾病病因及其诱发因素并未真正认识
,

在往治标不治

本
、

重治轻防
。

作者认为要使对虾健康生长
,

首先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

为了解对虾发病和环境

因子的关系
,

作者于 19 91 年 6 月到 9 月在山东省威海市某虾场调查了中国对虾养成期间虾池水质和底

质理化因子的变化
,

同时也每月一次调查了水体和底质中细菌总数和弧菌数 t 的变化
。

一
、

调 查 方 法

(一 ) 虾池和取样点的选择

调查中共选了面积
、

放苗数
、

饵料系数和产 t 不同的虾池七个
,

在距进水端和出水端 15m 处各选三

个取样点取样进行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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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测 定 方 法

细菌总数和弧菌的测定均采用平板计数法
,

水和泥样的采集
,

试剂配制以及测定步骤均按
“
海洋调

查规范,’ [ 国家海洋局
,

19 75 〕方法进行
。

1
.

培养基的配制 细菌培养基 : 采用 2tt 2 16 E
”
培养基 [国家海洋局

,

1 97习
。

弧菌培养基
:

酵母膏

6 9
,

蛋白陈 10 9
,

柠檬酸铁 g1
,

氯化钠 19
,

柠檬酸钠 10 9
,

硫代硫酸钠 10 9
,

胆酸钠 89
,

蔗糖 20 9
,

胳香草

酚蓝 0
.

0 4 9
,

澳磨香草酚蓝 0
.

0 49
,

水 10 0 o m l
,

琼脂 20 9
,

pH 7
.

2
,

125 磅 /20m i n
。

2
.

培 养 每个样点做三个培养皿
,

在 2 8a C下
,

恒温培养 24 小时
,

观察结果
。

二
、

结 果

(一 ) 不同虾池不同时期水体中细菌总数和弧菌的数量

1
.

细菌总数 调查中共测定了七个虾池
,

结果取平均值 (表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七个虾池水体中

的细菌总数
,

在六至九月中以六月份最低
,

从六月份到九月份各虾池细菌数量逐步增加
,

八到九月份急

剧增加
。

六月份不同虾池细菌的数盆在 2
.

4 x 1 .0个 Zm l一 4
.

3
x

10
.

个 Znil
,

七月份有的虾池细菌数量增

加了 2倍
,

/明份各虾池细菌数量达到 10 x 1 .0 个 /nil 一28
.

肠
x
1.0 个Znil

,

比六月份增加了 1
.

3一7 倍
,

九月份不同虾池细菌数达到 80 x 10’ 个 / nil 一 176 x 1 .0个 / nil
,

比六月份增加了 17
.

8一71
.

9 倍
。

以上诩

定结果表明
,

该虾场虾池的水质从六月份到九月份逐步变坏
,

八到九月份水质急剧恶化
,

这可能是水体

中有机物过多
,

水温较高引起的
。

尽管虾场每天换水 1一 2 次
,

已无济于事
。

表 1 不同虾池不同日期水体中的细菌总数 ( x 1 .0 个 I过 )

T a
U

. I T 加 t o恤 l b助加ri a

nu m加 r In t h e . a .t r Of d l ff e
.r nt s h r i口 P OP

n d s

a n d .P r iod
s
(

x 10 . s tr a

此 /xdI )

6 月 7 日 7 月 1 6 日 8月 1 8 日 9 月 1 8 日

虾池号 菌
数

相对
增长 t

菌
数

相对
增长最

细菌
总数

相对
增长最

细菌
总数

相对
增长量

448292037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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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才八口21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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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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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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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1 15
。

0

993525伟3372562肠00002810152510邪8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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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5

8
。

0

4
。

25

8
。

6

111118
、
4

、
7 8

。

6

4
.

2 6

2
.

4

4
。

35

4
一

8

0
一

9 8

1
。

98

,一06

住
:
(l ) 3

、
4

、
7 号虾池平均值 (以下同 ) ;

( 2 ) 相对增长里是以 6 月 7 日的细菌总数为 1 计算的
。

2
.

弧菌数 t 为了解对虾养成过程中虾他水体中的弧菌数量和水质及虾病的关系
,

我们调查了七

个虾池中不同时期弧菌的数量
,

结果见表 o2 水体中的弧菌除 1 号和 9 号虾池七月份稍低于六月份外
,

其

他所有虾池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

六月份不同虾池水体中弧菌的含量在 3 x l 。:一 20 x l 。, 个 /nil
,

七月份已达 10 x 10 . ` 5 0 x 10 .个 / nil
,

而八月份更高
,

达到 3 0 x 10 ,一 175
x
1 0

.

个 /ml
,

九月份增加到 连s o x

10 一印。 x

10
.

个 /心
。

不同虾池相比较
,

六月份最少的是 10 号池
,

仅 3
x l。 ,

个 /m l
,

最多的是 9 号池
,

达

20 x 10
,

个 /血
,

二者相差 6 倍多
。

七月份则刚好相反
,

是 9 号池最少
,

10 号他最多
,

这可能是换水和投放

虾药不同引起的
。

八月份和七月份一致
,

最多的是 10 号池
,

为 175
x
l夕个 /nil

,

9 号池最少
,

为30
x l。笼个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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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

九月份 6 号池最多
,

达到 600
x
l护个 /m l

,

9 号池最少
,

为 450
x
l少个Z耐

。

从六月份到九月份弧菌

的增长速率
,

10 号池最大
,

为 1 91
.

7 倍
,

9 号池最小
,

为 22
.

5 倍
。

表 2 不同虾池不同时期水体中弧菌的数 t 〔 x

ol
,

个厂m )l

T a b l e Z T 纽e v i b r i o n n u m加 r i n t h . 姚 t e r o f d计ef r e n t s h r im P OP
n d s

a n d Pe r iod
s (

x

10
, s t

r a i n s /m l )

6 月 7 日 7 月 1 6 日 8 月 1 8 日 9 月 1 8 日

虾池号 弧菌
数量

相对
增长量

弧菌
数量

相对
增长量

弧菌
数量

相对
增长量

弧菌
数量

相对
增长量

3 9
。

1 7

1 9 1
。

6 7

6 4
。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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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5
。

7 1

5755755874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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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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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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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0103
、

4
、
7

加i,6

(二 ) 底质中细菌总数和弧菌的数量

1
.

细菌总数 在养虾过程中
,

由于饵料和藻类尸体的沉积
,

常引起底质迅速恶化
,

底质恶化后通过

扩散作用反过来又污染水体
,

所以一个虾池底质的好坏与水质一样
,

对对虾的产量和质量具有很 大影

响
。

为了解中国对虾养成期间底质的变化情况
,

我们在调查水体中细菌总数和弧菌数量的同时
,

也调查

了底质中的细菌总数和弧菌数量
,

结果如表 3
。

六月份不同虾池底质中的细菌总数在 5 x
1.0 个一 21

.

58 x

10
.

个 /克干重
,

九月份达到 72 5 x 10’ 个一1 4 50
x
l护个 /克干重

。

各个虾池的细菌总数在六一七月份都是

逐步增加
,

9 号和 10 号虾池七一八月份开始急剧增加
,

八月份和九月份所有虾池均急剧增加
。

3
、

4
、

7 号

虾池六月份为 21
.

58
x
l了个 /克千重

,

九月份增加到n 昭 x l护个Z克干重
,

是六月份的 54 倍 ; 10 号虾池

六月份是 5 x 1 .0 个 /克干重
,

九月份是 14 50
x
l少个 /克干重

,

是六月份的 2 90 倍 ; 其他虾池六到九月份增

加的倍数分别是
:
1 号池 74 倍

,

9 号池 1 15 倍
,

6 号池 93 倍
。

2
.

底质中弧菌数 t 在对虾养成过程中七个虾池不同时期底质中弧菌的数量列于表 4
。

虾池底质

中弧菌的数量
,

在六月份不同虾池是 。
.

25
x
10

.

个 /克干重一3 x
1 .0 个 /克干重

,

最少的是 9 号池
,

最多的

是 6 号池 ; 七月份不同虾池是 12
.

5
x 1.0 个 /克干重一23

.

76
x 1 .0 个 /克干重

,

1 号池最少
,

3推
、
7 号池最

多 ;八月份不同虾池是 50
x
10’ 个Z克干重一 2 00

x
1 .0 个 /克干重

,

1 号池最少
,

3
、
4

、
7 号和 9 号池最多 ; 九

表 3 不同虾池不同时期底质中的细菌总数 (
x
10’ 个 /克 干重 )

T a b l e 3 T h e t o t a l b a c t e r i a n u m be r i n s u b s t ar et Of d i f f e r e n t s h r i m P 钾 n d s

a n d Pe r i od s (
x 1 0

. s tr a i n s .l’ g
.

d
.

w )

6 月 7 日 7 月 1 6 日 8 月 1 8 日 9 月 1 8 日

虾池号
细菌
总数

相对
增长量

细菌
总数

相对
增长里

细菌
总数

相对
增长最

细菌
总数

相对
增长量

8530564597
,占9

9ó,上0555
ù070自脚才

J性g
t才,人dll一

04481070136818
7 0

。

8 3
.

2 8

7 2 1 4
。

4

4 5 3
。

4 6

1 2 5 2 0

1 2 5 1 0

2 1 6
.

7 1 1 6 2
。

0

055
10曰Ot了O自O自3142

1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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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不同虾池是 5 4 0
x1a 0个 /克干重一 n 的

x1 . 0个 /克干重
,

9 号池最少
,

10 号池最多
。

不同时期相比

较
,

从六月份到九月份所有虾池的弧菌数 t
,

和细菌总数一样都是随着养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

但弧菌

的增加速度比细菌快得多
,

且 9 号池和 10 号池从六月份就急剧增加
,

其他所有虾池从七月份开始急剧增

加
。

六至九月份
,

不同虾池弧菌增加的倍数分别是
:

3
、
4

、
7 号池 2 60 倍

,

10 号池 22 的 倍
,

1 号池 77 4倍
,

9 号池 17 99 倍
,

6 号池 1 91 倍
。

表 4 不同虾池不同时期底质中弧菌的数, (
x 1.0个 Z克干重 )

T a b l. 4 T h e v i b r i o n

un m加
r i n us b s t r a et of d i f f e er

n t比 ri m P P o n d s

a
nd Pe r iod s (

x
10

. s rt a

此 /g
.

d
.

w
.

)

6 月 7日 7月 1 6 日 8月 1 8 日 9月 1 8 日

虾池号
弧菌
数 t

相对
增长 t

弧菌
数 t

相对
增长量

菌

t
相对
增长 t

弧菌
数 t

相对
增长量

58 7
。

5

1 1 5 0

2 6 1
。

1 1

邓 0 0

7 7 5

1 800

1 9 1
。

6 7

775绷575

89朋883505050033
旧5刃旧屹闭几内

了侣Lō几r`
2l’ Ò
,工

8
、
4

、
7 2

.

25 1

1 0 0
.

5 1

1 1
。

0 1

9 0
.

2 5 1

6 3 1

23
。

7 6

1 7
。

5

10
.

5 6

35

1 2
。

5

8 0

6
。

67

5201220

三
、

讨 论

1
.

我们所调查的虾池属于该虾场设计的产量不同的虾池
,

3
、
4

、
7

、
6 号虾池是高产池

,

每公顷预计产

t 为 7 5 00 k g
,

其他虾池每公顷预计 3以力k g
,

但最后的产且远远未达到预计目标
。

实际产量是 : 3
、

.4 7 号

池仅 21 00 k g/ 公顷
,

其他虾池仅 15 00 k g /公顷左右
,

这在我国已属比较高的产量
。

张伟权〔199 1〕指出
,

我国

大陆地区的平均产量是 12 00 k g /公顷
,

而美国最高产量可达 135 0o0 k g /公顷
,

台湾 49 95 k g /公顷
。

由此

看来养虾尚有很大潜力
。

该虾场来获得高产的原因主要是水质太差
,

多项环境因子都远远超出渔业水质

标准 (拟另文报导 )
。

这从本文所调查的细菌总数和弧菌在虾池中的数量变化也能有力地说明
。

该虾场

细菌总数和弧菌在水体中分别达到 2
.

4 x l了个 /m l一1 75
x 1.0 个 /nil 和 3

x
l o

.

个 /回一以旧
x l。 ,

个 /园
,

细菌总数最多时超出内陆海 35 0 倍 (内陆海按 500 个Zm l 计 )〔薛廷福
,

19 6幻
,

说明水质太差
,

在 8介刃 月

份对虾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细菌丛生的环境中
。

2
.

该虾场对虾开始发病的时间是七月下旬
,

这时正是细菌开始急剧增长的时间
,

虾场虽然每天加

大了换水蛋
,

每天投放药物并安装了通气设备
,

但并未抑制住细菌的生长
。

3
.

该虾场水休和底质的细菌数量随着养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

七到八月份增加速度开始加快
,

八

到九月份急剧增加
。

虾池水体中细菌数量的增加
,

似和水体中 BO D 。
的含盆密切相关

,

所测七个虾池共

同的规律是
,

当水体中 B O D 。
达到 10 m g/ L 以上时

,

水体中无论是细菌还是弧菌的生长速率便迅速加

快
。

底质中的细菌数里和所测有机碳含量 (拟另文报导 )正相关
,

有机碳含量越多
,

细菌的数量就越多 (九

月除外 )
。

4
.

虾池中的细菌增长速率和对虾的生长速率负相关
。

细菌急剧增长之时
,

正是对虾生长缓 慢之

时
。

5
.

底质中的细菌数量是水体中细菌数 t 的数十倍
,

这是因为虾池每天换水
,

投放药物
,

并且底质巾

有大量藻类尸体和饵料沉积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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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邵科研基金资助项 目
。

参加工作 的还有钱树 本
、

姜立姜和王怡 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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