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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养殖场养殖面积

地区 总水面/伊666.67 m2 池塘数/口 平均水面/伊666.67 m2

洪湖市 587 30 19.6
浠水县 750 30 25
孝感市 1 033 36 28.7

摘要 对湖北省洪湖市、孝感市、浠水县 3个地区有代表性的大宗鱼类养殖池塘 2011-2012年的用药情况

进行了跟踪调查，对用药种类、数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了用药成本，指出了目前湖北部分地区渔药使用过程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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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是淡水养殖大省，到 2015年淡水鱼产

量连续 20年居全国之首[1]。近年来，随着养殖面积

的扩大，集约化养殖程度的不断提高，水生动物病

害频发，对水产养殖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养殖生产

中，盲目、滥用渔药的现象也较为严重。笔者现就湖

北省洪湖市、孝感市、浠水县 3 个地区大宗鱼类养

殖池塘 2011-2012年的用药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

旨在了解湖北地区水产养殖用药的现状，为渔药的

管理和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2011-2012年在湖北省洪湖市、孝感市、浠水县

分别选择 1 个有代表性的大宗鱼类养殖场开展病

害监测，对水产用药进行了详细记录，统一规范各

养殖户的渔药用药记录表，每月定时收集并统计用

药情况，包括药品名称、规格、主要成分、用法用量、

用药金额等。3个养殖场池塘主养草鱼、鲢、鳙，套养

鳊、鲫、麦鲮、青鱼及少量鲴、黄颡鱼，均为混养模

式，各养殖场养殖面积见表 1。

2 结果与分析

1）渔药种类统计。3个养殖场使用的渔药主要

包括消毒剂、抗寄生虫药物、抗微生物药物、环境改

良剂、中草药、生殖及代谢调节药 6大类，具体渔药

种类名称统计见表 2。

根据表 2可以看出，3个养殖场使用的渔药种

类繁多，多达 100余种。同一通用名的药物常具有

多个不同的商品名，如商品名为“混杀安、蜘蛛侠、

虫菌杀星、虫菌消”的通用名均为阿维菌素。另外，

不同药物共用同一种商品名的现象也较多，如浠水

地区使用的“出血止”主要成分为辛硫磷，而孝感地

区的则为恩诺沙星粉，商品名相近的“出血宁”主要

成分却为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粉。

2）三地用药情况的比较。用药量统计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以看出，3个地区消毒剂、抗寄生虫药物

与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较多，按重量百分比计算

（水剂 1 L相当于 1 kg），消毒剂的使用量最高，洪

湖地区的高达 60%～70%；其次是抗寄生虫药物，孝

感地区的使用量高达 35%～45%；环境改良剂、中草

药、生殖及代谢调节药物的使用量相对较少。消毒

剂使用最多的是氯制剂，如二氧化氯与强氯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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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用药种类

药品分类 具体药品名称

消毒剂

卤素类院二氧化氯尧强氯精尧漂白粉尧溴氯海因尧二溴海因尧富溴尧聚维酮碘尧碘伏尧高碘酸钠
醛类院戊二醛
碱类院生石灰
重金属类院硫酸铜
季铵盐类院苯扎溴铵尧双链季铵盐碘络合物
季磷盐类

抗寄生虫药物

有机磷类院敌百虫尧辛硫磷尧磷酸酯
菊酯类院氯氰菊酯尧溴氰菊酯尧氰戊菊酯
咪唑类院甲苯咪唑
抗生素类院阿维菌素尧伊维菌素

抗微生物药物

抗细菌药物

喹诺酮类院恩诺沙星尧诺氟沙星
酰胺类院氟苯尼考尧甲砜霉素粉
磺胺类院磺胺甲恶唑尧磺胺二甲嘧啶
氨基糖苷类院硫酸辛霉素
四环素类院盐酸多西环素粉
抗病毒药物院盐酸吗啉胍
抗真菌药物院水杨酸尧硫醚沙星

环境改良剂

化学物院生石灰尧硫代硫酸钠尧过硫酸氢钾钠复合盐尧EDTA尧腐殖酸钠
微生态制剂院光合细菌尧芽孢杆菌尧EM菌尧硝化细菌尧反硝化菌尧乳酸菌尧酵母菌尧双岐菌尧沼泽红假单胞菌等
其他院肥料

中草药 板蓝根尧大黄尧黄芩尧黄柏尧黄连尧五倍子尧大蒜素尧苦参末尧金银花尧连翘尧柴胡尧栀子尧龙胆尧甜地丁尧知母尧麦冬
生殖及代谢调节药

微生物添加剂院乳酸菌尧枯草芽孢杆菌尧地衣芽孢杆菌尧酵母菌尧沼泽红假单胞菌
其他院维生素 C尧维生素 K3粉尧复合维生素尧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粉

氯异氰尿酸），其次是碱类的生石灰、季铵盐类的苯

扎溴铵与醛类的戊二醛。抗寄生虫药物使用最多的

为有机磷类杀虫剂，如敌百虫与辛硫磷，其中孝感

地区敌百虫的使用量高达 40%；其次为菊酯类（氯

氰菊酯、溴氰菊酯）与重金属类（硫酸铜、硫酸亚

铁）。抗微生物药物使用最多的为抗生素，其中恩诺

沙星的使用量最高，占抗微生物药物总量的 70%～

100%。环境改良剂使用较多的为微生态制剂，如光

合细菌、EM菌、硝化细菌等，其次是肥料，如生物肥

等。常用的中草药为板蓝根、穿心莲、大黄、柴胡、大

蒜素等。生殖及代谢调节药的使用量最低，只有浠

水地区的养殖场使用了该类药物，主要包括维生素

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粉、免疫多糖类及微生态添加

剂，如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酵母菌、沼泽

红假单胞菌等。

3个地区用药时间基本集中在每年的 3月底至

10月中下旬，其中 7～8月为用药高峰期。总体而

言，同一地区养殖场的渔药使用情况大致相同，但

不同地区之间会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各地区养殖户

的用药习惯及当地渔药推销员推销的药物产品有

关。洪湖与孝感主要使用消毒剂与杀虫药来防治鱼

病，用药品种相对较少，均为 20 多种，而浠水用药

种类较多，高达 80多种。另外，浠水地区的总用药

量最高，外用药物每 666.67 m2水面平均用量高达

4.00 kg；孝感地区用药量较低，2012年外用药物每

666.67 m2水面平均用量只达 0.52 kg，这与该地区

的种青养殖模式有一定的关系。

3）用药成本比较。浠水、洪湖 2个地区 2012年

药物投入情况见表 4。与洪湖相比，浠水地区每

666.67 m2 水面投入渔药的经费更多，然而每

666.67 m2纯利润却也更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渔

药的投入与经济效益成正比；另外，这可能与浠水

地区注重环境改良剂、中草药、生殖及代谢调节药

物的使用也有一定的关系。

3 讨 论

渔药治疗作为当前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的主要

防治手段[2]，直接关系到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渔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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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地用药量统计情况

表 4 两地区 2012年用药成本

药物种类
洪湖市 浠水县 孝感市

2011年 4-9月 2012年 4-9月 2011年 4-10月 2012年 5-10月 2011年 4-10月 2012年 5-10月

消毒剂/%

氯制剂 47.88 56.99 14.32 14.45 47.60 31.69
季铵盐类 14.94 0.36 4.36 2.91 1.96 9.35
醛类 0 0 6.43 1.80 3.00 6.41
碱类 0 0 0 26.04 0 0
其他 10.78 4.10 13.39 5.95 0 0
合计 73.60 61.45 38.50 51.15 52.56 47.45

抗寄生虫药物/%
有机磷类 18.99 15.70 4.62 3.60 41.59 33.27
菊酯类 1.28 0.62 3.97 2.69 0.88 0
其他 4.52 20.02 3.73 9.26 1.75 3.98
合计 24.79 36.34 12.32 15.55 44.22 37.25

抗微生物药物/%
恩诺沙星 0.68 2.18 14.21 10.76 1.64 6.40
其他 0 0 3.03 3.91 0.34 0
合计 0.68 2.18 17.24 14.67 1.98 6.40

环境改良剂/%
微生态制剂 0 0 10.07 4.39 0 0
肥料 0 0 9.92 3.77 0 0
化学物 0.46 0.03 3.63 2.89 1.25 0
合计 0.46 0.03 23.62 11.07 1.25 0

中草药/% 0.47 0 5.23 4.22 0 8.90
生殖及代谢调节药/% 0 0 3.10 3.22 0 0

平均每 666.67 m2用药量/kg 3.73 2.81 3.51 5.12 1.48 0.61
内服用药量/kg 25.20 36.43 672.41 849.19 30.20 96.60
外用用药量/kg 2 166.12 1 612.04 1 957.29 2 991.57 1 494.24 534.55

每 666.67 m2外用用药量/kg 3.69 2.75 2.61 4.00 1.45 0.52

地区 每千克鱼产量用药成本/渊元/kg冤
浠水县 0.35
洪湖市 0.11

产量/渊kg/666.67 m2冤 投入/渊元/666.67 m2冤 纯利润/渊元/666.67 m2冤 用药成本/渊元/666.67 m2冤
866 5 978 1 702 307

1 180 3 407 1 498 131
收入及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我国渔药市场逐步走向

正轨，然而仍存在许多问题，局势不容乐观[3-4]。本次

调查发现，渔药的使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消毒、杀虫剂使用过多。洪湖与孝感地区使

用的消毒剂与杀虫剂占总药量的 85%～95%。

2）用药单一。二氧化氯、敌百虫、恩诺沙星分别

是使用量最多的消毒、杀虫与抗菌药物，如孝感地

区使用二氧化氯的用量占消毒剂总量的 70%～

90%，敌百虫占杀虫剂总量的 90%以上。长期使用

单一药物不仅会增强病原体的抗药性，也会对环境

与鱼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3）凭经验用药。由于大多养殖人员不具备专业

的细菌检测技术，只是凭经验使用药物对细菌性疾

病进行药物治疗，未考虑到致病菌的耐药性。

4）盲目使用渔药。浠水地区的用药种类高达 80

多种，许多药品名称相近但成分各异，养殖户在使

用过程中频繁更换药物，可能会降低药物的疗效，

甚至造成更大的危害。

5）加大剂量使用药物。调查中发现一些养殖户

不按药物说明书规定的剂量用药，尤其是病情严重

时，更是采用超剂量方式。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由

于养殖户缺乏渔药方面的理论知识与科学指导所

造成的。

洪湖市、浠水县、孝感市 3 个地区养殖场的用

药情况在湖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因此，针对上述问题，现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加强

渔药使用安全培训及宣传，应加强水产养殖安全、

科学用药方面的知识培训及宣传工作，指导养殖

人员正确选药、合理用药并对症下药。二是加强鱼

病诊断的技术培训，应加强基层鱼病诊断技术的

培训，将鱼病检测、诊断作为池塘日常管理工作去

进行。三是重视“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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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发病初期不易被及时发现，等到病情严重时药

物也很难发挥理想疗效；另外，长期使用药物势

必会引起水环境污染，从而影响养殖机体的健

康，因此，应增强“防重于治”观念，注重养殖环境

的维护，同时也要增强鱼体自身的免疫力。四是

加强养殖用药管理。相关管理部门应引导、规范

各养殖场的养殖记录并进行实时监督，加强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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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规模化猪场对保育仔猪进行科学化养殖，需要严格把控喂养质量，完善饲养管理工作，将免疫接种、

药品管理工作落实到位，加强疫病防控，才能提高养猪经济效益。

关键词 规模化猪场；保育仔猪；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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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

提高各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我国政府相关部门鼓励

农民在养殖业中求发展，使得农村畜牧业正如火如

荼。综合来看，鸡、鸭、猪等畜禽是农民进行规模化

养殖的主要选择。规模化饲养可在提高农村经济效

益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和我国畜牧业的发

展。猪是规模化养殖的主选畜类，但若规模化猪场

养殖户的养殖技术缺乏科学性，则不仅不能确保仔

猪的健康生长，同时还会对其造成极大的经济损

失。本文介绍了规模化猪场保育仔猪的养殖技术要

点。

1 严格把控喂养质量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饮食质量不过关，就容

易引发不同程度的疫病[1]。因此，各规模化猪场养殖

者要想在养猪业上有所成就，首先就应确保保育仔

猪的喂养质量。而猪饲料是当前用于保育仔猪喂养

的首选，且饲料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保

育仔猪的生长和长成后的肉质，所以，养殖户应在

选用猪饲料时格外注重饲料的综合质量。保育仔猪

机体的各个器官尤其是消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综

合体质较差，倘若规模化猪场养殖者利用质量低下

或已发霉变质的饲料对保育仔猪进行投喂，则极易

导致其产生腹泻、食欲不振等不良症状，同时还存

在一定的病毒感染风险，致使病毒在猪群中传播，

最终导致保育仔猪大量死亡，给规模化猪场养殖者

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亦不利于我国养殖业的发

展。因此，养殖者选购饲料时要尤为慎重，严格把控

保育仔猪的喂养质量，在饮食上确保仔猪的健康成

长。

2 完善饲养管理工作

在保育仔猪的整个养殖过程中，仔猪的饲养管

理工作是影响其能否健康生长的又一大因素。在确

保饮食质量后，优质的生活环境是保育仔猪能够健

康成长的基本需求之一。因此，规模化猪场养殖者

首先一定要确保猪圈的干净整洁，并在此基础上保

持猪圈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在夏季等较炎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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