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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影响虾池若干水质因子初探

苏永金 蔡心一 王 军 郑 斌 卓振华

(厦门大学亚热带海洋所
、

海洋系
,

厦门 361 0 0 5)

摘要
:

本文在分析几口虾池藻类的种类与数量的同时
,

检测了这些虾池的几种生态因子 (HP
、

D o
、

比

重和N H 3一 N )
,

并结合室内小水体模拟实验
,

讨论了浮游植物的种类与数量对养殖虾池生态的影响
。

结果

认为
,

以硅藻 、 如骨条藻和角毛藻等 )或绿藻 (如小球藻等 )为优势的虾池
,

养殖生态较稳定
,

对虾养殖状况

较好
。

近年来
,

随着对虾养殖业的发展
,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和养殖密度不断提高
,

加之虾池老

化和环境的污染恶化了虾池水质
,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对虾养殖业的正常发展
。

如何培养和

保持良好的水质
,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

从所探讨的虾池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来看
,

浮

游生物特别是藻类
,

是维持虾池良好生态的关键之一
,

本文调研检测了同安和平潭几 口斑节

对 虾 ( P印砚哪 巾 J 袱公廷)和长毛对虾 P(
·

尸明回灿此 ) 养殖池的几种生态因子 ( pH
、

D O
、

比重和

班压
3一 N )和浮游生物种类与数量

,

并结合室 内小水体模拟实验
,

试图分析藻类对对虾养殖的

影响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

1
.

几种生态因子的检测

虾池生态因子的检测是于 1992 年 6月至 19 93 年 9月在同安 (山亭
、

潘涂
、

西柯和 吕塘 )
、

漳

浦
、

平潭等地进行的
。

现场用养殖水质监测箱 (福建海洋所产品 )检测 pH
、

D O
、

比重和N H 3一 N

(所得数据于实验室检证 )
。

2
.

虾池藻类的种类与数量分析

19 9 2年 7月一 199 3年 9月在六 口虾池用 3 00 目浮游生物网 (直径 4 0c m )进行水平拖网
,

标本

用 5写甲醛固定
,

镜检 ( 16 只 1 0
、

16丫 4 0 )
,

按文献〔2〕鉴定分析
。

收稿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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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小水体模拟实验

在玻璃缸 ( 90 x 35 义 55 mc )中铺沙 2
一
3mc

,

纳人沙滤海水
,

加人小球藻 帆白八丑 Ps
·

) 和三角

褐指藻 (月山威吻hna
夕ci 『Un Ut nI 约占 15 % )饲养 日本对虾 (产了口脚眼珑 )

。

实验分三组
: 1 组 (加

藻
、

不充气 )
,

l[ 组 (加藻
、

充气 )和 111 组 (对照组
,

不加藻
、

不充气 )
。

每组放对虾 10 尾
,

水温 17 一

20
.

5℃ ,

投喂鲜杂鱼饵料
。

观察对虾活动情况
,

并分别检测各组水样的D O
、

HP
、

比重和 N H 3一

N
。

藻类计数是取 0
.

1血 和 0
.

2血水样于计数板上
,

显微镜下计数求平均值
。

HP
、

D O
、

比重

和N H a一 N检测同 \
。

二
、

结果与讨论

1
.

藻类对虾池水质的影响

水质管理是对虾养殖中很重要的一环
,

养虾即养水
,

虾池中藻类和对虾处于同一水体

中
,

藻类 (主要是单细胞藻 )的生长变化影响着养殖水质的变化
。

I 至触下池藻类的存在有利于水中溶解氧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

溶解氧 (D o) 是对虾养殖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

1992 年 6月至 7月对同安 山亭下潭尾 1号池

(养殖 28 天 )进行几个昼夜连续水质检测
,

结果如表 l
。

表中可见
,

在一昼夜中
,

池水的 D O和

HP 变化趋势相似
,

即在一天中凌晨 2一 5时 D o 最低旧 出后
,

D O逐渐升高
,

至下午 17
:
0加寸前后

达最高值
。

夜间D O值开始下降
,

至第二天凌晨时又降到最低值
。

这种变化与浮游植物光合

作用的关系表现 为
:

( 1) 池水中OD 量的变化与藻类白天进行光合作用
、

夜间停止 的规律是一致的 ;

( 2) 池水中D O与HP 变化曲线相一致
。

由于白天光合作用不断消耗oc
Z产生 0 2 ,

水体的增

氧蓬率大于耗氧速率
,

oc
Z
消耗速率大于产生速率

,

使得水中HP 值卿
。值的增加而升高

。

夜

间
,

光合作用减少甚至停止
,

虾池呈单纯耗氧
,

同时不断产生 c o :
,

从而表现为HP 和D O同步降

低
,

但程度不一
。

表 1 同安山亭斑节对虾 ( l号 )池几种因子的昼夜变化

时时
,

间间 HHHP D O (mg /L ))) 比重重 NH
a 一N (m g /L )))

666
.

22 2 3 : 0000 8
.

111 6
.

000 1
.

0 1111 0
.

1000

666
.

23 0 2 : 0000 7
.

444 3
.

555 1
.

0 1111 0
.

1000

(((睛 ) 0 5 : 0000 8
.

444 4
.

000 1
.

0 1000 0
.

1555

000 8 : 0000 8
.

777 5 888 1
.

0 1000 0
.

0 555

1111 : 0 000 8
.

888 6
.

111 1
.

0 1000 0
.

0 555

1114 : 0 000 8
.

888 7
.

111 1
.

0 1000 0
.

0000

1117 : 0 000 9
.

000 8
.

888 1
.

0 1000 0
.

0000

222 0 : 0 000 8
.

999 7
.

888 1
.

0 0888 0
.

0555

2223 : 0 000 8
.

333 6
.

666 1
.

0 0888 0
.

0 555

666
.

2 4 0 2 : 0000 7
.

777 3
.

333 1
.

0 0888 0
.

0 555

0005 : 0 000 8
、

111 4
.

222 1
.

0 0888 0
.

1000

0008 : 0 000 8
.

555 6
、

000 1
.

0 0999 0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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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内小水体模拟实验中
,

检测了水体OD
、

HP 和N H 。一 N 以及藻类数量的变化
,

结果如表

2
。

表中可见
:
随着养殖时间的增长

,

藻类数量减少
,

N l生3一 N含量增高
。

这可能是由于
:

( 1) 随着养殖时间的延长
,

水体和底质有机质不断分解以及对虾排泄物等产生N l l 3一N ;

(2 ) NH s一 N 为浮游植物可吸收利用的物质
,

水体中藻类大量减少必将导致N H a一N 含量

的升高
。

表 2 小水体模拟实验水样检测结果

组组别别 时间间 HHHP D O (mg /L ))) HN
s一 N (毗 /L ))) 藻类数量 (个 /nil )))

III 组组 19 93
.

4
.

1333 8
.

0 444 6
.

5666 0
.

04 555 2
.

0 X 10 666

111119 9 3
.

4
.

1444 7
.

9 000 6
.

0000 0
.

10 000 5
.

OX 10 石石

111119 9 3
.

4
.

1555 7
.

8 666 5
,

0000 0
.

19555 1
.

0 X 10 666

1111199 3
.

4
.

1666 7
.

8555 3
.

5000 0
.

2 8555 4
.

O X 10 `̀

lll 组组 19 93
.

4
.

1333 8
.

3 111 7
.

3666 0
.

04 555 2
.

0 X 10 666

111119 9 3
.

4
.

1444 8
.

2 111 7
.

0000 0
.

08 000 7
.

0只 10 666

111119 93
.

4
.

1555 8
.

1555 6
.

8000 0
.

16555 1
.

5 X 10 555

1111199 3
.

4
.

1666 8
.

0777 5
.

8444 0
.

25000 4
.

5 X 10 ;;;

皿皿组组 19 93
.

4
.

1333 7
.

8888 6
.

0555 D
.

04 00000

111119 9 3
.

4
.

1444 7
.

6000 4
.

4555 0 18 00000

111119 9 3
.

4
.

1555 6
.

8444 3
.

8000 0
、

2600000

111119 9 3
.

4
.

1666 6
.

5 777 2
.

1333 0
.

3400000

2
.

藻类种类与虾池水色关系

单细胞藻类在虾池里稳定繁殖生长
,

使虾池形成一定的水色
,

将有利于对虾养殖
。

良好

的水色可增加水中的D O ;
稳定水质并降低某些有毒物质含量 ;水色还能减少池水透明度使

对虾在池底具有安全感而乐于栖息
,

减少能耗 ; 同时一定的水色具有提高并稳定水温的作

用 ;形成水色的某些藻类还能抑制虾池中某些病原菌的繁殖
。

近年来提出的生态防治的核

心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某些技术途径
,

在养虾池 中培养并保持一定密度
、

处于 良好繁殖状态
、

对虾体无害的藻类
,

以抑制池中病原菌的繁殖
,

从而达到防病或减轻虾病危害程度的目的
。

基于对水色作用的认识
,

作者调查了不同水色虾池中对虾的生长状况和成活率
,

并对不同水

色虾池取样分析其藻类种类组成结果如下
:

表3

时间
199 2

.

0 7
.

13

199 3
.

0 8
.

0 4

199 2
.

0 8
.

16

199 2
.

0 8
.

16

199 3
.

0 7
.

3 0

199 3
.

09
.

08

不同虾池的水色调查情况

地点 一 - 一下
一

池哥
-

同安山亭

同安吕塘

平潭幸福洋

平潭幸福洋

漳浦霞美刘坂

东山西埔南堤

水色
呈淡绿色

呈红棕色

呈暗绿色

呈墨褐色

呈淡绿色

呈淡绿色

对虾种类

斑节对虾

斑节对虾

斑节对虾

斑节对节
长毛对虾
长毛对虾

号号号号号号
111
`

上勺山ó了,孟勺目n.11八川ùnUnù11Où八UA人no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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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呈淡绿色 1992 年 4月至 8月同安山亭 1号池 ( 100 亩 )养殖斑节对虾
,

该池水色淡绿
,

池

中藻类以绿藻为主
,

尤以小球藻为优势 (约占65 % )
,

还有一定数量的角毛藻 rd
l“ 农。了昭 Ps

·

)

和少量硅藻
,

由于管理得当
,

该池水色一直较稳定
,

对虾生长快
,

个体大小相差不大
,

体色亮

绿
,

很少得病
,

成活率达 50 一 57 %
,

亩产 2 10 公斤
。

东山南堤 12 号 (2 7亩 )和漳浦刘坂 ( 60 亩 )放

养长毛对虾 (见前 )
,

池中小球藻分别占 54 %和 70
.

5%
,

尚有一定量的硅藻和少量 的蓝藻 (约

占4
.

4% )
,

养殖状况良好
,

亩产分别为 135 公斤和 142 公斤
。

b
.

呈红棕色 这种虾池水色含有大量硅藻
,

主要有角毛藻
、

舟形藻 (刀浏奴如 印
·

)
、

菱形藻

( N让绍以由 Ps
·

少和骨条藻 ( 8触泪冰必加 Ps
·

少
。

这种水色一般较难保持长久
,

较不稳定
。

同安 吕塘

n 号池 (4 O亩 )养殖斑节对虾
,

养殖初期水色呈红棕色
,

幼虾成活率高
,

生长较快
。

但维持这

种水色时间较短
,

(一个月后改为培养浅绿色 )
。

呈红棕色的水中虽然有大量的硅藻可作为

幼虾的食料
,

但其受水温影响较大
,

低于 28 ℃硅藻繁殖生长 良好
,

但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大量

死亡
,

故这种水色难以保持
。

c
·

呈暗绿 色 在这种水色的 虾池
,

鉴定到的大多是颤藻 〔。义汲砌厂s Ps
·

)
。

和席 藻

( p为or n l汤助 t Ps
·

)等蓝绿藻
。

1 9 9 2年 6月底
,

平潭幸福洋40 2号池 (4 7亩 )养殖斑节 对虾
,

水色暗

绿
,

至 8月 16 日
,

池虾存活率高 (达 67 % )
,

但生长状况较差
,

个体大小相差较大
,

大者达 1 3 cm
,

小者有 3
,

一 4 em ( 6 0尾平均 8
.

3 e m )
。

d
.

呈
.

墨褐 色 这种水色一般对虾养殖状况差
。

19 9 2年 8月 16 日在平潭幸福洋 3 07 号池

( 60 亩 )养殖斑节对虾所检测出的这种水色含有大量的深绿裸甲藻 (伽椒血爪 叼碑卿眼训 )和夜

光藻 (对川物斑 Ps )
,

还有为数不少的多甲藻 (份油城 )
。

这些是典型的赤潮生物
。

据了解
,

该

池 6月底放虾亩 (2 万尾 / 亩 )
,

在一个多月中曾发生 3次池内局部赤潮
。

现场检测 甲藻数量达

2
.

2 x 10 4
个 / nil (8 月 15 日 )

。

虾体生长状况差
,

个体偏小
。

测定了 40 尾对虾
,

平均体长 6
.

7c m
,

而 同一批的其他池平均体长约 1 0
.

I c m
。

应该指出
,

对虾养殖不仅仅与藻类的种类与数量有关
,

而与投饵技术
、

水质管理技术和

病害防治技术等的关系更为密切
。

本文仅仅从藻类的种类与数量来分析当时的养殖状况
,

尚未与上述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

有关这一点
,

有待今后的进一步深人探讨
。

本文作者中郑斌 卓振华为厦 门 大学海洋系 199 3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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