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水”又称臭清水、乌云水、扫帚水，是高产池

塘养殖水体较易发生的现象，轻者导致鱼经常浮

头、食欲不振、摄食量大大降低，严重的导致鱼大量

死亡。而这一现象又经常发生于养殖盛期，故对渔

业生产危害较大。如!""#年$月!#日晚，四川省西昌

市礼州镇李姓养殖户五亩主养鲤鱼的池塘发生养

殖水体“转水”现象，当场死鱼近%"""&’，直接经济损

失达("""余元。我们根据平时解决“转水”的实际经

验，谈谈养殖水体“转水”现象及应采取的相应应对

措施，以期对养鱼业有所指导。

% “ 转水”的诊断
%)% “ 转水”水面外观情况

“转水”池塘一般近期池水呈深绿色，透明度较

低，加之“转水”池塘一般多位于水源差的地方，很

少换水；或者在鱼生长盛期，池水过肥，天气炎热，

傍晚或上半夜突降雷阵雨又未采取有效的措施，造

成浮游生物大量死亡。这些原因均可发生“转水”现

象。池塘“转水”多发生在下半夜至黎明前后，“转

水”之前养殖水体肥，浮游生物过量繁殖，水体透明

度低；“转水”之后水体变清，水底部发黑，水体散发

出刺鼻臭味，水体大量缺氧，即使开动增氧机，仍会

有大量鱼死亡。

%)! “ 转水”池塘采样

%)!)% 死鱼观察

死鱼外观无明显病症，无烂鳃现象，体表及内

脏正常。

%)!)! 水化成分分析

我们采取常规成分分析法分析“转水”水体水

化成分。分析结果见表一。

表一 “ 转水”池塘水体成分分析结果

氧气 *+#—* *"!
,
—* +!-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 / 0） （.’ / 0） （.’ / 0） （.’ / 0） （个 / 0） （个 / 0）

1%)2 ! ")! ")"! 少 少

%)# “ 转水”分析

池塘发生“转水”，是由于池水过肥，上层水浮游

植物大量繁殖（白天造氧丰富，晚上耗氧），水体透明

度低，溶氧补偿点趋于更上层。同时，由于水热阻力

控制上层水温高，密度低，下层水温低，密度大，形成

上下水层不能流转交换即分层作用。上层的光合作

用增氧及大气溶氧很少进入底层，这样造成上下层

氧差大，上层水体过多的溶氧逸散入大气而下层水

体处于严重缺氧状态，整个水体溶氧含量少。且水体

过肥，浮游生物、有机质量过多，鱼类放养密度过大，

水体耗氧多，氧负荷大，这样水体晚上极易处于缺氧

状态。

如在上述情况下，再加上天气骤变，晚间表层温

度急剧下降，底层水温变化少，当表层水温底于底层

水温时，表层水体密度大于底层水体密度，上、下层

水体发生急剧交换，上层水体溶氧迅速下降。水体浮

游生物在极度缺氧状况下，大量死亡而下沉，水体转

清。死亡的浮游生物在厌氧条件下，发生厌氧分解，

分解产物不彻底，释放出+!-等有毒气体，使水体散

发出臭鸡蛋味道。养殖池塘内的鱼也由于水体缺氧

而发生浮头、泛池、中毒现象，从而导致大量死亡。

! “ 转水”的应对措施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池塘一旦将要发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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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现象时，养鱼户一定不要惊慌失措，只要采取恰

当的应对措施，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将“转水”造成的

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的。

!"# 增氧措施

“转水”发生时，应立刻开动增氧机，此时开动

增氧机的目的有三个方面。

!"#"# 增氧救鱼

水体中溶氧的主要来源是藻类的光合作用，其

次为大气中氧气的溶入。“转水”时藻类已大量死

亡，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此时开动增氧机可促进空

气中氧气的溶入，从而增加水体中氧气的含量，以

达到救鱼的目的。

!"#"! 促进水体交换

高温天气水体分层现象比较明显，一般上层水

体往往呈“氧盈”状态，而低层水体常常处于缺氧的

“氧债”状态，池水较肥的高产池塘在夜晚水体中的

溶氧总量一般不高。我们通过开动增氧机搅动水体

可强行打破水体的分层现象，搅动水体将上层富氧

水输入底层，增加底层水体溶氧含量，使整个水体

处于富氧状态，从而水体溶氧总量增大。同时，水体

交换促进了上下水层的水温趋于一致。此外，由于

水体交换提高了底层水氧气含量，底层有机质及死

亡藻类处于好氧分解，分解产物完全，不易形成有

毒的有机物中间状态。

!"#"$ 曝气和解毒

开 动 增 氧 机 ，搅 动 水 体 充 分 曝 气 ，可 促 进“转

水”后由于有机质、藻类分解形成的如%!&等有毒气

体向空气中逸散。同时，开动增氧机，空气中溶入水

体 中 的 氧 气 可 与%!&等 有 毒 气 体 反 应 生 成 无 害 产

物，从而减轻其毒性。

!"! 换水

池塘即将发生或者已“转水”，此时应立即换

水。一般采取部分换水的方式，一次换水量为池塘

水量的# ’ $(# ’ )，一天一次，连续)(*天。换水的目的

在于藻类死亡后释放的毒素及分解的不完全产物可

通过换水去除和稀释部分，从而较大限度地降低“转

水”带来的危害。同时，通过换水还可补充氧气，缓解

水体缺氧压力。此时换水切忌采用池塘全换水的方

式，主要是避免养殖水体的水环境变化过于剧烈，增

加鱼应激，造成鱼体的不适。

!"$ 培育藻类

“转水”造成藻类死亡，水体不能通过藻类的光

合作用增氧，仅靠大气溶解增氧和人工增氧。依靠大

气增氧作用，氧气溶解速率缓慢，根本不能满足养殖

水体耗氧需要；完全依靠人工开动增氧机增氧不仅

增加了劳动强度，还大大增加了养殖成本。而且“转

水”水体造氧系统脆弱，安全性差，稍有不慎就会造

成较大损失，因此需要建立光合作用的增氧系统。我

们根据实际经验，通过培育藻类，建立藻类光合作用

增氧系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其具体措施如下。

!"$"# 藻类的引种

“转水”后水体中藻类较少，要培育浮游植物，则

需要引种。此时可从邻近池塘引入富含蓝藻、绿藻的

池水。每次引入水量为池水量的# ’ #+，连续$天，一般

可结合换水同时进行。

!"$"! 施肥

藻类进行光合作用需要,、-营养元素，水体中

,、-适宜浓度分别为#".//0和+"!1//0，, ’ -质量比

为2"! ’ #。可通过人工施肥来维持,、-的浓度。此时

人工施肥用化肥，用量为每亩碳酸氢铵#34和过磷酸

钙534；施肥时间为晴天上午#+6++(##6++，*天施肥一

次，连续施肥$()次。使水体保持富营养状态，直至水

体浮游植物大量繁殖并能承担水体造氧需要为止，

水体透明度保持在!*—$+70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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