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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养殖鱼类几种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

吴忠友

福建省浦城县枫溪乡“三农”服务中心，福建浦城 353400

摘要 在淡水鱼类养殖的过程中，疾病是需要重点面对的问题，这直接关乎鱼的生长质量及其成活率。本文分

析了导致鱼类疾病发生的原因（没有为鱼类塑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有害微生物的威胁和鱼自身缺乏免疫力）和常见疾

病，并提出了调节水环境、科学喂养、中草药治疗和调控水质等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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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淡水养殖的不断发展，淡水养殖鱼类的常

见疾病也随之增多，成为制约淡水养殖的关键性问

题之一[1]。因此，淡水养殖者必须充分了解常见疾病

发生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确保淡水养殖的质量

和产量双丰收。

1 导致鱼类疾病发生的原因

1.1 没有为鱼类塑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鱼类依赖于水才能生长发育，所以水环境对鱼

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良好的水质为鱼类的健康提供

条件，如果水中的氧含量变化或者 pH 值发生变化，

都会影响到鱼的生长。如果长时间没有净化水，水

底有厚厚的淤泥，有很多的垃圾，生存环境不好，鱼

类就会受到威胁，导致鱼生病。如果水温大幅度变

化，鱼类产生应激反应，也会导致鱼患病而死亡。

1.2 有害微生物的威胁

大多数淡水鱼类患病都是由于有害微生物侵

入到鱼类身体中。如果鱼类健康素质比较差，免疫

力弱，就不能有效地抵抗有害微生物，导致鱼体内

的变化巨大，对鱼的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有害

微生物存在传染性，而且对鱼的机体侵害性非常

强，当鱼类暴发疾病时就会快速传染，造成大面积

鱼类受到影响[2]。另外，鱼类生存环境中可能会有天

敌，直接威胁到鱼类的生命。

1.3 鱼自身缺乏免疫力

鱼类本身对疾病就有一定的免疫力。由于鱼种

类不同，重量上的差异很大，并不是所有的有害微

生物以及病原体都会影响到鱼类的正常生长。如果

鱼类的免疫力非常强，就不容易被病菌感染；如果

鱼类的免疫力比较弱，就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

致死亡。如果有外界因素影响鱼体结构，鱼对环境

的适应性减弱，鱼体各部位很有可能受到伤害，就

会导致鱼类缺乏免疫力。

2 淡水养殖鱼类几种常见疾病

2.1 病毒性疾病

在淡水养殖鱼类所患有的病毒性疾病中，草鱼

出血病最具有代表性。草鱼患有疾病之后，会出现

局部充血的症状，整个的鱼体呈现黑色。这种病症

发病时间短，死亡率很高，很难治愈。

2.2 细菌性疾病

淡水养殖鱼类患有细菌性疾病，主要为 2 种，

即烂鳃病和细菌性出血病。其中，烂鳃病的发病早

期阶段表现为食欲不振，头部呈现黑色，当病症进

入到后期阶段，鳃部颜色变化明显。细菌性出血病

初期阶段，仅产生轻度出血症状，当进入到后期阶

段会有整体出血产生，身体变得膨大。

2.3 寄生虫性疾病

1）寄生虫性疾病，比较典型的是粘孢子虫病。

鲤容易患有这种病症，主要是部分身体有胞囊，呈

现出瘤状。

2）指环虫病，当鱼在吃东西时，会出现“炸群”

疫病防控112· ·

                    
                                             
                          



养殖与饲料 2021 年第 06 期

状态。

3）车轮虫病，通常发生在 4-8 月，对鱼苗的伤

害非常大。另外，车轮虫病有潜伏性，很难被养殖人

员发现。

4）锚头蚤病，通常夏季为高发季，当环境温度

为 12~33 益，病症容易发生，此时鱼类的鳞片会变

颜色，而且有明显的充血症状。

3 治疗方法

3.1 调节水环境

鱼类的生存环境良好是保证其健康生长的关

键，因此，水产养殖人员对于养殖鱼类的水环境要

高度重视。如果水底的淤泥深厚，很容易滋生病原

体和细菌，需要定期将污泥清理干净，对养殖区做

好消毒工作[3]。在淡水鱼类易发期之前，要采用科学

有效的疾病预防措施，降低鱼类的病害发生率。在

强化水环境建设的同时，还要做好水资源保护的宣

传工作，提高人们保护水资源的意识，防止水质恶

化而造成鱼类大量死亡。

3.2 科学喂养

淡水鱼的类型不同，处于不同的生长期，营养

摄入量也会存在差异，应制定科学有效的喂养方案

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政府对于水产

养殖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引入先进的技术，对于养

殖人员采用的传统饲养方式予以纠正，鼓励科学饲

养，保证鱼类健康生长[4]。
3.3 调控水质

在养殖淡水鱼类时，需要制定科学管理方案，

调整好鱼类的密度，根据鱼种类的不同采用相应的

管理方法。养殖人员要深入学习，采用创新方法，基

于鱼类的特性调控水质，提高鱼类养殖密度，保证

水质良好，为鱼类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3.4 中草药治疗

使用中草药对鱼类进行治疗，通常不会产生不

良反应。虽然中草药的副作用小，但是需要很长的

治疗时间，而且成本也比较高，导致淡水鱼类的养

殖经济效益降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加快，中

草药领域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传统的方式，而是

为合剂，这样养殖人员使用中草药治疗鱼类疾病就

更加便利，药效也有所提高[5]。

4 结 语

淡水鱼的养殖技术已经实现突破，但是鱼类疾

病依然是当前需要面对的问题，只有采取相应的应

对措施才能保证鱼类质量，提高成活率。鱼类病害

是由很多因素导致，所以要综合分析，针对性地采

用治疗措施。由于区域差异较大，应根据不同地区

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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