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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育苗期间水质变化状况作了探讨，获得以下研究结果:①在大黄鱼育苗期间，主

要水质指标变化范围为pH.7.8�8. 1，NH3-N，，0. 13�4.17mg/L，N比一Nm.O.005�0.167 

mg/L，NOï-N.O. 004�O. 612mg/L，COD.5. 32�1l. 53mg/L。②水体中投放适量的藻类口J有效

改善水质，维持良好的水质状况。@投饵后水质均发生一定的变化，特别是氨氮浓度有明显升高，

育苗过程中饵料投喂种类的改变对水质变化有明显的影响。④水体中仔鱼集群区氨氮浓度比非集

群区高，表明排泄分解也是促使氨氮浓度增高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 大黄鱼，仔鱼，水化学，育苗池，河口区

中固分类号 S912 

大黄鱼(Pseudosciaena crocea)俗称"黄花鱼" ，隶属石首鱼科，体形呈椭圆形，尾柄细长，头

大而辄1I扁〔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979J。大黄鱼是亚热带近海捆游性鱼类，主要分布在我国
黄海南部、东海、台湾海峡以及南海，通常生活'在60米以内沿岸浅海 区的中上层[吴鹤洲

1965J.但因长期以来的酷温滥捕，自然资摞日益枯竭，大黄鱼已成为名贵海产鱼类，因此 ，进行
大黄鱼人工繁殖和育苗技术的研究非常重要。1985年福建省闽东 水产研究所和宁德地区水产

技术推广站等单位利用海捕亲鱼产卵育苗首获成功.1987年利用人工培养亲鱼实施人工催产
育苗获成功。但至今有关大黄鱼育苗 水质状况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尚未见 报道。1998年4月--....6月
本试验在浙江省平湖 水产试验场育苗房对大黄鱼育苗池的主要 水质指标进行了逐日监测，对

大黄鱼育苗池永质管理进行了初步研究，所 得结果将有助于大黄鱼育鱼 水质的科学管理及其
育苗技术的进一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育苗基础用水主要化学成分含量测定

该试 验 场 大 黄鱼基础用 水 是当 地 河 口水 ，根据海 水常量组分组成的基本特征

上海水产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98-25号.

收稿日期I 1998-04-01 



98 上海 水 产 大学学报 7卷

[MaMin 1972J及大黄鱼胚胎与仔鱼发育生长对 水质的要求[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979J，

将经澄清消毒处理的用水与浓缩海 水按适当比例调配成盐度适宜的育苗用水。 河口水主要化
学成分含量测定采用容量法.Na++K+总量由差减法求得[雷衍之等19!)3，跟维玲1991J。

1.2 卵的来源

受精卵于4月21日从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育苗场运到平湖市水产试验场。

1.3 试验池概况

设有两个试验池，其中102#池 在1号温室，面积为26.7口12，水深为0.8m，放有8个充气石，采

用 蒸气加热管道维持水温在23�27Co1号温室为圆拱型玻璃钢瓦顶，光照较好 。206#池在2号
温室，其采光条件较差，面积为7. 5m2，放有4个充气石。其余情况同102将池。于4月21日下午向

102貌地布放大黄鱼受精卵约60万粒。4月23日 从102#池 移出约1/4的仔鱼(约10万尾)至206就
池。

1.4 日常管理

(1)池底清洁，每天用 虹吸管排除池底残饵、死鱼、粪渣及其他污物。(2)换水，从2日龄开始

每天排污后换水1/3�1/2o(3)增施微绿球穰液，16日龄以前每天定时添加微绿球穰掖，使水池

保持 →定的藻液浓度，进行"每水培育"，以降低氨氮浓度，维持 →定透明度，并作为残留轮虫的
饵料，增强轮虫的营养价值。(4)病毒预防，隔两天按lmg/L 浓度施放抗菌素。(5)常规监测，每

天进行育苗池 p H、NH3-N、NOz-N 和COD等水质指标测定并观察仔鱼生长情况，镜检仔

鱼摄食情况，定期测量体长，检查池中残饵量。(6)投饵，饵料有蛋黄、轮虫、卤虫和枝角类，根据
仔鱼龄投喂。

1.5 采样与测定方法

4月21日至5月15日一般每天分别在早上投饵前、下午吸河前 和晚上换水结束一小时后共

采三次水样。5月16日以后每天早上投饵前采水样，在测定仔鱼发生集群水体中氨氮的变化时，
一般待仔鱼集群半小时以上开始取样，分南北两方向取样，一方位取集群区水样，另一方位取

未集群区水样。
NH3-N，(总氨氮)与N02-N用比色法测定[国家技术监督局1991，雷衍之等1993，戚

维玲1991J，NH3-Nm(非离子氨氮)参照[Alabaster 和 Loyd 1982J提供的方法计算得到，

COD用 碱性高锺酸饵法测定f雷衍之等1993，藏维玲1991J。盐度由SYY1- l型折射盐度计

测定，pH值由PHB-4型便携式酸度计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 1 平湖地区河口水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当地河口水主要化学成分含量测定结果列于表1。由表l可知，该地 区河口水虽盐度较低，
但仍属海水类型，即氯化 水，铀组， n型。



2期 陈飞舟等:大黄鱼育苗池水质状况的初步研究 99 

表1 平湖地区河口水主要化学成分(mg/L)

Tab. 1 Chemlcal compositlon contents of the setuary water In Plnghu (mg/L) 

盐度 pH Mg2+ Ca2+ Na++K+ Cl一 SOi- HCO， +CO俨 水质类型

河门水 9.57 8.58 268.92 134.72 2106.80 3925.11 357.34 13374 CU'/' 

2. 2 受精卵投放前后的水质变化

大 黄鱼育苗期间102#池与206#池 水质测定结果列于表2。表2表明，调配 水中总氨氮(NH3
-N，)浓度在放受精卵前就处于 比较高的 水平.4月21日中午102份地放受精卵前的NH3-N，浓

度为1.63mg/L.高于晚上受精卵放入后的值1. 20mg儿，这可能因为浓缩海 水是当天运到未经
沉淀、曝气，内含有机物较多。经下午的曝气、沉淀，使NH3-N， 浓度降低了26.4%.说明调配
水经预沉淀和曝气有助于改善 水质。另外 ， 当池中布放卵约5小时后.COD 从放卵前的约6.

42mg/L剧增到10.31mg/L.增加了69.6%。这显然是由于受精卵进入育苗池时，部分仔鱼己

经开始破膜，当天夜间仔鱼破膜基本完成，孵化率约75%.卵壳与站液 等的分解造成水中有机

物增多，以致引起COD的陡增。同时由于有机物的矿化作用 需一定的时间，故 在放卵后的一

段时间内，其余水质指标尚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日 期

表2 育苗池水质状况的逐日测定结果(mg/L)

Tab.2 The determination of water quality of culture ponds(mg/L) 

102# 206彷
备 H: 

pH NH3-N， NH3-Nm N02 -N COD pH NH，-N. NH，-Nm N02-N COD 

4.21 (中) 8.0 1. 63 

(J日龄)正晚) 8.0 1. 20 

(早) 7.9 1. 32 

4.22 (中) 7.8 1. 90 

(2日龄)(晚) 7.9 
(早) 8.0 1. 08 

4.23 (中) 7.9 2.10 

(3日龄)(晚) 8.0 1. 65 

(早) 7.8 2.28 

4.24 (中) 7.8 1. 68 

(4日龄)(晚) 7.8 1. 56 

(早) 8.0 1. 44 

4.25 (中) .8.0 0.24 

(5日龄)(晚) 8.0 1. 20 

〈早) 8.0 1. 32 

4.26 (中) 8.0 0.96 

(6日龄)(晚) 8.0 0.60 

(早) 8.0 1. 68 

4.27 (中) 8.0 0.48 

(7日龄)(晚) 8.0 0.84 

(早) 8. 1 0.60 

4.28 (中) 8. 1 0.13 

(8日龄)(晚) 8. 1 0.50 

0.058 

0.033 
0.049 

0.072 

O. 136 

0.039 

0.078 
0.059 
0.087 

0.064 
0.059 

0.052 

0.009 

0.043 

0.048 

0.035 

0.022 
0.060 

0.020 

0.030 

0.025 
0.005 

0.022 

0.007 6.43 

0.007 10.31 

0.006 9.75 

0.005 8. 72 

0.004 9.68 
0.007 9.88 

0.007 9.25 
0.006 8.32 
0.009 9.65 
0.010 8.65 

0.016 9.65 
0.006 9.68 

0.018 9.48 

。.019 9.22 

0.019 9.08 

0.016 8.94 

0.020 9.65 

0.017 8.55 

0.019 

0.018 
0.016 

8.1 3.40 0.122 
7.9 1.92 0.069 

7.8 1. 42 0.054 

7.8 1. 32 0.050 

8.0 1. 71 0.062 

8.1 1. 20 0.042 

8.0 1 .  44 0.052 

8.0 1. 20 0.043 

8.0 1. 08 0.039 

8.0 1. 48 0.017 

8.0 0.72 0.025 

8.0 0.37 0.015 

8.1 O. 72 0.028 

8.1 0.23 0.009 

8.1 0.36 0.014 

8.1 0.48 0.019 

F/f2点放入受
一 精卵。

开始投喂蛋黄，
一 仔 鱼平均体长约

0.005 7.09 3mml傍晚分池。

0.016 7. 16 
O. 021 开始向两池投.89放微绿球藻液。
0.011 7. 15 
0.019 8. 75 

0.020 8.48 
喂轮虫

开始向两池投

0.022 8.22 

0.022 10.04 

0.019 8.82 

0.023 7.66 

0.018 7.16 

0.021 
0.019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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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在)

日 期 备 注
102# 206得

pM NH3-N， NH3-Nm NO，-N COD pH NH，.N， NH3-Nm NO，-N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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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1 8. 10 

0. 019 8.52 
0.019 9. 16 
0.017 8.14 
0.017 8. 33 

0.016 8. 29 
0. 014 7. 92 
0. 014 7. 95 

0. 018 7. 76 

0. 018 且. 55

0. 015 7. 42 
0. 019 7. 72 

0. 019 7. 42 

0. 020 7. 72 

0. 021 7. 46 
0. 025 7. 54 
0. 022 7. 31 
0. 024 7. 88 
0. 02:; 7. 65 

O. 023 9. 05 

0. 027 

0. 030 8. 14 

0. 028 9. 96 

0. 036 

0. 041 10. ðl 

0. 035 8.93 

0. 046 8. 92 

8. 0 O. 72 O. 030 

8.1 0. 99 0.039 0.019 

8. 1 O. 84 O. 1)34 O. 023 8. 29 
8. 1 0.45 
8. 1 1. 20 

8. 1 1. 50 

8. 1 0.38 

8.1 0.48 

8.0 1. 02 

8. 1 1. 38 
8. 1 0. 89 

8. 1 O. 72 

8. 0 \. 34 

7. 9 0. 72 

8. 0 0.84 

8. 0 0.84 

7. 9 0.14 

7.9 0. 65 

7. 9 0. 70 

8. 0 0. 67 

8.0 0. 77 

8. 0 0. 86 
8.0 0. 60 

8. 0 \. 18 
8. 0 0. 84 

7.9 0. 43 
7. 8 0. 55 
8. 0 0. 67 

8. 0 0. 31 

8. 1 O. 41 

0. 022 
0. 058 

0.072 

0.015 

0.019 

0. 041 
0. 055 
0. 036 

0. 030 

0. 056 

0. 032 
0. 026 
0. 026 
0. 004 
0. 015 

0. 016 
0. 024 
0. 022 
0. 025 
0. 017 

0. 049 
0. 035 

0. 012 

0. 015 

0. 028 
0. 008 

0. 016 

0.022 
0. 022 

0.019 

0. 016 

0.015 
0.015 
0. 013 
0. 013 
0. 017 

0. 017 

0. 019 

0.019 

0. 020 

0. 024 
0. 021 

0. 023 

0. 022 
0.022 

0. 022 
0.023 
0. 023 

0. 024 

0.025 

0. 029 

0. 031 
0. 032 
0. 036 

5. 9 (中) 8. 0 0. 24 0. 030 0. 053 7. 77 8. 0 0. 60 0. 024 0. 038 7.43 

(19日龄) (晚) 8. 1 0. 53 0. 019 0. 047 8. 48 8. 1 0. 38 0. 015 0. 034 8. 08 
〈早) 8. 1 1. 56 0. 056 0. 061 9. 15 8. 1 \. 25 0. 039 0.034 8. 63 

5. 10 (中) 8. 1 0. 70 

(20日龄) (晚) 8. 0 0. 69 

(早) 8. 0 O. 67 

5. 11 (中) 8.0 0. 67 

f21日龄) (晚) 7. 9 O. 55 

(早) 7. 9 1. 10 

5. 12 (中) 7. 9 1. 58 

〈22日龄) (晚) 7. 8 1. 25 

(早) 7. 9 1. 46 

5. 13 (中) 8. 1 \. 63 

(23日龄) (晚) 8. 0 1. 37 
(早) 8. 0 1. 37 

5. 14 (中) 7. 9 1. 82 

(24日龄) (晚) 8. 1 1. 58 

O. 033 0. 072 8. 37 

0. 033 0. 063 10. 31 

0.026 0. 087 8. 10 

0. 032 0. 108 8. 89 

0. 022 O. 089 9. 08 

0. 053 0.120 8. 74 

0. 076 0. 150 9.08 

0. 049 0. 133 8. 44 

0. 053 O. 178 8. 74 
O. 064 O. 207 8. 66 
0. 053 O. 174 7. 41 

0. 059 0. 224 7. 67 

O. 080 O. 226 8. 62 
0. 040 0. 195 8. 52 

8. 1 0. 43 
7. 8 0. 60 

8. 0 0. 84 

8. 0 0. 86 

7.9 0. 48 

8. 1 1. 00 

8. 1 1. 90 

8. 1 1. 34 

明

川

川
-

w

ω
-

W

M

川
一

山

川

川
一

刊

山

川
-

M

川

川
一

山

山

川

每天开始间隔
投喂轮虫，卤虫。

8.1 1. 45 0. 045 0. 178 8. 74 

8. 1 1. 66 0. 048 0. 079 7. 37 

8. 1. 1. 22 0. 038 0. 065 7. 30 

8. 1 1. 22 0. 035 0. 081 7. 38 

8.1 1. 32 0. 045 0. 09'6 7. 44 

8. 1 1. 13 0.036 0. 085 7. 60 

7. 15 

7. 38 

7. 81 

7. 00 

7.0。

不再投放微绿
球藻液。

0. 013 0. 036 7.39 

0. 025 0. 031 8. 40 

0. 015 0.040 8.59 

O. 027 O. 046 8. 52 

0.019 0. 039 7. 81 

0.029 0. 051 7. 84 仔鱼体K约为
0. 055 0. 154 7. 81 5mm - 16mm，开
0.042 0. 052 7. 76 始投喂枝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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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得
日 期

pH NH3-N‘ NH3-Nm N02-N COD 

(早) 8.1 1. 73 0. 043 0. 253 8. 13 

5. 15 (中) 8.1 2. 09 0. 075 0. 298 8.39 

(25日龄) (晚) 8. 1 2. 74 0. 096 0. 241 8. 85 

5. 16<26日龄) 8. 1 1. 73 0. 045 0. 235 

... 17(27日龄) 8. 1 4. 17 。. 167 O. 323 11. 53 

5. 18 (28日龄) 7. 9 2. 95 0. 112 O. 357 

.1. 19 (29日黔) 8. 0 3. 50 0. 137 。. 3.11

5. 20(30 n龄) 8. 0 2. :10 0.091 �. 391 

5. 2j (3U:l龄) 8. 0 2. 21 0. 086 0. 449 9. 34 

5. 22 (32日龄) 8. 0 1. 61 0. 063 0. 425 8. 26 

5. 23 (33日龄) 8. 0 1. 46 0. 057 0.478 7. 11 

5. 24 (34日龄) 8. 0 1. 80 0. 070 0. 562 7. 41 

5. 25(35日龄) 8. 0 1. 81 0. 065 0. 512 5. 58 

5. 26 (36日龄) 8. 0 1. 44 0. 063 0. 609 6. 26 

5. 27(37日龄) 8. 0 0. 89 0. 032 0. 612 5. 97 

(续丰农〉

206" 
备 注

pH NH3-N， NH3-Nm N02-N COD 

8.1 1. 25 0. 042 
8.1 

8. 1 2. 35 。.099

8. 0 3. 38 O. 120 

7. 9 1. 78 0. 052 
8. 0 2. 69 0. 078 

8. 0 1. 92 0. 056 
8. 0 1. 78 0. 061 

8. 0 1. 32 0. 041 

8. 0 1. 32 0. 048 

8. 1 1. 63 0. 054 

8. 0 1. 61 0. 056 

8. 1 0. 89 0. 031 

7. 9 0. 60 0. 017 

0.110 7.54 

0. 061 7.92 

0.260 

0. 521 

O. 159 

0. 193 

0. 277 

0. 229 

0. 341 

O. :H2 

0. 376 

0. 395 

0. 419 

从5月17日开
始，两池均开始降

8. 65 低盐度，至27日102
7. 96 池盐度约为16.206

6. 62 池约为15.并稳定

7. 57 在相应盐度。

5. n 

5. 64 

5. 54 

注I t CC)=25. 1土1. 7， S =23. 08士1. 56(4. 21-5. 16)。

2. 3 育苗池初始投饵后的水质变化

4月23日 ，抽样测 得仔鱼 体长平均约3mm ，由内源营养向外源营养过渡，故上午数次投喂

适量蛋黄。但下午镜验发现仔鱼 胃肠中无蛋黄，可见所投喂的蛋黄均残留在池中。表2表明，4月
23日早上至中午仅7个小时，NH3-N，从1.08mg/L增到2.01mg/L，相应的NH3-Nm也几乎

增加一倍，到傍晚换水1/2后才有所降低。而NOz-N一直较为稳定。这说明蛋黄对N矶-N，
影响较大，此与藏维玲(1992)对中国对虾育苗地 水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2.4 饵料转化过程中水质变化

2.4.1 投喂轮虫前后的水质变化
4月23日傍晚从102就地中将约1/4的3日龄仔鱼 (约10万尾)移到206就池中。并于24日早上

至5月7日之间向两池投放微绿球穰液 ，102"池少量多次投喂蛋黄，.25日开始向两池投喂轮虫，
同时每天上午、下午分别加入200L的微绿球穰液。从表2可见，两池投放穰液以后，NH3-N，浓

度有所下降 ，24日102"池与206"地的NH3-N，分别由早上的2.28mg/L和/1.92mg/L降到晚

上的1.56mg/L和1.32mg/L，相应的NHm-N，也分别下降了31.6% 和37.5% ; 随时间的延

长，穰液的作用更明显 ，到4月28日氨氮降到最低值0.13mg/L。在池 水含穰液期间，即4月24日

中午至5月11日晚，102"和20俨池各测 得49个NH3-N，数据中，低于1mg/L的分别占73.5%

和69.4% ，池 水NH3-N，基本上在较低浓度范围内波动，两池NH3-N，变化范围分别为O.13 

�1. 68mg/L和O.14� 1. 17mg/L。表2也表明，光线较好的102"池的NH3-N，值随穰类光合

作用昼夜的变化而呈相应的规律性变化。20俨池则因在透光性较差的2号温室中，臼天 比较
晴，只有太阳光照相当强烈时如4月25日、4月27日 才有明显的规律性变化。同时可从表2看出，

(1)威维玲. 1992. 中国对虾育苗池水的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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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NH3-N，值在较低放度范围内搜动相 对应的是，两池NO;-N值变化不大，同时也与部类

对 水中NH3-N的吸收较NO;-N容易有关[大连 水产学院 1986J.COD值基本上无大的变
化，两池分别为7.31-10. 31mg/L和7.00-10. 04mg/L。由此可见，在育苗池中投放一定量的

穰类破，对维持地 水处于良好的状态起着重要的作用。
2.4. 2 投放卤虫后水质变化

12日龄仔鱼摄饵类型向卤虫过渡，5月2日-5月6日每天间隔投喂轮虫与卤虫。5月8日起不

再添加薄壤，并停止投喂轮虫。5月6日因开始加大了卤虫投喂量，仔鱼摄食量加大，相应排泄物
也增多，因而5月7日早上两池的NH3-N，值以较大幅度增高，102#油和20俨地分别由前天晚
上的0.48mg/L和0.60mg/L升到1.22mg/L 和1.18mg/L，即分别增加了154.2%和9ß. 7%， 

这可能与5月6日池中卤虫增多有关。

2.4.3 投喂枝角类后对水质的影响
自5月12日起。因投喂的谈 水枝角类在池 水中大多死亡，未能被仔鱼摄取，故从5月12日开

始两池的NH3-N， 和NO;-N被搜都开始升高，到5月17日NH3-N，达到最高峰，102池为

4. 17mg/L， 206 #池为3.38mg/L.102#池的C OD也在18日达到11.60mg/L， 水质明显不如前
期。从5月18日至21日，102#和206#油的NH3-N， 均保持在较高 水平，分别为2. 21-3. 50mg/L 

和1.78-2. 69mg/L，NH3-Ntn分别为0.086-0.137mg/L和0.052-0.078mg/L，从22日至27

日102#和206#池的NH3-N，逐渐下降，至27日两池的浓度分别为0.89mg/L 和0.60mg/L，非

离子氨也有类似变化，这可能与投饵量减少有关 ;NOz- -N的变化趋势则与氨氮有所不同，从
枝角类开始投放后浓度一直上升，至5月27日102#和206#池分别达到0.61和0.42mg/L。以上

结果说明枝角类残余分解对NH3-N、NO;-N及COD都有很大影响，同时，5月12日以后， 水

中的微绿球穰所余无几，微绿球薄对 水质的改善作用几乎不存在。两池的 水质从23日后有所好
转，这从氨氮浓度的变化也可看出。从5月23日至5月27日，仔鱼情况稳定，而NO;-N的浓度

仍然在上升，这表明 水质好坏虽对仔鱼生长有一定影响，但并尚未构成实质影响。

从5月17日到27日102就池盐度从

约2�缓慢降到16，并稳定在16，20俨

从20左右降到15，并稳定在15，从5月

27日至育苗结束，仔鱼情况都 比较稳
定，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对仔鱼进行降

盐驯化是可行的。此将有望在较低盐
度的 河口区开展大 黄鱼的人工养殖。

2. 5 投饵前后水质的变化

5月16日对投饵前后 水体中NH3

一N" NO;-N等进行了测定，以观

察投饵前后水体 水质的变化，表3列出
了有关数据。

由表3 可见，第一次投喂卤虫后1

小 时(0700)NH3 - N，出 现 高 峰值
2.09mg/L，之 后NH3-N，又有所下

寝3 1998年5月16日102#池投饵前后水质的变化(mg/L)

Tab. 3 The changes of water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feedlng In pond 102# on May 16仙. 1998(mg/L) 

采样时间 pH NH3-N， NH3-Nm N02-N 

0630 8. 1 1. 73 0. 045 1. 253 

。700 8. 1 1. 49 0. 037 0. 257 

0730 8. 0 1. 49 0. 037 0. 261 

0800 8. 1 2. 09 0. 052 0. 261 

0830 8. 0 1. 20 0. 031 0. 261 

0900 8. 0 1. 44 0. 037 0. 269 

0930 8. 1 1. 91 0. 040 0. 271 

1000 8. 0 2. 06 0. 054 0. 275 

1030 8. 1 1. 49 0. 037 0. 278 

1100 8. 0 1. 39 0. 036 0. 282 

1130 8. 1 1. 51 0. 038 0. 279 

1230 8. 0 1. 73 0. 045 0. 288 

1330 8. 1 1. 80 0.045 0. 313 

1430 8. 0 2. 09 0. 054 0. 288 

注: (I )0700与0900投卤虫，(2)0830至1030多次投喂枝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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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0900第二次投喂卤虫后1小时(即1000)，又出现第二次高峰(2.06mg/U ，至1100降到

1'. 39mg/L，此外自0830到1030一直少量多次投喂冰冻过的枝角类，多数枝角类 在沉降过程中
不被仔鱼摄食，沉积在池底，随着投喂量的增加，沉积越来越多。所以1100之后，NH3-N，值又
慢慢上升，到1630NH3-N，浓·度达到2. 09mg/L .N Oï -N一直处于积累状态，但增加不明显，

浓度范围为O. 25-0. 31mg/L。由此可见，育苗中采用适口饵料，并严格控制投喂量，尽量减少

残饵量，将有利于维持育苗池良好的 水质状况。

2. 6 仔鱼群对水质的影响

大黄鱼仔鱼具有趋光性，在光线不均匀的情况下 容易集群。对仔鱼集群后 水体中NH3-

N "N 02 -N 等的浓度进行的 测定结果见表4和表50

从表中可看出，仔鱼集群区水体氨氮 值较高，这是因为仔鱼集群在某处活动，排泄物相 对
集中在此区域，此处的NH3-N浓度自然升高，为此叮适 当增加充气石，以避免局部水域NH3

N 等有害物质浓度的 异常升高 。综上所述，本试验在大黄鱼育苗期间采用以浓缩海 水与阿口

水所调配的育苗用水，每日排污一次，换 水1/3-1/2，育苗池中添加适量穰液，这样的 水质管理
方式是可行的 。

表4 102"7也仔鱼集群后水质变化Cmg/L) 表S 206"7也仔鱼集群后水质变化Cmg/U
Tab. 4 The changes of water quality after larval Tab. S The changes of water quallty after larval 

flsh aggregation In pond 102" Cmg/U flsh aggregation In pond206" Cmg/U 

时间(采祥位置) pH NH:J-N， NH:J-Nm NOi -N 时间(采样位置) pH NH3-N， NH:J-N，，， NÜ， -N 

4.24晚 (南) 7.8 1. 56 0.061 0.012 5.10早 (南) 8. I 1. 25 0.040 0.034 

C:lt) 7.8 1. 92 0.075 。.014 dt) 句8.1 。.53 0.018 0.033 

4.26中 (南) 8.0 0.96 。.037 0.016 5.10晚 (南) 7.9 O. 60 0.019 0.031 

(.:!t) 8.0 1. 56 0.061 0.016 Ut) 7.9 O. 26 0.008 0.033 

4.28平 (阐) 8..1 O. 60 O. 024 0.019 5.12中 (j莉) 8. I 1. 89 0.061 0.154 

(北) 8. 1 0.96 0.038 0.019 Ut) 8.1 1. 44 0.046 0.058 

5.10中 (南) 8. I 1.56 0.062 O. 320 5.14中 (j菊) 8.1 1. 32 0.053 

Ut) 8. I O. 60 0.024 0.061 (北) 8. I 1. 58 0.063 

5.11中 (南) 8.0 0.67 0.024 0.108 5.17中 (南) 8.0 3. 38 0.098 0; 156 

Ut) '8.0 1. 06 0.038 0.110 (北) 8. I 3.14 0.091 O. 152 
5.11晚 〈南) 7.9 。.S5 0.020 0.089 5.18早 (阐) 7.9 1. 75 0.050 0.521 

(北) 7、9 0.84 0.030 O.可)90 Ut) 8.0 2. 62 0.076 O. 523 

5.15早 (商) 8.1 1. 49 0.060 0.257 5. 20巾 (南) 8.0 1. 92 0.056 0.193 

(�t) 8.1 0.77 0.031 O. 257 ut) 8.0 1. 56 0.045 0.190 
5. 17 '，'. (]菊) 8.1 4.06 0.162 0.326 

ut) 8.1 4.29 0.172 0.320 

5.20早 (榈) 8.0 2. 30 0.078 0.391 

(�t) 8.0 2.69 0.091 0.386 

3 会，，1口iÌ五口

(1)在大黄鱼育苗周期内，主要水质指标变化范围为PH7.8-8. 1，NH3 风，0. 13� 

4. 17mg/L; NH3 - N m， O. 005 � O. 167mg/L; N 02 -N， O. 004 � O. 612mg/L; COD， 5. 32 � 
11. 53mg/L. 

(2) 水体中投放适量的 微绿球穰叮有效改善水质，维持良好的 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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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黄鱼育苗过程中饵料投喂种类的改变对 水质变化有明显的影响。
(4)投饵后水质均发生一定的变化 ，特别是氨氮浓度有明显升高。

7卷

(5) 水体中仔鱼集群区氨氮浓度 比非 集群区高。表明排泄物分解也是促使氨氮浓度增高的

因素之一 ，池中应适当多投放充气石。

何少芹、伞贵宝、刘波系渔业学院1998届学生，参加本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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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HYDROCHEMICAL STATE 

OF CULTURAL POND 

FOR REARING PSEUDOSCIAENA CROCEA LARVAE 

C HEN Fei-Zhou. ZANG Wei-Ling. JIANG Min. Z HU Zheng-Guo. 
(Fisheries coLLege. S FU. 200090) 

S HEN Lin- Hua. W ANG ]ian-Liang. W ANG ]ian-Zhong. Z HANG Shi-Hong 
(Pinghu Fisheries Test Farm 0/ Zhejiang Province. 314204) 

ABSTRACT The hydrochemical state of the rearing pond for Pseudosciaena crocea larvae 
was studied. and tl;1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rllows: 

1. The ranges of main hydrochemical parameter values during the rearing period are: 
p H :7.8.........8.1. NH3-N，: 0..l3.........4. 17mg/L. NH3-Nrn :0. 005.........0. 167mg/L. N02 -N: 0.04 
.........0. 162mg/L and COD 5.23.........11. 53mg/L. 

2. The water quality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maintained in a good state by 
adding appropriate amount of algae solution in the ponds near estuary. 

3. The water quality certainly changes after feeding. especially the concentration of 

NH3-N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The changes of feedstuff species influence water quality 
greatly. 

4. The concentration of NH3 -N in the area of larval fish aggreg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aggregation. also. which shows that excreta decomposition is one of the factors in
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NH3-N. 
KEYWORDS Pseudosciaena crocea. larval fish. hydrochemistry. cultural pond for rear-
mg. estu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