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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区中国对虾池水化学状况

减维玲 戴习林 朱正国

(上海水产大学水产养殖系
,

20 00 的 )

徐桂荣 徐仁国

(上海市潜径对虾养殖公司
,

20 150 7)

提 要 本文报道了杭州湾畔对虾养殖池水的化学状况
.

1 99 0年6一 10 月和19 91年7一 8

月内所观测的虾池水化学成分平均值分别为:总含盐量9 .5 9 l/
,

碱度 l
.

79 m m ol l/
,

p H 8
.

98
,

阴阳

离子含量最高者分别为lC
一

.(5 6 9 l/ )与N +a 十 K
+

(3
.

19 l/ )
,

为典型河口水质特点
,

但仍属海水水

质体系
,

即系抓化水
,

钠组
,

uI 型 (cl 宁)
。

有效氮含 t 丰富
,

总t 平均为 1
.

65 m g1/
,

其中总氛氮占

56 洲
,

硝酸氮占39 %
,

亚硝酸氮占6洲
,

可溶性有效碑含盆较低
,

仅为.0 0 12
,

N / P = 30 4 (原子比)
.

化学耗氧盈 (c O D
M
砂17 .4 m g/ l

,

可溶性有机物与悬浮颗粒有机物含盈近为相等
.

据观侧结果与

多年生产状况
,

认为河口区虾池每59 小时排换水t 约40 对
,

3一 c4 m虾苗放养密度为 18
.

0士 3
.

0

万尾 /公顷的管理方式较为合理

关锐词 河口区
,

水化学成分
,

营养元素
,

中国对虾

目前
,

国内外有关对虾池塘
,

特别是河口区虾池水化学状况的研究报道甚少
`

为研究河口区

中国对虾了尸e n ae us c h in e sn is) 池水质状况及其与生产的关系
,

本试验于 1 990 年6月 一 10 月和

199 1年7一 8月选取地处杭州淘醉的金山县浦径对虾养殖公司 13个虾池与作为虾池水源的3个蓄

水库(下称水库)为侧定采样点
,

定期观洲他水
.

池与水库主要化学成分含 t
、

溶载 t (D O )
、

化学

耗氧量 (c O D )
、

p H值
、

H泊
·

S及营养盐含 t
.

据侧定结果
,

尽可能深人研究了河口虾池的水化学

状况
、

水质特点
,

排换水时间与数量以及虾苗放养密度
,

为河口区虾池水质管理提供了科学依

据
。

1 材料和方法

L l 采样塘
199 0年与19 91 年分别选取了生产情况有差异

,

面积不一的13 个虾池及 3个水库为采样测试

点
。

虾池生产简况列于表 1
.

19 92
.

09
.

17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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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 0与1 99 1年对虾试脸池生产简况

Ta b le l仆
e 砂 o du e i t ve

i brei f鳍
o fe ts to p n do fe P

nae us c hie nn
s si i n1 99) (a n d1991

面积

(公顷)

放苗数

(万尾 /公顷)

产 t

(吨 /公顷)

成活率

(洲)

宽米米长
池号年份

1
.

59 1 2
.

87 8
.

9

1
.

已1 1 2
.

9 5 6
.

9

八O月性O口月性

:
3 6

.

3

1 6
.

0

1
.

7 1 6 6
.

5 65
.

6

2
.

0215
.

0 4 4
.

2

0
.

3 3 1 5
.

09 4
.

65 81737 6097
n口 0召q nq曰,几4 1

.

0

OUS月产64 1
.

5

4 8
.

8

1 3
.

5 8 3
.

3

16
一

5 8 2
.

8

32126530933185432345
,几QU

199 0 1 1
·

2

月了决U,几
2

254 6.9 0 1
.

5 0 16
.

5

14
.

7

6 7
.

3

7 2
.

2

4 8
.

5

4 9
.

5

1
.

5 9

1
.

55

1
.

3 1

1
.

3 7

1
.

5 1

14
.

8 .2 80 7.4 7

16
.

5 3
.

03 7 7
,

5

,几月悦O曰,几noQU

1 9 91 2 28 5 7
.

3 18
.

0 3
.

4 4 82
.

5

5 7
.

0

5 8
.

0

2 1
.

0 3
.

35

2 1
.

0 .3 oo

85
.

3

70
.

0

O甘,占

2623

12313532

平均 1 6
.

7 3
.

1 2 7 8
.

0

1
.

2 采样时间与测定方法

化学成分含 t 侧定水样分别于每月大小潮期间取自虾池长边二分之一处近环沟边缘的饵料台1

米深之水层
,

按通常容 t 法侧定 lt,a
, ,

N +a + k
+

含蚤以计算法求得 stJ
.

溶载
、

H召.S
、

营养元索
、

化学耗氧

量及p H值等侧定水样据试验耍求和进排水时间由上述采样点的表 ( 2.0 30 c m )
、

中( 100 c m )与底 (离池

底 -5 1c0 园三水层取样
.

三态氮与可溶性磷水样经 .0 45 徽米雄腆过雄
,

按比色法侧定 t8,’ , ,

p H以P H -B 4

型酸度计侧定
,

溶氧盆与化学耗氧里分别以益氮化钠碘 t 法与核性高住酸钾法侧定
〔 , , ,

以 .0 45 徽米滤

膜过建水样侧得的 C O D作为可溶性有机物耗氧 t
,

原水样的C O D与前者之差作为悬浮颖粒有机物

耗氧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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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和讨论

2
.

1 虾池与水库水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199 0年 6一 1 0月所测得的 8个试验池与3个水库水的主要化学成分含量变化范围与平均值列

于表 2
.

表 2表明
,

水库与虾池相应化学成分含量多数无显著差异
。

但虾池 p H较高 (8
.

89)
,

主要由于

H C O J与C O号
一

受盐碱底质等影响而使两者含量增加的程度不同所致
。

所取水样p H多数大于

8
.

3
,

故水中H
2

C 0
3
主要以二级电离方式进行

〔
:0]

表2 8个试验池和3个水库化学成分含量 ( 199 0年6一 10 月 )

T a b l e 2 C h e m i e a l e o m p o s i t i o n e o n t e n t s o f w a t e r i n 8 t e s t p o n d s a n d 3 r e s e r v o i r s

( J u n e 一O e t o b e r ,

19 9 0 )

( oC )

类 别 水 库 虾 池

们
,

勿
、 。 , 。 1 2

。 。八 。 , 。 18

艺S (g / l )

P H

C I一 (m g / l )

5 0芳
一

(m g / l )

C O器
一

(m g / l )

H C O矛 (m g / l )

A (m m o l / l )

C a Z +

(m g / l )

M g Z十

(m g / l )

H
T

(德国度 )

N a 十 + K
十

(m g / l )

7
.

6 2

8
.

3 8

4 4 6 8
.

9 3

15 9
.

6 7

3
.

56

4 4
.

3 0

0
.

8 7

7 3
.

3 5

3 1 3
.

8 2
.

2 6
.

7士 2
.

3

1 2

9
.

4 6士 1
.

8 1

1 2

8
.

5 6士 0
.

2 0

12

5 5 5 6
.

5 6士 1 13 0
.

9 7

12

18 5
.

3 3士 1 4
.

5 1

12

5
.

2 6 士 1
.

4 2

12

8 2
.

5 0 土 1 8
.

9 3

12

1
.

5 2 士 0
.

32

12

1 16
.

3 5土 4 5
.

4 0

1 2

3 6 9
.

2 1士 5 5
.

2 7

3 2 0

1 1
.

50 7
.

5 9 11
.

6 6

8
.

9 4 7
.

9 2 9
.

8 7

6 7 9 2
.

8 8 4 4 5 0
.

94 68 8 0
.

0 3

2 0 3
.

7 0 8 8
.

89 42 6
.

4 1

7
.

5 6 2 0
.

4 5

9 5
.

3 8 4 9
.

27 13 1
,

7 7

1
.

7 1 1
.

04

1 6 0
.

59

4 3 0
.

2 5

74
.

54

3 0 8
.

38

10 1
5 5一

二
二 , 子争二二二一一 12 1

.

69 8 3
.

0 5

2 5 34
.

0 0
1 2

3 1 4 9
.

0 4士 6 2 9
.

0 5
3 8 4 1

.

75 25 14
.

50

2 8
.

7士 2
.

1

3 6

9
.

39土 1
.

5 4

3 7

8
.

98土 0
.

4 1

3 7

54 6 6
.

4 1士 9 4 6
.

0 6

3 7

2 2 4
.

1 7土 7 9
,

2 6

33

10
.

8 5 士 5
.

2 4

36

9 1
.

10 士 19
.

18

3 6

1
.

79 士 0
.

2 2

3 9

13 9
.

1 1士 3 1
.

7 1

3 9

3 5 8
.

8 5土 5 3
.

82

3 9

10 2
.

59 士 1 5
.

76

3 5

3 0 9 8
.

28 士 5 2 2
.

3 1

12 4
.

3 9

3 8 9 6
.

5 0

H C O 厂# H
+

+ C O且- ( 1)

因此得
p H 一 p K Z一 10

淤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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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 )中p K
:

=一
o g K

Z

( K
,

为H
Z

C O
3

二级电离常数 )
,

C H e ` 与H c o犷分别为H e o ;与e o l一的浓度
`

池水之 C cH 。、与C co 犷较水库相应值分别增加了0
.

1和 1
.

0倍
,

由 ( 2) 式可知
,

虾池水p H值必高于水

库
。

此外亦与池中浮游植物量高于水库有关
.

因光合作用使下列化学反应向左移动
l̀ .10J :

C O
:
+ H

20 + C O奢
一
尽Z H C O歹

因而引起C cH 氏 / C co 犷比值下降
,

致使池水p H值升高
.

同时
,

由于池水中浮游动物量也高于水库
,

可见池中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均强于水库
,

以致使池水p H变化范围 (7
.

92 :9 87) 明显地超过水库

(8
.

38
一.8 94 )

.

河 口沿岸系盐碱地
,

池水p H值较高
,

特别是在养殖前期
,

其值往往超出对虾生长可

适范围 (7
·

9)’
” ,

故放养虾苗前务必注惫降低pH的处理
.

为此可在清晒塘后即注人少 t 水夜盖池

底
,

切勿让池底暴露于空气中
,

以防底泥盐孩上提
.

放苗肥水前数日
.

再以新鲜海水反复浸泡与

冲洗虾池
,

直至 p H值合适为止
.

19 00 年
,

该公司放苗前池水p H基本均超过 .9 4
,

其中3号池竞高达

10
.

04
,

致使虾苗死亡
`

1 990 年放苗肥水前
,

公司各池均作了充分浸泡与冲洗
,

多数池水p H低于.9

4
,

饲养一个月的虾苗成活率又较19 90 年提高约20肠
,

最高达 8 0姑以上
,

生产获得丰收
,

公顷均产

量高达 .3 3吨
,

较19 90年提高50叫
。

池水阴离子中以 lC
一

含量最高 .(4 45 一 6
.

88 9 l/ )
,

平均为.5 47 9 l/
,

占总含盐量 ( 2 5) 的58 %
,

其

他依次为5 0 专
一

与H C O矿+ C O犷
,

平均含量分别为0
.

22 9/ 1与0
.

10 9/ 1
.

阳离子中以N a +
+ K

十

含量

最高(2
.

5 1一 3
.

9 09 / l)
,

平均为3
.

10 9 / l
,

占总含盐童的33 %
,

M g , +

与 Ca , +

平均含量分别为0
.

369 / l与

0
.

1 4 9 / l
。

池水碱度 ( A )平均为 1
.

79 m m ol 1/
,

总含盐量 (x s) 为 .9 39 9 l/
,

仅约为大洋水含盐量的26 肠左

右
.

1 99 1年 7
·

s月
,

池水比重仅为1
.

00 13一2
.

00 15
,
2 5约为5

.

59/ 1
,

5月上旬放养虾苗(0
。

7 e m )时
,

比重

也仅为 1
.

005
`

可见两年中2 5经常低于一般认为养虾的合适盐度 ( 1 .0 28 肠 )范围
,

特别是水灾的

199 1年
,

池水1C
一 、

C aa 十 、

M g针与N才+ K
十

含量仅约为前一年的51
一

76 叫
,

但此两年公司对虾生长

均较往年为好
,

成活率与产t 逐年提高
,

经济效益也逐年提高(见表 1)
.

可见中国对虾良好生长的

盐度可适下限尚待进一步探讨
.

由上述可见
,

当地自然海水阴阳离子含量远低于大洋水
,

且失去了大洋水所具有的诸如各

处海水主要离子含量比值基本恒定等特点
L. 〕 ,

但阴阳离子含量大小顺序却仍类同大洋水
.

鉴于

河口水上述特点及对虾生长
、

繁殖特点
,

其仅可用作养殖用水
,

而不能直接用赞育苗
`

经作者多

年生产性育苗实践证明
,

河 口水适当添加化学药品等调配后仍可用作育苗用水
.

据测定值
,

按阿列金分类法
〔幻 ,

遭径自然海水仍属海水类型
,

即抓化水
,

钠组
,

111 型 (C乙l’)
·

l() 农业部水产司
,

19 59
.

中国对虾养成技术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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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 9 9 0年 7一 1 0月 8个试验池
、

3个水库和闸外海区营养元素含量
Ta b le 3 Nu t rie n te le m e n to s fwa te ri n 8 te s t Po n da s n d3 re se r vo i rs (Ju ly 一 o e to be r,

19 9 0 )

铰态氮( N H
3一

N
r

) 亚销酸氮( N O
:
一 N ) 硝酸氮( N Q

, 一 N )
磷酸盐( P创 一 )P

N / P

池别

(m g /l)
百分比

(%)
(m岁l)

百分比

(%)
(m g /l)

百分比

《肠)

(m g / l )

二氮总从

( N , )

(m g / l ) (原子比)

ùùùùùùùùùùō喘赢愉愉愉愉啸愉愉愉啸
闸 外 64

.

9
。乃2气贰丽

。
·

。“

。。34而忐而
。乃,”

1
.

3 0
.

5 1
.

12 朋 .9 2 48 加 3

3个水)专 39石 2月 1 52 57
.

9 1
.

97 101

81 0 4刀 15注 1忍6 536

27
.

1 8刀 0石1 653 1
.

18 186

50
.

7 3
.

4 1
,

31 45治 2习1 855

68
.

0 6
1

1 0
.

1 1
.

22 26
.

0 1
.

81 598

11一2 70月 2石 1加 26
.

7 2滩6 409

仓公旧泞卫刀召

啸喘喘喘喘喘喘

4级2 10 5 40
,

3 124 171

35
.

5 5
.

4 1
.

25 58
.

9 l滩l 149

39
.

7 0
.

3 1 31 223

1既的肠钓昭刀沁

蠕喘喘喘喘喘蠕喘喘

喘喘喘喘

8池

于均
36 55 8 0 5

.

3 0 1
.

31 39
.

4 1乃5士0石1 304

.2 2 氮磷营养元素

表3为 1990 年7一 10 月8个试验池
、

3个水库与自然海区 (简称闸外)水中三态氮与可溶性磷的测

定值变化范围与平均值
。

表3表明
,

自然海水有效氮含丰富
,

闸外与水库水三态氮总量均值 (N
T

)

与可溶性磷均值均高于池水的相应值
,

闸外
、

水库与虾池之N
T

分别为 2
.

48
、

1
.

97 与 1
.

65 m g l/
,

其中

总氨氮 (N H
3 ·

N力占N
T

百分比分别为65 叫
、

40 洲与56 %
。

河 口自然海水N
T

如此之高
,

显然是由于

河水的携带所致
, 6 1。

从有关计算式可知
`H l ,

河日沿岸池水p H较高
,

毒 (分子)氨 (N H公的量必随之增

高
。

因此这类地 区的虾池水应允许有适量的浮游植物
,

以便降低N H
:、

含最
。

闸外
、

水库与池水

N O丁一 N含量占各自N
T

的比例为 1 %
、

2叫与 5 %
。

可见虾池水二态氮分配比例坍同于该地区 自然

海水
,

均以N H
3

含量最高
。

但池水N O牙一 N含量有所增加
,

应引起注意
。

该海区可溶性磷含量较低
,

平均为O
.

O 2 7 m g l/
,

N / P = 2 o 3( 原子 比 )
,

8个虾池均值为

o
.

01 2 m g l/
,

N / P为 1 4 9一 8 5 5
,

均值为3 04
。

有资料指出
〔 , ,

长江自水域中
,

N / P为 4 0一 1 50
,

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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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大洋水中N与P 比值通常约为 6 1
,

此称之为R ed ifl d比值
.

当N / P > 30 时
,

三角褐指藻等多种

浮游植物的生长均受到磷含量过低的限制
.

可见海区与虾池水氮与磷含量比例严重失调
。

处于

非最佳范围
.

2
.

3 虾池水质指标与换水

数年来公司采用一定时间内一次性连续排换水t 约40 洲
,

为评价换水时间与数t 对水质

的影响
,

将海水在池中滞留静t 时间规定如下 :取虾他进水时进人换水t 一半的时间作为海水

人池后滞留静t 时间的起始点
,

继之经过换人另一半水t 的时间
、

池水不排不换的静t 时间至

虾池开始排出应排童一半时的时间止
,

此段时间称之为海水在池中的滞留静t 时间
.

按此计算
,

公司所有虾池水滞留时间为范围36
一
59 小时

,

即每隔3--6 59 小时虾池排换水量约40 %
.

表4为19 91 年 1与35 号池氮磷与溶氧测定值
。

7月 30 日1号池水已滞留59 小时
,

35 号刚进完新

水
,

8月 3日1号池进水 16 小时
,

7月 31 日35 号池水已滞留36 小时
.

表中值表明
,

池水仅在滞留静置

一段时间后
,

各水质指标方呈现显著的水层分布变化特点
。

如 7月30 日1号池水的N H歹一 N : 、

N O豆

一 N与P O至一 P按水层加深而递增
,

相应的D O
、

p H与N O牙一 N则逐渐递减
.

35 号池水质状况不

如1号池
.

其D O明显低于 1号池
,

而 N H
。一 N

,又较 1号池高得多
.

此与35 号池放养密度高 (为1号的

池的14 7% )
,

投饵量又过多有关
.

所以尽管35 号池仅每隔36 小时便排换水40 %
,

但仍不如每隔59

小时才排换水40 %的 1号池
,

以致最终成活率与经济效益均较1号池差
.

表4 1号与 38 号池营养元素和溶解氧含圣
T a b le 4 N u

itr
e n t e le垃 e n t an d di s s o lv e d o x y g e n e o n t e n t s o f w a t e r in N o

.

1 a n d N o
.

35 Po n d s ( 199 1)

N H
: 一 N

.

(m g / l)

N O矛· N

( m g / l )

N O『一 N

(m g / l )

PO :一 P

(m g/ l)

D0

(m g / l)

抽刀翻代
层水

期间日时

加.154339砚384LOL..85乐.50
.

03 2即645699盯97.0....0000.0n甘,̀,二nUCùnU
. .几,几. .几,上己1

. .二

.0.00..00.0.23

…29
邵.59

,几,̀O曰鹿U00432319838778
O甘O甘OUù月一SRù韶3232303030层层层层层层表表底中中底

7月 3() 日

( 15
:

叨 )

8月 3日

f7
:

00 、

6443577178
j,44
n口内O月̀

弓月了
,几

舰.032101.0..00065845941
ó”UùUó”UOù09101010

.nUùnUó11甘

..548849.832.853.854.853.304..308308.296..300300报幅能报幅航

3 5号

嗯湖

湘06822500
n口丹O口Ut
ù
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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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0号池营养元素与溶解氧含童
Ta b le 5 Nu t rie n te le me n ta ni d do s s l ve do xy g e no e n te n to s fw a te ri n No

.

1 0 Po n d

N H
,一N

,

m̀ g /!)

N O
, 一 N

(m g / 1)

N OJ一 N

(m g /l)

P创一 P

(m g /l)

H
:
S一 S

(m g / l )

D O

—
备 注

(m g / l ) 0
:

%

.43

:7
1066020612148358576.7.412a

7
一

3 1
.

24
.

0 0

8
.

1
.

8 00

8
.

1
.

16
:

0 0

8
.

2

未检 {十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进水结束

池水已滞留4 4小时

表5为10 号池氮磷等测定值
,

7月 31 日各值为刚进完 40 % 水量所测
,

8月 2 「1的值为池水滞留

静置4 4小时后所测
。

比较此二 日数据可发现
,

7月 31 日2 4 : oo 尽管刚换进 40 %新水
,

但由于当 日水

库N H
3
一 N

T

测定值高达 Zm g l/ 以上
,

故池水N H
3
一 N

T

值也较高 (1
.

68 m g l/ ;) 夜间由于呼吸作用等

原因
,

至8月 1日8 : oo
,

池水 p H值明显下降
,

溶氧较 7月31 日2:4 00 下降了42 叫
,

但至 16 : oo
,

在强烈的

光合作用下
,

消耗大量 C 0
2

与N H
3 一 N

T ,

所以池水的 p H值上升了一个单位一达9
.

72
,

N H
。
一 N

:

也

明显下降
,

溶氧量较:8 00增加了近二倍
。

可见
,

池水各水质指标的变化受排换水
、

光合作用与生

物呼吸耗氧等主要因子的牵制
。

目前
,

公司采用清晒塘后以水充分浸泡
、

冲洗虾池
,

继之在肥水培养饵料生物后
。

按每公顷

放苗 (3一 4 e m )1 8 0
.

0 士 3
.

0万尾
,

池水量 (以池的深度计)由起始的5 0一 6 0 e m逐 日添加约s e m
,

约 1个

月后开始排陈水换新水
,

排换水量逐步加大
,

至高温季节达最大排换量
,

即每隔约59 小时排换水

量40 %
。

据公司生产效益逐年以较大幅度增加以及二年虾池水质状况的观测
,

认为公司 目前的

管理方式对于河口沿岸虾池是可取的
。

2
.

4 有机物耗氧量

表6

T a b l e 6 O x y g e n

1 99 0年9一 10 月8个试验池与 3个水库 (含闸外)有机物耗氧量
e o n s u m p t i o n s o f o r g a n i s m i n 8 t e s t P o n d s a n d 3 r e s e r v o i r s i n e l u d i n g

n a t u r a l s e a a r e a
(S

e P t e m b e r 一O e t o b e r ,

19 9 0 )

原水耗氧最

(m g o
:

八 )

过滤水耗氧最

(m g 0
2

/ l )

恳浮有机物耗氧最

(m g 0
2
/ 1)

*lI 外十 3个

水库
10

·

6石百16名 8
·

2

丽
10

·

8 5石

丽
7名

8只池 15
·

6万不万2 0
·

2 8
·

气万
10

·

5 5
·

6

丽
1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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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为 1990年 9一
0 1月 (闸外 + 3个水库 )与 8个试验池水的有机物化学耗氧量 ( C OD n M )的变化

范围及平均值
。

表 6表明
,

水源与池水化学耗氧量波动范围都较大
,

按通常将耗氧量达到

1 3一 1 5m g l/ 的水即属肥水的标准
【们 ,

则以有机物含量较高的河 口水作为养虾水源
,

其常可达肥水

标准
。

由表 6可知
,

池水可溶性有机物 (含胶态 )与悬浮有机物耗氧量分别为 8
.

6与8
.

g m g l/
,

两者极

为接近
,

此和一般人们认为的营养型湖泊中
,

当原生动物和细菌繁殖盛期时
,

可溶与悬浮有机物

含量比值接近 1的情况类似
〔’ ` ’ 。

3 结语

3
.

1 遭径对虾养殖公司虾池主要水化学特点

3
.

1
.

1 常全成分含全

x s = 9
.

39土 1
.

5 4 9 / l
,

A == 1
.

79士0
.

22m m o l / l
,

p H = 5
.

5 9士0
.

4 1
,

C l一与N a +
+ K

十

含量分别为

5
.

47 士 0
.

95 9 l/ 和 3
.

10 士 0
.

52 9 l/ ;水质类型为1C 汾
,

属海水体系 ;底质系盐碱地
,

p H较高
,

因此应特

别注意放苗前池水碱性的降低处理
。

3
.

1
.

2 三态氮含童丰富

N
: = 1

.

6 5土0
.

6 1 m g / l
,

其中N H
,
一 N ,

占56 %
,

N O J 一 N 占39 %
,

N O牙一 N 占5 %
,

P O全一 P二

0
.

0 1 2士 o
.

o o 7m g / l
,

N : p = 50 4
,

比例严重失调
·

3
.

1
.

3 有机物含全已达肥水标准

总耗氧 t 为17 .4 m g l/
,

其中可溶与悬浮有机物量几乎相等
。

3
.

1
.

4 池水溶氧饱和度 (O
:

% )

通常为8 0% 以上
,

但当池水静置一段时间后
,

特别是七
、

八月的凌晨
,

0
: %有时仅为50 叫左

右
,

因此高温季节应合理使用增氧机以提高含氧量
,

避免虾缺氧浮头
.

3
.

2 虾苗放养密度与换水1

河 口沿岸虾池 3
·

c4 m虾苗放养密度以 18
.

0士 3
.

0万尾 /公顷为宜
,

7月下旬 (高温期)起可采用

每隔59小时排换水量约40 叫
.

参加 实脸室工作的有高一新
、

路易华
、

赵丰年等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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