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32 安徽农学通报，Anhui Agri．Sci．Bul1．2006，12(9)：132 

蓝藻水华对水产养殖的危害和防治措施 

杨传萍 

(当涂县博望镇水产站，安徽当涂 243131) 

摘 要：本文对蓝藻水华形成的原因、危害和防治措施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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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藻水华(water bloom)又称“湖靛”，是指一种称为 

“蓝细菌”的光合 自养生物 一蓝藻，在富营养湖泊中快速 

生长，在水体表层大量聚集而形成的肉眼可见的藻类聚集 

体。构成水华的蓝藻群体大量滋生后又大量死亡，分解时 

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恶臭，污染空气；同时大量消耗水中溶 

解的氧气，常造成大批鱼类窒息死亡。更为严重的是，水 

华中还含有一类名为微囊藻类的毒素，被认为是强烈的致 

癌物质，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 

1 蓝藻水华形成原因 

1．1 环境条件适宜 蓝藻水华多发生在夏季6—9月．有 

明显的季节性。温度、光照、营养物质、气候条件等都是其 

生长的影响因子，当在适宜水温(20qC以上)、水体富营养 

化、较高 pH值、适宜的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的条件下，蓝 

藻形成气囊，上浮到水体表面，群体繁殖迅速，这样蓝藻水 

华就在水面的形成。 

1．2 鱼种放养不合理 在施肥量较高和有生活污水排人 

的鱼池，水中营养盐类含量丰富，能促进鱼腥藻、铜绿微囊 

藻、螺旋藻、颤藻等蓝藻大量繁殖，若此时能摄食这些藻类 

的花白鲢和罗非鱼数量较少，以致大量浮游植物得不到利 

用，在水中自然老化而死亡。 

1．3 施肥不均 一般是前期施肥量过高，浮游植物大量 

繁殖，后期缺肥或追肥不及时，浮游植物细胞随即衰萎而 

死亡，这些死亡后的浮游植物漂浮于水面，从而形成水 

华。 

2 蓝藻水华对水体环境的危害 

2．1 蓝藻难以消化，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鱼类不喜摄食 

蓝藻，藻类难以消化，利用率低。如在水华盛期鲢针、鳙和 

草鱼等鱼类肠道里混大量藻体，对其前中后肠的内含物进 

行镜检时看到一个个藻团完好无损，不易消化。大量难消 

化吸收藻体存在，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2．2 蓝藻水华引起水体生物多样性急剧降低 蓝藻大量 

繁殖恶化了池水的通风及光照条件、抑制了鱼池中浮游生 

物有益种类的生长繁殖、阻碍水藻的光合作用，挤占鱼类 

易消化藻尖的生存空间，使鱼池中的丝状藻和浮游藻等不 

能合成本身所需要的营养成份而死亡。 

2．3 蓝藻大量繁殖导致水体缺氧，水质变坏 蓝藻大量 

繁殖以及死亡藻类的分解，消耗了大量溶解氧，可以导致 

水体缺氧甚至无氧状态，易导致养殖水体发生泛塘。蓝藻 

大量死亡时容易败坏水质，可产生藻毒素、大量羟胺及硫 

化氢等有毒物质，直接危害水生动物。死亡的蓝藻释放大 

量的有机质．刺激了化能异养细菌的生长，其中部分对鱼 

类来致病菌，导致继发感染细菌性疾病。蓝藻大量繁殖 

时，散发出腥臭味，影响水体的正常功能。环境恶化引起 

水生动物死亡。发生蓝藻水华时水体的理化指标常常超 

出水生动物的忍受限度，从而引起死亡。例如池塘中蓝藻 

白天的光合作用，可以使 PG上升到 10左右，超过一些水 

生动物的忍受限度而使水生动物死亡。 

3 防治措施 

夏季高温时期水华的形成直接危害了水产养殖效益， 

我们应充分掌握防治措施。现介绍以下几种防治方法： 

3．1 及时打捞 在鱼池下风处，将水华捞起投放到其它 

鱼池中，作为饲料供鱼类摄食，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我 

们曾做过多次研究试验，捞取水华投喂鱼苗和夏花白鲢鱼 

种，均可获得较高成活率和增重率。水华同其它藻类一 

样，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是鱼类理想的食料。将水华捞 

出投放到其它鱼池中，达到化害为利的目的。 

3．2 补放鱼种 在经常出现大量水华的鱼池，每 hm 水 

面补放体重 4500g左右的白鲢鱼种 1200—1800尾，既可 

有效防止水华的产生，又能增加养殖鱼产量。 

3．3 均匀施肥 放养密度较高的鱼池，施肥的间隔期不 

宜过长，一般以2—3d为宜，高温期最好是坚持每天施肥， 

做到少量多次，始终保持水体透明度在20—25cnl之间，这 

样既可避免水华的出现，又能满足滤食性鱼类的摄食需 

要，有利于提高养殖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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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94页)4 收获贮藏 

4．1 收获 水稻黄熟期(稻谷成熟度达 85％ 一90％)收 

获。为提高稻米整精米率，用联合收获机收割或人工收 

割，脱粒机脱粒。脱下的稻谷选用土场进行薄晒，禁止置 

于沥青或水泥晒场曝晒，以免导致污染和品质下降。 

4．2 贮藏 稻谷含水量 13．5％以下，储藏的仓库要先消 

毒除虫、灭鼠，不可与其它物品混存，入库后要经常检查湿 

度和虫鼠霉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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