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研究 

进行硫酸铜、敌百虫、孔雀石绿、高锰酸钾、生石友、福 

术马林对鸟鳢苗种(6～8 cm)的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表 

明 6种 药物的安奎琅度分别为 0．0385、0．105、0．115、 

0 460、0．765、0．815mg／L；其 中生石灰不宜作为防治 

鸟鳢鱼病的药物，其 它 5种为较理想药牺 

乌鳢(Ophiocphlus argus)俗称才鱼、黑鱼，是一种淡 

水名贵经济鱼类，因其肉质细嫩、台肉率高，被视为营 

养滋补及席上珍品。乌鳢生长快 分布广，适合在各种 

淡水水域中养殖，深受广大养殖户的青睐。但在近几年 

养殖过程中，苗种培育阶段发病率较高，制约了养殖的 

规模和产量。为此我们选择 6种常用药物对乌鳢苗种 

进行急性毒性试验，以求安全浓度，为防治其疾病，寻 

求理想药物 ，准确掌握 用药量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 验 直 

为本所人工繁殖的当年鱼苗，体长 6．3～7．1 cm。 

试验前在小水簇箱中饲养3～5 d，挑选体质健壮 、规格 

基本一致的个体作为试验鱼。试验期间不投喂饲料。 

1．2 试验 药物 

试验所用药物及规格为：高锰酸钾 (分析纯)、硫酸 

铜 (化学纯)、孔雀石绿 (92％的晶体)、敌百虫 (90％的 

晶体)、福尔马林(分析纯)、生石灰(分析纯)。 

1．3 试验备件 

试验期间水温为 19～29℃，试验用水为曝气 48 h 

以上的耀井水，pH值为 6．6～7．0 溶氧量为4—5mg／ 

L。试验容器为园形塑料盆，其上底直径为 60 cm，下底 

直径为48 cm，高为 14．5 cm，水体容积为 l0 L。 

1、4 试验 方 法 

以几种常用药物对家鱼的安全浓度为基础进行预 

试验，观察鱼种恬动情况，再设计确定试验浓度 每种 

药物试验组分 5个等对散间距浓度( 表 !)。由试验药 

表 1 各种药物试验浓度 p／(m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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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稀释成所需浓度．每一浓度药液 

}察鱼的活动、死亡情况，详细记录各 

时段各组鱼的存活率，与对照组比较o 

1．5 计算方法 

根据试验期间鱼的死亡数与死亡时间，采用半对 

散座标直线内插法求出半致死浓度 (TLM)，安全浓度 

利用公式96 h TLM值 x0、1求取。 

2 结果 

6种药物对乌鳢的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详见表 2。 

衷2 乌薏对常用水产药物的平均霉受限和安全浓度 

受 警 ／魁(x诂雇10-~ 

硫酸铜、敌百虫、孔雀石绿 、高锰酸钾、福尔马林、 

生石灰的安 全浓 度分 别为 0．0385、0．105、0．115、 

0、460、n 765、0．815 mg／L；其中除生石灰的安全浓度 

低于常用药量外，其它 5种药物比常用药量都高。 

硫酸铜溶液浓度为 2．4 mg／L时，1 h后乌鳢苗种 

出现明显中毒状，即鱼种上下游串，鳃盖扩张，体表分 

泌大量粘液，2 h后开始死鱼，5 h后死亡率为 100％；浓 

度为 1．0 mg／L时，15 h开始出现死鱼，24 h死亡率为 

30％，48 h死亡率为 70％；浓度为0．75 mg／L时，8 h 

后出现中毒现象，24 h后开始死鱼，96 h死亡率仅为 

l0％ 。 

敌百虫溶液浓度为 10 mg／L时，19 h后出现中毒 

状，其症状与硫酸铜中毒状相同，23 h开始死鱼．48 h 

死亡率为 100％；浓度为 5．6mg／L时，24 h开始死鱼， 

96 h死亡率为 100％；浓度为 2．4mg／L时，24 h内末 

发现死亡，48 h内出现部分中毒，96 h死亡率为30％。 

高锰酸钾溶液浓度为 24mg／L对，1 h后明显出现 

中毒，鱼种出现上下游串，体表变黄，井分泌大量粘液， 

3 h死亡率为 20％，8 h死亡率为 100％，鱼死后，体表 

象火烧一样，大部分为黄色、少部分为黑色，口、鳃盖呈 

最大限度扩张状。 

生石灰溶液浓度为48 mg／L时，0．5 h后鱼体表粘 

液分辨增加，呈白色丝条状附于身上，5 h死亡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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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4 h死亡率为 100％；浓度为 20 mg／L时，28 h 

死亡率为40％ ，96 h死亡率为 6o％；浓度为 15 mg／L 

时．96 h后死亡率为 30％。鱼苗死亡前作挣扎状上、下 

或沿边游动，呼吸困难 ，最后腹部朝上沉于水底而亡。 

孔雀石绿溶液浓度为 0 56 mg／L时，30rain出现 

中毒症状 ，12 h死亡率为 10％ ，48 h死亡率为 100％； 

浓度为 0．42mg／L时 ，15 h开始死亡 ，24 h死亡率为 

30％ ，96 h死亡率为 100％。鱼种死亡前 ，体表呈绿色絮 

状。游动缓慢或静止不动。 

福尔 马林溶液浓度为 42mg／L时 ，50min后 出现 

中毒症状 ，鱼种作吐水泡的深呼吸上下运动，12 h死亡 

率 100％ ；浓度为 24mg／L时，48 h死亡率为 20％；浓 

度为13．5m,g／L时，43 h后发现死鱼，96 h死亡率为40 

％。死鱼身体僵硬，胸鳍展开，鳃盖扩张，口张开。 

6种水产常用药物的浓度，浸洗时问及结果见表 

3。从表 3不难看出，这 6种药物对乌鳢苗种浸泡 1 5～ 

表3 乌鳢对6种常用药物浸洗忍受力的安全浓度 

其安全浓度也较低，为0．46 mg／L，其浸泡浓度为 12 

mE／L，与常用浸洗浓度 20 mg／L相差较太，因此在乌 

鳢养殖过程中，使用高锰酸钾时要密切注视鱼体活动 

情况，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药剂量和浸洗时间。 

乌鳢对生石灰有独特的敏感性，试验结果显示，在 

设计的生石灰浓度范围内，乌鳢对生石灰都具有一定 

的敏感性，即大量分泌粘液 ，行动迟缓，呼吸困难。因此 

认为，虽然生石灰作为池塘消毒灭菌是一种理想的药 

物，但不宜作为乌鳢养殖池塘遍洒与浸泡药物，同时强 

碱性药物也不宜在乌鳢池中使用。 

乌鳢对孔雀石绿的敏感性仅次于硫酸铜和敌百虫 

两种药物，其安全浓度为0．115 mg／L、浸泡浓度为 0．2 

mg／L，基本接近常用遍硒与授泡剂量 ，是防治乌鳢养 

殖池中水霉病的较理想药物。 

乌鳢对福尔马林的敏感性相对较低，其安全浓度 

为0．765 mg／L，浸洗浓度为 40 mg／L。在试验中显示了 

30 min时 除生石灰 、敌百虫两种药物对鱼体有轻微毒 

害外，其它4种药物均无异常反映，可作为乌鳢苗种治 

病药物。 

3 讨论 

以上试验结果表明 ：乌鳢对 6种常用药物的敏感 

性与其它鱼类不尽相同，从结果可知乌鳢苗种对 6种 

药物敏感的大小顺序为：硫酸铜)敌百虫)孔雀石 

绿)高锰酸钾)福尔马林)生石灰。 

通过本试验的研究结果，乌鳢对硫酸铜的敏感性 

最强，其安全浓度为0．0385 mg／L．仅为常用池塘水体 

遍硒浓 度 0．5mg／L的 7．7％ 。硫 酸铜对杀灭寄生于鱼 

体体表及鱼鳃的车轮虫具有独特的作用 ，而本试验表 

明，浓度为 1．0 mg／L时，8 h的死亡率为 6o％；浓度为 

0．75 mg／L时，24 h死亡率为 100％。故认为在乌鳢养 

殖水体中最好不用硫酸铜，建议采用如下方法防治车 

轮虫病：在苗种培育前用生石灰请塘消毒，防止寄生虫 

的传播，或用高锰酸钾、福尔马林浸泡、遍洒。 

乌鳢对敌百虫的敏感性仅次于硫酸铜，其安全浓 

度为 0．105rag／L，与常用遍洒量 0．5mg／L相差甚远。 

对于养殖过程中出现的三代虫病和指环虫病+建议采 

用 8 mg／L的敌百虫溶液浸洗，并随时注意鱼体反应。 

乌鳢对高锰酸钾的忍受力明显低于 “四大家鱼 ， 

．8． 

其高浓度的优势，是防治乌鳢小瓜虫 、斜管虫、 

车轮虫病较为理想的药物，但因为用药剂量较 

太，经济上不合算，故一般情况下不作全池泼 

洒，只作浸泡药物使用。 

4 小结 

硫酸铜 、敌百虫 、孔雀石绿 、高锰酸钾 、福尔 

马林 、 生 石 灰 对 乌 鳢 鱼 苗 的 安 全 浓 度 为 

0 0385、0 105、0．460、0．765、0．815mg／L；乌 

鳢苗种对以上 6种药物敏感的太小顺序为硫酸 

铜)敌百虫)孔雀石绿)高锰酸钾)福尔马林>生石 

灰。 

硫酸铜在乌鳢池塘养殖中的使用 ，应该小心谨 

慎。生石灰不宜作为乌鳢池塘的遍洒药物，更不能对乌 

鳢进行浸泡消毒+同时建议强碱类药物不宜在乌鳢池 

中使用。敌百虫的使用要掌握好用药剂量和用药时间。 

而孔雀石绿、高锰酸钾和福尔马林则为防治乌鳢病害 

的理想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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