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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颡鱼为我国重要的淡水经济鱼类，2018年全

国黄颡鱼养殖产量达到 50.96万 t[1]。随着黄颡鱼养

殖规模不断扩大，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细菌性疾

病频繁暴发，给养殖者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为了

让养殖户能科学有效地防治黄颡鱼细菌性疾病，本

文对黄颡鱼的细菌性疾病作全面介绍，并提出防治

方法。

1 主要病原菌

1.1 鮰爱德华氏菌（ ）

Shigen等[2] 鮰首次从黄颡鱼体内分离到 爱德华

氏菌，并确定为黄颡鱼的致病菌，根据病鱼典型症

状称为“红头病”。随后，相继在湖北荆州、四川新津

和眉山、浙江湖州、武汉、江西南昌、江苏盐城和浙

鮰江菱湖、广东佛山等地发现了黄颡鱼 爱德华氏菌

病[3-9]。Jin等[10] 鮰首次报道了韩国池塘养殖的黄颡鱼

爱德华氏菌病。

爱德华氏菌（ ）对水产养殖危害较

大，该属主要包括迟钝爱德华氏菌（ 鮰）、 爱

德华氏菌（ ）以及保科爱德华氏菌（

鮰）。 鱼爱德华氏菌是一种兼性的胞内寄生菌，为

革兰氏阴性短杆菌。该菌最早发现于美国患肠道败

血症（enteric septicemia of catfish，ESC）的斑点叉尾

鮰 鮰，其感染宿主主要为鲇形目鱼类。 爱德华菌具

鮰有比较特殊的寄生状态，进入鱼体的 爱德华菌被

吞噬细胞吞噬后，不会被细胞杀死，而是可以随吞

噬细胞带入肝脏和肾脏的类血窦，还可以在吞噬细

鮰胞内增殖，从而破坏这些吞噬细胞。扩散出来的

爱德华菌又可感染类血窦周围的内皮细胞，并且在

此形成病灶[8]。

1.2 迟钝爱德华氏菌（ ）

邓先余等[11]从湖南湘潭地区患“红头病”的养殖

黄颡鱼体内分离到迟钝爱德华氏菌，并鉴定为黄颡

鮰鱼的病原，病鱼症状与 爱德华氏菌引起的红头病

完全一致。丁正峰等[12]于 2007年 6~7月对采自南

京、常州发病鱼黄颡鱼分离鉴定到迟钝爱德华氏

菌。刘方等[13]报道 2011年 8月 6日济宁市某养殖池

塘黄颡鱼暴发“红头病”病原为迟钝爱德华细菌。

1.3 蜡状芽孢杆菌（ ）

胡宗云等[14]从辽宁省灯塔市某黄颡鱼养殖基地

呈现典型的“红头病”症状黄颡鱼体内分离到蜡状芽

孢杆菌，并确定为“红头病”的病原，在患“红头病”的

黄颡鱼中分离出致病性蜡状芽孢杆菌尚属首次。

蜡状芽孢杆菌能产生芽孢，对外界有害因子的

抵抗力非常强，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常存在于土

壤、灰尘和污水中。蜡状芽孢杆菌可引发对虾“黑鳃

病”、刺参“腐皮综合征”，也可造成军曹鱼和罗非鱼

大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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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维氏气单胞菌（ ）

朱成科等 [15]、胡若雨等[16]分别在重庆荣昌地区

分离鉴定维氏气单胞菌是黄颡鱼的病原菌。江梦雅

等 [17]对广东佛山地区黄颡鱼发病病例进行检验分

析，确定病原为维氏气单胞菌。徐洋等[18]从浙江省湖

州患“溃疡综合征”的黄颡鱼体内分离得到维氏气

单胞菌，经人工感染试验证明其为该病病原且具有

较强的致病力。

维氏气单胞菌隶属于气单胞菌科、气单胞菌

属，广泛存在于淡水、海水、淤泥和土壤中。维氏气

单胞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能够产生黏附素、细胞

毒素、肠毒素、血凝素和溶血素等毒力因子，是对水

产动物危害性较大的病原体之一。

1.5 温和气单胞菌（ ）

黄颡鱼感染温和气单胞菌报道较多，全国多地

有发生[19-22]。温和气单胞菌属于嗜温有动力气单胞

菌，是一种典型的人、兽、鱼共患病原菌，为常见的

条件致病菌，其外毒素是重要致病因子之一，包括

有溶血素（hemolysin）、气溶素（aemlysin）、细胞毒性

肠毒素（cytolyti centerotoxin）等[19]。

1.6 嗜水气单胞菌（ ）

嗜水气单胞菌引起的黄颡鱼病报道较多，典型

症状有所不同。黄钧等[23]分离鉴定广西永福县体表

溃疡症状型的黄颡鱼病是由嗜水气单胞菌与温和

气单胞菌混合感染引起；梁正生等[24]从广西桂林市

具有典型腹水病症状的黄颡鱼分离鉴定的病原菌

是嗜水气单胞菌；刘杰等[25]从广西桂平市暴发性流

行病的黄颡鱼分离到的病原菌为嗜水气单胞菌；杨

移斌等[26]报道，湖北省荆州黄颡鱼大规模腹水病的

病原是嗜水气单胞菌；柏爱旭等[27]确定淮安地区暴

发的黄颡鱼出血性肠炎病原为嗜水气单胞菌；蒋自

立等[28]鉴定出重庆市壁山县大路渔场黄颡鱼大规模

感染疾病的病原为嗜水气单胞菌；蒙兰丽等[29]报道

了导致广西田东县龙须河某养殖户网箱养殖的黄

颡鱼大批发病死亡的病原菌为嗜水气单胞菌；赵静

等[30]报道了发病瓦氏黄颡鱼为嗜水气单胞菌感染；

刘杰等[31]对广西梧州网箱养殖的患病黄颡鱼嗜水气

单胞菌总检出率为 41.46%。

1.7 拟态弧菌（ ）

2011年，广东、广西黄颡鱼出现一种新病，体表

出现形态规则的溃疡，感染鱼的累计死亡率 70%~

100%，分离鉴定病原是拟态弧菌，该菌作为鱼的病

原属首次报道 [32]。孙昌飞等[33]在江苏大丰、陈彦希

等[34]在贵州分别分离鉴定黄颡鱼烂身病的病原为拟

态弧菌。

拟态弧菌属弧菌科弧菌属，革兰阴性杆菌，与

霍乱弧菌亲缘关系很近，引起皮肤纤维蛋白样的坏

死，肾、肝、脾细胞坏死，肝严重出血。拟态弧菌感染

黄颡鱼过程主要是先黏附于肠道、皮肤和鳃，同时

可侵染多数内脏器官，但主要在皮肤肌肉内繁殖，

进而引起皮肤、肌肉、肠道、鳃的病变。

1.8 链球菌（ ）

2016年 7~8月，福建漳州黄颡鱼发病，口腔与

下颌、体表两侧及鳍条基部均有出血症状，肛门红肿

有红色液体流出，肝脾肾肿胀充血，部分病鱼有腹

水，鉴定病原为海豚链球菌（ ）[35]。

贵州某养殖场网箱饲养的黄颡鱼 10月份开始发病，

濒死期出现在水面转圈现象，死亡鱼身体不同部位

出现溃疡，鉴定病原为无乳链球菌（ ）[36]。

1.9 类志贺邻单胞菌（ ）

龙苏等[37]从广西武鸣县某养殖场养殖的黄颡鱼

病鱼分离鉴定病原菌为类志贺邻单胞菌；左跃等[38]

从患病黄颡鱼的肝、肾、脾组织中单一分离到类志

贺邻单胞菌，但人工感染试验未见黄颡鱼发病，认

为是非细菌性病原体导致疾病暴发，进而引起类志

贺邻单胞菌继发感染。

1.10 溶酪巨型球菌( )

段荟芹等[39]从成都某养殖场患病黄颡鱼体内分

离鉴定出溶酪巨型球菌。溶酪巨型球菌能够引起鱼

体发病，目前，已从牙鲆、鲭、加州鲈等鱼体内分离鉴

定出，此病菌为水产养殖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1.11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

)

王利等[40]从发病黄颡鱼分离鉴定小肠结肠炎耶

尔森氏菌为黄颡鱼致病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

属于肠杆菌科，耶尔森氏属，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

是少数几种能在低温下生长繁殖的肠道致病菌之

一。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可分为致病菌株与非致

病菌株，其致病能力与毒力质粒编码的一系列外膜

蛋白及染色体编码的侵袭因子密切相关，毒力基因

的致病作用，一般认为是多因子多功能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结果[41]。

1.12 柱状黄杆菌（ ）

程辉辉等[42]2014年 12月在华中农业大学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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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颡鱼感染不同细菌性疾病主要症状

病原 病鱼行为 头部

鮰爱德华

氏菌、迟钝

爱德华

氏菌

离群独游，反应迟钝，游泳

无力，食欲减退。病鱼头朝

上尾朝下，悬垂于水中，有

时呈螺旋状游动，最后

沉入水底死亡

病鱼头顶部充血、出血、

发红，颅骨顶部皮肤溃

烂，露出颅骨，严重时头

顶穿孔，颅骨裂开，甚至

露出脑组织

蜡状芽孢

杆菌

病鱼头朝上尾朝下在水面

间歇性螺旋状打转

头顶正中部位皮下发红，

严重时头骨裂开，在头顶

部出现一条狭长的溃烂

出血带，呈现典型的“红

头病”症状

维氏气单

胞菌

发病初期病鱼出现反应迟

钝、食欲不振、离群独游、

浮于水面等症状，严重者

不摄食

温和气单

胞菌

病鱼摄食减少，离群独游，

在水中不停旋转

眼球外凸、浑浊，大部分

病鱼口腔周围溃烂

嗜水气单

胞菌

离群独游，缓慢无力，偶见

挣扎性旋转或急游，停食
头部发红

体表

上下颌可见到细小的出

血斑，鳍条基部出血，腹

部可见到细小的出血

斑，肛门及生殖孔充血、

出血、外突

鳍条基部、口腔、下颌、

鳃盖、眼眶充血

上下颌出血、肛门红肿、

体表不同程度的溃烂,胸
鳍、腹鳍和臀鳍基充血，

伴有鳍条缺失

体表(头部、鳍、鳃盖、腹
部等)出现不同程度出血
现象，有些鳍有溃烂；背

部肌肉腐烂，鱼骨外露

体表溃烂，身体中后部

常有大面积褪色斑，胸

鳍和背鳍基部发红、溃

烂，部分病样尾鳍腐烂，

下颌和腹部发红，口腔

周围和溃烂

鳃 内脏

鳃盖可见到

细小的出血

斑

病鱼腹腔膨大，内有大量淡黄

色腹水。肠道充血、发炎，胃

腔内充满气体和浅黄色水样

液体。肝肿大、上有出血点或

出血斑，颜色灰白；肾脾肿大

充血，颜色灰黑

腹部膨大，解剖腹腔，内有少

量血水或透明腹水，胃、肠道

发白，肠内无食。肝脏有点状

或块状出血，胆肿大呈紫黑色

病鱼腹部膨大，解剖时可见腹

腔内有大量淡红色腹水，有刺

鼻的恶臭。肠内无食物，肠壁

变薄，有充血和出血现象。肝

脏、胆囊肿大，有点状出血斑

点；脾脏、肾脏肿大，颜色加深

腹部膨大，腹腔内有大量清亮

的液体，肝肿大发白

鳃盖边缘溃

烂，鳃瓣发

白，镜检可

见鳃丝和鳃

小片肿胀、

粘连或溶解

腹部膨大，腹腔中有大量淡红

色积液，胃和肠道发红，空肠，

有的胃胀气；部分病鱼肛门发

红。肝脏肿大发白无弹性，表

面常有大小不一的红点或红

斑，有的则呈糜烂状。或肝肾

脾有充血肿大，肝发黄，胆囊

肿大

学院教学实习基地发现低水温条件下柱状黄杆菌

感染黄颡鱼成鱼，引起体表溃烂，发病率高达

100%。柱状黄杆菌属于黄杆菌目、黄杆菌科、黄杆菌

属，是一种严格需氧的革兰氏阴性菌，菌体呈细长

弯曲状，具有滑动能力和团聚性，几乎所有的淡水

鱼类均对该菌敏感。

1.13 简达气单胞菌（ ）

杨文飞等[43]报道，2017年 7月从安徽省当涂县

暴发出血病的黄颡鱼病变脏器中分离鉴定到 1株

简达气单胞菌，且经人工感染回归试验证实其为病

原菌。简达气单胞菌为革兰氏阴性，短杆状，在琼脂

培养基上经 28 ℃恒温培养 24 h后，菌落呈圆形、

淡黄色、透明，周围整齐、光滑，直径约 1 mm[44]。

2 主要症状及流行特点

已见报道的黄颡鱼病原菌除上述 14种外，还有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45]、

腐败希瓦氏菌（ ）[46]等。根据上

述文献描述，不同细菌性疾病症状有许多相似之

处，主要表现为体表及内脏充血、出血、溃烂，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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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 病鱼行为 头部

嗜水气单

胞菌

离群独游，缓慢无力，偶见挣

扎性旋转或急游，停食
头部发红

体表

体表溃烂，身体中后部

常有大面积褪色斑，胸

鳍和背鳍基部发红、溃

烂，部分病样尾鳍腐烂，

下颌和腹部发红，口腔

周围和溃烂

鳃 内脏

鳃盖边缘溃

烂，鳃瓣发

白，镜检可见

鳃丝和鳃小

片肿胀、粘连

或溶解

腹部膨大，腹腔中有大量淡红

色积液，胃和肠道发红，空肠，

有的胃胀气；部分病鱼肛门发

红。肝脏肿大发白无弹性，表

面常有大小不一的红点或红

斑，有的则呈糜烂状。或肝肾

脾有充血肿大，肝发黄，胆囊

肿大

拟态弧菌

食欲下降、病鱼溜边，离群、

头浮于水面失去平衡

表皮有规则性溃烂，严

重时全身皮肤溃疡，肌

肉也发生严重溃烂，肛

门红肿

鳃出血溃烂

肝脏肿大，肝脏苍白伴有出血

点，肾间质出血淤血，肠道出

血，腹腔内有淡红色腹水

类志贺邻

单胞菌

下颌和腹部发红，鳍条

发红

腹部膨胀，腹腔中有大量淡红

色积液（腹水），消化道发炎，

肝脏颜色淡黄，表面有大小不

一的红点

溶酪巨型

球菌

患病初期，病鱼食欲减退，离

群独游，游动缓慢，严重期，

病鱼游姿平衡失调、有的侧

游

患病初期，体表轻微出

血。后期体表严重出

血，皮肤溃烂，鱼嘴边缘

及下颌均溃烂出血，胸、

腹、背、臀、尾鳍均有出

血点，胸鳍及腹部周围

广泛出血，肛门红肿

病鱼胃膨大，有黏液分泌物，

腹腔少量积水，肝脏、肾脏肿

胀、出血

小肠结肠

炎耶尔森

氏菌

行动减缓，离群独游，对外界

刺激反应迟钝，停止采食，之

后在水面侧游、死亡

在发病初期病鱼的上下

颚、眼睛、鳍基等处有轻

微充血、出血，严重时为

全身多处充血、出血

病鱼鳃丝肿

胀，有较多的

黏液

腹部肿大，肠段充盈，肠粘膜

有不同程度的充血、出血。肛

门红肿、突出。肝脏肿大，局

部出血，质地变脆、颜色呈现

暗红色，少数呈灰白色

简达气单

胞菌

发病早期病鱼离群独游、很

少进食。随后，

很快漂浮水面死亡

病鱼的眼部、鳍条和尾

部均有出血症状
鳃出血 脾脏、生殖腺和胃出血明显

柱状黄

杆菌

病鱼离群独游，行动缓慢，对

外界刺激反应迟钝，偶尔可

见病鱼旋转翻滚

体色发黑，特别头部尤

为明显；眼睛凹陷

体表黏液增多，尾部背

肌处皮肤斑块状发白溃

烂，偶见腹部胸鳍处明

显的破溃

海豚链

球菌

口腔与下颌、体表两侧

及鳍条基部均有出血症

状，肛门红肿有红色液

体流出

肝脾肾肿胀充血，部分病鱼有

腹水

无乳链

球菌
在水中转圈

身体的不同部位出现

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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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大有腹水等，详见表 1。

鮰红头症是 爱德华氏菌和迟钝爱德华氏菌感

鮰染的典型症状。流行病学与病理特征分析发现，

爱德华氏菌和迟钝爱德华氏菌病在临床上主要表

现为急性型与慢性型 2种类型。急性型发病急，病

程短，死亡率高，从开始出现症状到大量鱼发病死

亡只需 3~5 d。慢性型病程较长，发病相对缓慢，主

要表现为头顶部充血、出血、发红，并随病程的发展

皮肤、肌肉甚至颅骨溃烂穿孔，露出脑组织，其“红

头病或烂头病”也因此而得名。爱德华氏菌感染鱼

类主要是通过消化道、鳃和鼻腔 3 条途径，当其经

消化道或鳃感染时细菌进入血液后并迅速分布于

机体各组织器官，从而引起败血症，即急性型；但当

其经鼻腔侵入嗅球，再经嗅球移行到脑，则表现为

慢性型 [47]。黄颡鱼细菌性疾病每年 3-10月均有流

行，危害不同规格的黄颡鱼鱼种或成鱼。

3 防治方法

坚持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加强养殖生

产管理，做好综合防治。

1）做好清塘消毒，鱼种放养前彻底清塘消毒，

改善池塘底质环境。

2）优化养殖模式，控制放养密度，不宜追求过

高的产量。

3）科学合理投喂，投喂优质饲料，切忌过度投

喂，特别是春季水温不稳定时期需要控制投喂量，

日投饵量宜低于 1%；定期添加多维、多糖以及天然

植物抗菌药物，增强鱼体抵抗力。

4）加强水质管理，定期施用微生态制剂调控水

质，避免鱼体应激。

5）实施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从源头控制病

害传播。

6）病害发生时全池泼洒聚维酮碘、二氧化氯或

者生石灰等消毒剂，杀灭病原体；泼洒生石灰前，测

量并确认池塘水体 pH值不超过 8.5；内服国标抗菌

药物，用药前对病原菌进行药敏试验，选择敏感药

物进行治疗。不使用敌百虫、硫酸铜等刺激性强的

药物，不同时多种药物混合使用。

7）研究使用疫苗进行免疫预防。目前，黄颡鱼

细菌性病害的防治主要依赖消毒剂及抗生素等化

学杀菌药物，造成耐药性菌株的产生和环境污染。

急需研究开发出高效的疫苗，减少药物的使用。

8）及时捞出病死鱼，用生石灰消毒后深埋，避免

进一步传染；对工具实行彻底消毒和曝晒，控制染病

池塘水体随意排放至公共沟渠，杜绝病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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