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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对草鱼生长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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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离子氨对鱼类和水生生物的毒害作用
,

国内外 已有许多报道
。

如 R o bine t te [ 1 9 7 6」
,

雷衍之和金送笛

(1 9 7 6 )
,

周永欣〔1 9 5 6〕
,

eh e n ,

J
.

e
.

[ 一9 9 2〕等
。

e o lt 和 A r m st r o n g 〔1 9 5 1〕整理 T 氮化合物对水生生物影响后指

出
,

非离子氨(N H 3 )的主要效应为亚致死影响
,

而生长缓慢是一种最重要的亚致死影响
。

由于各作者的实验对

象种类不同
,

同种鱼类的规格不同
,

故其致害浓度亦不相同
。

关于非离子氨对草鱼 1龄鱼种的影响
,

迄今尚未见

诸报道
。

本文用实验统计法着重分析了氨对 1龄草鱼种的毒害作用
,

以供水产养殖工作者及今后制订养鱼水质

中氨安全浓度时参考
。

1 材料和方法

本实验在实验室进行
。

实验用草鱼从养殖场购进
,

并驯养待用
。

草鱼平均体长10
.

42
C m

,

标准差 1
.

03
C m

。

平均体重为21
.

0 8 9
,

标准差 6
.

1 9 9
。

均为 1龄鱼种
。

每日投颗粒饵料 2次
,

总投饵量为鱼体重的5 %
。

每尾草鱼背部

都悬挂有 Fl oy T A G 和 M FG 公司出品的数字标记
,

以便在实验开始和结束时精确进行个体体重和体长的测

定
。

测量前每条鱼用 5 % 的乙醚麻醉剂处理
,

等鱼不再跳跃后用 M et d e r PC S。。0天平逐条称重
,

用量鱼板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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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 生长情况用瞬时生长率 (S G R )表示
,

计算公式为 SG R ~ 立旦二杀一子旦二 x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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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始时的重量
,

T 一 t 为实验天数
。

实验从 1 9 9 2年9月 17 日开始
,
9月29 日结束

,

共计 13 天
。

实验缸容水量 loo L
。

2个缸为 1组共分 6个组
。

用 5 0 0 。

m g / L 氯化钱溶液配制 6组不同梯度的钱氮溶液
。

各组非离子氨含量分别为 0
.

042 m g / L
、

。
.

0 81 m g / L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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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 L
、

0
.

2 4 0 m g / L
、

0
.

3 0 6 m g / L 和 0
.

4 2 4 m g / I
_ 。

每组草鱼在 2 0尾左右
。

水温为Z o C
。

p H 值为 7
.

5 5 士 0
.

1 (n -

1 4 4 )
。

每 日测定各水缸的 p H
、

水温和按氮含量
.

并调节和保持水缸 中溶液的 N H 不
一
N 浓度

。

水缸中非离子氨浓度是根据 p H
、

温度和 按氮的实际浓度计算得来的
。

计算公式为
:

非离子氮占钱氮的百

分率一二一
下

男黔一
节二 % [ w h itfie ld

,

: 9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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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中 P K 。
为 N H : 电离常 数的 负对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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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中放置了充氧泵
,

各缸开启时间完全一致
,

每天早晚测氧各一次
,

以保证各缸中溶氧在 5 m R / L 以上
。

2 结果

实验表明
:

每组的草鱼平均瞬时生长率随着各组非离子氨含量不同而不同 (表 1 )
。

从表 1中看出
,

非离子氨

含量越高
,

草鱼生长越缓慢
。

把不同非离子氨含量与草鱼瞬时生长率之间进行方差分析
,

分析结果 (如表 2) 证

明
,

非离子氨含量对草鱼生长是有影响的(P 成。
.

01 )
。

表 1 各组草鱼平均瞬时生长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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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
,

非离子氨含量为0
.

0 42 一 。
.

24 0 m g / I
J

之 间 (1 一 4组之间 )时
,

草鱼瞬时生长率没有

明显差别
,

0
.

3 06 m g / L 和 0
.

4 14 m g /l
J

非离子氨组 (5 和 6组 )的草鱼瞬时生长率也无明显区别
。

但非离子氨浓

度小于 0
.

24 0 m g / L (含。
.

240 m g / L )的各组和大于 0
.

24 0 m g / I
J

非离子氨浓度的各组之间的草鱼瞬时生长率

有显著的差异 (P ( 0
.

05 )
。

因此
,

当非离子氨浓度在 0
.

240 m g / L 以上达到。
.

4 1 4时
,

对体长为10
.

42
c m 的草鱼

生长产生明显 的毒害影响
。

从图中也可以看出
,

不同的非离子氨浓度对草鱼生长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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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非离子氨对鱼类生长影响甚至引起死 亡的问题一

直被人们所关注
。

近 年来
,

通过 室 内试验得出许多数

据
。

在25 c 时编
、

鳝鱼苗24 小时 L C
:

值分别为。
.

9 1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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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7 9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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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得出全长 1

.

73
C m 的草鱼其非离子氨的 9 6小时 L C

S 。

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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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6 2 e m 草鱼为1
.

3 2 5 m g / L
,

7
.

0 7 e m

草鱼 1
.

386 m g / L
。

但迄今尚未见到其他有关鲤科鱼类

的数据
,

通常只能把非离子氨对鲤科养殖 鱼类的安全

浓度
,

按照。
.

05 一 。
.

l m g / L 为允许限值 [张扬宗等
,

198 9二
。

因此
,

有必要作出一 系列非离子氨对不同种类
、

不同生长阶段的生 长影响的实验数据
,

以求得非离子

氨对鲤科养殖鱼类的生长安全浓度
。

本实验结果显 示
,

在非离子氨浓度为。
.

24 o m g / L

以 内时
,

1龄草鱼种 (体长 1 0
.

42 士 1
.

03
C m )的生长速度

无明显影响
。

且它 们随着鱼体增大
、

对氨的忍受力增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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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非离子 N H 3

浓度对草鱼生长的影响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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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草鱼对氨的毒性比缩
、

鳝更为敏感〔雷衍之和金送笛
,

1 9 7 9二
。

氮化合物一方面能抑 止鱼类的

生长速度
,

另一方 面又是水中饵料生物的重要营养源
。

选择尽可能高而 又不影 响鱼类生长的氨浓度将有利于

增加鱼产量
。

然而在池塘养殖生产中
.

由于受水温
、

p H 等影响
,

非离子氨含量 不可能维持在同一浓度
。

如夏季晴天 鱼

池中 N H 3

昼夜变化十分显著
,

午后
,

随着光合作用增强
、

水温上升和 p H 值升高
,

非离子氨也达到当天的最高

值
。

故对氨在此时的危害性
,

以及在低氧条件下特别是鱼池产生浮头现象时
,

非离子氨的危害性及其综合因素

等均有待深入研究
。

作者认为对池塘中非生物 因子稳定性研究是今后池塘生态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
。

本 文 承蒙何 志辉教授
、

金送 笛副 教授和 杨叶金副研 究 员审阅初稿
,

并提 出宝贵意见
,

谨此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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