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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养殖鱼类常见疾病及治疗方法

陈卫平

山东 菏泽 274500

由于我国民众的生存条件日益改善，对各样的社会条件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淡水养殖鱼类作为满足我国

公民日常进食需求的基础社会行业之一，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随着人们对精益化生活水平的要求不

断提升，对鱼类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对于淡水养 殖行业来说即是机遇也是挑战，工作人员会随着鱼类需求量的增加

而提高自身的经济收入，自身的生活也能够得到改善。

关键词：淡水养殖；鱼类疾病；常见问题；治疗对策

引言：尽管目前影响我国淡水养殖业的水体病害数

量较多，但根据发病因素，可能会其

包括两种，第一是寄生虫造成的鱼类病害，其次也

就是微生物造成的鱼类病害。两种鱼病的致病原有所不

同，且鱼类患病情况也不一样，所以饲养员应该针对其

主要致病因素制定适当的防治方案，以实现早防治、早

发现、早处理。

1 疾病的危害

近年来，我国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各种鱼

类的需求量也在明显的提升，这都促进着淡水养殖行业

的快速发展，由于许多水生物味道鲜美，受到热捧，所

以野生的数量急剧下降，只能依靠淡水养殖来获得繁衍

生息，满足日常人类生活需求。但是淡水养殖在针对水

生物进行饲养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各种鱼类疾病，这不

仅无法满足我国公民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很容易为水产

养殖的工作人员带来经济财产损失，所以必须要高度重

视鱼类疾病的治疗与防范，树立完整的治疗体系，一旦

发现问题在疾病进一步扩散之前就扼杀于摇篮之中，尽

可能地减少社会风险[1]。

2 疾病出现的原因

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对于淡水养殖鱼类的发展来说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鱼类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水质或

者其他因素存在着不利影响，很容易导致鱼类出现死

亡。首先水的温度会直接影响鱼类的正常生长，淡水的

气温会随着大气温度的变化而不断提升或下降，所以如

果水温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很容易变得不适合鱼类的

正常生长，甚至某些水温恰恰利于鱼类内部寄生虫的快

速繁衍和增殖，这对于鱼类的正常生长来说会被掠走大

量的能源。鱼类就会开始陆续出现死亡现象，如果鱼的

尸体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那么疾病就会就此开始传

播。另一方面水中的含氧量对于鱼类的正常生长来说也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含氧量较低，鱼类无法摄取

到足够的氧气自身都会出现身体循环系统不协调的问

题，导致疾病横生。最后就是水资源内部酸碱程度对鱼

类的影响，根据数据调查和技术显示，最适合我国淡水

鱼类养殖的酸碱程度应该控制在7-8.5之间。

人为因素

在进行淡水养殖的过程中，养殖人员自身的技术水

平和养殖安全意识对于鱼类的正常生长都有着一定程度

上的影响。首先就是养殖人员每天向鱼塘之中注入的水

资源是否经过安全检测，经验丰富的养殖人员在注水之

前都会对水质进行检测，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新

兴技术层出不穷，工厂在发展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没有及

时的安装水资源处理系统，导致排放的水体之中含有大

量的污染源，而这些废水经过城市水循环很容易被养殖

人员加入到池塘之中。这些污染物质会使得鱼类得到感

染出现疾病。另一方面就是在捕捞的过程中，没有用科

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捕捞，鱼类会在捕捞的过程中受到伤

害，大量的微生物趁机入侵，导致疾病的出现[2]。

3 淡水养殖中常见疾病的预防及治疗方法

鱼类车轮虫病的防治

对鱼类车轮虫的处理，可采用KMnO四进行药物浸

泡，浸泡时投放1g以下的敌百虫，将时间控制在30min

以内，浸泡过后1d之内，车轮虫就可以被完全杀灭。尽

管神农168药剂对车轮虫都可以获得不错的防治效果，但

应用此类制剂以前，仍需要提前对养殖区的体温进行检

测，然后再根据饲养区的体温和水量使用药剂，而再将

药剂溶化并稀释至1000倍左右，并加以均匀的涂刷，可

以更高效地杀灭车轮虫。另外，硫酸铜溶液与硫酸亚铁

合剂也可高效杀死车轮虫，但在高热时应用，由于硫酸

铜溶液会产生严重副作用，所以需注意避免在高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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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最后，当病情较严重时，将苦参碱水溶液与阿维

菌素水溶液搭配应用，药量不变，并认真喷洒，就可取

得较积极的防治效果。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车轮虫的生

长速率很快，有时候一次药物也无法完全杀死，所以应

针对病鱼的具体情况确定使用频率。在应用某些药剂之

后最好是在隔天再使用一遍，并进行二次杀虫试验，以

达到完全消灭车轮虫的目的。

鱼类指环虫的防治

首先，做好养殖管理工作，净化水体，保持良好的

养殖环境，以增强对鱼体抗性。其次，在鱼入池时应用

高锰酸钾溶液进行药浴，一般要求是在每m3水面上投放

药物15~20g，持续时间一般掌握在15~30min之间。在

药物上，可用“指环轮虫净”全池泼洒，内服“虾宝颗

粒”，一样也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治作用。

鱼类烂鳃病的防治

可以将药物混在饲料里面，在每100Kg饲料中搅拌氟

哌酸20g、土霉素3g，连续投喂约一个月后，再使用九速

康灵进行杀菌消毒。此处理方法，可以很有效的把活细

菌全部杀灭。而后，还针对不同的传染因素，应用了不

同的药剂：针对细菌或真菌性的烂鳃病时，可应用氟氯

或二溴海因满池泼洒之，若较重或隔日要用一次者，可

结合使用鱼复宁、大蒜素、鱼血停拌饲投喂之；至于因

寄生虫造成的烂鳃病者，可采用强效屠虫灵以及菌虫杀

手淋泼预防之方法[3]。

鱼类肠炎病的防治

鱼类肠炎疾病的预防首先从平时的饲养投喂开始，

为了增加对饲养投喂过程的掌握，最好的方法与饲料混

合拌匀后再投喂。新鲜的配制饲料中最好超过80%的水饱

和度，并且在投喂过程中做到按时定量。另外，在葡萄

球菌的肠炎疾病盛行的时期，也必须在饲料中加入大蒜

素，并以20d为单位一星期较为适宜。最后，通过二氧化

氯和强氯精等对养殖水域的杀菌也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治

作用。

鱼类赤皮病的防治

针对赤皮病而言：（1）放苗、拉网、转塘时做好鱼

抗应激障碍处理，降低鱼体的应激性刺激，降低字形的机

械损伤。可使用有机酸含量的泼洒姜类的副产品做好抗应

激障碍处理，以降低对运行过程的应激性刺激；（2）定

期清除。使用二氧化氯和强氯精对水体进行消毒，同时

利用磺胺甲氧嘧啶（150~200mg/kg）溶液和饲料混匀后

投喂，一般每天投喂一次，持续投喂3~5d左右。

4 提高养殖技术的策略

营造良好的水质

唯有确保鱼类良好环境的保护，才可以促进鱼儿正

常的健康成长，所以饲养管理人员必须加强注意工作。

微生物和病原体的主要生活部位是水底的泥沙中，所以

要定期的对泥沙进行清洗，同时对饲养部位做好定期消

毒，在容易出现病害的阶段之前，更要作好防护设施，

从根本上防止水体出现病害。

科学的喂养方法

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确立一种科学合理的喂食方

法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要按照品种和生长发育时间的

差异，选择各种剂量的营养素摄取。政府也对饲养产

业加以了大力的支持，将最先进的科技送到了养殖者那

里，用比较科学合理的饲养模式，来提高了个体的健康

成长水平。例如：每日投喂量的确定办法:在农业生产

中，确定每日投喂量的二种方法：饲养全年分配方案和

投喂量的决定方案。

第一，饲养全年分配的办法：池塘或网箱等各种放

养方法预测全年净产量，再确定各种饲料的系数，估计

出整年饲养的需求量，再按照温度、季节、环境条件和

饲养对象的生长发育等特性，逐年、逐渐的改变了投喂

量等。第二，投喂量表的方法：通过投喂率及池内鱼的

总体数量来决定每日投喂量，而池中鱼的总体数量又通

过抽样统计得出。

提高鱼类的抗病能力

面对鱼类常见病虫害状况时，提升自身的抗病水平

是较为简便且最行之有效的措施，不过饲养管理人员却

需要针对具体的实际状况，包括所饲养的鱼类品种、总

体抗病害水平、常见鱼病品种等实际状况提出最合理的

抗病措施，以便提升鱼类的总体抗病水平。如根据动物

中各种疾病的发生阶段，在动物饲养的栽培范围中添加

能够提高动物抗病能力的药品和营养素等。

加大对养殖区的巡查力度

在深海淡水养殖区域，必须确定每天的巡视时间，

重点是观测环境和水域的情况以及鱼类的情况，包括土

壤和水域的色泽、通透性以及鱼类的整体活跃度等，并

根据水体的生态特征确定有没有病害风险，尤其是应密

切的观测有没有浮头现象。另外，在投喂饲料之前，仔

细观察鱼儿的摄食状态，看有没有发现鱼儿胃口减退或

者无法及时摄食的情况。最后，如果鱼池内发现病鱼和

死亡鱼类，应及时加以打捞，研究其成因并加以排除，

处理问题应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此

外，还必须作好记载，特别是发病的起因与处理方法，

从而为日后的疾病预防提供依据[4]。

为养殖户提供专业的疾病防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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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就必须

对人员开展系统的专业知识训练，这样才能使人员对疫

病的防治过程得到更加熟悉和把握，基本技能也得以进

一步提高，使动物养殖业的管理工作更为科学和规范。

从而增强了养殖业的疾病防治能力。

结语

总之而言，在淡水养殖的饲养方式和繁殖方式还存

在较大的改善余地，根据不同的水体情况要调整好具体

的处理对策，面临各种情况才能有效的采取相应的方

法，从而更好的改善水体的生存量。因为地区存在着较

大的差别，所以，方法需要针对地区的差异做出适当的

调节，同时对淡水养殖鱼类常见疾病的处理，需要长期

的研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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