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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防治龙虾叶状幼体聚缩虫病采用多种药物 、多种措麓进行对 比试验 ，表明投垒藻 扁藻 

光合细菌和丰年虫幼体，优化培育永体生态环境，改善叶状幼体营养，提高叶状幼体自洁力，加 

速叶状幼体发育变态 适当调高盐度以恶化聚维虫的生存环境，及时清除丰年宴卵壳等污物，能 

有效地防治龙虾叶姣幼体聚缩虫病 。 

关键词苎 P棚“ 丛垫壁 重皇堕 
Abstract M any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出  ⋯  

to prevent and cure Zootha#m m disease of the phv1kx-N3ma of lobster，Panulirus．It 

％YeS discovered that adding Dicrateria sp．，Platymonas sp．，photosynthetic bacteria 

and Artemia satir．~nauplii to the cuhurewater could effective prevent and cure the 

Zoothamnium diseaese 0f panufirus phylIosoma t．hrough improving the water~ec。bgi— 

ca!environment and the nutrition of phyllosoma，advan cing their se!vescleaning ab[1／一 

ty，quickening their development and metamorphosis，and pro~ rly increasing the 

salinity to deteriorate the aLlrvival envhorma6nt 0f Zoot]kamrdum 5p．，so that clearing 

away the dirt such as the eggshell of Artemia salina ha time． 

Key words lobster，Panulirus，phylIosoIna，Zoot．har~nium dL~ase 

聚缩虫 (Zootham~um sp．)属原 生 动物 门 (Protozoa)，纤 毛虫纲 (C[iiata)，缘毛 目 

(Perlrricha)，钟虫科 (VorticeHidae)。群体生活，具树枝状的柄，靠柄附着在宿主的身上，柄 

的末梢为一个虫体 ，虫体钟形 ，淡黄绿色 ，口局有纤毛 ，靠纤毛摆动产生水流 ，把微生物及 

有机碎屑摄入体 内。柄内有肌丝把整个群体连成一个整体 ，同时伸靖。聚缩虫生活史中有一 

个游泳 期 ，靠游泳体在水中传播。聚缩虫普遍存在于海水中 ．特别是海水养殖的水体 中。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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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虫病是我国养殖对虾的一种常见病，曾给我国对虾养殖业和育苗业造成一定的损失[】 ]。 

龙虾 Pamdirus叶状幼体生活周期长，在天然海区中要在远洋漂浮 9～n个月才变态成游 

龙虾幼体，游龙虾幼体游回近岸后再变态成稚龙虾定居下来口】。在室内培育条I}学下，时状幼体 

要经历 307~391天才变态成游龙虾幼体、中同要经过 28次蜕壳【s。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叶 

状幼体难免遭受各种病骧体的侵袭，特别容易被聚鳙虫附着于身体上。患聚鳙虫病的叶状幼 

体周身披上一层厚厚的淡黄绿色的绒毛状聚缩虫，增大了在水中游动的阻力，太大降低了上 

浮力和水平游动力。附肢困聚缩虫阻碍动作不灵活 ，难以捕捉到食物 由于食物不足而营养 

差．而聚缩虫阻碍游动耗髓太，致使叶状幼体身体逐渐衰弱．失去游动能力下沉水底而死亡。 

本研究对龙虾时状幼体聚缩虫病采用多种药物，多项措施防治对比试验，筛选出较好的龙虾 

叶状幼体聚缩虫病的防治方法 。 

1 材辩和方法 

本研究在湛江市郊区水产研究所试验站进行。抱卵亲虾购自当地渔民。所采用的药物均 

为市售药物。采用的海水经沙滤后再经沙一活性炭过滤。海水密度为1．021~1．024t／m。。在 

室温 27～31℃下进行．每天测 pH值 1次，水温 2次，盐度 2次}光照 3次。 

药物治疗对比试验在 15个 10L的玻璃缸进行。每缸放养 100尾已感染聚缩虫病的密毛龙 

虾 Pamdiruspe．iciZlazUs叶状幼体。投喂丰年虫 uffirm无节幼体，每天 3次，每次约 500 

尾。不充气。第 l、6、11号缸不投药为对照缸，第 2、7、12号缸投5ppm高锰酸钾，第3、 

8、13号缸投20ppm福尔马林．第 4、9、14号缸投lppm新洁尔灭，第 5、10、15号缸投0．4ppm 

硫酸锕。投药后每隔 4h从每缸吸取 】O尾叶状幼体在显墩镜下观察检查 

预防时状幼体聚鳍虫病亲虾处理对 比试验选用 4尾拖卵的中国龙虾 Pan~dirus stimpsoni， 

卵中胚胎已发育到复眼色素形成期至准备孵化期之间。第 1、2、3号亲虾分别放进 3个装有 

20L海水的塑料盘．第 1号盘投 5ppm 高锰酸钾 ，第 2号盘投 35ppm福 尔马林．第 3号盘投 

lppm硫酸铜 药浴10mAn后移入 3个 1，8m 水泥池中喂养。充气。投喂文蛤Meretr／rmeretr／z 

内。第 4号亲虾不药浴，直接放入 1．8m'的水泥池中喂养 。充气。也投 喂文蛤内。每天 

换 1／e水。孵化出时状幼体后．停气．滔取上浮最好嘏集中的叶状幼体移入经过漂白粉消毒 

过的 1．8m 水泥池中培育，第 1天换 z／3水。 

综合防治叶状幼体聚缩虫病对比试验在 4个 1．8m 的水泥池和 6个 10L玻璃缸进行。每 

池放养15000尾患聚鳍虫病的杂色龙虾 9anu／irus v~-s／cotor叶状幼体，每缸放养 100尾患聚缩 

虫病的杂色龙虾叶状幼体。使用的丰年虫幼体孵化前经 40ppm福尔马林浸泡 30r／n．投喂前 

经 10ppm高锰酸钾溶液药浴 5min 将池、缸平分成两组．甩两种综合防治方法对比试验。 

第 1种综合防治方法 第 l、3号池，第 l、3、5号缸，充气。投喂丰年虫幼体，每天3 

次，每次每池投 3g，每缸投800尾。每天吸底．换 1／3水 每天用显微镜检查叶状幼体 1次。 

第 1种综合防治方法：第 2、4号池．第 2、4、6号缸．不充气。每池每天投 5L金藻、5L 

扁藻。每天投丰年虫幼体 2次，每次 2g．每池 7天投光合细菌 1次．每次投 100ml 每缸投 

100ml金藻、100ml扁藻，lml光合细菌．7天 1次。每缸每天投丰年虫幼体 2次，每次约 500 

尾。叶状幼体进入第 3期后，每天投文蛤碎扇】次，每池投 2g．每缸投 0．02g 每天用显微 

镜检查叶状幼体 1次．培养水体 pH值升到 9后适当吸底换水。盐度调至 32～35。经常清除 

丰年虫卵壳等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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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药物治疗对比试验 

用 5ppm高锰酸钾溶液药涪 4h后少数叶状幼体附肢不大活动 ．蔷动速度减慢 。用烧 杯滔 

起叶状幼体检查，50 叶状幼体冒中有食物。显镦镜检查发现叶状幼体消化道变紫红色，l0 

的叶状幼体显出中毒反应。叶状幼体身上的聚缩虫变成紫红色．约有 lO 的聚塘虫收缩速度 

变慢 。8b后叶状幼体消化道变成暗红色 ．整个身体都染红 了。46．7 的 叶状幼体有 中毒表现 ． 

妁 50 的聚缩虫不犬活动 。16h后 100 的叶状幼体表现出中毒现象 ．全部聚缩虫都有中毒症 

状 2oh后 23．3 的叶状幼体死亡 ，死后的叶状幼体全身变暗黑色。叶状幼体身上约 3o 的 

聚缩虫脱落。24h后全部叶状幼体死亡 ，在叶状幼体残骸上也找不到聚缩虫了 (表 1)。 

表 1 密毛龙虾叶状幼体聚缩虫病药物治疗对比试验 

I 对 照 I 

2 高锰酸钾 5 10 10 50 50 90 80 100 100 30 20 100 i00 

3 福尔马林 2O 3O 1O 5O 50 100 80 40 10 100 100 

4 新洁尔灭 I 30 30 70 7O 100 100 30 20 100 100 

5 硫酸铜 0．4 10 20 40 80 100 10 10 30 80 

6 对 照 

7 高锰酸钾 5 10 10 50 40 80 80 100 100 30 20 100 100 

8 福尔马林 2O l0 4O 1O 60 60 100 100 40 20 100 100 

9 新洁尔灭 1 10 30 20 60 60 90 100 30 36 i00 100 

10 硫酸铜 0．4 10 20 30 70 IO0 10 20 40 90 

l1 对 照 I 

12 高锰酸钾 5 10 10 50 50 s0 gO 100 100 30 30 100 100 

l3．福尔马林 2o 4o 2o 70 50 100 100 50 30 100 100 

H 新洁 尔灭 I 30 20 7O 60 100 90 20 10 100 i00 

15 硫酸铜 0．4 20 3O 40 80 100 10 20 50 90 

用 20ppm福 尔马秫溶 液药浴 4h后叶状幼体消化道混浊。聚珞虫肌丝颜色加 深，约有 

3．3 的聚缔虫收缩频率变慢。8h后发现少数叶状幼体离群独游，附肢摆动呆滞，大部分叶状 

幼体空胃，叶状幼体中毒率达 1．3．3 。约 36．7 的聚缩虫显 出中毒反应 。12h后叶状幼体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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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性和集群现象基本消失，计有53．3 的叶状幼体已经中毒，约6O 的聚缩虫有中毒症状表 

现。1如 后叶状幼俸整个机体变混浊，计有 93．3 的叶状幼体中毒。i00 聚缩虫都不会收雏 

了。zoh后有2O 的叶状幼体中毒死亡，叶状幼体身上的聚缩虫约有 43．3 仅剩柄部。24h后 

叶状幼俸全部死亡。在叶状幼体残骸上也没有看见聚缩虫了。 

用 Ippm新洁尔灭溶液药浴 4h后 叶状幼体消化道变浅黄色 ．聚缩虫也变成淡黄色。约有 

3．3 的聚缩虫伸缩不 自然．8h后计有 23．3 的叶状幼体附肢摆动缓慢 ，约 30 的聚缩虫不 

能正常伸缩。16h后叶状幼体能泽到表面者授少 ，多数 沉到中下层 ，有的在缸底缓慢划动。计 

有 96．7％的叶状啦俸表现出中毒症状。叶状幼休身上聚缩虫几乎处于疆直状态。20h后 20 

的叶状她体死亡，约 26．7％的聚缩虫脱落。2强 后叶状幼体和聚缩虫全帮死亡。 

用O 4ppm硫酸铜溶液药浴后叶状幼体全身染上浅兰色，消化道变深兰色，聚缩虫也变成 

浅兰色。8h后已有 13．3 的叶状幼体显出中毒反应 12h后36．7 的g}状幼体有中毒症拔， 

23．3 的聚缩虫显出中毒反应。16h后叶状幼体垒部中毒，约 76．6 的聚缩虫失去伸缩能力 。 

20h后 l6．? 的叶状幼律死亡 ，10 的聚缩虫脱落 24h后 叶状幼体累积死亡率为 86．7。《，聚 

缩虫累积死亡率约 4O 。 

不投药的 3个对照缸中有 2尾叶状幼体在试验 Z4h后死亡。 

2 2 亲虾处理对比试验 

用 5ppm 与锰酸钾溶液药浴 lOmin后亲虾第 1天反应迟钝 ，少活动 ，不摄食。取卵于显搬 

镜下检查，发现卵内胚胎变黑 。第 2天亲虾腹肢摆动无力，卵块中已有部分胚胎死亡。第 3天 

亲虾肌肉拾弛，提起头胸甲，腹部不能收缩 卵内胚胎全部死亡 第 4天 亲虾死亡。(表 2)。 

表 2 预防中国龙虾叶状幼体聚缩虫病亲虾处理对比试验 

⋯ 药 物
t ．ppm ) rm ；n) ⋯  、 

亲虾和胚胎反应 

第 2天 第 3天 第4天 第 5天 

出 

用35ppm福尔马林溶液消毒 lOmin后亲虾第 1天表现呆滞，不大活动，不摄食。卵内胚 

胎俸色混浊。第 2天亲虾中毒症状加深，静卧不动。第 3天亲虾腹肢摆动不力，部分胚船死 

亡。第 4天亲虾肌肉松弛，腹肢摆动教弱，全部胚胎死亡 第 5天亲虾死亡。 

用 ippm硫酸铜溶液药浴 lOmkn后亲虾第 1天反应迟钝，很少活动，不摄食。卵内胚胎变 

蓝。第 2天亲虾呆在一处，腹肢摆动缓慢 ，部分胚胎死亡。第 3天亲虾肌肉松弛 ，腹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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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能力 ，腹肢几乎不摆动 ，全部胚胎死亡 。第 4天亲虾侧卧池底死亡 。 

不药浴的亲虾入池后爬动活泼，受惊时用腹部弹跳逃遁。拔葬 1h后亲虾开始啃食文蛤肉。 

卵内胚胎发育正常，整个体色透亮，可看到心脏频频跳动，时而见到附肢在卵内移动。第 4天 

孵出25万尾卟 曲体。精选出20万尾时状妨体分到 5个1．8m 水泥池中培育。换z／3水后 

吸取叶状幼体于显镦镜下检查，计有 lO 的时状幼体有聚络虫附着．甜菪程度在 5 以下。次 

日再I哑取叶状幼体检查，聚缩虫没有增加。第 8天叶状幼体蜕壳进入第 2期，换去 1／2水后 

吸取叶状幼津检查．叶状幼体身体透亮，完全没有聚缩虫附着。以后再也没有发现聚缩虫。 

2．3 综合防治对比试验 

．  
第 1种综合防治方法每天换水能及时排掉叶状幼体残骸和丰年虫残骸，同时也排掉一些 

聚绾虫．保持水质新鲜 ，恶化了聚缩虫生存环境。采用充气增氧，培育水体保持上下滚动，龙 

虾叶状绌体和丰年虫幼体也随着上下魏转。这样 ，叶状幼捧只能靠机遇性捕副丰年虫幼体，捕 

食率较低 每次用烧杯滔起叶状幼体检查+约有 5O 的叶状幼体消化道有食物。8天后叶状 

幼体蜕壳进入第 2鞠，估计和清点叶状劫俸，存活率为 2O 。显簸镜检查，聚缩虫感染率为 

10 ，附着程度占叶状幼体体表 】o％。叶状幼体第 2次蜕壳后 ，清点结果 ，叶状幼体存活率 

为 19．14 ，体表完全没有聚缩虫附着了 (表3)。 

表 3 杂色龙虾叶状幼体聚缩虫病综台防治对比试验 

防治 榔  

方法 编号 

第 1期叶状垴体 第 2期时状劫体 第3期叶菰幼体 

蘩缩虫 存活数存话辜 茎望墨 存活致存潘率 寨翁虫 存活数存活率 
附着率 附着程 (尾) ( ) 酣着率 酣着程 (尾) ( ) 酣着事 酣着程 (尾) ( ) 

( ) 度( ) ( ) 虚( ) ( ) 虚( ) 

第 1种综合防治方法投金藏、扁藻和光台细菌后，由于金藻和扁藏有相互促进作用，生 

长较快，水色逐渐加深。投入的丰年虫幼体有了藻类和光台细菌作饵料，能够存活多天。有 

的甚至长大为戚虫。靠藻类光合作用供氧，不用充气．培育水体平静，龙虾叶状幼雄和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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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幼体在水庠中能自由活动，两种幼体常常聚集在一起，有利于叶状幼体捕到适口的丰年虫 

幼 庠，叶状幼体食得饱。每次甩烧杯滔起叶状幼体检查，约有 90 叶状幼体胃中有食物。光 

台细菌净化水质，使水质不易污染。s天后叶状幼体蜕壳进入第 2期，估计和清点叶状幼体， 

存活率为 52．O4 显微镜检查 ，聚缩虫感架率为 l0 ，附着程度为 10％。叶状纳捧进入第 

3期后，估计和清点叶状幼体，存活事为5i．25 。叶状幼体身上完全没有聚缩虫附着。以后 

也没有发现聚甥虫酣着。 

3 讨论 

龙虾叶状幼休身体幼嫩，对药物刺激非常敏感。治疗对虾幼体聚缩虫病有效的药物5ppm 

高锰酸钾、20ppm福尔马林、lppm新洁尔灭、0．4ppm硫酸铜“ ]．均不能应用于治疗龙虾 

叶状幼体聚缩虫病。用这些药液药浴叶状幼体后．聚缩虫未脱落，叶状幼体已表现出中毒症 

状了。 

龙虾的卵产出后要在亲虾腹部孵育 26～34天 亲虾在抱卵期间不断摆动腹肢，击动东 

流，帮助胚胎进行新陈代谢，以保证胚胎正常发育。亲虾还经常用步足梳爬卵粒，清除卵表 

面的污物 。健壮的亲虾梳卵勤 ，能及时清去卵表面的聚缩虫 ，聚缩虫的感染率就低，一般健 

壮亲虾辫出的叶状幼体患聚缩虫病率在 12 以下，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聚缩虫。同时，叶状幼 

体体质越强壮 ，自洁力越强 ，而初孵出的叶状幼体体质的好坏直接表现在上浮力和袅群 陛的 

强弱。实验结果表盟，用5ppm高锰酸钾、25ppm福尔马林 、lppm硫酸铜药浴亲虾均会引起 

亲虾中毒 而选用中年健壮亲虾孵化，滔驭浮到表面最集中的叶状幼体培育，按水清去污物 

后，约有lo 的叶状幼体身上附着少量聚缩虫 对以后培育影响不太 

奠佛索等指出聚缩虫在 pH值低于 7，水中有机物含量过高韵虾池中，较易大量繁殖 】 张 

乃禹等指出聚缩虫喜欢生活在有机物较多．盐度较低的静水中 他们在防治对虾聚缩虫病 

中，采用加大换水量 ，投喂适量优质饵料 ，促赢病虾蜕壳 ，有效地防治对虾聚鲔虫病 本研 

究采用的第 1种综合防抬方法与张乃禹等相似，也能清除叶状幼体身上的聚缩虫 ，但 叶状曲 

体存活率低 龙虾叶状站体游动能力和籀食馥力都 比对妻F幼体差 ，在充气的水体中靠机遏捕 

食 ，不易捕到食物 ，终因营养不良丽导致存活率低 Kittaka和 Kimura投入球藻 Chlordla活 

化水质．以丰年虫幼体 ，跆贝 ?d>~tus edu2~靶巢作饵料培育 日拳龙虾 Pan-alirusjaponicus叶状 

幼体 ]。Yamakawa等果甩褐指藻 Phaeoda~yl“m 8p．喂养丰年虫 ，以丰年虫、贻贝性腺作饵 

料培育 日本龙虾叶状幼体∽ 张瑞安指出光合细菌可作对虾饵辩 ，能提高幼体成活率和促使成 

虾生长加快，还具有高效率净化永质，预防虾病等多种功能“” 第 1种综合防治方法吸取了参 

考文献的长处，又结合了叶状幼体的生活习性．从优化养殖水体生态系来解决 题。由于金藻 

和扁藻有相互促进作用，同时投入这两种藻类．它们就能在养殖水体中很快繁殖，这就为投 

入的丰年虫幼体提供充足的饵料。投光合细菌加速了水体中动物粪便和残饵的分解，分解产生 

营养盐又及时为金藻、扁藻所利用 ，净化了水质，减步了聚缩虫的食物。金藻、扁藻白天进行 

光合作用消耗水中二氧化碳，提高了水体中的pH值，不利于聚缩虫生存。调高盐度，也恶化 

了聚缩虫的生态环境 。及时清除 丰年虫卵壳．减少了聚缩虫附着基并移走帮分聚缩虫。龙虾叶 

状幼体和丰年虫幼体都有趋光性和集群性，不充气，它们常聚集在一起，又有利于叶状幼体 

捕捉到优质的丰年虫幼体 。叶状幼体随水还可以摄入部分金藻 、扁藻和光合细菌。第3期后兼投 

些贝类碎肉，增加叶状幼体营养。由于龙虾叶状幼体在永体中摄取到较丰富的营养成分，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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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长发育，蜕壳变态 ，增强 了自洁力 叶状幼体蜕壳后适当换水 ，将脱落的聚缩虫及时排掉。 

这样 ，整个养殖水体生态环境有利于龙虾叶状幼体生长发育 ．而不利于聚缩虫生存 ，所以能 

有效地防治龙虾叶状幼体聚缩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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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学院学报》荣获广~1 994年度优秀期刊二等奖 

燕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区新闻出版局、广西区科委联台组织专家对垒区送评d~234种 

套开发行的报刊进行综台评审 ，共评选 出2O种优秀报纸和48种优秀期刊，其中在68种科技期 

刊中有17种荣获广西1994年度优秀期-T4称号，并已于1995年1月5日举行公开表彰 和颁芟仪式。 

荣获广西1994年度优秀期刊称号的科技期刊名单如下： 

一 等芰 (2种)：广西科学 农村新技术 

二等芰 (5种)：广西医稃大学学报 红水河 广西科学院学报 广西植物 摸具I业 

三等芰 (10种)；广西大学学报 (自然版)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版) 家庭科技 

蛇志 光通信技术 中国岩溶 广西林 业 桂林 医学院学报 

广西水利水电 桂林 I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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