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卷第1期

1995年3月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简易过滤装置对罗氏沼虾亲虾
越冬池水质的净化作用

藏维玲朱正因张建达戴习林
(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 200090) 

汪志强金生仁周国良
(上海市东海水产养殖公司. 201303) 

Vol. 4. No.1 

March.1995 

掘 ' 于1993年3-4月在南汇县东海水产养殖公司罗氏泪虾育苗厂，以自制简易循环过

滤装置对罗氏泪虾亲虾池水质进行净化处理。经一个月的试验，试险池水的 NHs-N，、NO;-N与

COD值分别为对照池的32%、33%与63%，tt3种指标的去除率分别为44%-62%、58%-69%与

16%-19%，碎螺聊壳、tJ>与石子等滤料的平均净化率为16 g/m3啦，活性炭为6 g/m3'h.简易过滤

装置可有效地净化亲虾池水质，提高亲虾养殖密度与成活率.

关键调 罗氏泪虾，亲虾池，简易过滤装置，氨-氯，亚硝基一氮，净化水质

为净化罗氏洒虾 (Marcrobrachium rosenbergii)亲虾池水质，提高养殖密度与越冬成活率，

本试验以自制简易循环过撼装置对罗氏泪虾亲虾池水质的净化作用进行了研究，以探讨采用
低成本简易过捕装置净化亲虾地水质的效果与可能性。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时间与试验池

试验于1993年3- 4月在地址南汇县的东海水产弊殖公司罗氏泪虾育苗厂〈北边〉进行，选
取暖棚内25号亲虾池为试验炮，24号地为对照烛，两地情况见表1.亲虾于1992年10月16日进
房，他水以床式加热器与控温仪恒温为23-24'C，后期升为26'C，室内同时辅以燕问管道加热
维持气温，池水以气石连续曝气，每日排污l次，投饵2次，饵料为配合饲料与海水小杂鱼，隔周
加注每日排将减少的水量.
1. 2 测定方法

营养盐以比包法测定[汤鸿霄，1979，戴维玲，1991J，有机物化学辑氧量(COD)以碱性高
锺酸饵法测定【雷衍之等，1993J.

1994-10-22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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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1 试验池基本情况

Tab. 1 Baslc states or test pomds 

池 号 t是(m) 宽(m) 水深(m) 亲虾密度(尾/m2) 备 注

24 1.4 0.60-0.75 17 
亲虾平均体长为

{对照池〉
5.6 10.3土0.3 cm/PI 

平均体重27.8土
25 5.6 1.4 0.60-0.75 17 3.6 g/p， 

1.3 简易循环过滤疆置净化本质效果的测定

1. 3. 1 简易循环过滤装置

过漉装置以底部有孔、内装有撼料碎螺蜘
壳、细沙、石子与活性炭的4个塑料箱(55X40X
20 cm3)两两上下相叠组成，以支架将上述两组
过漉装置(简称 I号与E号撼器〉同时架设于2�
号地短边端的上方，由置于另一端水面下50cm
处的潜水泵将油水经导管各按3.9 1/min流速
导入I号与E号撼箱，经滤料栅撼后由箱底孔
返流回虾池(见图1).每日处理水量为112 m3， 
约为池水的2倍。掘料简况见表2.
1. 3. 2 过滤装置净化水质效果的测定:

2 ←=�二 2

固1 简易过滤装置
自掘器开始运转日(1993年3月5日)至试验 Fig. 1 Simply filter apparatus 

终止时(4月4日) .每日定时采取潜水泵处池水 1.避水口 2.出水口 3.中空棚 4.碎螺蜘壳，

(视作掘器进水)、I号与E号撞器出水及对照
地(24号〉地水，测定对虾有直接毒害作用并可

5.沙子I 6.石子 7.活性炭.

表征掘器净化放果的 NH3一 N.与NOz-N以及 p H、NO;-N与C OD 值，并以去除率(R)表
示与检查掘器的净化效果【周槐等.1992J:

R = (1 - g:) X叫 (1) 

式中c;与C.分别为捕器进、出水中某指标值。

寝2 耀料简况

Tab. 2 Slmple Itatel or rllterlnl m�terlall 

滤 料
平均粒径 比表面积 厚度 重量

(mm) (m2/mS) (cm) (kg) 

螺蜘碎壳 3 2.0 X10s 2.0 8.3 

砂 子 0.05 62.8 X 103 6.5 28.9 

石 子 5.5 5.7 X 102 3.5 8.0 

活性炭 圆柱状颗桩*5.5 mm . 直径2.5 mm 4. 68X 108 17.0 12.5 

1. 3. 3 简易过滤装置耗氧量测定

试验结束时分别测定两组上下滤相的 耗氧量，即在3.9 1/min流速下，测各箱进出水中的
溶氧量，并按下列式子求得各滤箱耗氧量，通常称 其为撼器的净化量。，mg/h)[山形，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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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译本F平ÚI和次，1976年汉译文J，其式如下:
P = (ooi一00.) X W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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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ooi与00.为各箱进、出水溶氧量(mg/l)，WQ为各箱循环水量 O/h).据P与各箱中滤料

总体积(V，时，见表2)可求得各箱中单位体积掘料的平均净化量(p，mg/m3.h)，依据同式(2)，
其式如下z

P = p/v (3) 
1. 3. 4 滤料微生物学检测

试验结束后，以最大可能数法检测各滤料、24号池水亚硝化菌与硝化菌的数量 〈上海水 产
大学，1992)。

2 结果与讨论

2. 1 简岛循环过温馨置净化水质效果

表3为试瞌期间 (30天)24、25号地水(即拙器进水〉、I与E号撞出水的水化指标变化范围
与平均 值. 表3中24、25号池水NH3-N，平均 值相对应的非离子氨-氯(NH3-Nm)分别为
0.086与0.019 mg/l<水温为23"C，p H 为8.48)[Alabaster .1982J，对照池水NH3-Nm 值为经
过滤净化池 (25号〉的4.5倍.以25号池水NH3一N，平均值作为I、E号槐器进水值，按(1)式求
得两滤器对NH3-N，的去除率 (R)分别为44%与62%.据资料报道[目锡武和严照，1988J以
生物活性炭去除氨一氮，3个月后的去除率为15%左右，周祖等[1992J以循环沉淀过撞等多级
技术处理对虾越冬池水127天，NH3一N去除率为34%. 可见本装置运行30天巳具较强去除
NH3-N的效果.

油吵

表3 滤回避出*中无机氯舍量与有机物辑氧量(ma/L)

Tab. 3 Contenes of Inoraanlc nltroaen and oxYaen consumptlon of 0咆anlcs

In the water c晶Ina In and out of flltel'l (ma/L) 

NHs-N. 

pH 

c 
R 

(%) 

NOr-N 

c 

NOr-N 

R 

(，，) c 

eon 

c 

25 30 30 30 30 30 
t幢栅撞在) 8.198.48;;0.148.84古百百主古百币。.235 0.032õ."i苟言õ.õi50.400 2.00百万言主ττjl1.26 1.623.'苟言τ451.36

R 

(%) 

川而去π8.14 而击和0.215 44川8õ.Tt百哉:ï'i'30.501 6 2.01而去百11.22 1.32而tv-2· 18 

30 30 30 30 30 
8.118.苟言rrs8•13古古吉主τ页。•162 62 O. 004["百吉主古有ÕO.592 4 2. 109.'页主τ3018.25 1.11汇苟言τ百‘.42 19 

24 
t对跚地〉

30 30 8.19. ..".". ..8.19 0.135- ...":. .节。.9208.48士0.18-' . - -. '- " 0. 561士0.197

注，C，极小值帚骋噩 R，去除事·

30 0.018. ...-:..百0.2300.18‘士0.053
30 1.86�15.Z9 9.41土4.64

30 
2.28�8.43 4.56士1.11

图2与图3为试验期间25号与对照池水NH3-N.、N02-N 值随试验日数的变化情况。从图

(1) 上海水产大学.1992.水域微生物区系研究法.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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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发现.25号池与对照池分别在试验的第5、13、22与29天和第7，14、21与29天各自达到4个不
等的峰值，两条曲线峰值间隔时间均约为7天，峰值闰变化趋势也基本类似。此现象显示了一般
过滤水所具有的将NH3-N.转化为NOZ--N的微生物周期性生伏特点[郑光景等.1982J。图
2中I与E号掘器出水的两条曲线也具上述特点，只是两者出现NH3-N.峰值的时间分别为
试验的第3、9、17与26天和第4、10、17与26天，较25号地有所提前，联系循环水流速，可推知25号

油水NH3-N.的转化作用主要在滤器中进行，同时可发现25号地之 NHs-N.曲线峰值呈现
出明显降低趋势.24号池则不具此现象，最终25号地水NH3-N.值仅为24号池的32%.再次说
明了简易过滤装置具有较好的降低 NH3-N.的净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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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滤器进出水与对照池水中NH3-N含量和过滤天数的关系

Fig. 2 Relaionships between NH3 -N， contents of water in and out fiters filters 

and in the contral pond and filtering days 

1.滤糯进水， 2. 1号滤糯出水， 3. I号滤棉出水 4.对照他水.

表3中I与E号撼器出水中NOZ--N的去除率仅分别为6%与4%。此正 如有的资料所指

出的[平山和次.1976年仅译文J.由于滤床早期尚未成熟.NOZ--N值大幅度增加所致.到后

期，过滤水中NOZ--N含量则降到极低，有时甚至无法检出。从图3可看出，对照池水中NOz

-N含量随时间变化较小，呈缓慢增加趋势。25号油水和I、E号撼水中NOZ--N含量自第1

天至5、6天均呈急剧上升后又转为递降趋势，且试验地水NOZ--N值第11天起低于对照池，至
第四天起.60%以上的值低于0.06 mg/l。自第18天至试验终止日.25号油水、I与E号滤出水
中NOZ--N值低且变化平稳。最后的18天中前三者与对照地水中 NOZ--N平均值分别为
0.052、0.017、0.012与0.192 mg/l.显然，对照池 NOZ--N为试验池的3倍以上。I、E号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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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N02""-N的去除率分别达 84%与 8 8%。过掘水 中N02-N变化特点与 以往有关报道相符
〔山形.1991年汉译文s平山和次.1976年汉译文F菊地弘太郎.1990年汉译文]。这些资料指出，
过掳水 中N02-N值在早期的急剧上升后转而又急剧下降，此意味着捕料 中生物膜已形成，
撼床已达成熟，熄器已具备了良好的净化能力。此过程通常情40- 60天C平山和次.1976年1叉译
文1。可见N02-N值的变化可作为检验撼器成熟与 否的指标。据此可认为本试验捕床成熟时
间仅约为15天，较一般漉床成熟时间少得多。此可能因在本试验开始前，试验地己饲养亲虾4个
多月，油水原所含的亚硝化菌和硝化菌等对滤料起了接种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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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滤器进出水与对照池水中N02--N和过滤天数的关系

Fig. 3 Relaionships between NH3 -N， contents of water in and out fiters filters 

and in the contral pond and filtering days 

从监测发现，作为亚硝化与硝化作用的最终产物NOg-N在掘器的进出水 中较对照组显

著地呈增长趋势，最终25号池水NOg- N06.67 mg/l)为对照池02.35 mg/l)的135%。

撼器对有机物的去除作用不如对NH 3-N与N02-N的去除作用强，去除作用仅为16%

-19%.最终25号池C OD 值为对照他的63%。
2. 2 简&过滤器的净化量

将从各箱进出水 中所测得的溶氧量分别代入(2)式，再将求得的捕、箱耗氧量，即净化量

(P)代入(3)式，求得二个上层滤箱 中三种滤料(碎螺蜘壳十沙子+石子)平均净化量为16

g/m3oh.下层二个箱中活性炭平均净化量为6 g/m3oh。山形阳一[1991J提出比表面积约为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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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m 3的滤料最大耗氧量(即净化量〉为42 g/m 3.h。鉴于撼料净化能力正比于其比表面积【菊
池弘太郎，1990年汉译文]，且本试验滤料比表面积(5.7X10z-"62. 8X103，见表2)，远离于上
述值，可见本过滤装置尚未达到最高净化效率，尚有能力净化处理较25号池更多量的水，此从
撼器对试验油水中NH3-N与N02"-N的较高去除率以及两者最终含量仅分别为0.09 r吨/1

与0.06 m g/1 也可得以说明，因此亲虾池饲养密度可相应提至25崽/mZ以上。
2.3 滤料的微生物量

表4为撼料活性炭、沙子、碎螺蜘壳和对照地水中亚硝化菌与硝化菌的检测结果。表4表畴，
墟料上转化氨和亚硝基的细菌量约为对照他水的100倍，说明简易过掘装置有利于亚硝化与硝
化菌的 生长繁殖，因而具较好的净化水质效果。

细 商

亚硝f七商

硝化菌

3 结语

寝4 滤料中微生物量(细菌徽/1)

Tab.4 The mlcrobe guantltles (bacterlal counts/I) 

f雷性炭 沙子 螺蜘壳

9. OOX 107 3.73XI08 2. 07X 108 

1. 15XI09 2. 83X 109 2.07XI09 

对照池

2.50XI08 

2. OOX 107 

(1)由于亲虾池水中原有细菌的接种作用，简易循环装置16天可达成熟，运行l个月，对
NH3-N、N02-N与COD 的去除率分别为44%-62%、58%- 69%与16%- 19%。试验终止

时，试验地水中NH3一N"N02"-N与COD值分别0.09 m g/1、0.06 m g/1 与4.39 m g/1，为对
照池的32%、33%与63%，简易装置有效去除NH3一N，与N02"-N.

(2)简易过掘装置的上、下层箱平均净化量分别为16 g/m2.h 与6 g/m z.h，本装置可净化
远高于25号池水量。采用本装置，越冬地亲虾饲养密度可提高至20尾/m2以上。

(3)参考本试验循环过漉饲养法，罗氏泪虾越冬房可建立采用沙子、石子与碎螺蜘壳等廉
价掘料的简易循环过滤装置或水泥地用以净化亲虾地水质。为缩短滤床成熟时间，可采用预先
培养成熟的漉料或提前约半月以养殖用水循环处理，此既可使掘器尽早有敢地工作，又可降低
早期时池水NH3-N与N02"-N急剧增加的程度，有利于提高亲虾成活率。

本校学生周巍、梁4且越参加本试验测定等工作，特此政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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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URIFICATION OF THE WATER QUALITY lN THE 
OVERWINTERING PARENT SHRIMP POND FOR 

MACROBRACHIUM ROSENBERGll BY USING 

ABSTRACT 

THE SIMPLE FILTER APPARATUS 

Zang Wei-ling. Zhu Zheng-guo. Zhang Jian-da and Dai Xi-Iin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ity. 200090) 

Wang Zhi-qiang. Jin Sheng-ren and Zhou Guo-liang 
(Donghai Farm 01 Nanhui County. 201303) 

The puriíication of water quality in the overwintering parent shrimp pond 
for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by using the simple filter appar!ltus was tested from March to 
April in 1993. Filtering matrerials contained the broken spiral shell. sand. stone and active 
carbon. Contents of NH3 - N，. NOï - N and COD in the test. pond water by purified one 

month were 32 %. 33 % and 63 % of relative contents in the control pond water respectively. 
The rid rates of NHs - N，. NOï - N and COD in filtered off water were 44 % - 62 %. 58-
69% and 16%-19% respectively. The purified quantity of the broken spiral shell. sand and 
stone averaged 16 g/m3• h and active carbon 6 g/m3• h. The simple filter apparatus could 
effectivelly purfty water quality， and raise rearing density and survival rate of the parent 
shrimp in the overwintering pond. 
KEYWORDS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parent shrimp pond， simple filter apparatus， 
ammonia-nitrogen， nitrite-nitrogen， purified water q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