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8年第 5期

摘要 本文着重对水产养殖中氨氮与亚硝酸盐氮的危害进行了分析，从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和生物学方法 3

个方面探讨了水产养殖中氨氮与亚硝酸盐氮的防治措施，降低水质中氨氮与亚硝酸盐氮的含量，提高养殖的产量

与养殖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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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属于鱼虾蛋白质代谢的重要产物，在甲壳类

生物的含氮排泄物中，氨约占 70%左右；而氨会由

亚硝酸单胞菌的硝化作用被氧化为亚硝酸盐，当亚

硝酸盐的浓度过高时，会对水中的鱼虾起到毒害作

用，且若水中氨的浓度过高，则很容易对鱼虾体内

的酶起到催化效果，同时还会对其细胞膜的稳定性

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导致鱼虾体内氧运输、重要

化合物的氧化受到严重的影响，并损害部分器官组

织。因此，水产养殖中对于氨氮与亚硝酸盐氮的防

治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水产养殖中氨氮与亚硝酸盐氮的

危害

水产养殖中氨氮与亚硝酸盐氮的危害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虾养殖的危害。相关研

究表明，氨氮会对虾的幼体起到毒害作用；研究结

果表明，虾幼体的耐氨氮能力会随着其发育增长而

得到提高，而在幼体培养中，氨氮基于 LC50的安全

浓度为 0.093 mg/L，基于 EC50的安全浓度为 0.025

mg/L；此外，在亚硝酸盐氮对虾幼体的毒性试验中

表明[1]，斑节对虾自无节幼体变态到仔虾的发育过

程中，其对于亚硝酸盐氮的耐受性随发育的程度而

增加；其中无节幼体的亚硝酸盐氮基于 96 h LC50

的安全浓度为 0.11 mg/L左右；而仔虾的亚硝酸盐

氮基于 96 h LC50的安全浓度为 1.36 mg/L左右；究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氨氮与亚硝酸盐会导致虾体内

PO、SOD以及溶菌酶的活性降低，从而导致自由基

氧化物过多，抵抗力有所下降，进而出现代谢紊乱、

生理功能失调的现象发生；其次，对鱼类养殖的危

害：在鱼类相关毒性试验中[2]，通过对于溶菌酶以及

碱性磷酸酶等因素进行分析，能够揭示鱼类机体的

代谢以及免疫情况。而分析结果显示，水体中氨氮、

亚硝酸盐氮以及溶氧低三者是导致鱼类产生疾病

的主要原因。现阶段普遍观点认为，氨氮与亚硝酸

盐氮对于鱼类的毒性主要是由于这些物质进入血

液后，能够将鱼类机体中血红蛋白分子的 Fe2+氧化

成为 Fe3+，从而使得鱼类血液的载氧功能受到了限

制，导致鱼类出现窒息、死亡的现象；最后，对河蟹、

鳖养殖的危害：当水产养殖水质中氨含量大于 6

mg/L时，则很容易导致鳖出现氨中毒的情况；主要

表现为鳖不愿下水、身体干瘪、裙边上翘、四肢腹部

出血、瘦弱、溃疡、甲壳边缘长满疙瘩等症状；因此，

在进行鳖养殖的过程中，需要将水质中氨的含量控

制在 6 mg/L以下；此外，亚硝酸盐氮同样也会对鳖

与河蟹产生毒害作用；同时，由于亚硝酸盐氮还属

于一种致癌物质，若含量过高还会影响鳖的生物质

量。因此，还需要将水质中亚硝酸盐氮的浓度控制

在 0.15 mg/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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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产养殖中氨氮与亚硝酸盐氮的

防治措施

2.1 物理方法

1）沸石粉。沸石粉属于碱金属与碱土金属的含

水铝硅酸盐，具有良好的分子孔隙度以及较高的吸

附性，因此被广泛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于水产养殖

中；当沸石粉失去结晶水后，其表面疏松多孔，具有

良好的吸附性，能够有效吸附水质中的二氧化碳、

氨以及硫化氢等大量物质；因此，定期向水中泼洒

一定量的沸石粉，不但能够起到去氨增氧的效果，

同时还能够提高水中微量元素的含量，从而有效改

善水产养殖的生态环境，促进水产生物的生长发

育。

2）麦饭石。麦饭石属于一种天然矿物保健品，

具有较强的离子交换性与吸附性，主要应用于水产

养殖中的水质净化方面；相关研究表明[3]，麦饭石在

使用剂量为 50 mg/L时，其有效时长能够达到 8 d；

而随着使用剂量的增加，水中有害物质的含量有了

明显的降低，尤其是对于氨氮与亚硝酸盐氮，且水

质条件越恶劣，净化的效果越明显。

3）纳米净水材料。纳米技术属于现阶段新型科

学技术，纳米技术一经出现便迅速渗透到了各个行

业当中。在水产养殖业中，纳米净水材料的使用效

果也较为显著；相关报道显示[4]，使用纳米净水材料

在各种鱼类生物的养殖中，能够实现长期不换水并

保持水质健康。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纳米技术也必

将成为水产养殖净水的发展方向。

2.2 化学方法

1）次氯酸钠。次氯酸钠属于一种漂白剂，能够在

水中释放出大量的新生态氧，而新生态氧具有较高

的氧化能力，能够有效杀出水产养殖场中的浮游植

物，浓度较高时，还能够破坏细胞色素与杀伤生物

组织。而利用次氯酸钠的氧化能力，能够将亚硝酸

盐氮转化为无毒性的物质。实际应用中，使用次氯

酸钠前，预先加入热石灰能够有效提高次氯酸钠的

使用效果。

2）臭氧。臭氧属于氧气的同素异构体，其同样

具有较强的氧化能力；臭氧能够有效降解亚硝酸

盐，且只要水质中仍旧存在着臭氧，亚硝酸盐便能

够被完全氧化；理论上来说，降解亚硝酸盐所需要

的臭氧含量为每毫克亚硝酸盐需要 1.04 mg臭氧。

此外，在使用臭氧处理水进行海胆育苗与单肥藻的

培养试验中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效果[5]；通常，化学需

氧量能够有效反映出水中受还原性物质，如亚铁盐、

亚硝酸盐以及有机物等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

2.3 生物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主要为光合细菌法。其中，光合细

菌属于自然界中分布较为广泛的一种物质，能够参

与地球物质与能量转化的循环当中。而在水产养殖

中，光合细菌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微生物。相关研

究表明，当水质中亚硝酸盐的浓度达到 0.01～5.0

mmol/L时，光合细菌能够在 1周内有效去除水中

80%以上的亚硝酸盐，而在水产养殖场中使用光合

细菌制成的菌剂，能够有效降低水质中 50%～80%

的亚硝酸盐浓度。此外，光合细菌在进行代谢的过

程中，还能够产生与释放具有消炎效果的抗病因

子，从而能够对水质中多种致病原起到有效的抑制

作用，如爱德华菌、嗜水气单胞菌以及霉菌等；通过

对这些细菌产生抑制作用，有效降低水产生物肠道

疾病、烂腮病、赤鳍病以及水霉病等疾病的发生。

3 小 结

综上所述，在水产养殖中，氨氮以及亚硝酸盐

氮一直以来都是水质污染中的重要物质，对于虾

类、鱼类以及鳖类生物的养殖均产生了较大的危

害，氨氮与亚硝酸盐氮的防治工作也成为了业内人

士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需要了解氨氮与亚硝

酸盐氮的危害性，采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等多

种防治方法来降低水质中氨氮与亚硝酸盐氮的含

量，以此来提高养殖的产量与养殖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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