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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水产养殖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殖业已由单纯的“数量主导型”向“质量主导型”转变，国内外市场对
水产品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发展无公害水产养殖已成为大势所趋。
近年来，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和集约化养殖模式的推广，我国对虾养殖业发展迅猛，2007年全国对虾
养殖产量高达126万t，其中海水对虾养殖产量近71万t。
对虾养殖业已成为沿海地区的重要产业之一。
然而，在集约化养殖模式下，对虾养殖高产是以提高放养密度、增加配合饲料投喂量为前提的，这种
模式在提高土地和养殖水面利用率的同时，养殖过程中由残饵、动物粪便、排泄物、肥料和药物等带
来的自身污染非常严重，由此产生的环境负面效应极其突出。
养殖环境的恶化成为水产病害频频暴发的诱导因素，导致各类疾病逐年增加。
为此，养殖者普遍采用消毒剂和药物进行防病治病，而药物的滥用在加大生产成本的同时，对水生态
环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养殖产品质量下降，甚至因药物残留而被拒于国际市场之外，使我
国对虾养殖业面临高产量低效益的被动局面，严重阻碍对虾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水环境是水生动物赖以生长、发育的场所，养殖水环境的调控是实现对虾无公害养殖的重要措施
。
本书作者在多个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地方科研项目的资助下，致力于海水养殖自身污染的控制及养殖
水环境的研究，在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编写而成。
本书可供水产科技工作者及养殖生产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参考。
　　本书由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林小涛教授负责第一、二、三、四章的编写并进行全文统稿，广
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黄翔鹄教授负责第五、六、八、九、十章的编写，广东海洋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
邱德全副研究员负责第七章的编写，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于赫男讲师协助第一、二、三、四
章的编写。
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大量文献，并尽可能在文中注明及在文后列出，但由于篇
幅所限，还有一小部分引用文献仅在正文中注明或在文后列出，对此敬请原作者谅解。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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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殖业已由单纯的“数量主导型”向“质量主导型”转变，国内外市场对
水产品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发展无公害水产养殖已成为大势所趋。
    水环境是水生动物赖以生长、发育的场所，养殖水环境的调控是实现对虾无公害养殖的重要措施。
本书是作者在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编著而成，从养殖业自身污染的产生及防控、养殖环境的综合调控、养殖用水
及废水的处理等方面探讨水产品无公害养殖技术，尤其以对虾养殖为实例，详细介绍对虾无公害养殖
原理与水环境调控技术；书后附有上百幅虾池常见浮游生物的彩色图片。
本书可供水产科技工作者及养殖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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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种苗质量问题　　优质种苗是对虾养殖增产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近几年，随着对虾全人工繁育和养殖技术的迅速推广应用和大规模产业化经营，商品虾市场价格大幅
降低，引起虾苗价格大幅下降。
为降低生产成本，许多生产企业直接用池塘养殖的大个体成虾作为亲虾进行虾苗繁殖，并且在育苗过
程中使用低质的人工饵料替代卤虫，以及为防病治病大量使用抗生素类药物，造成亲虾和虾苗质量下
降。
尤其是2000年后涌现出许多育苗场，规模小，生产工艺技术落后，炒卖无节幼体，甚至倒卖种苗。
这些育苗场往往以牺牲质量为前提，大搞价格恶性竞争，不仅严重扰乱了种苗市场秩序，也使大量质
量差和带病毒的虾苗充斥着整个种苗市场。
　　（二）养殖技术问题　　（1）放养密度不科学。
由于虾苗供过于求，且价格便宜，一些养殖者片面追求高产，盲目地增大投苗量。
在半精养虾池，原来每667 m2只能投健康虾苗1万～2万尾的，已增投至10万～15万尾，甚至个别的还
投30万尾。
这种根本不考虑水源和设备条件，超负荷养殖的做法，要么引致病害频发，达不到高产的目的，甚至
全军覆没；要么生产不出合格的成品，对虾规格小，价格低，达不到增效的目的。
　　（2）使用饲料不科学。
除了部分养殖者在对虾养殖过程中投放饲料的差异性和随意性较大、饲料的利用效率不高之外，还存
在优质饲料偏少的问题。
目前在华南地区对虾饲料品牌达100多家，优劣不一。
一些饲料厂，尤其是一些专门“打游击战”的小厂生产出来的饲料，若按一般检测，基本合格，但是
实际应用后，养殖效果很不理想，原因是饲料的配方、原材料、加工工艺和营养成分等存在问题。
例如，对虾配合饲料中粗蛋白含量一般在40％～43％，但是蛋白质的质量不同，养殖效果有很大的差
异。
　　（3）使用药物不科学。
虽然国内养殖专家和科研人员经过十几年的潜心研究，使对虾的病害防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近些
年虾病蔓延的趋势仍有增无减。
这与养殖者乱用、滥用药物，以及虾药品种多而混乱，假药泛滥有一定的关系。
当前鱼虾药在我国还未实行统一的行业标准，对鱼虾药物的研制、开发和应用大多参照兽药的标准。
但是，鱼虾类的生境与兽类有本质的差异，鱼虾病害发生在水中，与陆地差别巨大，药物使用的难度
也更大。
因此，乱用、滥用虾药不仅起不到应有的祛病除害作用，反而会造成新的化学污染，加重水质环境恶
化，破坏虾池的微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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