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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对虾白斑病的围栏封闭预防技术
”

是一项针对沿海低位池塘
、

以切断传染病源 为主 旨
、

以设置防蟹围栏

为特色的对虾白斑病综合预防技术
。

其 主要措施为
:
首先在贮水(兼水处理 )池和养殖池周围设置防蟹 围栏

,

将

该等池塘封闭起来
,

使杂蟹不会从陆地侵入池 内 ;然后通过 60 目滤 网进水
,

并用敌百虫或敌杀死处理上 述两种

池塘
,

杀灭 以蟹类为主的一切甲壳动物 ;解毒后
,

放养经 检测不带白斑症病毒的虾苗 ;采取封闭式养殖
,

养殖期

中只向养殖池加水以补充渗漏 和蒸发的水损失 ; 加水时
,

先将海水在贮水池中用药物处理
,

杀灭 其中的传染该

病的媒介生物(主要是挠足类)
,

药物解毒后再注人养殖池
。

此外
,

作为辅助措施
,

在养殖期中从多方面尽量保

证虾池中有一个良好的生 态环境
。

该技术 已经过预备研究
、

实验研究和扩大试验等阶段
,

均证明效果 良好
。

已

扩大试验了近 33
.

33 hm 2
(其中实 际养虾池约 17

.

33 hrn
Z
)

,

成功率达 % %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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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白斑病对养虾业的危害
,

国内外已发展

起来的高位池塘养殖
、

内地淡水养殖
、

远海岸卤水

兑淡水和地下咸水养殖等养殖方式
,

虽然存在着

很多局限性和副作用
,

但对于预防该病都有一定

效果 ;而对于在总养虾面积中占主体的
、

使用天然

海水的近海岸低位养虾池塘
,

则迄今没有找到有

效的解决办法
。

其主要症结在于这类池塘处于传

播本类疾病的沿岸带 生物群落 (主要是其 中的甲

壳类动物 )的影响之下
,

对于如何防止其传播又一

直缺乏有效对策
。

其 中的杂蟹类
,

能在池边陆地

上栖息活动
,

能在池塘中越冬
,

并具有较强的耐药

力
,

又成为解决本问题的最大障碍
。

基于上述认

识
,

本研究瞄定近海岸低位养虾池塘 该类流行病

的预防 ;其主旨是切断该类病毒对于虾池 的传播

途径
,

其 中又以灭蟹和防蟹为重点
。

研究从 19 98

年开始
,

经过很多对局部 问题的试验观察和逐年

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改进
,

直到 200 2 年才取得大面

积试验的成功
。

现以该年的试验结果为例加以综

合报道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基本措施

1
.

1
.

1 设笠 防蟹围栏 作为该技术 的第一个环

节
,

养殖池和贮水池都要用围栏封闭起来
,

以 防杂

蟹由池外侵入
。

预备研究 作为预备研究
,

先行挖掘和观察

了潮 间带 最 主要 的 杂蟹
—

天 津 厚 蟹 (石肠几“

tic ns in ens i: )的数十个在池塘水位线 以 上的洞穴
。

查明其洞穴是从地面呈陡角 (8 00 左右 )向下
,

直达

该处的地下水位
,

有时深达 80
一 10 0c m

,

末端呈盲

囊状
,

并无分枝或弯道通入池水 中
。

由此可肯定

在水位线上设置拦网
,

即可防止蟹类从外方侵人

池中
。

围栏的材料
、

结 构和设置 围栏以 聚乙烯防

蚊纱网为主要材料
,

上方缝 衬一条宽 2 0c m 的聚

乙烯薄膜
,

以竹竿或木桩为支架 ;总高 l
.

o m
,

埋人

地下 o
.

sm
,

地上竖立 o
.

sm ; 每隔 2
.

Om 加一支架

将纱网垂直撑起 ;架设在池塘内坡
、

养虾期间的最

高水位线上
,

将整个池塘封闭起来 (图 1 )
。

1
.

1
.

2 池塘药物 处理 池塘处理 的 目的是杀灭

池中本种病的一切媒介 生物
,

而主要着眼点是耐

药性最强的杂蟹
。

药物选择及有效浓度测 试 作为预备研究测

试了敌百虫
、

敌敌畏和敌杀死 (澳氰菊醋 )等三种

杀灭 甲壳动物常用药物的效果及必需剂量
。

查明

该等药物效果都很好
,

以 耐药力最强 的天津厚蟹

为例
,

三种药物的% h 最低全致死浓度依次为 3
.

0

x lo 一 “ 、

3
.

o x lo 一 “ 、

一 s x lo 一 “。 这三种药物都符

合国家颁发的有关规定〔‘一 ”」
,

但我们推荐使用敌

百虫
。

这种药虽然敏感性稍次
,

但使用更安全
,

成

本也较低
。

在本研究的预防试验中实际使用的就

是敌百虫
。

处理时间及方 法 为了所施药物在池水 中充

分解毒和在池中培养基础饵料的需要
,

要在放苗

前 30 d 左右处理池塘
。

处理时
,

先向池塘 (包括养

殖池和贮水池 )通过 60 目滤网进水
,

直到淹没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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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虾白斑病围栏封闭预防技术

栏的基部为止
,

然后架设增氧机
。

将计算用量 (最

低全致死量加 2 倍的安全系数 )的药物加水溶解
,

均匀 泼于池 面上
,

开动增 氧机
,

使在全池混合均

匀
。

1
.

1
.

3 虾苗的病毒检测 无论是 自育的虾苗或

采购的虾苗
,

都要在采购前或放养前进行白斑症

病毒 (w s sv )的检测 (有条件的可同时进行桃拉

病毒和皮下及造血器官病毒的检测 )
,

只放养检测

结果为阴性的虾苗
。

本研究采用单克隆抗体免疫

斑点检测技术对 w ss v 进行现场检测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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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4 养殖期 间补充 水的 处 理 采取封闭式养

殖
,

即在养殖期 间池塘只适 时加水补充渗漏与蒸

发的水损耗
,

而不换水
。

向养殖池加进的海水
,

都

要先在贮水池 中进行药物处理
,

其 目的是杀灭其

中的一切浮游甲壳类
。

处理所用药物的剂量 (% h

最低全致死浓度乘以 2 倍安全系数 )
,

经过以耐药

力最强的太平洋哲水蚤 (Ca la nus pac 沙us )为代表

进行的专门测定
,

查明敌百虫为 o
.

s x lo
“ “ ,

敌杀

死为 0
.

08
x l0

一 “。

处理 的做法是
: 在贮水池 中加

设增氧机
,

先通过 60 目滤 网将贮水池加满水
,

而

后将计算用量的药物加水溶解
,

均匀泼洒于池面

上
,

开动增氧机
,

使药物在全池混合均匀
。

经测定

并由经验证实在处理后 7d
,

即可向养殖池供水
。

为防止药物对产品卫生质量的不利影响
,

收获前

半月停止加水
。

1
.

1
.

5 优化养殖池 的 生 态环境 作为技术的辅

助部分
,

在整个养殖过程中
,

要尽量保证虾池中具

有 良好的生态环境
。

生态管理措施要与所拟定的

集约化水平相适应
。

其 中最 为重要的是
:

认真清

池
,

去除池底的沉积物和进行石灰处理 ;设置必要

数量和正确使用增氧机
,

以确保池水必要的溶氧

水平 ;使用益生菌制剂
,

控制有机质及氨氮浓度 ;

按需要施用生石灰以控制池水的 pH 值
,

和使用

杀菌或抑菌剂
,

控制池水中致病菌的数量 (使用药

物要在国家有关标准和产品说明书的指导之下 )
。

1
.

2 各试验点的条件和养殖措施

2 00 3 年于山东
、

江苏
、

浙 江三省 共安排 了 7

个试验点
,

进行 了扩大试验
。

7 个试验点都用天

然海水
,

养殖南美 白对虾 (‘top e

~ us va nna lne i )
。

其养殖条件及基本养殖措施列于表 1
。

上述试验点中
,

山东的一个位于莱洲湾畔
,

浙

江的三个点都位于三门湾顶部
,

而江苏的一个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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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一条小河的人海 口 附近 ;都属于沿海低位区

域
,

在滨海生物群落的影响范围之 内 ; 池塘周边和

内部杂蟹甚多
,

池堤上都有蟹洞
,

只是密度互有不

同 ;多年来一直是白斑病的多发区
。

表 1 各试验点的条件及养殖措施

T a b
.

1 】刘ro r m atio n of the e xl珍对m e n o d 引泊tio ns

所在地 区
IOC at io n

山东
潍坊市

W elfa n g
,

S han d o o g

江苏
连云港市

Ji aD g su

浙江
海宁县
H ai ni n g

,

zh ej ian g

浙江
海宁县
H ai ni ng

,

Zh ej ia n g

浙江
海宁县
H ai n in g

,

Zh ej ian g

浙江
海宁县
H ai ni n g

,

Z hej ian g

浙江
海宁县
H ai ni ng

,

Z hej ian g

单位名称 徐好盐场
养虾场

S ta tl o ll S

n a r n e s

th e S ta t

海化 区海洋
与渔业管理处

越溪海王
水产养殖场

YH A F

越溪李凌峰
养殖场
YL LAF

双盘涂水产
养殖公 司

S A F

东部海洋
经济开发公司

E O E DC

大佳何高湖
塘养殖点

D G AF

7斜.5740使用池塘 总面积 (hm
Z

)
to ta l are

a o f po
n ds u sed

对虾养殖池 shri m p po n ds

规格 (hm
Z )

ar e a pe r Po n d

水深 (m )
d eP山

数量 (口 )
n u m be r

总面积 (h m Z )
a r e s in to ta】

增氧机 ae rat or

类 型
type

配备数量 (kw
·

hm
一 2 )

ll ll m be r

B O FA O C D S FX S F

2
.

5 8
.

3

0
.

8 7 0
.

3 3

1
.

6 1
.

5

2 14

1
.

7 4 7

3
.

1 5
.

9

0
.

2 2 0 2 1

2
.

5 1
.

8

6 12

1 3 2
.

5

5
.

8

0
.

13 一 0
.

2 3

2
.

8

水 车式
v叨 w he el

水车式
v明 w hee l

叶轮式
Pad d le w he e l

叶轮式
Pa ddl e w he e l

叶轮式
Pa ddl e w he el

叶轮式
Pad d le w hee l

叶轮式
Pa ddle wh e el

养殖方式
‘

style o f eultu re

半集约式
se lni

一

in te n siv e

集 约式
illt eD S几v e

集约式
in te n siv e

放养数量 (1护
·

h m
一 2 )

st oc ki ng ra te

15 1 3 5 15 1 1
.

3

虾池 一 贝池 内 虾池
一 贝池 内 虾池 一 贝池 内 虾池 一 贝池内

循环水养殖 循环水养殖 循环水养殖 循环水养殖

W R C S W R C S W R C S W R C S

(1 : 0 7 ) (l : 0
.

9 ) (l : 0
.

8 ) (l : 0
.

9 7 )

127
.

5 127
.

5 12 0 127
.

5

注
:

括号内为虾池对 贝池的面积比例

No te s : 1
.

Th
e ab br e v ia ti o n s

for
n a

me
s of th e stat io n s

are
: B O FA O C D一 B u

rea
u o f OC

ean an d Fi sh ery Ad m ini s tr a tio n ,

Oc
ean C hem istry 以s tri e t ;

SFX SF一 S颐mP fai , n o f the X u w ei S al t Fi eld ; YH Af一Y u e x i H ai w an g A qu a e u lture Fan n ;

孔L Af 一 Y u e x i L i Ling fe n g A q u a e ultu re Fan ll ; SA F一

S h u阴gP an tu Aq
uac ul tu re Fa n ll ; EO E D C一E as t oc 咖 Ec on o

my De ve l叩me nt C Om Pa ny ; E心A f 一D aj iah e
Ga oh ut an g A qu ac ul tu re Fa n n

2
.

W R C S 15 th e ab b re v iati o n o f th e
wa te r

‘

rec irc ulati n g e ultu re sty le ; rati o s in Pare
n

the se s

are 小 a t o f th e

area
o f shri m P po nd s to th at o f m ullu sk po n ds

1
.

3 试验的处理与对照

本试验属于对一个成型技术 的效果验证
,

所

以实质上是一个处理
,

即这套综合的防病技术
,

7

个试验 点相当于 7 个 重复
。

至于试验 的对照 问

题
,

受研究条件限制
,

无法设置有必需代表性的专

门对照
,

而只能以所选试验点 以往的发病情况作

为纵向对照
,

而以各试验点周 围养虾池 当年的发

病情况作为横向对照
。

1
.

4 对所用药物处理方法的安全性检验

该技术对池塘 和池塘用水 的药物处理
,

都是

根据有关文献〔5」的介绍
,

假定在设置的解毒期中

所用敌百虫已充分解毒
,

因而所处理池塘和海水

在与养殖对虾接触时都 已无不 良作用 ;此外也假

定对所养对虾的食品安全和对外界的环境安全也

无不良影响
。

为验证这些假定的可靠性
,

特将与

养殖对虾接触时的处理海水
、

养虾结束后向外界

排出的海水和表层池泥以及所产对虾取样送检
,

以确定其敌百虫含量
。

送检的单位为国家核准的

计量认证合格单位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中心

实验室 )
,

采用的是国家规定的规范方法 (检测对

虾用 CB / T 1 73 31 一 199 8
,

池 水 和 底 泥 用 G B /

T 14 5 5 2 一 93 )
。

2 结果

2
.

1 预防白斑病的效果

7 个试验点的试验结果汇总列人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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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日b
。

2

单位名称
口别 m es o f

山e S ta 6 0 n S

收虾 日期

海化区海洋
与渔业管理处

表 2 各试验点的试验结果

R es ul ts or 山e ex衅 d m e n 妇 in th e e x
Pe n m e . 翻d s加廿。. ‘

徐好盐场 越溪海 王 越溪李凌峰 双盘涂水产 东部海洋 大佳何高湖
养虾场 水产养殖场 养殖场 养殖公司 经济 开发公 司 塘养殖点
SFX SF Y llA F YL LA F S A F E O E D C D G A F

5

nU妇臼nUn口
。.

q山

06t‘

9
1 .197

月了

d at e o f ha l ve st

对虾平均体长(c m )

9
.

16 9
.

20 ~ 10
.

9 9
.

20 ~ 10
.

16 9
.

20 ~ 1 0
.

2 2

ave

rag
e tX 洲ly

le n g th o f shr im P

9
.

1 ~ 12
.

6 9
.

9 ~ 10
.

2

对虾平均成活率 (% )
a ver a g e s urv iv a l

ra te of shri m P

对虾平均产量 (kg
·

h m
一 2 )

a v e r a g e Prod uc ti o n

。f sh ri m P

贝类 平均产量(吨
·

hm
一 2 )

a v

era g e Prod uc ti o n

o f rn o llu sk

2 1幻
.

5

7 3
.

0

7佣5
.

0 110 6 9 13 15 5 1 323 9

l侧双加 14 1(X) 1 5侧刃

���

白斑综合 征暴发池数
n u m be r o f po n d s

fai led
in Pre ve

nti
o n o f th e di se

ase

防病成功率 ( % )
S UCCe SS ra 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单位简写 同表 1 。

No te s : th e rn e a n ln g of th e ab b re v iati o n s o f th e s ta tion n

am
e s

are th e s a ln e wi th Tab
.

l

上述结果
,

总计起来
,

三个省的 7 个试验点试

验用池塘 总面积为 32
.

2 hm 2 ,

扣除贮 水池及养 贝

池
,

实际养虾池共 58 口
,

17
.

23 h澎
。

在全部 58 口

养虾池中
,

暴发白斑病的只有 2 口
,

防病成功的为

5 6 口
。

因此
,

以池塘数 目计总成功率为 %
.

6 % ;

以池塘面积计则为 96
.

1 %
。

与上述试验结果成鲜 明对照的是
,

这 7 个试

验点周 围的养虾池全部都在 6 一 8 月中先后发病

( 白斑病 )
,

其产量江浙 6 个点周围大都在 1 5 00 kg
·

hm
一 2 以下

,

山东的一个点周围则在 7 50 kg
·

hrn
一 2 以

下
。

这 7 个试验点在未采用本技术之前也基本上

全部发病
,

只有江苏的一个点稍好
,

有 79 % 的池

塘发病
。

2
.

2 灭蟹与防蟹的效果

试验池塘在验 收及收虾时检查 了杂蟹的有

无
、

分布及数量等情况
。

防病成功的虾池
,

在验收

时池内未见有杂蟹及蟹洞
,

只是有些池塘在收虾

时发现有少量的当年生小蟹
。

防病失败的虾池内

发现有少量的成体杂蟹和蟹洞
。

但所有实验池的

围栏以外则分布有很多蟹洞
,

靠近围栏基部处尤

为密集
。

这一结果证明池塘处理是成功的
,

而围

栏的作用也是肯定 的 ;也说明试验失败的池塘可

能主要是处理池塘和海水不彻底或围栏有漏洞所

致
。

2
.

3 所用药物处理措施的安全性

池塘
、

池水和养成对虾送检 的结果列人表 3
。

从表中数值可知本技术所采用的敌百虫处理方法

对于养殖中的对虾
、

养成的食品对虾或外界环境

都是安全的
。

因为敌百虫降解迅速
,

而且本技术

规定了足够的解毒时间
,

处理和解毒后的海水加

到池塘内又被稀释了近十倍
,

所以 实际上敌百虫

并未接触到养殖对虾
,

也并未向外界排放
。

3 讨论

3
.

1 关于本技术的可靠性及其机理

本试验在三个省 7 个试验点上的 32
.

2 hm 2 池

塘中进行
,

各试验点包括 了不 同的集约化水平和

多种养殖方 式
。

在此基 础上获得了高达 % % 的

成功率
,

而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试验点周边 的其

他养虾池和试验池以往年份绝大多数 (约 oo % 以

上 )都暴发了病毒病
,

由此足以证明本技术是有效

和可靠的
。

少数试验池之所以失败
,

可能是 因为

执行技术不严格
,

也可能是某些环节的技术现状

所限
,

例如
,

虾苗的病毒检测用的只是极少数的样

品
,

其代表性远不是充分的
。

本技术所以能够奏

效
,

其机理很简单
,

就是彻底杀灭了原池塘中和向

池塘添加的海水 中的媒介生物
,

而且因该病毒在

游离状态下和在死体内存活时间很短 [6 一 “」
,

所 以

在施药后的解毒期间
,

该类病毒也已死亡 ;围栏又

切断了病毒从陆地进人池塘的主要途径 ; 于是
,

在

围栏以 内的养虾环境 中就形成 了该类病 的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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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至少是低感染 区
。

3
.

2 关于优化养殖池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本技术只能说切断了该类病毒病向虾池传播

的主要途径
,

并非所有途径 (例如水 鸟
、

飞沫 的传

播 )
,

而且
,

如前所述
,

某些技术措施也并非绝对可

靠
。

所以使用该技术在有些情况下
,

之所 以未发

病
,

是由于保证了低感染
,

而不是绝对未感染
。

研

究证明
,

此类病毒在低感染水平下
,

如果生态环境

良好
,

可以不致病
,

基本不影响养殖虾的成活和生

长卜
‘2〕

。

因此
,

优化养殖池 的生态环境
,

就是本

技术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措施 ;更何况
,

优化环境是

养虾的一般要求
,

它可以带来多方面的利益
。

所

以本技术规定的水质优化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

表 3 敌百虫处理样 品的送检结果

Ta b
.

3 Re sul ts of di Pt e re x
ch ec ld ng of th e s a 刃口Pl es of 山Pt e re x tr ea tl” en ts

检测 目的
al ms

o f e hee ki n g
样品

Sa m Ple s

处理浓度

tre
a ti n g

敌百虫浓 度 (或含量 )( mg
·

kg
“ ’)

e o nc e n t ra tlo n o f di Pte re x

处理后的天数 da ys
叭

e ;

tre at m e n t

3 6 7 14 2 1 28

池塘处理的安全性
sa fe n 邸 5 o f

po n d tre a tn le n t

池水

po n d w a te r

0
.

4 79 士

0
.

02 3

0
.

0 25 士

0
.

00 2

底泥

po n d sed im e llt

未检出
u n d以ec tab le

( < 0
.

0 1)

未检出
u n de te c ta b le

( < 0
,

0 1 )

未检出
Ull de te Cta b le

( < 0
.

0 1 )

未检出
Un d以朗tab l已

( < 0
.

0 1 )

未检出
u n det e e tab le

( < 0
.

0 1 )

未检 出
u n de teClab le

( < 0
.

0 1 )

海水处理的安全性
sa fe n e s s of

S e刁W 日ter tr e atm en t

池水

即刀d wa 姗

食品安全性
safe ne ss o f eultu re d

s
hri m P a s fo o d

养成对虾 l
s
hri m P harv

e
ste d

养成对虾 2

s
hri m P harv

e sted Z

环境安全性
safe ne ss to

ell V 止o ll m en t

池水 1

po nd w at er

池水 2

po nd w at e r Z

池水 3

即 n d w a
ter 3

底泥 1

po n d s ed im en t

底泥 2

po n d sed im e n t Z

底泥 3

卯n d s

edi m e n t 3

未检出
0

.

5 0
.

28 8 士 0
.

0 16 u n d以即切b】e

( < 0
.

0 1 )

未检出
一 一 u n d e teC table

( < 0
.

0 1)

未检出
一 一 u n det ec tab le

( < 0
.

0 1)

未检出
_ _ u n d e tect ab le

( < 0
.

0 1)

未检出
一 一 u n d e teC ta ble

( < 0
.

0 1 )

未检出
一 一 u n de teC table

( < 0
.

0 1 )

未检出
一 一 u n d eteC ta ble

( < 0
.

0 1 )

未检出
一

、
一 u nd et ec ta ble

( < 0
.

0 1 )

未检 出
一 一 u nd e te c tab le

( < 0
.

0 1 )

3
.

3 关于本技术使用药物处理的安全性

敌百虫是对 甲壳类特别敏感的农药
,

而且价

格较低
,

因此使用成本很低
,

而且操作方便
。

近年

来有些研究证 明在较高浓度和长期暴露下
,

敌百

虫对动物有致畸或致癌的作用
,

因而有人对水产

养殖中使用敌百虫提 出了异议〔l3, ’4〕
。

但如前所

述
,

因其降解迅速
,

在本技术的规定下
,

所用药物

实际上并不与养殖对虾接触
,

也不 向外界排出
。

所以这里的药物处理与一般的药物治疗虾病的直

接接触截然不同
,

安全性是不用怀疑的
。

这种做

法不仅不违反 国家的有关规定
,

而且从原理上也

是有充分说服力的
。

3
.

4 本技术对养虾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本技术是针对受沿岸带生物群落影响的近海

岸 (包括海岸与潮间带 )虾池研制的
。

经大规模试

验证明
,

它是可靠 的
,

且成本低 (每公顷池 塘的专

用费用按当前价格计算不超过 3以洲〕元 )
,

技术条

件要求不高
,

便于掌握和推广
。

从原理上看
,

它也

适用于其他种类 的病毒流行病
。

因此
,

这一技术

的施用和推广将有利于养虾业 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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