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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 4 溞种常用药物对罗氏沼虾 状幼体进行浸泡，运用简单回归线性方程求得 4 溞种药物对 状幼体的

的半致死浓度分别为：CuSO4 4.0×10-4%，CuSO4∶FeSO4（5∶2）4.0×10－4%，KMnO4 3.5×10－4%，HCHO 25×10-4%；

4 溞种药物对 状幼体 96 h的安全浓度分别为：CuSO4 0.4×10-4%，CuSO4∶FeSO4合剂（5∶2）0.4×10－4%，KMnO4

0.35×10－4%，HCHO 2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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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虾养殖过程的疾病防治方法中，许多学者

均作过较详细的论述，而在罗氏沼虾育苗过程的疾

病防治研究工作报道很少。近几年罗氏沼虾育苗生

产经常出现大批死苗，许多生产者便采用对虾防治

病的方法加以应用，这就带来较大的盲目性。为此，

笔者进行了 CuSO4等 4 溞种常用药物罗氏沼虾 状

幼体的毒性试验，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溞）虾苗。试验用罗氏沼虾 状幼体取自广西水

产科学研究院罗氏沼虾苗种场培育第Ⅺ期。

2）药物。采用 CuSO4、CuSO4∶FeSO4合剂（5∶2）、

KMnO4、HCHO，均为化学纯。

3）水体。孵苗水为天然海水配制而成，密度

1.008~1.009 g/cm3，pH值 8.64，水温 28~29 ℃。

4）采用浸泡方法。先在实验室玻璃缸（容积 7 L）

进行初步试验，即 4种药物分别配制若干不同浓度

的药物浸泡幼体 24 h，分别找出各药物使幼体全死

和全部存活的浓度范围，再重新进行浸泡试验，即

各药物分别在其浓度范围内按等比浓度配制 5 个

浓度，每缸放置幼体 30尾（其中 KMnO4药液组为

100尾）进行浸泡，4 种药物同时进行，设 1 个对照

组，各缸配备充气装置。然后对各缸幼体按 8、24、

48、72、96 h进行观察，并记录幼体死亡情况。每隔

24 h更换各缸与原相同浓度的药液 1次。

2 结果与分析

1）浸泡结果。4 溞种常用药物对罗氏沼虾 状幼

体浸泡情况见表 1，其中 HCHO药液组的最高浓度

在 96 h内幼体全部死亡，故只得出 4组结果，其余

3种药液均得出 5组结果。

2）半致死浓度和安全浓度。4种常用药物对幼体

的 LC50和安全浓度的计算，采用简单回归线性方程

求证，即由浸泡试验得出幼体的死亡资料（表 2）。

根据简单回归线性方程，设线性方程为 y=a+bx，

其中 x是浓度 C的对数，又因浓度 C按等比数列分

组，令 x=LgD，则是等差数列。根据公式，由 CuSO4组

幼体死亡资料，查反对数表得，求得 LD50≈4.0，即

CuSO4对幼体的 LC50为 4.0×10-4%。另根据计算安

全浓度的经验公式：（96）LC50×0.1得 CuSO4 对幼体

96 h的安全浓度为 0.4×10-4%，依此分别计算出 4

药物对幼体的 LC50和安全浓度（表 3）。

3 讨 论

1）从 4种药物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它们对罗

溞氏沼虾 状幼体的 LC50和安全浓度均比对虾养殖

防治病的浓度低出很多（表 4）。其中对虾在 CuSO4

为 1.00×10-4%，是试验的 2.5 倍；在 CuSO4∶Fe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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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 浓度渊伊10-4冤/% 溞状幼体/尾 死亡数量/尾
死亡率/%8 h 24 h 48 h 72 h 96 h

对照组 0 0 0 0 0 0 0 3.3

CuSO4

3.3 30 1 2 2 3 7 50.0
5.0 30 1 3 3 4 6 56.7
7.5 30 1 1 6 3 7 60.0
11.3 30 2 2 8 1 9 73.3
16.9 30 2 5 6 1 11 83.3

CuSO4∶FeSO4渊5∶2冤

3.3 30 1 1 1 2 8 43.3
5.0 30 1 1 1 4 8 56.7
7.5 30 1 1 3 3 10 63.3
11.3 30 2 2 8 2 8 73.3
16.9 30 1 8 8 3 5 83.3

KMnO4

0.5 100 0 0 1 1 0 2.0
1.0 100 0 2 0 3 2 7.0
2.0 100 2 1 4 3 8 18.0
4.0 100 3 5 13 30 16 67.0
8.0 100 4 7 14 29 26 80.0

HCHO
173 30 1 4 1 4 1 26.7
208 30 1 5 4 3 2 50.7
250 30 3 3 5 5 6 63.3
300 30 3 3 13 2 7 93.3

表 1 4 溞种常用药物罗氏沼虾 状幼体的浸泡结果

表 2 4 溞种常用药物浸泡 状幼体的死亡资料

药物 序号 浓度渊伊10-4冤/% 浓度对数 x 死亡率/% 概率单位 y 渊i-l冤yi

CuSO4

1 0.52 5 0
2 3.3 0.7 50 5.17 5.17
3 5 0.87 56.7 5.25 10.5
4 7.5 1.05 60 5.62 16.86
5 11.3 1.23 73.3 5.97 23.88
移 16.9 4.37 83.3 27.01 56.41
均数 0.874 5.402

CuSO4∶FeSO4渊5∶2冤

1 0.52 4.83 0
2 3.3 0.7 43.3 5.17 5.17
3 5 0.87 56.7 5.34 10.68
4 7.5 1.05 63.3 5.62 16.86
5 11.3 4.23 73.3 5.97 23.88
移 16.9 4.37 83.3 27.93 56.59
均数 0.874 5.586

KMnO4

1 -0.3 2.95 0
2 0.5 0 2 3.52 3.52
3 1.0 0.3 7 4.09 8.18
4 2 0.6 18 5.43 16.29
5 4 0.9 67 5.84 23.36
移 8 1.5 80 21.83 51.35
均数 0.3 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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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种药物对罗氏沼虾溞状幼体和对虾的安全浓度

表 3 4种药物对溞状幼体的 LC50值及安全浓度

药物 LC50值渊伊10-4冤/% 安全浓度渊伊10-4冤/%
CuSO4 0.4 0.40

CuSO4∶FeSO4渊5∶2冤 0.4 0.40
KMnO4 3.5 0.35
HCHO 250.0 25.00

药物 罗氏沼虾溞状幼体渊伊10-4冤/% 对虾渊伊10-4冤/%
CuSO4 0.40 1.0

CuSO4∶FeSO4渊5∶2冤 0.40 0.7
KMnO4 0.35 5.0
HCHO 25 15~25

合剂（5∶2）为 0.7×10-4%，是试验的 1.75倍；在

KMnO4为 5.0×10-4%，是试验的 14倍；在 HCHO为

（15~25）×10-4%，则与试验结果大致相同。在本试验

中也不排除幼体本身带有疾病的可能以至于影响

结果使 LC50偏低，而 HCHO则得到相同的结果。试

验结果还表明，4 溞种药物对罗氏沼虾 状幼体的

LC50和安全浓度一般较对虾低。

2）本试验采用简单回归线性方程，可以使计算

精度提高，避免使用直线内插法所致的较大误差。

试验结果表明，采用简单回归线性方程可以得到较

高精度的计算值。

3）CuSO4∶FeSO4（5∶2）合剂，本试验中 2种药

物对幼体的半致死浓度和安全浓度相同，这说明 2

种药物可以相互替代，也进一步证实了渔业方面使

用 2种药物相互替代功能。

4 小 结

1）4 溞种常用药物对罗氏沼虾 状幼体的安全浓度

分别为 CuSO4 0.4×10-4%，CuSO4∶FeSO4（5∶2）合剂

0.4×10-4%，KMnO4 0.35×10-4%，HCHO 25×10-4%；

2）4 溞种常用药物对罗氏沼虾 状幼体的安全浓

度一般较对虾低。

3）CuSO4、CuSO4∶FeSO4（5∶2）合剂在罗氏沼

虾及渔业上可相互替代，且分别使用相同的浓度。

药物 序号 浓度渊伊10-4冤/% 浓度对数 x 死亡率/% 概率单位 y 渊i-l冤yi

HCHO

1 4.38 0
2 173 2.24 26.7 5 5
3 208 2.32 50 5.34 10.68
4 250 2.4 63.3 6.5 19.5
移 300 2.48 93.3 21.22 35.18
均数 5.305

（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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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羊巧育肥

1）调配营养。淘汰羊一般都已停止生长发育，因此，营养需要中除热能要增加 10%左右外，其他的

都要低于羔羊和青年羊。淘汰羊可选择牧草丰盛、地势平坦、有水源的地方进行放牧育肥，但仅靠放牧

很难使羊短期内达到满膘。一般宜放牧 1~2个月，然后进行不少于 1个月的舍饲育肥，利用高精料日

粮催肥，以达到改良羊肉品质的目的。

2）掌握时间。淘汰羊育肥期不宜过长，因为其体内沉积脂肪能力有限，一旦满膘就不再增重，一般

以 2~3个月为宜。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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