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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处我国南部，南邻北部湾与海南省隔海相

望，海岸线长达 1595 千米，北部湾的水域面积已超过

4万平方千米，拥有中国最著名的渔场。因受该地区地

理位置以及环境条件的影响，海洋物种十分丰富，水域

环境较好，为当地的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当前主要养殖的淡水鱼种类也较为丰富，如罗非

鱼、石斑鱼、草鱼、鲤鱼以及鳙鱼等。然而由于受种

质、环境以及水质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淡水鱼类病害

发生率有上升趋势，为了避免对鱼类数量和产量造成影

响，则应该做好鱼类的病害防治工作，一方面为渔民创

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推进水产养殖业的进一步

发展。

一、关于池塘养殖淡水鱼类病害的基本情况

调查

（一）池塘养殖淡水鱼类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广西地区的鱼类病害，有针对性地

提出鱼类病害防治措施，笔者将以工作所在地的广西

平南县为例，基于对该地区水产养殖业的了解，调查该

地池塘养殖淡水鱼的基本情况。该县农林牧渔业为第一

产业，今年上半年渔业产值为 4.63 亿元，同比增长了

3.6%，水产品的产量为 3.38 万吨。主要养殖的鱼类品

种以四大家鱼为主，同时还有罗非鱼、鲤鱼、鲫鱼等种

类，今年建成了稻虾综合种养基地，增设了虾类、贝类

等水产品。

（二）调查内容

通过走访池塘淡水养殖基地，了解今年和去年养殖

鱼类的发病情况、养殖水质环境、日常的池塘管理情况

以及发生鱼类病害后所采取过的防治措施。

（三）调查方法

与渔民进行沟通的同时参照《鱼病调查手册》以及

《广西地区淡水鱼类疾病诊治技术》，对突发鱼病的养

殖区域，立即赶往现场与相关技术人员进行沟通，了

解鱼病发生的情况以及与过去的变化。重点了解鱼在发

病后的体表、腮、肠道以及肝、脾等变化，定期进行走

访，了解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和防治措施，为研究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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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的防治措施提供理论性支撑。

二、关于池塘养殖淡水鱼类病害的调查结果

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对平安地区的池塘养殖淡水鱼

发病情况进行了总结，按照鱼病的种类、疾病病程以及

发病的所占比例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该地区鱼类发生

疾病的种类较多，约为 15种，通过对疾病进行分类，

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包括病毒类、细菌类、真菌类和

寄生虫类。在本次调查过程中通过对鱼发病前后的相

关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发现，其中病毒类的疾病以草

鱼出血病、腮丝积血病为主，所占比例约为鱼病种类

的 9.5% ；而细菌作为鱼病最常见的种类，主要有烂腮

病、细菌性肠炎、竖鳞病、烂尾病、赤皮病、败血病，

共计 6种，所占比例为 49.8% ；寄生虫类主要包括车轮

虫病、小瓜虫病、指环虫病、粘孢子病、斜管虫病体鱼

病，所占比例与细菌类相比略小，约为 33.4% ；真菌类

是鱼病种类中所占比例最少的种类，目前该地区以水霉

病、鳃霉病两种类型为主，所占比例为 7.3%。该调查结

果与广西地区其他地域的鱼病调查结果基本相同，因此

对于鱼类病害的防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结合鱼病的发生季节以及鱼病的种类，将该地

区的池塘养殖鱼类病害按类别进行了划分，有常见性病

害、偶性见病害以及新发现病害。病害的发病症状、发

病环境条件等相关信息如表 1所示。

表 1  广西南平县地区鱼病统计情况

病害类型
鱼发病时的表

现
发病环境条件

鱼病流

行季节

（月）

鱼病发生后

产生的后果

常见

性病

害

细菌性：烂腮

病、细菌性肠

炎、败血症

体表肌肉充

血、有腹水

发病草鱼蛀

鳍、烂腮

池塘水温 24℃

以上、水质

差、养殖密度

较大

4-10 死亡率高

病毒性：草鱼

出血病

草鱼体表肌肉

充血、出血、

有腹水

养殖密度大、

水质差、饲料

质量差

6-10 死亡率高

寄生虫：车轮

虫病、指环虫

病

鱼体表发黑、

烂腮，有的鱼

“白头白嘴”

高温阴雨天、

池塘面积小且

水浅

3-10

幼鱼的发病

率高和死亡

率均高，大

鱼时期影响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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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见

性病

害

细菌性：烂尾

病、赤皮病、

竖鳞病

鱼体表面有红

斑出现
水质老化 3-11

对鲢、鳙鱼

类损害性大

真菌性
未发现水霉病

和鳃霉病

高温阴雨天、

池塘面积小且

水浅

3-10

发病率较

低，大面积

的发病率较

低，一旦发

生死亡率高

寄生虫：指环

虫
烂腮

水质较差且溶

氧低
3-10 鱼类死亡

新发

病害

细菌性：应激

综合征、大红

腮病

应激综合征：

鱼鳞容易脱

落、鱼体较为

粗糙

大红腮病：鱼

眼突出、黑瘦

应激综合征：

拉网造成大红

腮：水温 20-

28℃，水质较

差

5-6 发病率较低

病毒性：腮丝

积血病

腮丝积血呈鲜

红色
鱼苗决定 5-7 死亡率高

通过表 1内容得知，鱼类主要病害以常见性细菌性

病害，上述所提及的常见细菌三种病害占鱼病发生病害

率的 81%，整个平南县地区的池塘几乎都会有该病害发

生，只是病害的程度有所不同。而作为四大家鱼的草鱼

来说，近两年的病毒性草鱼出血病发生率有所上升，如

果发病，治愈率较低。寄生虫病害在常见病害中发生率

也相对较高，其中车轮虫病和指环虫病在幼苗的时期和

养殖的初期发生率更高一些。对于偶发性病害和新发病

害来说也有发现，但发生率与常见性鱼类病害相比，病

害的发生率相对较低。

三、关于池塘养殖淡水鱼类病害的调查结果

分析

（一）广西地区池塘养殖淡水鱼类发病规律

池塘养殖淡水鱼发生病害的时间一般可以将其划分

为三个阶段，以季节作为划分的时间节点，则第一阶段

是 3—5月，该期间以细菌、真菌和小型的寄生虫病害

为主。此阶段气温刚刚回升，水温也因环境温度的变化

而升高，所以病菌的活跃度较高，毒性也逐渐变强，

鱼体经历了冬季大约 5个月的时间，大部分鱼的抵抗力

有所减弱，加之部分鱼类有冻伤，所以更容易发生细菌

和真菌类的病害，如竖鳞病或水霉病等，此外水温的上

升也为寄生虫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诱发车轮虫病、

小瓜虫病等。第二阶段则是 6—9月，因进入了夏天，

所以池塘的平均水温可以达到 29.5℃，受饲养以及水温

的影响，水质的变化会相对较大，此时病菌的繁殖率较

高，种类也较多，可发生的病害种类较多。此外，因该

阶段也是鱼体重增长的最好时期，所以因过度喂养而导

致鱼采食量增多，也会诱发肝胆类疾病。第三阶段是 10

月至次年 3月。因该阶段逐渐进入了冬季，水温降低，

水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改变，因受温度的控制，

此阶段内发生细菌性和寄生虫病的概率几乎为零，而此

时鱼发生病害的主要原因则是水受体的影响，如水体中

的氨氮浓度始终偏高，则对鱼产生的危害较大。

（二）广西地区池塘养殖淡水鱼类发病原因

针对该地区的池塘养殖淡水鱼类的病害类型以及发

病规律进行分析后发现，之所以鱼类发生病害主要受

以下几种因素影响。一是渔民对鱼类病害的防治意识不

足，有些渔民认为鱼的发病率不高或对病害的认知不

足，无法准确地掌握每种病害的具体表现以及对鱼所造

成的危害；二是鱼苗、鱼种发生了种质退化现象，培育

鱼苗的过程中没有按照科学的方式选择合适的成鱼，或

盲目地为了追求产量出现近亲繁殖的情况，由此导致鱼

苗在生长过程中会携带病原体，抵抗力较差。三是没有

定期做好池塘淤泥的清理工作，导致水体污染严重，加

之不科学的喂养方式，使池塘内的残饵较多，水质变

肥，滋生大量病原菌为微生物，对鱼类造成不同程度的

危害。

四、池塘养殖淡水鱼类病害防治对策和建议

（一）淡水鱼类病害的预防措施

1.以防为主，治疗为辅。鱼类发生病害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一旦发生了病害，针对不同病害，诊疗过程相

对复杂，所以防治鱼类病害应该以防为主，治疗为辅。

秉承“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原则，尤

其是在鱼病流行阶段，应重点对水质环境做好监测，定

期对鱼塘做好消毒处理，可根据季节变化适当地给予药

物进行干预，积极寻找鱼类病害发生可能涉及的影响因

素，以减少鱼病的发生率。如发生了病害，则应该针对

不同的病害类型科学用药，以减轻或减少病害的发生。

2.选择优质的鱼苗。鱼苗的选择是池塘淡水鱼养殖

成功的关键。如病毒性的腮丝积血病，发生鱼类病害的

原因与鱼苗的选择有直接关系。但目前水产市场上因鱼

品种较为丰富，所以鱼苗的种质也较为混杂，尤其是苗

种场在育种的过程中对鱼苗的保护性意识较弱，存在近

亲繁殖的情况，导致鱼苗的整体繁育能力较低且成活率

也较低。鱼苗在生长过程中速度较慢，体质差，这对于

成鱼的成长有较大的干扰，容易导致鱼苗在长成大鱼的

过程中出现体型变异、体色改变等，所以优质鱼苗的培

育过程对于鱼类养殖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

这也是防止成鱼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病害的关键。对于育

苗场来说，应在鱼苗过程中应选择健康的成鱼，避免近

亲繁殖，提高鱼苗的成活率。而渔民在选择苗种的过程

中应注意观察鱼苗的身形、池塘内活动状态以及体色

等。此外，因高密度饲养方式会使病害的发生率增加，

所以在鱼苗投放过程中应选择合理的放养密度，例如一

亩（667 ㎡）水深为 3m的池塘，那么可放鲤鱼的数量

为 400 尾，草鱼 80尾，鲢鱼 50尾，再搭配一些其他的

鱼类。

3.科学清理池塘。鱼塘作为鱼类生活的必要场所，

鱼塘内的水温、水质等多种因素都与鱼类的生活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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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所以定期做好鱼塘的清理工作十分重要。鱼在养

殖的过程中会排出粪便、投放饲料会产生剩余，由此

导致池底产生的淤泥越来越厚，池底中的大量有机物也

会发生分解，而分解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氧气，由此使

池底处于缺氧状态，此外有机物分解过程中也会产生其

他气体，如氨气、硫化氢以及甲烷等，这些气体会对池

塘的水质造成影响，使水质变差甚至是引起水质恶劣，

细菌大量繁殖，对于鱼类来说水质的变化则直接会影响

鱼类的生活，导致鱼的抵抗力变差，引发各种病害。由

此可见，清理池塘对预防鱼类病害的重要性。因此，在

鱼类繁殖过程中应结合鱼塘情况，定期对池塘进行清

理，在每年入冬前，将池塘的鱼转移到清洁的池塘内，

将池塘内的淤泥清除，同时对池塘周围生长的杂草及时

清理干净，疏通好水道并暴晒池塘。此外，还应做好

池塘的消毒工作，大多数渔民会采用生石灰的方法，

将 60 ～ 80kg的生石灰投放在一亩的池塘内，如淤泥较

少则可以选用 50 ～ 60kg，生石灰在遇水后则会产生强

碱，可以改善池底的环境，杀灭池内的细菌和寄生虫。

（二）鱼类常见病害的防治措施

1.细菌性肠炎病害的防治措施。细菌性肠炎作为鱼

类常见的细菌类病害，针对该病害的发生，首先应加大

对水质的管理，保持水质清洁，在投放饲料时，严格按

照四消四定的原则，投喂优质饲料。在发病早期，可

以选择口服药饲进行治疗，在饲料中加入鱼用烂腮肠炎

灵 3 ～ 4g，制成在水中稳定性较好的颗粒，连续投喂

3～ 5d，每天投喂 2次。因该病能够引起传染性疾病，

会传染给其他健康的鱼类，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也应做

好预防工作，如可以用呋喃西林或痢特灵全池泼洒，药

量为 0.1g/50L。

2.赤皮病的防治措施。赤皮病作为细菌类的病害种

类，患有赤皮病的鱼会发生鱼鳞脱落，鱼鳍部分充血或

尾端腐烂，所以在防治过程中可以利用药物进行干预。

通常采用 8%的溴氯海因，在每亩池塘内撒入 130g，每

天投喂一次，共投喂 3d。同时，也应对池内的水质进行

处理，采用 12%的强效碘进行消毒，每亩池塘每天需要

使用的量约为 230g，与食用药物天数保持一致。

3.竖鳞病的防治措施。竖鳞病的发生往往水质污染

较为严重，而鱼在池内活动过程中因受伤后侵入了细菌

所致。竖鳞病虽是一种偶见性病害，但如果发生，病死

率较高。因此，在出现该病害后应积极采用防治措施。

如可以采用 7%的二氧化氯，每亩池塘的用药量约为

90g，使用方法是用水将药物稀释好，喷洒到池塘内，

为保证喷洒效果，一般使用 3d，以保证病害能在短时间

内快速清除，避免造成鱼类的大面积死亡。

4.细菌性烂腮病的防治措施。细菌性烂腮病的发生

率较高，如果发生烂腮病，最为严重的表现则是鱼呼吸

困难，甚至出现死亡。所以，在防治过程中为达到良好

的效果，则可以采用内服和外用联合使用的方法。内服

则是使用肠炎烂腮灵，每 4g的药物需要与 1kg的饲料相

混合，实际使用过程中根据饲料的投喂总数确定药的总

用量。每天投喂 2次，连续投喂 5d；而外用药则是使

用氯制剂对池塘内的水进行消毒。如果防治效果不佳，

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增加药物的使用剂量以及投

放天数。

5.寄生虫性病害的防治措施。寄生虫病也是常见病

害中的一种，发生率较高。为了预防寄生虫病，则应该

在鱼苗投放前做好鱼苗的消毒工作。如针对车轮虫病通

常可以采用最为简单的办法，使用 2%的食用盐溶液，

对投放的鱼苗进行消毒处理，时间一般设定在 20min左

右为宜。而治疗病害期间应使用 0.7mg/L的硫酸铜和硫

酸亚铁药物对池塘进行喷洒。针对斜管虫病则可以使用

0.4mg/L硫酸铜与高锰酸钾药物协同治疗，或单独使用

0.7mg/L的硫酸铜对池塘进行喷洒，以有效抵御病害的

侵入。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池塘养殖淡水鱼类作为广西地区发展第

一产业的主要途径，是当地渔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同

时也能够促进当地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但在养殖鱼类过

程中受环境、水质以及喂养等因素的影响，鱼类病害时

有发生，所以对于渔民以及相关技术人员来说应提高鱼

类病害防范意识，结合病害的类型和鱼发病时的表现对

疾病进行准确的诊断，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病害防治措

施，提高鱼类病害的治愈率，避免对经济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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