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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舍细菌 (photosyntheic bacteria；PSB)是一种能 

以光作能源并以二氧化碳或小分子有机物作碳源、以 

硫化氢等作供氢体，进行完全自养性或光能异养性生 

长但不产氧的一类微生物的总称。它是细菌中最为复 

杂的菌群之一，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只要有水和光存 

在，不论其环境为好气性或嫌气性均能生存繁殖，是一 

种生命力极强的菌体。共有4科 ，汉宝超浓缩光合细菌 

是属于应用于水产养殖较多的红色无硫菌科。它采用 

了先进的生物技术，使培养高峰期的光合细菌活菌处 

于休眠状态，并浓缩40倍制成糊状光合细菌，不但能 

够最大限度地保存活菌，而且经水稀释后的光舍细菌 

的复活率高，提高了使用效果。现就其在水产养殖上 

的应用作个简单介绍。 

1 光台细菌作饲料添加剂 

光合细菌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它与一般饲料混 

合使用时能有效地提高饲料教率和脂肪含量，提高鱼 

产卵量和成活率，改善卵黄颜色和鱼的体色。选取两 

组仔鲫鱼作实验，同等条件下 ，实验组于饵料中添加 

0．1％的光合细菌，而对照组不舔加。一个月后前者仔 

鲫鱼成活率为95．5％，而对照组仅69．3％。实验结果 

表明，使用光合细菌的实验组成活率大大高于对照 

组 。 

2 光合细菌作水质改良剂 

在人工养殖条件下，由于人为投入大量有机质，使 

得水体有机负荷大大增加，以至超出了水体的自净能 

力。投入光合细菌的机理就是人为加强水体中有益微 

生物的作用，从而加强水体自净能力和降解作用，使得 

水体自净能力与有机负荷相对应。由于光合细菌等微 

生物在水体中的降解作用，以及光舍细菌以小分子有 

机物、二氧化碳等作碳源，铵盐、氨基酸或氨作氨源，能 

迅速消除水体中的氨氨、亚硝氮、硫化氢等有害物质， 

从而保持水体适宜 pH值和溶氧水平 ，使水体处于良 

性循环中 

3 光合细菌用于防病治病 

育苗期问和养殖期间，有害细菌在水质恶化 、鱼虾 

类免疫力下降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易使鱼虾产生多 

种疾病，往往使养殖业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现代 

微生态鱼病理论认为，在鱼虾处于健康状态时，其内外 

环境中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微生物优势种群 正常 

情况下，这些微生物能很好的促进有益菌的生长，抑制 

有害菌的增生，形成抵御致病菌的第一道防线。这种 

互利共存同时又受环境中诸多理化因子和致病因素的 

影响。常态下 ，鱼、微生物、生态环境三者构成动态平 

衡，具有一定的抗变能力。但是当环境受到污染，氨、 

硫化氢、有机酸等有害物质大量出现，使得鱼类体表粘 

膜上正常微生物遭到损害，病原菌便首先突破防线入 

侵鱼体；而且由于水体氨氮、亚硝氮含量升高，促使致 

病菌内毒素分泌活动增强，鱼体原有微生态平衡遭破 

坏，导致鱼虾出现一系列病理性变化。投入光合细菌 

后，水体中有益微生物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微生物与病 

原体生态位重叠，占优势的光合细菌使有害菌群缺乏 

营养和生存空间；同时光合细菌释放外激素，抑制其它 

菌种的生长繁殖，从而达到防止鱼病发生的目的。施 

用光合细菌对于减少抗菌素、杀虫剂的使用，防止病原 

生物抗药性的产生，保护有益生物的正常生衍和生态 

随着养蟹业的发展，蟹的病害问题日显突出，其中 

幼蟹“上岸 或“上网”不下水而导致衰竭死亡的现象在 

幼蟹培育地区十分普遍，危害相当严重。通过对江苏、 

浙江等幼蟹培育 区的大量调查和实验室观察试验结 

果，我们认为造成河蟹“上岸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 

点 

1)近年来河蟹近亲繁殖及种群混杂，使河蟹种质 

退化，抗病能力下降，容易诱发疾病。 

2)水环境恶化，蟹池老化，腐殖质增多，水草缺 

乏，水质偏酸性；或用老水培育幼蟹，水质碱性太高，迫 

使幼蟹上岸“大逃亡”。 

3)幼蟹饲料营养不均衡，缺乏必需的微量元素， 

造成生理性病变。 

4)培育大眼幼体时，滥用抗生素或抗菌药物，对 

蟹苗产生较大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 ，破坏了河蟹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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