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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对饮食产品有了更高的需

求，更加追求健康绿色无污染的食品，既可以满足人体的生存需

求，又可以降低疾病产生概率。水产品是人们膳食营养中不可或

缺的，可以提供多种营养物质保障人类健康成长。基于这种情况

下，水产品养殖规模和数量也在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养殖业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水产养殖中，鱼类是养殖最为普遍的，基本

上全国各地均有分布，符合我国饮食文化需求。但是鱼类养殖过

程中，因整个养殖环境是一体化的，往往对内外部因素都会非常

敏感，一旦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出现变化，都会造成鱼类大面积患

病，甚至出现死亡，给养殖者的经济利益带来巨大损失。为更好

保障养殖户的经济效益，需要对鱼病进行有效的防控，使用科学

合理的防控技术，有效保障鱼类健康成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

常生活需求。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我国水产规模和种类都在逐年增长，并

且形成了完整的养殖体系，基本上所有水产品在我国都得到养

殖。其中，鱼类是水产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范围广，消费

群体多，很容易获得经济效益，促使大部分从事水产养殖的人员

都可以进行的鱼类养殖。一般情况下，鱼类养殖过程中，都是采

取群养措施，同一水体中按照适当密度放置了鱼类，但是往往在

养殖过程中，养殖者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和产品种类，导致养殖环

境的生态稳定性受到影响，有毒有害物质开始增多，造成鱼类抵

抗力及免疫力越来越差，很容易出现大面积的鱼病暴发。并且一

旦鱼类病害增多后，养殖者需要投入的防治成本是很高的，也会

造成产品品质下降。因此，为保障鱼类健康成长，更好实现养殖

者的经济效应，应当对鱼病问题进行重视，采取科学的合理措

施，对鱼病进行有效防控，更好降低鱼病的产生，有利于促进鱼

类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水产养殖中鱼病分析

从水产养殖过程分析，鱼病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多的，主要包

括寄生虫、投喂、病毒等三个因素造成的。从寄生虫层面分析，在

鱼类养殖中，存在的寄生虫是很多的，如车轮虫、三代虫等，这类

寄生虫会依附在鱼类表面上，对鱼鳃组织进行破坏，导致细菌疾

病产生，如烂鳃病、赤皮病等。一旦这种疾病产生后，患病鱼的头

部和嘴巴都会出现白色，并且在病情持续加重中，鱼类身体开始

发黑，也会出现躁动不安，最终死亡。指环虫和三代虫往往会让

鱼类产生更多黏液，导致患病鱼无法进行呼吸，如果鱼苗或者缺

乏抵抗力的鱼类往往会很快出现死亡。从投喂层面分析，在养殖

过程中，不合理的投喂也会让鱼类形成疾病，如肝胆综合征。这

类疾病主要存在于草鱼、鲫鱼等食鱼性类中，特别是草鱼中很普

遍。通过对患病鱼进行观察，发现鱼在食台上呈现出上蹿情况，

并且鱼鳍末出现白色，对其进行解剖后，肝胆有着非常显著的病

变特点，颜色呈现为白色、花斑等，大部分表面脂肪都出现了覆

盖，肝胆也很容易碎裂，胆囊肿大。这种疾病的产生原因是非常

多的，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配合饲料使用过度，增强

了鱼类肝胆承受限度；第二，大部分鱼类养殖者没有针对鱼病进

行科学合理用药，部分药物剂量过大，增加了鱼类肝胆的分解毒

性负荷力度；第三，鱼类养殖池塘使用时间长，淤泥太多，部分养

殖者加大了投放密度，也增加饲料，导致养殖环境承受力度超过

极限，生态环境恶化严重，鱼类免疫力降低，导致肝胆疾病产生。

从病毒层面分析，病毒会寄生在不同鱼类细胞中，直接会造成病

毒性出血病，主要容易在夏天和秋天频繁出现，这源于水质长期

进行使用中，水中存在诸多杂质，如饲料、粪便、鱼类尸体等，水

温也是频繁变化的，导致水质难以维持稳定，导致病害出现。因

水温及有机物富集作用后，水质环境变化快，导致鱼类疾病抵抗

力下降，很容易出现病毒性出血病。

二、水产养殖中鱼病的防控技术分析

1、治疗技术

针对鱼类产生的疾病，需要判断病种进行针对性治疗。第

一，在寄生虫防治过程中，需要在寄生虫高发时期中做好杀虫工

作，降低寄生虫数量，有效对鱼类疾病进行控制。如，中华鳋几乎

可肉眼可见，可以使用阿维霉素，并且结合硫酸铜进行消杀；指

环虫可以使用甲苯达唑溶液与硫酸铜亚铁进行配合，有效对虫

害进行消除；车轮虫需要在显微镜下才能被发现，使用一般性的

杀虫剂是没有办法进行杀灭的，这需要选择专用的杀虫剂。第

二，在对烂鳃病防治中，为避免疾病产生，需要在养殖过程使用

土霉素，将其加入饲料中，饲喂时间需要大于 7 天，再利用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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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和消毒灵进行合理处理，有效消除其中存在的病原体。也可以

使用盐水对其细菌进行消除，降低病原体数量，水产养殖过程

中，可以适当增加水中含盐量，可有效对病原体进行管控，也可

以保障鱼类健康成长。第三，在肝胆综合征防治中，因是慢性病，

需要对其进行合理调节，如与其他病一起存在时，需要先对其他

疾病进行治疗。一般情况下，需要明确投喂次数和数量，也要定

期使用保肝护肝制剂，有效保障鱼类生命安全。治疗过程中，需

要减少使用刺激性药物，避免对鱼类肝脏产生伤害，如敌百虫

等。第四，在对病毒性疾病防治，该病症出现过程时，往往病毒存

在于细胞内，使用普通性药物往往无法进行很好治愈，这就需要

不断增强鱼类免疫力，有效减少该疾病的出现。如果养殖过程

中，鱼类出现病毒性疾病的同时，也产生了其他疾病，需要先对

病毒性进行治疗，有效提升患病鱼存活率。一般情况下，可以使

用疫苗的方式，有效提升鱼类免疫力。在鱼类养殖过程中，应当

对水质环境进行全面检测，一旦其中水质情况产生较大变化，需

要对病毒性疾病进行防治，有效保障鱼类存活率。

2、预防技术

①加强养殖区域消毒

在鱼类养殖过程中，需要先对水质问题进行合理解决，再对

底泥进行有效处理，才能更好保障鱼类存活率提升和健康成长。

因此，对养殖区域消毒是实现健康养殖的重要基础。针对养殖区

域消毒需要划分为两个部分，包括清污、消毒。在清污过程中，需

要将池底过多淤泥进行清除，确保其保持厚度在 8cm 左右，淤

泥清理后需要进行暴晒，及时对渗透问题进行有效处理，逐步提

升池底质量，降低病毒传播渠道，这是有效降低鱼类少患病的关

键措施。在消毒过程中，应该使用生石灰，需要按照 100kg/667m

2

的比例进行使用，经过 7 天后使用清水进行冲洗干净，注入外部

新鲜水源，也可使用溴氯海因，需要加入 3000 倍水进行稀释，有

效消除养殖区域中的病原体。冬季时要将池水排干，清除过多的

淤泥，冰冻暴晒池底；放养前彻底清塘，杀灭各种病原体及敌害

生物；药物最好用生石灰，但对于淤泥较多的池塘，应注意生石

灰的使用方法、剂量和时间，以免鱼类下塘时池水过肥，浮游生

物过度繁殖，影响鱼类生产。

②重视鱼苗消毒

鱼苗质量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整体养殖的质量和效益。科

学合理使用养殖技术，要选择更为优质的鱼苗，也要加强鱼苗的

消毒。在鱼类养殖过程中，鱼苗本身会携带部分病原体，消毒过

的池塘，如果放入了没有消毒的鱼苗，往往会将病原体带入其

中。部分养殖户每年都会投入大量鱼苗，结果存活率不高，很大

原因是没有进行消毒。基于鱼苗本身携带了病原体，一旦在条件

合适的过程中，病菌就会开始进行大量繁殖，直接会造成大面积

鱼类患病，加上没有对其进行及时处理，往往会造成鱼类的死

亡。因此，在鱼苗放养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药浴处理，鱼苗需要

使用 4%食盐水进行浸泡 8 分钟左右，可以对其中存在的病原体

进行消除。

③制定合理施肥制度

在鱼类养殖过程中，需要在整个养殖过程中重视肥水的管

理。鱼苗在放养前都是需要培养各类生物饲料的，这类饲料口感

好、营养均衡，是其他人工饲料无法取代的，也是提升鱼苗体质、

存活率、生产速度的有效物质基础。此外，生物饲料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可以将有害物质进行消除，能够更好保障水质环境的

稳定性。在养殖中，整个养殖环境都是整体性的，所存在的各类

物质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藻类物质往往可以对水质进行

净化，也可以促进浮游生物成长。藻类物质基本寿命只有 12 天

左右，但是可以提供鱼类生长需要的多种元素。因此，需要定期

使用氨基液和培藻菌对水体中的营养物质进行补充。一般情况

下，整个施肥期限最好 7 天为一个周期，能够有效保障藻类物质

稳定，也可以保障养殖区域环境的平衡性。

④强化应激管理

这是实现鱼类健康养殖的重要防控技术，需要鱼类养殖人

员将应激管理使用到整个养殖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应激因子只

有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三种。如果水体温度在 26℃左右，鱼

类很容易出现患病，特别是季节交替过程中，也很容易造成疾病

的大面积发生，这就需要科学合理使用应激管理，有效对疾病进

行预防。在气候环境不好中，pH 值也会不断进行变化，温差波动

差异大，水质开始恶化等，这就需要使用到维生素、黄氏多糖等，

可有效保障养殖环境的稳定。在 6 个小时后，需要使用有机碘 1

次。通过这种方式实施后，既可以保障鱼类生命健康，也可以让

其更快恢复，有效消杀病菌。

⑤合理进行增氧管理

在鱼类养殖时间延长后，池塘中存在的各类污物开始增多，

逐步产生菌群，导致池塘中缺氧严重，部分亚硝酸盐、氨氮难以

进行氧化，加上缺氧会降低鱼类免疫力，导致疾病发生率提升。

为更好地控制污染物，需要增加氧量，为生物分解提供有利的条

件，更好地对污物进行处理。增加氧量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底层微

孔增氧，不但可以对水质环境进行改善，还能更好消除底部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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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微孔在使用过程中，应当按照鱼类需要氧量的情况，对增

氧时间和次数进行确定。一般情况下，鱼类养殖前期的 3 个月

中，需要在阴雨季节对其进行打开，直到凌晨关闭；鱼类养殖中

期的 4 个月，晴天早上开机 2 个小时，午后需要开机 3 个小时，

阴雨或者低压天气中，需要将其从晚上开启到中午；鱼类养殖后

期的 2 个月，需要频繁进行开机，以有效保障池塘氧量充足。有

条件的鱼类养殖场，应该在增氧机设备上安装控制装置，让其可

以实现自动化运转，为鱼类生产提供健康的生长环境。如果增氧

设备无法很好增氧，这就需要使用碳酸钙作为增氧剂，有效保障

池塘的氧量充足，更好地保障鱼类健康成长。

⑥落实危机管理

在鱼类养殖过程中，应该使用危机管理制度，通过对养殖环

境的生态进行塑造，逐步对营养素和有益微生物进行合理调节，

逐步降低其中存在的病原，有效增强鱼类的抗病能力，保障其健

康生长。在养殖环境恶劣下，需要使用危机管理，采取科学合理

的防控技术，更好避免疾病的大规模出现。养殖环境发生突变是

鱼类产生重大危害的主要因素，这就需要养殖者利用危机管理，

在养殖过程中进行有效预防。从具体层面分析，使用维生素，增

强鱼类抗病能力和应激能力；夜晚加大增氧机使用，保持养殖环

境的氧量充足，保障鱼类活性，更好降低细菌的产生；利用二氧

化碳对水体进行消毒，将其中存在的病菌进行消杀；合理进行饲

料投喂，减少池塘中的污物，延缓病原体的发展速度；如果出现

强降水，水体 pH 值将会降低，这时需要利用雨歇阶段，使用维

生素。如果鱼类存在患病后，需要使用维生素，增强鱼类抗应激

能力，有效提升恢复力。

⑦把好放养及饲料投喂关

购买鱼苗要选择到有资质的良种场去购买优质健壮的养殖

品种；放养密度和混养品种及比例要合理，在放养时应参照历年

的经验，制定合理的放养模式，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实行鱼—特

轮养，也可避免部分疾病的暴发。投喂是否合理对鱼病的产生有

一定关系，养殖人员在水产养殖过程中应该采取合理的投喂方

式，对鱼的种类进行有效控制，严格遵循如下原则：要早开食，晚

停食，坚持“四定”“四看”投饵，保证鱼类吃好吃足。提倡使用全

价配合饲料，饵料要新鲜适口，每天投喂 2 次，即上午 8-9 时，下

午 3-4 时，每次投饵要遵循慢快慢的原则，投饵量以 80%-90%

的鱼吃饱游走为宜，做到晴天多投，阴天少投；夏季多投，春秋少

投；水质好多投，水质差少投；闷热天和雨天不投；鱼类浮头和发

病时少投或不投。充分消灭天敌，池塘中会有鱼类的天敌，这些

天敌会危及鱼类的生存，降低养殖效果，所以养殖人员可以采用

特定的方式对这些生物的存在加以抑制，有效保障鱼类的生存

环境。

⑧加强后续捕捞防控

通常在市场上的养殖鱼类价格相对合理时，养殖人员可以

开展鱼类捕捞工作，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池塘内鱼类的养

殖密度，减少鱼类缺氧现象的出现，也能降低资金压力，促进资

金流转速度的加快。在捕捞过程中，养殖人员可以对鱼类的生存

状态加以密切观察，若鱼类出现吃食不正常或明显的挣扎不安

等情况，则可能是因为鱼病的发生，这时要有针对性采取防治方

法，以免鱼病的恶化或蔓延。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鱼类养殖业持续增多，为人

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鱼类产品供给，更好丰富和保障了人类的

生活需求。但是，鱼类在养殖过程中，会存在很多影响因素，都会

导致鱼类出现患病，严重者会使得鱼类出现大面积死亡，影响到

养殖者利益。基于这种情况，往往很多养殖户在鱼类出现患病

后，就可以使用隔离药物进行防治，若没有合理使用，则会导致

鱼类药物残留过多，无法进行食用，影响到养殖者的经济效益。

因此，要想有效防治鱼病，保障鱼类养殖户的经济利益，需要采

取科学合理的防控技术，加强对鱼类疾病的防治，有效保障鱼类

养殖者健康发展。养殖人员必须要对鱼类的生存环境加以了解，

改善水产养殖环境，科学投喂，加强各类疾病的针对性防治，注

重鱼类抵抗力的提升，这样方可保证鱼类的健康生长，提高鱼病

的防治水平，增加养殖人员的经济收益，进一步推动水产养殖行

业的持续稳健发展。

（作者单位：231617 安徽省肥东县水产养殖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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