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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春季水产养殖主要病害防治方法

安元银 温燕玲 杨 曼

贵州省水产技术推广站，贵阳 550001

摘要 进入春季后，低温与暖湿气候交替出现，水产养殖病害开始增多。本文结合贵州省目前的主要养殖品

种和养殖模式，介绍了贵州省春季水产养殖需重点防控的疾病（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真菌性疾病和寄生虫

性疾病），并针对性提出了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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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进入春季后，天气变化频繁，冷暖空气

交替，低温阴雨和雷电冰雹时有发生，昼夜温差大，

水温变化也较大，水产养殖动物病害开始增多。要

做好春季易发病害的防治工作，须重点关注贵州省

稻渔综合种养、鲟鱼流水养殖、池塘养殖等主要养

殖模式以及取得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称号

的养殖场、规模养殖企业和水产苗种场等，特别是

鮰对鲤、草、鲢、鳙、鲟、鲫、 、鲶等主养品种做好病害

防控。现根据贵州省进入春季后易造成重大损失的

病害的防治方法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1 病毒性疾病

1.1 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

1）病原、流行情况和症状。病原为传染性造血

器官坏死病病毒（弹状病毒属），主要危害虹鳟、大

鳞大麻哈鱼、河鳟等鲑科鱼类的鱼苗和当年鱼种。

主要症状是病鱼体色发黑，出现昏睡，或游动缓慢，

时而出现痉挛，往往狂游后突然死亡；有突眼和腹

水，肛门处常拖有一条长而粗的黏液便，鳍基、口

腔、肌肉、脂肪组织、腹膜、脑膜、鳔、心包膜等出血。

该病在水温 8~15 益时流行。

2）防治方法。

淤做好水产苗种检疫和卫生消毒措施，可用

50 mg/L 的聚维铜碘对受精鱼卵浸泡 15 min 进行

消毒处理。

于每千克饲料，一次量用 20 g 板蓝根末，2 次/d，
连用 5 d。

盂对鱼池采取提高水温至 17~20 益能有效控

制此病，但是不能消灭病毒，应与未受感染养殖隔

离开。

榆在饲料中添加大黄等，增强免疫力。

1.2 鲤春病毒血症

1）病原、流行情况和症状。病原为鲤春病毒血

症病毒（鲤弹状病毒），主要危害鲤，特别是 1 龄以

下的鲤鱼种，也可感染草鱼、鲢、鳙、鲫等。主要症状

是病鱼体色较黑，呼吸缓慢，往往失去平衡而侧游，

腹部膨大，有腹水，突眼，肝门红肿，体表、眼、内脏

出血，肌肉出血，肝、脾、肾肿大。主要流行于水温

13~20 益的春季，其中该病暴发的最适温度为 16~
17 益，水温超过 22 益一般不再发病，死亡率可达

80%~90%。

2）防治方法。

淤严格执行水产苗种检疫制度，从源头控制该

病发生。

于做好养殖鱼、水源、工具及设施等消毒，可用

含碘量为 100 mg/L 碘伏或用三氯异氰脲酸粉、含

氯石灰等含氯消毒剂消毒水体。如有鱼鲺、水蛭等寄

生虫，要先用 0.7~1.2 mg/L 硫酸铜或 0.3~0.5 mg/L 的

晶体敌百虫全池泼洒杀灭鱼鲺或用 2.5%食盐水浸浴

杀灭水蛭，防止它们成为鲤春病毒的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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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选育抵抗力强的品种。

榆具备控温条件的可将水温调高到 22 益以上。

1.3 痘疮病

1）病原、流行情况和症状。病原为疱疹病毒，主

要危害鲤、鲫、草鱼、圆腹雅罗鱼、金鱼。主要症状是

病鱼体表有白色斑点，以后变厚、增大，形成“石蜡

样增生物”，由乳白色变为奶牛色、桃花色、褐色、黑

色。该病流行于秋末至春初的低温季节及密养的鱼

池、网箱，当水温升高到 15 益以上时，患病轻的病

鱼会逐渐自愈。

2）防治方法。

淤严格执行检疫制度。

于将病鱼放入含氧量高的清洁水（流动水更

好），体表增生物会自行脱落。

盂排出原池水 3/5，使用生石灰全池泼撒，调

pH 9.4~10.0 后加入新水。

榆每立方米水体每日使用 10%聚维酮碘溶液

0.45~0.75 mL，全池泼洒。

虞每千克饲料添加银翘板蓝根散 3.2~4.8 g 或

七味板蓝根散 8~16 g，每日投喂 2 次，连续投喂 7 d。
愚按照一次量，每千克饲料加入 50 g 大黄，先

将大黄研成粉末，用开水浸泡 12 h 后，拌饲投喂，

连用 7 d。
2 细菌性疾病

2.1 斑点叉尾鮰“传染性套肠症”

1）病原、流行情况和症状。病原目前初步认为

是嗜麦芽寡养单胞菌，为革兰氏阴性杆菌，主要感

鮰 鮰染斑点叉尾 ，其他 科鱼类也可感染。主要症状

是鳍条基部、下颌及腹部充血、出血；腹部膨大，体

表出现大小不等圆形或椭圆形的褪色斑，肛门红肿

外突，有的鱼甚至出现脱肛现象，后肠段的一部分

脱出到肛门外，腹水，肠道充血，出血，肠壁变薄，肠

道发生痉挛或异常蠕动，常于后肠出现 1~2 个肠套

叠，发生套叠和脱肛的肠道明显充血、出血和坏死。

3-9 月是其发病的时期，但以 3-5 月高发，一般是每

年的 3 月下旬或 4 月初开始发病，发病水温多在

16 益以上，并随水温的升高病程缩短，此病发病

急，死亡快，病程短，一般病程在 2~5 d，发病率 90%
以上，死亡率 80%以上，严重的达 100%。

2）防治方法。

淤用生石灰或漂白粉清塘消毒。

于定期用生石灰或二氧化氯消毒养殖水体。

盂鱼种下塘前用 1%~3%食盐溶液浸泡 5~20 min。
榆发病时，可用氟苯尼考添加在饲料中连续投

喂，连喂 5~7 d，同时每隔 1 d 在养殖水体中泼洒

0.3 mg/L 的二氧化氯制剂消毒池水。

2.2 竖鳞病

1）病原、流行情况和症状。病原是豚鼠气单胞

菌、水型点状假单胞菌，主要危害鲤、鲫、金鱼、草

鱼、鲢等。主要症状是体表粗糙，鳞囊内积水，鳞片

竖起。发病时间为初冬至春季，气温在 15 益以下，

尤其在气温骤降时常暴发流行。

2）防治方法。

淤避免鱼体受伤。

于用 10%聚维酮碘全池泼洒消毒水体。

盂用 3%食盐水浸泡病鱼 10~15 min；或用 2%
食盐和 3%小苏打混合液浸泡 10 min；或用捣烂的

大蒜 250 g 加入 50 kg 水，多次浸泡病鱼。

榆用磺胺间甲氧嘧啶，一次量，30~50 mg/kg，拌
饲投喂，1 次/d，连用 3~5 d。

虞用中草药青板黄柏散治疗。

2.3 白云病

1）病原、流行情况和症状。病原为荧光假单胞

菌、恶臭假单胞菌、洋葱假单胞菌，主要危害鲤、江

团、鲟等。主要症状是最初体表有点白色黏液物，严

重时好似全身布满一片白云。流行于水温 6~18 益，

并稍有流水、水质清瘦、溶氧充足的网箱养鲤及流

水越冬池中，此病常并发竖鳞病和水霉病（受伤后

易发）。

2）防治方法。

淤应选择健壮、未受伤的鱼种，放养前鱼种用

盐水等进行浸泡。

于用 10%聚维酮碘全池泼洒消毒水体。

盂每立方米水体使用 5%苯扎溴铵溶液 2~3 mL，
稀释 300~500 倍后全池泼洒消毒。

榆用氟苯尼考按每千克体重 5~15 mg 的一次

量添加在饲料中连续投喂，1 次/d，连用 3~5 d。
2.4 烂尾病

1）病原、流行情况和症状。病原是温和气单胞

菌、豚鼠气单胞菌、嗜水气单胞菌，主要危害草鱼、

鮰斑点叉尾 、罗非鱼等。主要症状是病初尾柄处皮

肤发白，随后尾鳍、尾柄充血、发炎，严重时尾鳍烂

掉，甚至整个尾部烂掉。此病较常见，只要鱼尾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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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伤，或被寄生虫等损伤后，鱼体抵抗力下降，水质

又较污浊，养殖密度高，水中病原菌又较多时，就容

易暴发流行。

2）防治方法。

淤避免鱼体受伤。

于注意保持池水洁净，可用含氯石灰、三氯异

氰尿酸粉对水体消毒。

盂发病时用复方磺胺二甲嘧啶粉拌饲，每天投

喂 1 次，连用 4~6 d；或用恩诺沙星粉拌饲，每天投

喂 2 次，连用 5~7 d。
3 真菌性疾病

3.1 水霉病

1）病原、流行情况和症状。病原有水霉、绵霉

等，主要危害各种受伤的鱼及卵。主要症状是严重

时呈灰白色棉毛状，卵呈“太阳籽”。水霉在淡水水

域中广泛存在，对温度的适应范围极广，5~30 益均

可生长繁殖，流行水温 13~18 益，鱼体受伤是发病

的重要诱因。

2）防治方法。

淤清塘除去池底过多的淤泥，用 200 mg/L 的

生石灰或 20 mg/L 的漂白粉消毒。

于操作时避免鱼体受伤。

盂经过长途运输的鱼种放养前和放养后，用

2%~3%食盐水或消毒剂进行消毒；亲鱼人工繁殖受

伤后，在伤口涂抹 10%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处理。

榆患病时用浓度为 20 mg/L 聚维酮碘溶液，

或用 2 mg/L 的高锰酸钾混合 1%的盐水浸泡病

鱼 20~30 min。
虞用 8 mg/L 的食盐与小苏打合剂（1颐1）全池

泼洒。

4 寄生虫性疾病

4.1 小瓜虫病

1）病原、流行情况和症状。病原为多子小瓜虫，

主要危害各种淡水鱼的苗种、观赏鱼。主要症状是

病鱼反应迟钝，游动缓慢，不时与固体物摩擦，在鱼

体表、鳍条或鳃部等寄生处形成小白点。小瓜虫繁

殖适温为 15~25 益，主要流行于春、秋季，当水质恶

劣、养殖密度高、鱼体衰弱时，在冬季及盛夏也有发

生。小瓜虫病发病速度快、致死率高。

2）防治方法。

淤小瓜虫早期预防和检测是防控的关键，如防

止野生鱼类进入养殖水体，曾经发生过小瓜虫病

的鱼池要清除池底过多淤泥，水泥池壁要进行洗

刷，用生石灰或漂白粉进行消毒，并且在烈日下曝

晒 1 周。

于发病时用盐度为 20~30 的盐水浸泡。

盂用浓度为 0.7 mg/L 的硫酸铜、硫酸亚铁粉溶

液全池泼洒。

榆用辣椒和生姜全池遍撒，每立方米水体放辣

椒粉 0.8~1.2 g 和生姜 1.5~2.2 g，先粉碎、加水煮

30 min 后，连渣带汁全池泼撒，每天泼 1 次，连泼

2~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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