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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
YANGZHI

对我国水产养殖企业来说，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提高
水产养殖病害防治工作的力度。

一、水产病害产生的原因以及常见的病害种类
（一）水质不良所引起的疾病
在水产养殖的实操工作中，经常有工作人员会忽视管理水

体这一工作，有的人没有清理塘泥，这就会导致水体质量每况愈
下。还有的工作人员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盲目地增加水产养殖所
涵盖的种类与数量，在一个生态圈内的营养是有限的，倘若种类
与数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便会使这个生态圈的水质一步步走向
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水产养殖生物数量过多，每
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营养需求，但是水中营养物质有限，不能够
满足它们的需求。水中的氧气本身就很稀少，这就使病原体繁殖
的速度很快，疾病发生的概率都将大大增加。而这些疾病通常情
况下都是由于水质不良所造成的，这些情况就会大大损伤水产养
殖者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水质不良会给水产养殖的病害带来
许多不好的影响，因此养殖者要重视这一工作。

（二）养殖方式不正确所引发的疾病
引起水产病害的另一原因就是水产养殖方式不够科学合理。

第一，一些机械设备就会对水产造成损害。在对水产进行养殖的
时候，机器的不当操作会引发一些外伤疾病。第二，如果对水体
温度没有进行一定的控制，也会造成一些损害。在夏季比较炎热
的时候和冬天比较寒冷的时候，如果不对水温进行一定的控制，
就会引发一些疾病。第三，如果不重视种苗检疫的过程，就会造
成一些没有经过检疫的树苗被直接放在水中，这种树苗身上所携
带的病菌就会传染给水中其他动物植物。树苗被直接放在水中，
而这种树苗身上所携带的病菌，就会传染给水中其他动物植物，
便会造成大面积的水产病害爆发。不仅如此，如果在投放水产饵
料的过程中出现问题，饵料质量不过关，营养不足，便会造成无
法满足水产内的动植物生长需求的情况，从而导致许多动植物因
为营养不良而发生疾病。

（三）细菌与寄生虫引发疾病
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水内的环境中较为复杂，因此水中

各种微生物和寄生虫都有很多。许多真菌藻类都滋生出来，这些
东西会给水产养殖防治病害的工作，带来许多麻烦，其中最严重
的，就是会带来许多病毒性的疾病与细菌性疾病。不仅如此，寄
生虫也会引发许多种类的疾病，这些细菌所引发的疾病，都会给
水产养殖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二、水产养殖疾病的特点
在近几年来，水产养殖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一方面疾病发

生的概率也在不断攀升。虽然近几年来，许多疾病的发生概率
已经得到了提升，但是有许多新型的疾病还在不断出现。不仅如
此，这些疾病的表现通常比较复杂，因此给防控工作带来了许多
困难。然而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有许多养殖户都不会做好对于
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因此倘若一旦水体受到污染，那么其中就
会有许多细菌滋生出来，这就会导致病害的发生的概率将大大增
多。在每一年春夏交替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格外明显。不仅如
此，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病虫害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随着
越来越多新型的疾病出现在市面上，并且还伴有许多传染性疾病
混合交替、并发感染的复杂现象，因此这类疾病的防治难度较大。

三、防治水产养殖病害的措施
（一）对水产养殖的环境进行定期地消毒与清理
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建立一套良好的养殖模式是一个非

水产养殖病害的发生及防治措施分析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小海子灌区管理服务站    余婷婷

摘  要：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疾病。本文就对这些疾病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分析了疾病的成因，并且针对这些疾病，提出了针对性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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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的保养方式。良好的水产养殖环境，是做好水产养殖的工作
的基础。池塘与水库通常都是水流动性较差的场所，都应该进行
定期地清洗消毒，可以通过引进先进设备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方
式可以使水中的含氧量增加，促进水质的循环，从而达到改善水
质和增强水不仅不仅如此，还可以引进一些清理设备，如推土机
等等，对池塘内的淤泥进行清理。这种方式可以使养殖者的工作
效率大大提升，节省工作时间，并且提升水体内的含氧量和水产
养殖生物的成活率。不仅如此，养殖人员还要利用科学合理地手
段，定期检测水质情况，这样可以尽早防治水质恶化，如果发现
问题，可以进行及时地解决。除此之外，利用一些温度调控设
备，在天气温度过高或过低时，对水的温度进行一个调整，可以
有效地减少水产生物发生感冒与冻伤的情况。

（二）在投放幼苗之前做好防范
有的幼苗在购进的时候，可能自身携带某种病菌，如果没

有经过检疫工作，就擅自投放到水塘里，便会污染许多其他水内
的生物。因此作为工作人员一定要在投放之前做好检疫工作的消
毒工作，进行过科学的处理才能够投放到。因此，作为工作人
员，一定要在投放之前，做好检疫工作与消毒工作，进行过科学
的处理，才能够投放到水中。作为水产养殖工作者，首先要树立
一个正确地防范意识，从思想上根本认识到防范的重要性，这样
才能够有源源不断地内生动力去进行检疫工作。对动物做好检疫
工作，可以实现初步的防范目的。通过检查动物有没有明显的病
症，来筛选出状况良好的动物再进行投放。

（三）健全建立养殖与防治管理体系
水产养殖者通常都比较关注自己的经济收入，倘若希望自

己的经济收入提高，就要建立一套合理科学的养殖与防治管理体
系。不仅仅要在仪器和设备方面加强管理，还要选择一些营养较
为全面的饵料进行投食。而作为监管人员，就要重视防治和管理
工作，只有建立一套科学的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
弊端。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水产养殖的病害防治工作，需要社会每一阶

层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断提升
自身的知识储备与专业素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地防治体系。不
仅仅要对设备和水的质量进行针对性地管理，还要对人员进行选
拔性的提高和规范化的选用。如此而来，双管齐下，才能真正达
到防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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