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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属于我国四大家鱼，也是人们最青睐的一种鱼

肉来源。草鱼生长速度极快，营养物质充足，饲养方法

简单，经济效益较高，是我国淡水养殖最青睐的一种鱼

类。伴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物质生活有了

更高的要求，草鱼养殖在这一背景下高速发展，市场上

的草鱼数量日益增多。在草鱼养殖过程中，疫病发生率

高、死亡率高，是困扰养殖人员的主要问题。季节交替

过程中，是草鱼发生疫病、死亡的主要时间段。积极分

析常见草鱼疫病，准确区分不同疫病的症状表现，明确

并执行有效治疗方案，是最大程度上消除疫病危害，提

升草鱼生存率的有效方法。但因为草鱼疫病的症状表现

具有一定相似度，且受草鱼外观基本一致等因素影响，

所以疫病鉴别诊断、准确区分成为养殖行业必须解决的

重要问题。草鱼出血病、细菌性肠炎病、食物中毒均是

草鱼饲养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疫病，但具有较大危害性，

治疗时间相对漫长，容易被养殖环境、水质等影响。积

极分析并区分三种草鱼疫病的症状表现，积极分析疫病

诱发原因，探究有效治疗方案与预防措施，无疑能够为

草鱼生长发育提供良好环境、理想基础，继而提升草鱼

养殖的整体经济效益。

一、疫病症状区分

草鱼养殖过程中有一定概率发生草鱼出血病、细菌

性肠炎病、食物中毒等疫病，明确各个疫病的症状表

现，早期识别，早期治疗，是减少草鱼死亡现象，保障

草鱼经济效益的唯一方案。

（一）草鱼出血病

出血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草鱼疫病，但死亡率非常

高，达到 80％以上。必须尽快识别该病的存在，及时

进行有效治疗，尽可能降低草鱼死亡率。小草鱼是出

血病的主要发生群体，但有时足龄大草鱼也会感染出血

病。该病病程比较短，大多在 1～ 2周，多在每年 6—

9月发生。出血病发生后，病鱼各个器官组织均存在充

血以及出血症状，只是症状严重程度不同，这和发病时

间、病情严重程度存在直接关系。病鱼整体暗黑，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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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光以及灯光透视下，可发现皮下肌肉存在充血以及

出血表现。病鱼上下额头顶部、口腔部位、眼眶周围、

鳃、鳃盖、鳍条基部均有充血症状，部分病鱼同时存在

眼球突出表现。取一条病鱼并将其皮肤剥除，可发现肌

肉有点状或是块状充血及出血表现，病情严重时病鱼全

身肌肉均是鲜红色，此时鱼鳃以白鳃为主。对病鱼进行

解剖处理，还可发现病鱼肠壁有充血表现，但依然具有

较好韧性。鱼肠中无食物存在，但肠系膜周围脂肪、胆

囊、鳔、肝脏、脾脏以及肾脏也会有出血点存在或是血

丝存在。部分病鱼的鳔、胆囊组织呈紫红色，一旦有严

重肌肉出血表现，肝脾肾三个脏器的颜色还会变淡。并

不是每一条病鱼都会有上述症状，部分病鱼的病情比较

轻，所以出血严重程度更轻。但病鱼出血部位并不一

致，部分病鱼的出血症状是肠出血，部分病鱼的出血症

状是肌肉出血，部分病鱼的出血症状是体表出血。进行

病鱼活检操作时，可发现病鱼肠壁具有较好的弹性，肠

腔中存在少许黏液，病情严重时肠腔还有大量红细胞成

片脱落。多数病鱼发生疾病后，感染疾病—死亡时间在

7 ～ 10d，部分病鱼的生存时间稍长，感染疾病—死亡

时间在 7～ 14d。

（二）细菌性肠炎病

细菌性肠炎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草鱼养殖疫病，该

病具有较长的病程持续时间，病鱼的累及死亡率比较

高，多在每年 4—10 月份发生。导致细菌性肠炎发生的

原因较多，各种寄生虫是疾病主要病原体，疾病症状表

现以肝胆综合征为主，但该病会导致大量鱼类短死亡。

细菌性肠炎是一种常见养殖行业疫病，但水生动物是该

类疾病的高发群体，比如草鱼、青鱼以及白鲢等。病原

菌是导致细菌性肠炎发生的主要原因，草鱼鱼体一旦和

病原菌进行直接接触，则有很高概率发生细菌性感染，

继而发展为细菌性肠炎。草鱼发生细菌性肠炎后，主要

表现是食欲不振，且病鱼大多会离开鱼群独立游动，游

动速度比较缓慢，身体逐步发黑。伴随着疫病的逐步发

展，病鱼会从食欲不振发展到不吃食，直至死亡。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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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剖开进行检测，可发现鱼腹部中的肠管肠壁存在肉眼

可见充血、发炎表现，肠壁上有较多淡黄色黏液、坏死

脱落上皮细胞存在。病鱼肠腔中的红细胞极少，肠腔中

基本无法找到食物，或是仅能在肠腔后段发现少量食物

存在。病鱼大多存在肛门红肿表现，若是 2龄以上的大

草鱼，发生细菌性肠炎病且病情较严重时，还有明显的

腹部膨大表现。将病鱼腹部切开，可发现有大量淡黄色

腹水存在。腹部解剖后还可发现，病鱼腹壁存在明显红

斑，整个肠壁因为有淤血存在所以呈紫红色，肠管中有

大量黏液。拎起病鱼并观察头部，可发现肛门有黄色黏

液流出。若未第一时间识别细菌性肠炎病的存在，早期

进行有效治疗，病鱼会有很高概率死亡。但细菌性肠炎

多和草鱼出血病同时存在或同时发生，此时必须明确治

疗先后次序，首先进行出血病治疗，之后进行细菌性肠

炎治疗，明确主次与治疗流程，保证治疗方案的科学性

与有效性，才能最大程度上提升治疗效果。

（三）食物中毒

草鱼养殖过程中还有一定概率发生食物中毒，若不

能第一时间，早期发现中毒现象，及时进行有效治疗，

则有很高概率导致草鱼死亡。草鱼饲养过程中需要食用

大量食物，但饲养过程中草鱼数量较多，所以需关注食

物的质量及安全。若食物本身自带毒性，草鱼常年食用

带毒性食物，最终会发生慢性中毒或是急性中毒，导

致草鱼死亡。若食物受天气等因素影响变质或腐烂，但

饲养人员依然将其作为食物让草鱼食用，也会导致草鱼

食物中毒。一旦发生食物中毒，大多迅速发病，且在短

时间内有大量草鱼死亡。对这一类病鱼进行解剖操作，

可发现病鱼的肠壁存在明显的充血表现、发炎表现，肠

内有大量食物存在。若草鱼是因为有机磷污染食物导致

中毒，病鱼会有鱼口张开以及鱼鳃充血严重表现，若病

鱼死亡还会有躯体僵硬。解剖死鱼身体后可发现，病鱼

肝脏颜色是黄色，胆囊有明显肿大表现，脾脏呈褐色，

肠道有出血表现，身体颜色发白，离水后身体呈抽筋

状态。

二、疫病治疗方法

（一）草鱼出血病

确定草鱼发生出血病之后，需第一时间明确疫病规

模，第一时间联系兽医了解草鱼出血病的治疗方案，

遵照医嘱应用药物进行治疗。鉴于草鱼养殖环境会对疫

病发生、疾病转归造成直接影响，所以确诊草鱼出血病

后还需第一时间调节养殖环境，如及时添加养殖鱼塘的

清水含量，及时在养殖鱼塘泼洒适量生石灰，若是高温

季节发病还需注满水，尽可能提升水质优良程度，让水

温处于稳定状态，还需泼洒适量漂白粉进行水质消毒。

完成上述操作后，还需根据兽医指导用药治疗。第一，

明确病鱼大概数量与大概重量，继而计算用药剂量，

尽量在用药安全基础上适当增加用药量，避免部分病鱼

未被及时发现导致的药物效果减弱现象。第二，按照每

100kg草鱼的比例配制药物，合理配比大黄、黄柏、板

蓝根以及黄芩四种中药材，保证药材量在 0.5lkg，在药

材中添加 0.5kg食盐，之后投入养殖鱼塘让病鱼治病，

连续治疗 7d可发现病鱼转归情况，如有必要可添加适

量抗菌药物。按照每 100kg草鱼的比例配制药物，选取

0.5kg刺槐子、0.5kg苍生 2号与 0.5kg食盐，将其搅拌到

一起，混入鱼饵后投入养殖鱼塘，持续喂养 2d，可发现

病鱼病情有明显转归。或遵照医嘱购买一定人工免疫疫

苗进行疫病预防，避免疫病规模进一步扩大。

（二）细菌性肠炎病

病原菌是导致草鱼细菌性肠炎发病的主要原因，而

养殖鱼塘病原菌数量过多或食物中富含过多病原菌、环

境改变让病原菌短时间内生长繁殖等因素是导致细菌性

肠炎病发生的主要因素。且多数草鱼同时存在出血病和

细菌性肠炎病两种疾病，所以必须及时鉴别分析，制定

科学完善的治疗方案。发现草鱼疑似细菌性肠炎病后，

需第一时间给予 1.0 ～ 1.2mg/L漂白粉泼洒养殖鱼塘，

保证漂白粉和养殖鱼塘充分混合，达到杀灭病原菌、

改善养殖鱼塘环境的目的。按照 100kg草鱼比例，准备

5 ～ 20g鱼用磺胺一 6一甲氧嘧啶，和鱼饵充分搅拌到

一起后投喂，连续投喂 4 ～ 6d，第一天用药量必须加

倍，迅速控制病鱼的病情。积极联系兽医，全面评价草

鱼疾病状态，分析是否有其他疫病同时存在。若确定草

鱼同时发生多种疫病，立刻调整治疗方案，以兽医下达

的医嘱为主，保证治疗效果，最大程度上控制细菌性肠

炎病病情。

（三）食物中毒

确定草鱼发生食物中毒后，第一时间明确污染源，

尽可能通过有效措施更换养殖属于大部分水，减少养

殖鱼塘中的毒水含量。明确食物中毒的诱发原因后，针

对性的解毒药物进一步调整养殖鱼塘环境，让病鱼通过

饮用解毒药物，达到控制中毒症状，有效改善病情，促

进病情转归的目的。喷洒解毒药物过程中，需严格按照

每立方米水应用 20 ～ 25 片硫酸阿托品或是山莨菪碱片

的比例给药，达到解毒目的。第二天还需继续进行换水

操作，同时按照第一天的用药比例用药，但用药剂量减

半，避免用药过度导致的不良现象。在有效控制病鱼中

毒症状后，还需及时在养殖鱼塘中喷洒水质改良剂，并

在鱼饵中添加硫酸阿托品、山莨菪碱片、保肝药物，让

病鱼通过用药继续清除体内毒素，改善内脏功能，提升

病鱼的生存率。

三、有效防治策略

三种草鱼疫病发生后，即便早期识别疫病的存在，

早期进行有效治疗，依然会造成一定经济损失，比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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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病鱼、病鱼养病阶段生长速度减缓、病鱼质量下降

等。积极分析草鱼养殖期间的常见疫病，明确疫病发生

原因，制定并落实有效防治策略，无疑可提升草鱼养殖

质量，避免疫病对养殖户经济效益造成的损害。

（一）水质管理

水质不佳是导致草鱼疫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要想杜

绝疫病的存在，实现无公害健康养殖，则需做好水质管

理工作。第一，要为草鱼创造一个卫生环境良好的生存

环境，积极评价水质卫生与水质清新，结合评价结果分

析应对方案，尽可能将水质控制在一定质量水平。比如

草鱼养殖过程中，每间隔 3d增加 10cm新鲜干净水，保

证养殖鱼塘水活性，还可增加浮游生物、溶氧生物增殖

率，促使草鱼迅速生长。第二，草鱼养殖期间，需定时

进行换水操作，增加养殖鱼塘中的含氧量，预防草鱼出

现供氧不足现象，刺激草鱼食欲，增强草鱼代谢能力与

抗病毒能力，提高草鱼的疫病抵抗能力，间接控制疫病

规模。减少疫病发生率，降低病鱼死亡率。第三，在养

殖鱼塘中放置供氧设备，比如增氧机。通过设备有效增

加养殖鱼塘中的含氧量，保证水质始终新鲜，保证草鱼

可正常呼吸。第四，详细检查养殖鱼塘的水流通情况，

禁止废水倒入养殖鱼塘，避免水污染现象，尤其是人为

水污染现象。第五，定时采集养殖鱼塘中的水标本进行

检查，评价各项水质指标是否正常，分析水中各项元素

始终处于稳定状态，及时发现异常并进行干预。第六，

定时对养殖鱼塘进行消毒工作，不仅要消毒鱼塘内部，

更要消毒投食区域，还需消毒投食饲料，保证饲料始终

健康安全，提升鱼塘健康水平。比如，每间隔 2周在鱼

塘中泼洒 20kg生石灰进行水质澄清，保证水透明度始

终处于 25～ 30cm。

（二）日常管理

想要保证草鱼养殖质量，还需做好草鱼养殖的日常

管理工作。第一，尽可能选择高质量鱼苗，高质量鱼苗

的成活率更高，抗病能力更强，有利于后续养殖工作正

常进行。在购置鱼苗的时候，应尽量选择大小均匀、活

力充足、身体健康的鱼苗，还需做好鱼苗病毒性疫病监

测，保证鱼苗未携带病原菌，未发生疾病，之后将其投

入养殖鱼塘进行草鱼养殖。第二，明确草鱼类型与草鱼

数量，掌握该类草鱼的生长速度与生长习性，制定符合

草鱼需求的饲养方案。比如草鱼夏花进入养殖鱼塘后，

最初一段时间每天要投喂 2次粉末状饲料，保证鱼塘

中有充足的生物饵料，一次投喂时间控制在 40min。随

着时间推移，草鱼逐步长大，需调整饲料类型与饲料数

量。第三，草鱼饲养过程中需做好巡查工作，每天早中

晚分别巡查一次，若是极端天气还需增加巡查次数，保

证草鱼正常、健康生长，养殖过程中未发生差错。为保

证草鱼饲养质量，还需建设高效及科学的工作模式，每

日均进行水质观察，及时发现杂草、漂浮物的存在并进

行打捞，尽可能保证水质质量。还需密切观察草鱼活动

情况与进食情况，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并做好准备工作，

保证草鱼正常进食、正常活动。若草鱼活动出现异常，

第一时间警惕疫病，及时发现、有效治疗。

四、结束语

出血病、细菌性肠炎病以及食物中毒均是草鱼养殖

期间的常见病，也是影响草鱼养殖经济效益的主要原

因。积极分析三种草鱼养殖病的症状表现、治疗方案，

提前制定有效防治策略，无疑可有效减弱或消除养殖病

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损害，有利于草鱼养殖持续进行，

还可提高草鱼养殖质量，保障草鱼养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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