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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对虾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杆状病毒(HHNBV)[黄 健，1995J引起养殖对虾

的大量死亡。对于病毒疾病人们共同的认识是应调整养殖工艺，着重于预防。同时，我们注意到

即使在虾病肆虐的1993、1994两年，中国对虾每公顷产量1500-3000kg的例子也很多。如使用

蓄水、药物处理等方法，在水泥池中养殖的对虾，折合每公顷产量为1884.2kg[王崇明等，

1995J。泰国在对虾养殖业中强调健康管理模式，在对虾养殖及黄头病的防治上取得了十分成

功的成绩[Chanratchakool等，1994J，陈秀男等[1994J认为，加强虾体之抵抗力，及维持良好的

养殖环境才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为此，我们依据"切断病原及传播途径，稳定、优化养殖生态

环境，满足对虾营养要求，提高对虾抗病能力，适当使用药物防治"等防治原理，采取不同的养

殖模式，进行了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的综合防治实验研究。

1996-1l-15收到.



2期 麻次松等2 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135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点和条件

1995年3-10月在山东省海水养殖公司莱州分公司虾场进行试验。该场有虾池14个，共计

19. 7公顷，试验池8个，13.47公顷(2就2.66公顷、3#2.00公顷、俨一俨各1.60公顷，7一俨各

1. 33公顷)，虾油水深1.4-1. 5m。有台湾产O.9kW水车增氧机16台。

1.2 本项实验的弊殖模式

(1)使用蓄水池。用f作蓄水池。f、俨、5#为养殖池，俨为虾苗暂养池， 虾苗出池后余虾

进行生产养殖。水源水经f池蓄水及8一10ppm漂白粉(含氯量25%)处理后经泵、渠道进养殖

地。在俨一俨池每池四角离坝5一7m 处各安装一台水车式增气机， 水的环流呈顺时针方向，

中午开机1-2小时，下半夜开机4-5小时。

(2)使用半封闭循环水。以7就、俨、俨池为一组，中间f为蓄水净化池，两侧7貌、俨为养殖

池。在f池进水闸一侧安装一台直径30cm轴流泵。经渠道、养殖池及养殖池与蓄水池间管道

进行内循环。7月31日起每3-4天循环水一次，中午1-2小时， 下半夜2-3小时，平均每天水交

换量2%左右。

1.3 清淤、消毒、进水
试验池全部经清淤、晒池及生石灰(1500kg/hm2 )清池，5月19日全部进满水(大潮进水后

经5-6天沉淀后抽进)。

1.4 苗种

5月14日，放入俨暂养地3.OX 106尾虾苗。经PCR试剂盒检测，呈可疑阳性。 用 HHNBV

的单抗ELISA方法检测呈阳性。5月30日，3#、俨、俨、俨、俨池，每公顷平均放苗27万尾，入池

前抽样检测呈可疑阳性，入池后虾苗经山东大学用核酸杂交法抽样检测，呈阳性。

1.5 投饵及药物防治

放苗后，开始投喂蒸过的花生饼粉和囊糠虾。对虾体长4-5cm起，日投二次"海马"牌饵料

和一次药饵，药饵(北京海康达生物技术开发公司生产的对虾克毒王，用量0.8%0)占总饵料量

的1/3。养殖后期投喂部分鲜活短齿蛤和兰蛤。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水质指标监测

①水温。8月记录到的最高水温为29.80C，月平均水温范围在23.6- 29. 2"C。②透明度。各

试验池透明度由5月下旬及6月上旬的70-95cm(6就暂养池肥水较早)，降到 7月下旬的30-

48cm. 7月30日大雨后，由于降雨、光线弱等原因，透明度很快增大到40-65cm。③pH值。从

放苗到7月底，各池 pH值由8.37→8.59逐渐升高到8.74-9.21.7月底后，由于降雨150mm 及

阴天，pH 逐渐下降到7.73-8.56。天晴后又逐渐上升，最高达9.02-9.63.④盐度。从5月底至

7月20日，盐度基本呈上升趋势，最高达42%0.7月25日、30日、8月17日大雨，盐度逐渐降低，8月

18日达15一21%。的最低点。后因蒸发叉上升到25-26%0。⑤溶解氧。速个养殖过程中，早上5100

-6100虾池表、 底层溶解氧基本在4mg/L以上。蓄水养殖模式8月1日早3130开水车，早5100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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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俨池表层溶解氧约9.2mg/L， 底层约4.6mg/L.半封闭循环水养殖模式8#池溶解氧为4.86

-8. 48cm/L，两侧养殖池为4.18一7.58mg/L 和4.26-6. 63mg/L.这说明以上两种养殖模式

所采取的措施可以满足虾池中溶解氧在4mg/L 以上的要求.

2.2 浮源生物变化

金藏.中前期虾池中的优势种.各试验池5月底为4-11X 104/mL， 6月底、7月中、下旬最

高，约35-67X 104/mL. 7月底大雨后密度下降， 由7月28日的38-58X104/mL降至8-17X

104/mL.其中特别 要指出的是俨池，7月20日密度为80X104/mL， 由于进水果怯时间没进水，

20日晚寝类衰败死亡池水变槽，21日对虾基本死光.

槐足类、多毛类幼体及胃舍物检查.由于对虾摄食，槐足类数量迅速减少.6#池由5月30日
106X 104/m3降到6月20日的0.08X104/m3，3#、俨、5#池也由2.5X 10'/m'、2.7X 10'/m3、2.6

X10'/m3分别降到0.13X10'/m3，0.97X10'/m3和0.19X10'/m3•多毛樊幼体从6月中、下旬到

7月中旬，3#池由9.9X104/m'降到O.04X 104/m3，4#池由0.58X 104/m3降至0.03XI0'/m' ，俨

池由61XI04/m'降至O.44X 104/mB•多毛类幼体出现的高峰期，密度以俨(9.9XI04/m3)、俨

(71 X104/m3)、俨(61X 104/m3)较高.4#密度最小(0.58 X 104 /m3).根据7月22日投喂前对虾

胃含物检查分析，与上述结果一致，早5100-7100投喂前对虾胃舍物中丝藻、沟草等大型藻类

占80-90%，泥沙占5一10%， 没栓出有基础饵料种类.8100投喂，1小时后检查，胃舍物中配饵

占70-100%，丝藻等占5-20%.这说明到7月中、下旬对虾已顺利完成了由基础饵料到配合饵

料的食物转变，生长正常，夜过了5-6cm 虾因饵料转换造成的易发病期.

2.3 鼻殖结果

2.3.1 对虾生长

7月底以前，对虾生长正常，虽然因进水果原因限制了换水量，影响了正常投饵， 加上放苗

较多，便放苗后60天对虾增长5.66cm，平均旬增0.94cm，稍慢， 8月25日起投喂短齿蛤与兰蛤，

对虾生快速度加快，至9月27日出池，旬增体长0.66-1.23cm. 

2.3.2 对虾发病情况

7月30日前对虾未发病，30日晚降雨150mm，短时间环境突变，各试跄池盐度下降4-8%0'

透明度增大10-2Ocm，金藻密度由38一58X104/mL降到8一17X 104/mL.pH下 降0.25-

0.72.虾苗本身携带病原，外部环境的剧烈j变化，诱发暴发性流行瘸发生，经撞测为典型的皮下

及遣血组织坏死杆状病毒瘸.大雨后的第二天早上各池均 出现死虾.死虾过程一直持续到8月9

日.这期间睛天死虾少，阴天死虾多.水质指标除 pH下降0.38一0.63外，其官变化不大.8月10

日-9月13日晴，环境较稳定，未见到死虾. 9月14日-16日因阴天等原因出现少量死虾，每池4

-8尾.在大雨引起的死虾过程中，刚进过水，透明度在45-48cm 的俨、7#、俨死虾较少.

2.3.3 出池结果

9月27日开始出池，从出池结果看，受虾病影响，成活率仅为6一12%( 正常放小苗一般在

30%左右)，但由于采取了投优质配饵、药物防治，设蓄水池、水车增氧、循环水及后期投喂鲜

活贝类等措施，最后，还是取得了对虾体妖11.6一12.Ocm，每公顷328.8 -622. 5阳的结果〈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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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池生物学体*(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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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料系数

3 讨论

3. 1 对虾发摘的原因

麻次松等，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寝E 鲁池出池锺暴

Tab.l Productl…adla町vat 01 .hrl.p 10 eaeh pood 

3# 4得 5. 6. (蕾舞池〉

11.6 11.8 11.5 

5. .8 56 

12.. 5.8 

622.5 328.8 151.5 

1.11 1.61 

137 

1# 9. 

12.0 11. 9 

.6 .1 

6.5 8.5 

319.5 .90.5 

1.62 2.35 

联系到大雨后出现对虾死亡，认为大雨是造成今年试验过程中对虾发病的最主要直接诱

发因素.1993年以来的养虾实践也经常遇到大雨过后易发生虾瘸.由于今年所修沙质进水渠易

冲毁，限制了换水量，使大雨前各池透明度偏小(30-48cm)，造成大雨前后水环境变化幅度过

大.今年由于进水果总闸冲毁，使原定的3月份进水不得不拖延到5月上、中旬，错过了日本抄

蚕、钩虾等一些可供6cm 以上对虾摄食的基础饵料种类的繁殖季节.北方地区近年来，体长5-

6cm 虾易发病，除环境因素外，我们观察多例，凡基础饵料数量多的虾池，发病较少.据我们

1993年以来对对虾胃舍物检查分析观察，当胃含物中基础饵料占大部分时，对虾一般不发病，

当胃舍物中基础饵料占5-10%以下 时， 对虾易发病.7月22日检查，虾胃中除部分大型藻类

外.70-100%为配合饵料.今年虾病发生与饵料生物繁殖较少有较大关系.另外，今年放养虾

苗经多种方法幢测量阳性，因此，存在发生暴发性流行病的病原因子.

3.2 镰舍"殖防唰措施的戴果分析

7月30日大商前对虾未发病生位正常，说明我们采取的精搬、清池、设曹水池， 进行水处

理，使用增氧机等综合防措措施是正确的.而与我们共用同一进水果水、隔囊相对的二个1.7公

顷、2.5公顷虾池按原有养殖方式养殖〈不清池、不消毒、 不设水处理设施等 )，使用我们供给的

虾苗，每公顷放养2.85-3.00万尾，7月2日对虾巳全部发病死亡.死虾后，又将池水全部排到进

水果.为避免病原传播，我们又用8-27ppm 漂白粉对进入蓄水池的水进行处理后使用，到7月

底的近一个月内，没发生虾病感染.

大商后，为缩短池水分层时间，雨停立即开动水车增氧机(大雨中为避免短路没开)，并增

加每日开机时间，特别 是阴天、小雨，开机达十几小时.增加了池水自净能力，促进有 机物氧化，

避免 NHs-N、HzS等有毒物质的产生，使对虾处于一个高槽氧环境，提高了抗病能力，并坚持

使用蓄水池、技优质配饵及药物防治等措施.至8月10日停止死虾，并逐渐开始恢复正常，虾体

饱满，弹跳有力.8月25日，增投鲜活短齿蛤、兰蛤， 生长速度加快.并最终达到了较好的生长规

格取得了一定产量.这和普遍存在的大雨后几天内对虾全部发病死亡的现象相反，说明我们采

取的综合防病措施是有效的.

由于受资金及条件限制，综合防治措施没能完全蔼实.如虾苗本身携带病原，进水晚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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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抄蚕等基础饵料的繁殖季节，降低了其增强对虾体质、提高抗病能力的效果。沙质水渠易冲

毁和进水管道受资金困扰铺设较晚，影响了池水质量。蓄水池缺乏生物处理环节等，以上都是

对虾养殖中的关键。措施不得力，削弱了综合防治虾病的效果，但这些有限的措施，已经显示了

其预防疾病的作用。

实验中. J.i ，f-大学生物...对病毒进行丁检测，牟平校校矫丈广同志协助全部实验工作，特此Jt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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