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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消费需求的激增，近年来，我国水产
需求日渐增加，这使得水产养殖迎来了蓬勃的发展。然而，在具
体的养殖实践过程中，病害问题的发生会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
济损失，处理不当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水产养殖的发展。如
何科学有效地进行现代水产养殖常见病害的防控，是切实提升水
产养殖质量、提高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其研究具有深刻
的现实意义。

一、现代水产养殖常见病害发生特点
现代水产养殖过程中的常见病害发生通常具有以下几大典型

的特征：其一，病害种类多，且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当前，已
得到较为完整分析的水产病害种类已经达到几十种之多；其二，
水产病害病原菌的耐药性大大增强，给其根治带来了巨大的困
难，极易出现反复性病害的情况，加之部分病毒变异，强化了其
感染性，使得此类病害一旦爆发便无法控制；其三，水产病害发
病时间有延长化的趋势，且其影响的范围日渐扩大，目前，由于
技术的便利，使得不同养殖户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这在一定程
度上使得部分地区的水产病害能够快速地传播到其他区域，扩大
了发病范围。

二、现代水产养殖的常见病害
（一）真菌性病害
水产养殖过程中，在受到外力影响的条件下，所养殖的动物

因受伤引起真菌感染，即可产生真菌性疾病。具体表现为，养殖
动物焦躁不安，同时摄食欲望不够强烈，如鱼类水产的水霉病、
虾类水产的链壶菌病以及贝类水产的海壶菌病等。

（二）细菌性病害
水生环境极易助长细菌的滋生与繁殖，这使得细菌性病害成

为水产养殖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病害类型。具体表现为，病体动物
摄食不振，浮游在水体表面之上，且动物自身内脏会出现膨胀，
并伴随着表皮的褪色、斑块等情形，严重的会出现表皮溃烂，鱼
类水产会出现鳞片脱落的情况，如鱼类水产的烂鳃病、虾类水产
的弧菌病、贝类水产的鲍脓疱病等。

（三）寄生虫病害
水体中存在着各种寄生虫，水产养殖的部分动物其体质相对

较弱，若养殖方式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极易引起养殖动物感染
寄生虫疾病。具体表现为，摄食不振同时活力不足，动物身体色
泽黯淡，会出现变黑的趋势，并伴随着体表黏液增多的情况，如
鱼类水产的叶盘虫病、虾蟹类水产的类纤毛虫病等。

（四）病毒性病害
现代水产养殖的常见病害中，病毒性病害无疑是伤害最大的

类型，病因一般是由彩虹病毒、神经坏死病毒抑或是其他无法迅
速明晰类型的病毒引致。一旦水产动物感染相关病毒，便会导致
其无法实现正常的生长，存活率显著下降，且此类病毒不论是在
传染性还是变异性方面均较强，如鱼类水产的病毒性白血病、虾
类水产的白斑病等。

三、针对现代水产养殖常见病害的防控策略
（一）明晰病害特征予以针对性科学防控
水产养殖常见病害的防控，需要在明晰病害种类及其特征

的基础上，予以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对于真菌性病害，应做到及
时发现并处理病体水产，同时辅之以及时地药物投放，强化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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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养殖过程中出现的典型病害展开了分类探究，明晰了各类病害的成因及其显著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防控策略，以期为现代

水产养殖户的相关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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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抵抗力；对于细菌性病害，需要养殖户做到对水体水质、
水体溶氧量以及水体温度的准确把控，并以常态化的清洁消毒工
作加以支撑；对于寄生虫病害，鉴于此类病害成因较为复杂的特
点，需要在对具体病原虫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对
于病毒性病害，由于其破坏性强，造成的经济损失大，且治愈性
不强，故而防控的重点在于预防，在养殖的全过程中控制好病毒
感染的问题。

（二）建立常态化的水质管理制度强化防控效果
有效防控现代水产养殖中的各类常见病害，离不开完善科

学的水质管理制度加以支撑，同时，水质管理也是提升水产养殖
质量的重要保证。严格地水质管理应贯彻落实到水产养殖的全过
程当中去，首先，在进行养殖空间及规模的设计阶段，就需要充
分重视水体流动性与通畅性，以切实为所养殖的水产动物提供充
足的活动空间；其次，应定期开展针对水体的清洁消毒工作，辅
之以常态化的巡视工作，以及时发现水体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最
后，在充分考虑养殖环境具体情况的条件下，可以适当地使用部
分微生物制剂，用以对水体进行水质改良，提升水产养殖的经济
效益。

（三）合理运用现代远程诊断技术予以实时监测
现代水产养殖常见病害防控的一个关键要点在于时效性，即

能够及时发现水产动物存在的病害问题，并将其迅速扼杀在萌芽
之中，以避免积重难返的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为此，
运用现代远程诊断技术尤为必要，将对水产养殖病害防控的全过
程纳入到监测体系中来，能够准确预测、及时预警、快速诊断，
综合透彻地把握诊疗的全面信息，并予以层级化的科学管理。养
殖户应积极尝试对该技术的运用，并将自身的养殖实践融入相关
数据信息库之中，实现水产养殖常见病害诊断的信息交互共享，
在充分利用共享外部性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对水产病害的高效防
控。

四、结束语
现代水产养殖常见病害的防控，需要在完整准确把握病害成

因的基础上，通过采取针对性的防控策略、建立常态化的水质管
理制度、用现代远程诊断技术等方式，建立起高效的病害防控机
制，以切实提升水产养殖质量，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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