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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厂化水产养殖的鱼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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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处于高速经济发展阶段，养殖企业间竞争激烈，如何提高鱼类产量和鱼类品质，已经成为企

业间核心竞争要素，受到各个企业的关注重视。本文分析了现代工厂化水产养殖鱼病的发病情况以及常见鱼病，

并提出了落实消毒工作、增加鱼苗抵抗力和合理用药等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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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殖行业持续性发展和养殖企业逐渐增

多，关于鱼养殖的疾病问题也在不断增多[1]。大多数

的疾病在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在后期情况将会变得

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在鱼类养殖过程中，重点是要

进行预防，减少鱼类发生疾病的因素，同时加强鱼

类自身抵抗力，确保鱼类疾病得到有效控制。

1 发病情况

水产养殖中鱼类发病分为 3 个阶段，分别是潜

伏期、前驱期和高峰期。在潜伏期一般没有症状，在

前驱期时开始出现不明显症状，而到达高峰期时往

往已经处于不可弥补的状态，鱼类存活率大大降

低，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鱼类发病症状在前期

基本不明显，而到后期发展迅猛，往往在已经发现

患病鱼类后就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同时，鱼类在

生长旺盛时期也正是鱼类患病的高发期，4-5 月常

暴发烂鳃病、车轮虫病、指环虫病以及肠炎病等[2]，
6-8 月常患出血病。

2 常见鱼病

2.1 寄生虫引发的疾病

每年 4-8 月是寄生虫疾病高发的关键时期，常

见寄生虫引发的疾病有以下几种：1）由车轮虫引发

的疾病，每年 5-8 月发病，幼鱼和成鱼都较容易染

病，其疾病常发生在水质较差的环境中。寄生虫寄

生于鱼类皮肤以及鱼鳃上，初期在鱼头和嘴唇位置

呈现白色，随后鱼类开始暴躁不安，鱼体发黑，在水

池内快速游动，最终导致鱼类死亡。2）环虫与三代

虫鱼病。这类寄生虫一般寄生在鱼的皮肤和鱼鳃部

位，寄生部位会产生大量黏液，最终导致鱼类窒息

而死。3）小瓜虫病。鱼苗和成鱼都较容易发病，每年 3-
5月和 8-10月都极易感染。此寄生虫具有很大的致病

力，前期鱼体有白点分布，在后期鱼体上会形成黏膜，

导致鱼鳞脱落，鳍条腐烂死亡。

2.2 传染性疾病

常见的传染疾病一般是由细菌、真菌或者病

毒、微生物所引起。对于养殖企业来说可以减少

60%的产量，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巨大的影响。常见

引起的疾病为烂鳃病、肠炎病以及赤皮病等。烂鳃

病主要流行于夏季和秋季，发病时导致鱼鳃腐烂，

使鱼类呼吸困难最终导致窒息死亡。肠炎病是点状

产气单细菌引起的疾病，鱼类腹部胀气，导致无法

进食，肠壁充血最后死亡。赤皮病多发于草食性鱼

类，该病导致鱼体体表鳞片脱落，体表出血，对养殖

鱼类来说，此疾病危害性极大。

3 防治措施

3.1 落实消毒工作

不管是寄生虫类疾病还是真菌等引发的传染

性疾病，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水质条件给寄生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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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提供生存空间，让疾病乘虚而入。养殖水域应

该符合鱼类生长活动以及繁殖需要，并且水质优

良，确保里面没有寄生虫及真菌等对鱼类造成隐患

和伤害。同时在放养鱼类前，必须清除鱼池底下的

淤泥和杂物，并且进行一段时间的空置，最后进行

消毒晾干才能使用。消毒过程中可以采用生石灰，

生石灰不但能够起到很好地消除病原体的作用，同

时还能净化水质，保持水质的酸碱平衡程度，对鱼

类的生长生存都具有很好的作用。在鱼类养殖过程

中，还要制定严格的消毒计划，在疾病高发季节多

注意定期喷洒消毒药物和观察水质，保障鱼苗建

康，以提高养殖鱼类产量。

3.2 增加鱼苗抵抗力

增加鱼苗自身的抵抗力，有助于减少鱼类的染

病机率。可以根据鱼苗种类、生长习性和水质条件

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普及现代科学养殖技术，养

殖企业应该采用科学的养殖方法培养鱼苗，确保鱼

苗拥有良好的抵抗力，提高产量，提升企业经济效

益。同时，在养殖过程中还可以采用轮养和混养方

式，在养殖水池内投放凶猛鱼类能够有效解决野生

杂鱼和弱病鱼问题，让养殖鱼类质量更高。最后，定

期对养殖水池泼洒药物，也能有效防治寄生虫和真

菌，保护鱼卵阶段不受到伤害，孵化出来的鱼苗自

然品种优质，有较好的抵抗力，能有效抵御传染病

等的发生，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3.3 合理用药

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科学养殖的试验和实

践已经相当成熟，养殖企业在养殖过程中，应该更

加重视实际情况，以科学经验作为参考，制定合理

的养殖计划，确保鱼类的高产。而对于用药来说，更

应该注意药物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在养殖过程

中，特别是在疾病高发阶段，一定要定期进行鱼苗

的检测，及时发现鱼苗的问题，正确诊断，及时用

药，避免鱼病进一步扩散。在药物的投放上也同样

注意采用科学的方法，根据情况和诊断按说明书的

给药方式、使用剂量和使用范围对养殖鱼类进行施

药，以保证鱼病解决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最后，在目前的研究实践中，以中草药方式进行鱼

病的治疗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中草药降解快且

残留少，养殖企业用药过程中也应该对此产生重

视，确保以最为高效的办法合理解决鱼病。

4 结 语

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下，养殖企业不仅

要通过科学的喂养方式来提高鱼类产量，同时还要

对鱼病及时预防和防治，保障鱼类存活率，从而提

高经济效益。在鱼病预防中，首先要注意鱼病高发

季节的防治和观察，定期进行消毒和杂物的清除，

以保证鱼类生存水质以及寄生虫和真菌的消灭。同

时在养殖过程中，要根据实际鱼类种类和生活习性

特征及水质状况，制定科学的养殖计划和用药方

式，以保证鱼类的自身抵抗力的增加和鱼病的及时

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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