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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岸 段 斑 节 对 虾 西 移 养 殖 试 验 报 告

陈 美 郑 黎广 钊

(广西 海 洋研 究 所

刘 敬 合

北 海

李树 华

536 000 )

摘 要 介 绍了广西 沿岸斑 节对 虾养殖西 移试脸过程
,

总结 了斑节对 虾西 移养殖经验
。

证

明斑 节对虾 可在广 西西部 沿海大面积 推广养殖
,

其成 活率
、

经济效 益均 高于养殖其它 品

种 的对虾
。

关镇 词 斑节 对虾 人工养殖 广西 海岸 西段

斑 节对 虾 ( 尸

~
;n oon d on F 以““us ) 俗 称 花虾

、

草 虾
,

为 热带 性大 型虾 类
,

多 分 布于

我 国台湾
、

广 东
、

福 建
、

海南
、

广 西
、

浙 江等 省 区
。

近几 年 来
,

斑 节对 虾 的人 工孵 化
、

人 工

养殖 取得 了重 大 突破 和 良 好 的经 济 效益
。

广西 在斑 节 对虾 的人工 大 面积 养 殖方 面较 其 它 省落

后
,

但近 年在 北海 市 白蛙壳 虾 场
、

大冠 沙 虾 场
、

合浦 县平 田 虾场 等 试养 斑 节对 虾均 取 得 了成 功
,

收到 了显 著 的经 济效益 和 社会 效 益
。

然 而
,

广西 沿海 岸 段 西部 现有 虾 场 20 多 个
,

面 积 达 66 0

多 hm
Z 。

这 些 虾场 在建场 投 产后
,

一 直养 殖 长毛 对 虾
、

墨吉 对虾
,

产 量均 较低
,

连 年 亏损
,

致

使有 些虾 场 承 包给个体 户 养殖 青 蟹 或虾
、

蟹 混养
,

经 济效 益不 显 著
。

90 年代初
,

有 部 分虾 场

曾试养 斑 节 对 虾
,

可 一 直 没 有 斑 节对 虾 养 殖成 功 的报道
。

为 了探 索 和 开 拓 斑节 对 虾 养 殖 西 移 的路 子
,

19 92 年 我 们 在 钦 州 市 龙 门 乡 南 村 的 一 口

2
.

67 hm
2

虾 池
,

进 行斑节 对虾 养 殖试 验
,

于 4 月 下旬 放 下虾 苗 39 9 400 尾
,

经过 3 个多 月的养

殖
,

收获 斑 节 对虾 49 7k0 g
,

杂虾 21 0 k g
,

个体 规 格 为 36 一 40 尾k/ g
,

盈 利 84 49。 元
,

投 入产

出 比 为 1
,

.2

1 试验条 件

(1 ) 虾 池 为 近 于 南北 走 向 的两 小 岛屿 相夹 的 长方 形虾 池
,

面积 2
.

6h7 m 2 ,

底质 为 淤泥

质
。

( 2) 进
、

排 水 条件 南 北 各设 有 一座 水 门
,

分 双 层结 构
,

北 水 门上 层高 180c m
,

宽 105c m ;

下层 水 门高 215 e m
,

宽 10 5e m
。

南 水 门上 层高 ZOo em
、

宽 l oo em ; 下 层水 门高 Zo oe m
,

宽 10 1。m
。

利 用潮差进
、

排
,

平 均 每 月进 水 18 天 (次 )
.

(3 ) 理化 因子 养 殖 期 间
,

虾 池平 均 水温 2 6
.

7 ℃
,

最高 水温 为 34
.

5℃
,

出现在 8 月份上

旬
,

最低 水 温 23 ℃
,

出现 在 5 月 中旬
,

密度 为 一 0 0 6 x 10 3

一 1
.

oZo x i o 3
k g / m

3 ,

pH 值 为 7
.

3

~ 8
.

6
,

透 明度保 持在 40 ~ 6c0 m 之 间
,

水 色 为茶 色
、

黄 绿色
。

(4 ) 虾苗 从 北 海 市 白蜓壳 国洪 孵化 场 购 进
,

体 长 。
.

6~ 1
.

oc m
。

一

5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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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饵料 以人 工 混合 饲 料为主
,

小 杂鱼
、

贝 类为辅
。

2 养殖管理技 术

l( ) 放苗 前 经 排干 池 水一封 闸一 维修虾 池一 清 除杂物 一 彻底 清淤
、

毒塘一浸 洗一进 水一

施 肥培养 基础 饵料等 过 程
。

放 苗 时水 温 为 27 ℃
,

水 深 ,10 cm
,

密 度为 1
·

01 9 x 1s0 k g /m
, ,

p H 值
8

.

1
,

透 明度 3c0 m
。

(2 ) 养 成初 期 用 60 目长方 形水 网 进水
,

放苗 20 天 后 日进水 10 c m
,

水 深达 I Oc0 m 时 日换

水 10 肠~ 20 %
,

透 明度保 持在 30 ~ 45 cm
,

水呈 茶 色
。

(3 ) 随着 个体增 大
、

投 饵 量增加
,

排 泄物也 随之增 加
,

此 时
,

逐渐 加 大换 水量
,

并 改 用

40 目筛 绢 网换水
。

日换水 量 力求在 30 % ~ 40 %
、

透 明度控 制在 40 一 6c0 m
,

呈淡 绿 色
。

(4 ) 养 成 中后 期
,

用 20 目筛绢 网排水
,

实行大 排大 灌
,

日换水 量保 持 在 35 % ~ 50 %
,

加

强 日常管 理
,

每 天巡视 4 次
,

发 现间题及 时处 理
,

pH 值 保持 在 7
.

8~ 8
.

2 之 间
、

水 色 黄 绿色
。

养成期 间理化 因 子 变化 见 表 1
。

时 间

表 1 养成期 间理化 因子变化情况 表

水温 ( ℃ ) 密度 ( x 10 3 k g / m
3 )

最 低 最高 平均 最低 最高 平均 最 低 平均

2 4 28 2 6
.

7 1
.

0 15

2 7 30 28
.

6 1
.

00 6

27 31 30
.

6 1
.

00 7

30 32 3 1 1
.

00 7

。

02 0

。

01 3

1
。

01 3

1
.

00 9

1
.

01 7 7
.

8 8
.

3 8
。

0

1
.

00 8 8
.

1 8
。

6 8
。

4

1
.

0 10 7
.

3 8
.

5 7
.

8

1
.

00 8 7
.

3 7
.

7 7
,

5

月月月月
ù知曲O月甘众才

(5 ) 饵料 投 喂
,

前期 以 大 海牌 1
、

2 号料 为主
,

辅 以 小杂 鱼
.

小杂 鱼用 绞 肉机绞 烂 后 沿

池 四 周投 喂
,

日投 3 次
。

中后期仍 以 大 海牌饲 料为 主
,

辅 以 杂 鱼和 贝类 等
,

日投 喂 4~ 6 次
。

饲 料 量根 据估 算存 活量
、

体长
、

结合天 气变 化
、

残饵 量
、

对 虾食 欲食 量 等情 况
,

灵 活 增 减
。

早

上和 晚 上投 喂 量占 日投 喂量 的 60 %
。

由于 龙门 地 区潮差大
,

受水 期和 活 鲜饵料来源 困难等 因

素制 约
,

中后期 无 法多 投活 鲜饵料
,

但 经科学管 理
,

掌握好 投饵 量
,

虾 生长 正常
,

前期 ~ 中

期 基本达 到 每周身长增加 I cm
。

( 6) 防病 除 害
,

放苗 前
,

排干 池水封 闸
,

全 池遍 施生 石灰 2。。ok g ,

再用 10 k g 敌 百虫 粉碎

后 用水 稀 释 喷洒
,

灭 除有 害生物及 病原 菌 之后进水 3c0 m
,

施茶子 饼按 浓度 为 20 / 10 000 00 计

算
。

养成 期
,

先 后 5 次用茶 子饼 溶液和 石 灰水清 池
,

水位 80 ~ 10c0 m
。

其 作用 是毒 杀 有 害生 物
、

肥 塘
、

稳 定水 色
、

控 制 pH 值
、

改善 底质
、

水环境
、

促进 对虾 脱壳等
。

有 效地保 持对虾 正 常 生

至 收虾 时 没有 出现过 任何 虾病
,

为养 殖成 功打 下 了良好基 础
。

试验 结果

( ) 收 获 月 中旬
,

养成 时间为 6 天
,

收获 斑节虾 O
,

砂 虾 5 6
,

明虾 5
,

共 收虾 6
,

平均 Z 3 肠
,

成 活率 为 5 %
。

l 8 11 497 kg 1 k g 4kg

204kg s okg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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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饵料 系数 整个养 殖 期 间
,

共投 喂大 海牌 饲料 6
.

5t
,

廉 江 珊瑚 牌 饲料 2t
,

小 杂鱼 折

合人工 饲料 。
.

st
,

贝类折合 人 工饲 料 0
.

lt
,

累计实 际投饲 料 9
.

lt
。

饵 料 系数 1
.

8
。

(3 ) 经济效益 产值 为 168 98。 元
,

扣 除 总成本
,

获毛 利 84 490 元
。

4 结 论

(1 ) 试验 实践证 明
,

斑 节对 虾适 宜在广 西 沿海 西段 养殖
,

可大 力 推 广
,

比养 殖 其它 对虾

品种更具广 阔前 景
,

经 济 效益 更 为显著
。

(2 ) 由于 龙 门 乡 海 岸 潮差 大
,

月平均 进水 天 数为 18 天
、

少 于 其它 地 区
,

甚至 有 时连 续 9

天 不 能进水
,

排水
,

使 对虾 生长 受一定影 响
,

收 获 时平均 个体也较 其 它地 区 小
,

影 响 产量
。

( 3 ) 由于 虾苗紧 张
,

供 不应求
,

虾苗还 未 达到 出池规 格 (平均 1
.

cZ m ) 就 出池 养殖
,

故 成

活率较低
,

只有 51 %
,

但 比 长毛 对 虾
、

墨 吉对虾 高
,

经 济效 益 显著
,

是 当前值得 大力推 广 的

优 良对虾 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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