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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绿除杀对虾幼体聚缩虫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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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孔雀绿 (C ,

赶
:

尹刃 )除杀斑节对虾 (八翩决抽 . ,

~ 诫姗 )仔虾期幼体附生的聚缩虫

( z阴` ` .

~
)的实验结果表明

,

育苗过程 302 ~ 3 0 6 K 温度条件下
,
0

.

6~ 0
.

SP mP (相当于 1
.

创 X 1 0一

~ 么 19 x l 。~ . m o lL/ )药物浓度作用时间 6~ h8
,

可达到除杀聚缩虫又不伤害仔虾幼体的良好效果
.

育苗他中的有机质会降低除杀聚缩虫的药效
,

当有机质含量较高时
,

宜采用上述浓度范围的上限
.

关键词 聚缩虫
,

孔雀绿
,

毒性买验
·

聚 缩 虫 系 原生 动 物 门 ( p r o lo z oa )
、

纤 毛 虫 纲 ( c i l ia at )
、

缘毛 目 (入
r i t r i比 a )

、

聚 缩 虫 科

(乙为 t h a m n记ae )
,

属 附着生活型的纤毛虫类
.

多数为群体生活
,

具树枝状分枝的柄
,

每个柄的末

端有一虫体
,

呈钟形
,

其为一独立个体
.

在对虾育苗及养殖过程中
,

聚缩虫是一类出现频率很高

的敌害生物
,

在水质混浊
、

有机物质含量高的池中尤为常见
.

聚缩虫对对虾幼体 (发育各期 )和

成体的危害主要在于其柄的基部能附着于对虾的体表
、

附肢
、

鳃等组织上
,

致使对虾呼吸困难
、

活动能力 (包括觅食能力 )下降
、

蜕壳失常
、

生长缓慢等
,

严重时造成死亡
.

不少报道都称之为
“
聚缩虫病 ”

关于防治聚缩虫附生危害对虾的报道大多是对虾 养成期的试验研究 l[ 一〕 ,

而防治对虾幼

体聚缩虫危害的报道则少见 9j[
,

采用孔雀绿除杀斑节对虾育苗中的聚缩虫研究尚未见报道
.

为

此
,

本文中笔者就斑节对虾育苗过程中的孔雀绿除杀聚缩虫进行试验探讨
.

1 材科与方法

斑节 对 虾 幼体及 聚 缩虫取 自厦 门大 学海 洋学 系育苗基地
,

孔 雀绿 ( M a la hc iet g r e en
,

C :
尹

2
粼

ZCI )系沈阳市试剂三厂出品
.

药物对聚缩虫的除杀实验与对对虾幼体的毒性实验同时进行和各自独立进行
.

实验水体
.

4~ 0
.

S L ,

以恒温箱控制温度
,

各次实验的对虾幼体和聚缩虫均取自同一育苗生产池
.

结果

2
.

1 孔雀绿对聚缩虫和对虾仔虾幼体的毒性实验

实验表明
,

孔雀绿对聚缩虫有 良好的除杀效果
.

同一时间组里药物的浓度与作用效果明显

呈正相关
,

同一浓度组效果与作用时间也明显呈正相关
.

表 1 列 出了有关实验结果
.

由表可见
,

在 1
.

OPP m (相 当于 2
.

74 x 1 0一 ` m lu / L )孔雀绿溶液中
,

经过 6 ~ 8 小时聚缩虫体全部从柄部脱

落
,

完全死亡
.

而经过 8 小时
,

对虾幼体活 力也明显下降
,

但经加水使药物理论浓度下降至

0
.

如 pm 后
.

仔虾能迅速恢复活力
.

在 0
.

S PP m 孔雀绿溶液中
,

经过 6 小时聚缩虫体已从柄部脱

收稿 日期
: 19 9 5

一

07
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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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渊澡戴瑞戳翰澡鞘
绿溶
。

6~

聚缩

虫体被色素侵入严重
,

此后 2 小时
,

聚缩虫体内的色素有消褪的迹象
.

0
,

却 pm 的孔雀绿对对虾

幼体几乎无影响棕上结果
,

采御
·

卜。
·

SPP
m 药物浓度

,

作用时耐
一8,J

、时
,

可达到除杀斑

节对虾仔虾期幼体上的聚缩虫而又不伤害对虾幼体的良好效果二

表 】 孔雀绿对聚缩虫和对虾仔虾幼体的毒性实脸 (温度
:

30 0
.

S )K

浓度

/ p Pm
类别

时间 / h

0
。

4

0
。

6

0
.

8

聚缩虫

对 虾

聚缩虫

对 虾

聚缩虫

对 虾

聚缩虫

对 虾

聚缩虫

对 虾

明显被色素侵入
,

正 常
色素侵入较严重
正 常

有褪色的迹象
正 常

明显被色素侵入
正 常

略有葵缩丈呈球形》
正 常

仅少数存活

部分萎缩
.

部分舒展

正 常
’

部分脱落
,

小部分仍舒展
·

正 常

部分萎缩
,

部分仍舒展

正 常

对照组
舒展如常

正 常

大部脱落
.

小部分仍舒展
活力稍有下降

舒展如常

正 常

色素怪入较严重

王 常
-

部分从柄部鹿落
正 常

从柄部脱落
-

严鹜 ,大部分死亡

括力稍有下降
.

全部从柄部

脱落死亡
括力稍有下降

舒展如常

正 常

活力稍有下降

李郊睡落死亡
活

俪 ,
全部脱畴那岁

\ 一
_

-
~

明
一
于 _

活力明蚤下降
与

_

舒颧谙
正

_

常

表 2 孔雀绿对渔状幼体 ( 2 3)和糠虾幼体 (M
, )的毒性实验 (温度

: 299 K )

浓度加
m 时间 / h

1 2 搜 6

.0 月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活力稍
一

卜降

.0 5 正 常 活力稍下降 活力稍下降 活力稍下降

.0 6 活力稍下降 活力下降较严重 活力下降严重 一部分死亡

.0 8 活力梢下降 活力下降严重 一部分死亡 全部死亡

对照组 正 常 正 常 正 常 括力稍下降

一
-

~

一
-

~

一一 ,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口甲 , . ~ ~ ~ ~ . ~ ~ . ~ ` ` 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2 2 孔雀绿对聚缩虫与 az 期和 M :
期对虾幼体的毒性实验

一

孔雀绿胜“ 状和啊娜含
z ·
和 M )I 对虾幼体毒性实验的结果列子表 .2 从表 2

可, 出

在 az 与 M
`

期
,

由于对虾幼体对孔雀绿浓度承受的 阀上值与药物除杀聚缩虫的阀下值非常接

近
,

故药物浓度选择较难
,

此时可用 .0 SPP m 左右的孔雀绿进行短时间处理
,

以抑制聚缩虫的

生长与繁殖
,

到仔虾期后再进行药物处理
. 一

_ ,

、

3 讨论

聚缩虫是对虾育苗过程中常见的敌害生物
,

从 泽状幼体期到仔虾幼体期均有出现
,

尤其

在仔虾幼体期随着投饵量增加
,

幼体排泄物
、

分泌物的积累
,

使水体中有机物质着量大幅增加
,

导致聚缩虫迅速繁殖
·

用孔雀绿除杀聚缩虫
·

在通常育能产的温度 ( 30 1一 30 6K吓
,

其效果

主要决定子孔雀绿浓度及作用于虫体的时间
.

其次水体中有机物质的存在 (下转 第 1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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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P + 1 5Cu S O.

+4H 2: 0
一

SQ一尹 +6 H护0 。 + 1H 5多0 . (配系数
,

合并磷 )

例 6 完成并配平下列化学方程式

口 tP + 口 NH
O 3

+ 口 H cl

一口
H stP cl 。+ 口 No + 口巨二二

解 按
“
三步配平法

”
配平

,

得

国 tP + 团 NH
。 :

+ 回 Hd一国
H

clztP
. + 团 No + 口巨二二

比较反应式两边的氢
、

氧原子个数不等
,

可见未知物是水

国 tP + 团 H N 。 ,

+ 回
H cl

一国
H stP cle + 团 No + 国匹困

配平这类方程式
,

一般是先按
“

三步配平法
”
配平

,

而后确定是何种未知物
.

怎样确定

未知物 ? 一般是把反应物和生成物进行比较一若增加的元素在阴离子中
,

未知物一般是相应

的酸
;
若增加的元素是金属

,

未知物一般是相应的碱
;
若反应前后元素种类没有变化

,

而阴
、

阳离子个数不等
,

未知物一般是与反应物含有相同的酸或碱 ; 若反应前后氢
、

氧原子个数不

等
,

则未知物一般是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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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药物浓度
.

在对虾幼体生理学最适温度范围内
,

对虾幼体的活力最强
,

此时可通过稍提

高药物浓度或延长作用时间来取得较好杀虫效果
.

用药量与单位水体聚缩虫数量也有关系
.

实

验发现
,

在两杯浓度同为 0
.

4
,

0
.

6
,
0

.

SPP m 的各组孔雀绿溶液中
,

投入数量较少的实验杯里的

聚缩虫较早 出现脱落死亡
,

长时间作用后死亡也较彻底
,

而聚缩虫数量大的除杀效果相对较

差
.

可见
,

当浓度相同时
,

作用效果与虫体的数量呈反相关
.

在生产实践中
,

除杀聚缩虫时采用

安全浓度
,

力求既可以减少对对虾幼体的影响
,

又可以取得满意的杀虫效果
.

此外
,

由于有机物

质对孔雀绿的吸收作用而使实际浓度比理论浓度低
,

所以在生产实践中宜采用上限浓度
,

以校

正有机物质干扰所造成的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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