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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2015年的新年刚过,沉浸在新春喜庆氛围中的奉贤

人民又迎来了一份特殊的新年大礼,在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奉贤区被中央文

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城区”称号,成为目前上海市郊唯一

获此殊荣的区县! 这份殊荣,是奉贤区委区政府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凝聚着全区人民长期以来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晶;这份殊

荣,更见证了奉贤这块热土上,千年来“敬奉贤人、见贤思

齐”为内核的“贤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绽放活力、生发

新枝。

  在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中,奉贤区教育系统一直起着

排头兵的作用。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弘扬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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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示精神,

奉贤区教育系统根据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因地制宜,组织

专家、学者和教师,历时两年,精心编撰了《奉贤区“贤文

化”社区教育系列读本》。这套读本是奉贤区教育系统继

推出《“贤文化”教育读本》、《奉贤教育文化丛书》之后的

又一力作,必将有助于将“贤文化”教育推向深入,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奉贤大地上落细落小落实。《奉贤区

“贤文化”社区教育系列读本》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和

生态等层面全方位地向广大市(村)民呈现了奉贤区“贤

文化”的风貌和特征。《奉贤滨海农垦之路》、《魅力庄行
 

乡土意韵》、《奉城寻踪》等读本,详细地介绍了奉贤区农

垦文化、古镇文化和以“敬奉贤人、见贤思齐”为内核的

“贤文化”,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奉贤历史和文化的认识,进

而增强对生活和工作在奉贤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柘林滚灯》、《庄行土布贴画》、《指上生花———意趣天成

的撕纸艺术》等读本生动地介绍了奉贤区的民间艺

术———其中“柘林滚灯”等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些意趣无穷的民间艺术是奉贤人民精神生活的

乐园,是“贤文化”特色和魅力所在;《进城务工人员维权

常识》、《百姓理财》等读本则是为贴近百姓生活,提高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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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生活技能所编写,充分体现了奉贤区教育系统注重以

人为本、关注百姓需求的教育情怀。相信这套系列读本

将有助于广大市(村)民加深对奉贤的了解,增进对奉贤

的热爱之情,进而更好地融入到奉贤经济社会建设和文

化生活中来。

  社区教育是面向广大市(村)民的教育,是直接为市

(村)民的工作、学习、生活而服务的教育,因此也是最接

地气的教育。近年来,奉贤区委区政府围绕党的十八大

提出的“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目标,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进区域教育

事业改革发展,着力打造以“自然、活力、和润”为特征的

南上海品质教育区。在社区教育方面,奉贤区构建了覆

盖全区域,面向全体市(村)民的终身学习平台,形成了

“社区学院———社区学校———村民学校———宅基课堂”四

级社区教育网络,建立健全了市(村)民终身教育体制和

终身学习机制。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构建的“三校一堂”

(即村民学校、市民学校、职工学校和宅基课堂)、“三室一

家”(即村民学校工作室、宅基课堂工作室、社区教育志愿

者工作室和镇志愿者之家)和“三史一风”(即村史、镇史、

区史和民俗民风)的社区教育平台和内容体系,使“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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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社区教育工作目标得到了

落实。继2013年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之后,

2014年奉贤区又被评为“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示范区”。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展示着社区教育成果

和凝聚着社区教育工作者的智慧与汗水。

  教育传承文明,文化承载梦想。将弘扬“贤文化”与

社区教育相融合,是奉贤区社区教育工作的重要特色,也

为社区教育发展开辟了一块广阔天地。历史和现实一再

表明,社区教育只有植根于区域文化的土壤,充分汲取养

料,才会更具生命力,进而成长为能够为广大市(村)民提

供优质服务的参天大树。随着上海推进城乡一体化和部

市共建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步伐的加快,奉贤教育包括社

区教育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新契机。衷心希望广大社

区教育工作者乘着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区的东风,大力推进

社区教育等各项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努力打造南上海品

质教育区,共同建设美丽奉贤、滨海新城,使生长、生活、工

作在这里的人们都能够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

  是为序。

(作者系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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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白对虾具有适用性强、生长速度快、食性广、生

产周期短、能在海水或淡水中养殖等特点。 同时,该品种

也具有个体大、壳薄、体肥、肉质鲜嫩、加工出肉率高、活

体运输方便等优势,是国内外水产品市场的畅销品种之

一,在水产养殖业中发展迅速。 南美白对虾与中国对虾、

斑节对虾一起成为世界公认的三大虾类优良养殖品种。

  奉贤区柘林镇从1982年开始海水养殖对虾,1988

年海水养虾面积达到1
 

330余公顷。 近些年来,对虾养

殖每667平方米盈利5
 

000多元,有的甚至高达2万元。

1992年,全国沿海爆发了难以控制的“赤潮”,导致了海

水对虾养殖走下坡路。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试验,1999年

淡水养殖南美白对虾获得了成功,柘林镇养殖户抓住契

机,在短短几年里养殖面积达100公顷,养殖户1
 

000多

户,年总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2.5亿元。

  柘林镇在南美白对虾的养殖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

过于迅速,缺乏对养殖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规范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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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白对虾的种质、苗种培育、养成技术、虾病防治等方

面出现许多问题。 因此,进行南美白对虾养殖技术知识

的宣传和普及成为当务之急。 基于此,柘林成人学校联

合镇农业服务中心,借鉴南美白对虾养殖过程中取得的

一些研究成果,结合长期的生产实践,在参考国内外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了该读本。

  该读本主要内容包括南美白对虾养殖现状、生物学

特性、淡水养成、微生态制剂运用、疾病预防、捕捞及运输

销售。 其中,侧重于知识和技术的适用性、可操作性,所

介绍的技术大多来自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旨在对从事

南美白对虾养殖的专业户、养殖场与育苗场的技术人员

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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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南美白对虾养殖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随着南美白对虾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在养殖

过程中所涉及的种苗、饲料、药物、养殖环境、病害以及产

品加工与市场运销等各方面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

一、种源及苗种质量问题

(一)种源问题

  由于南美白对虾的自然分布主要在南美洲太平洋沿

岸的热带水域,我国沿海没有南美白对虾自然种群分布。

因而,我国目前南美白对虾的种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海外采购;二是国内培育。

  在海外采购方面,由于纯自然野生亲虾采购成本较

高,加上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由国外进入到国内的冒牌种

虾的现象,所以大多采取国内培育。

  在国内亲虾繁育过程中,都是在人工环境下近亲繁

殖获得后代,以及由这些后代再经人工育苗获得后裔,致

使繁殖群体经济性状日趋退化,而且生长缓慢、抗逆性

差、性成熟早、产量低、发病率高。不少南美白对虾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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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有自己的亲虾培育基地,有些育苗场还配备了完整的

亲本繁育养殖设施,建立了完整的亲本培育档案,但是大

部分南美白对虾的繁育场设施简陋,缺乏完整的亲本繁

育养殖设施,育苗时,主要依靠采购亲虾来育苗,其种质

的质量就难以保证。

(二)苗种质量问题

  在苗种培育过程中,由于一些繁育场侧重于眼前的

经济利益,忽视长远规划和全局观念,对于确保苗种质量

的重要性认识显得不足。例如,有的繁育场为了追求高

额利润,在育苗时常采用超高温培育,这样育出来的苗种

很容易导致免疫系统受损,影响苗种质量;有的繁殖场为

了节约成本,亲虾被无节制地多次产卵,卵的质量越来越

差;有的繁殖场在育苗过程中不重视幼体的营养需要和

活饵料的供应,导致虾苗先天不足;有的繁殖场在育苗过

程中为了预防病害,滥用抗生素等药物,这样往往会使种

苗产生一定的抗药性,降低免疫能力,抗应激能力差。

  在种质和育苗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引起当前

南美白对虾养成成活率低、发病率高、生长不快的主要原

因,应引起相关南美白对虾亲虾培育、种苗繁育场的高度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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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殖环境问题

  近年来,在国内对虾养殖业得到了飞速发展的同时,

首先由于环境保护不力,对养殖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如沿海地区工业污水的大量排放导致近海水域的水质呈

严重富营养化,赤潮不断;内陆地区的高密度养殖带来了

自身的污染,导致养殖水源的氨氮、亚硝酸盐等指标偏

高。另外,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现象,如养殖规模小而

散、养殖设施简陋、增氧设施不配套、电力不能保证供应、

进排水不分离等,都是制约当前对虾养殖业健康、稳定、

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饲料质量问题

  饲料是虾类养殖生长的物质条件,饲料质量的好坏

直接影响养殖的经济效益。南美白对虾饲料的蛋白质含

量一般为30%~36%,在苗期,蛋白质含量稍高一些。

但是,目前市场上部分饲料的质量不符合要求。有的仍

以东方对虾或斑节对虾的营养要求进行配方,其标定的

蛋白质含量在38%~45%,超过了南美白对虾的实际营

养需求。其实,蛋白质成分偏高不仅浪费了营养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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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成本,而且使虾体增加负担。对虾摄食了高营养

的饲料后,由于其营养成分不能被完全消化吸收,所以在

其排泄物中会残留一部分未被消化吸收的营养成分对养

殖水质造成污染。有的饲料可消化的蛋白质含量低,在

配方中缺乏某些微量元素,导致虾体营养不良、生长慢、

脱壳难、抗病力差。有的饲料存在粉末过多、水中稳定性

差等质量问题。这样不仅浪费饲料,还会污染水质。

四、病害与药物问题

  南美白对虾与其他养殖虾类相比,具有抗病能力强

的特点,但是随着养殖业时间的延续,养殖种质会不断退

化,同时养殖池残留病毒不断累积,以及大量养殖用水的

排放,导致养殖用水源逐步呈富营养化,从而引起各种病

害不断。特别是近年来,南美白对虾的白斑综合征和桃

拉综合征等病毒的出现率呈上升态势,且尚无有效治疗

该病的相应药物。所以,对虾的白斑综合征及桃拉综合

征仍是当前南美白对虾养殖的主要疾病。同时,目前市

场上虾用药物品种繁多,有的养殖户在对虾发病时乱用

药或急病乱投医,这样往往是用药越多,发病越快,损失

越大。有的养殖户在对虾防病过程中滥用抗生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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