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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防治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王德铭等曾对青

鱼鱼病防治病作过研究，当时危害青鱼最严

重的疾病是青鱼出血病，其他方面的疾病很

少。随着青鱼养殖业的发展，青鱼病害也越来

越多，江苏省水产研究所、中科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和上海市水产研究所都对青鱼疾病都做

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1、青鱼病毒性疾病

青鱼出血病是青鱼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

最严重的疾病，青鱼出血病于江苏、浙江及上

海市郊等地广为流行，特别在江苏更为严重，

其病危害较大，致使 2 龄青鱼成活率一般仅

在 20%左右，所以不少水产养殖场因对出血

病束手无策而不愿饲养直接影响青鱼商品鱼

的生产，导致青鱼产量逐年下降。
发生该病之后，个体较大的鱼首先发病

死亡，而后，个体较小的发病死亡。自上个世

纪 80 年代就经常见到此类青鱼出血的情况。
使用磺胺类、吠喃类药物，喜旱莲子草等拌饵

内服，漂白粉全池泼洒消毒，加注新水及换水

等措施，都没有明显效果，不能控制其死亡。
之后，孙建中和翟子玉等对青鱼出血病作了

系统的研究，并且都分离出导致青鱼出血病

的病毒，制备了疫苗，对青鱼进行注射免疫，

成 活 率 一 般 可 达 70%以 上 ，个 别 的 可 达

98.98%，效果显著。1983 年，青鱼的出血免疫

防病技术在南京通过技术鉴定。疫苗的应用

在防治青鱼出血病的技术已经很成熟。自从

青鱼出血病的免疫的方法应用于生产后，青

鱼亩单产由原来的 85 千克提高到 150 千克，

经济效益提高 200 元/亩。
2、青鱼细菌性疾病

近些来，随着青鱼大规模的养殖，由细菌

性引起的青鱼疾病也日趋严重，例如细菌性

败血症、细菌性肠炎和细菌烂鳃病等。病原菌

主要是嗜水气单胞菌。引发该病的主要原因

是高密度饲养及养殖环境不良是引起的。另

外，日常管理不当和水体环境剧变同样也是

可能的。
利用中草药和一些抗生素，采取外消内

服的方法进行预防，效果很明显。预防时注意

药量及疗程，否则会导致抗药病原的出现，而

使治疗更加困难。另外，还可采用生态预防，

如施用光合细菌 EM 制剂等生物制剂。发生

这些病用药物治疗可以达到较好的治疗效

果。青鱼细菌性疾病很容易发生，春季要及早

采取预防措施，把疾病控制在初始阶段。当发

生疾病时，一般采用药物治疗。
3、青鱼真菌性疾病

真菌病一般都发生在鱼苗期间，青鱼一

旦发生真菌性疾病，鱼苗将出现大量死亡，经

济损失很大。引起青鱼苗内脏真菌病的原因

可能有 3 点。（1）水体的氨氮和亚硝酸盐值过

高，水质恶化。（2）养殖密度过大，青鱼苗池塘

或网箱内水体溶氧不足，导致青鱼苗摄食量

下降，引起青鱼苗体质下降，暴发内脏真菌

病。（3）由于投喂的饲料是草鱼饲料，不能满

足鱼苗营养需求，造成鱼苗营养不足，体质下

降，导致鱼苗暴发内脏真菌病。
青鱼苗内脏真菌病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治

疗方法，因此要重视预防此病的发生。预防要

注意以下几点。（1）给青鱼苗提供良好的养殖

环境，放养密度以不超过 300 尾/米 2。（2）定

期清理网箱底部的残饵和粪便，给青鱼苗投

青鱼鱼病概况及其防治策略 ○吴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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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青鱼专用配合饲料，定期在饲料中添加多

维、三黄粉、氟苯尼考等添加剂进行投喂，保

证青鱼苗有较强体质，增强其抗病力；定期施

用二氧化氯、聚维酮碘等消毒剂对水体进行

消毒，消毒三天后泼洒微生态制剂进行调水。
（3）引进青鱼苗要严格进行检疫和消毒，保证

进入网箱的青鱼苗都是健康的鱼苗。
总体而言，青鱼的鱼病防控主要是坚持

“全面预防积极治疗”的方针强调，“以防为

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原则。青鱼对药物

极其敏感，所以治疗中稍不注意就会给鱼体

带来伤害。所以渔药的使用要实行处方制严

格遵循国家的有关规定，严禁使用未取得生

产许可证批文号生产执行标准的渔药。
（通联：434025，长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电话：13297983639）

大量的调查表明，亚

硝酸盐含量过高，溶氧不

足和 pH 较低三者之间存

在某种协同作用，成为诱

发暴发性鱼病的最重要环

境因子。随温度升高，血液

中亚硝酸盐蓄积最多，进而影响免疫保护机

制，水温超过 30℃以上时，亚硝酸盐诱导草

鱼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转变为高铁血红蛋白，

亚硝酸盐氮含量到 0.090mg/L 左右草鱼即出

现出血病。
目前降低亚硝酸盐含量的方法主要有：

（1）理化方法 清除池底淤泥，减少池中的有

机物，同时定期换水，这是预防亚硝酸盐浓度

过高的根本途径，但受实际条件所限，一般较

少采用；另外，研究发现，高浓度的氯离子可

降低亚硝酸盐对罗非鱼幼鱼的毒性，但要控

制氯离子和亚硝酸盐的比率在 6:1 以上较

好，过多的添加容易造成水质盐化；在循环养

殖系统中，较好的办法是在过滤系统接种活

性污泥；有的还原剂能将亚硝态氮还原为易

挥发气体，但维持时间短，只适于亚硝酸盐中

毒急救。（2）施用微生态制剂调节 当前使用

的微生物制剂有光合细菌、芽孢杆菌、乳酸

菌、放线菌等几类，其作用机理是修复水体微

生态环境，间接增加水体溶解氧，并使底质疏

松透气,有利于有机质的完全分解，间接的促

进硝化作用。但受生长繁殖速

度，菌类保存技术、投放后到水

体成活率、水体环境等各方面

影响，降解亚硝酸盐的效果并

不理想，放线菌的过多使用还

会引起鱼体异味。（3）植物净化

凤眼莲对养鱼污水中的亚硝态氮除去率达

88.1%，但凤眼莲为生态入侵种，繁殖能力太

强，不利于生态平衡。
在亚硝酸盐过高的危急情况下，大量使

用过硼酸钠、过氧化钙等化学增氧剂，往往会

因为其剧烈的化学放氧作用而加剧鱼虾的应

激作用；芽胞杆菌只是降解水中的有机质，减

少亚硝酸盐生成量，微生态制剂由于竞争会

进一步抑制硝化细菌的生长繁殖；活性炭等

吸附剂只是将水体中的亚硝酸盐浓缩聚集于

吸附剂内并沉降于池底，上述措施随时都可

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危害。
因此要控制亚硝酸盐，必须联合行动，坚

持完整的调水策略，防患于未然。清淤，生石

灰消毒，在定期用增氧机或水质改良剂保持

水体含氧量的前提下，泼洒鱼喜食藻种，根据

养殖品种种植一定的沉水植物，投饵根据天

气情况定量，合理施肥，这才是养殖周期中防

控亚硝酸盐过高的上策。
（通联：400715，重庆市西南大学动物科

技学院，电话：13594251869）

控制亚硝酸盐

重在预防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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