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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中有效强化鱼病防治工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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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水产研究所 山东省泰安市 271411

[ 摘  要 ] 本篇文章通过简单介绍在水产养殖中的常见鱼类疾病，以及我国在鱼病防治工作中经常会犯的错误，并在此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分

析如何有效强化鱼病防治工作，希望能够给予我国相关工作者一些思考和启发，通过提前防止和对症下药降低鱼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水

产养殖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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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的集约化程度不断加深，鱼病防治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如果鱼病防治工作没有到位，会直

接导致很多养殖户的经济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甚至也给消费者的身

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威胁。因此，越是在水产养殖迅速发展的当下，

越是要注意强化鱼病防治工作，通过强化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在

病情规模扩大前将其制止住，才能让水产养殖作业变得更加安全有

保障。

1 水产养殖中常见的鱼类疾病
1.1 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

水产养殖中由寄生虫引发的鱼类疾病主要有车轮虫、环虫和三

代虫等，不同寄生虫作用在鱼类身上的表现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

例如车轮虫通过寄生在鱼的表皮和腮上，就会使鱼类呈现出极其焦

躁不安的状态和疯狂游动。而环虫主要是通过分泌大量粘液来阻碍

鱼进行正常呼吸，尤其是对于一些鱼苗或者尚未成长的鱼种来说，

这种方式会直接导致其死亡。

1.2 由非寄生虫引发的疾病

而非寄生虫引发的疾病主要是指一些化学用剂在使用的过程中，

因为药量误差或错误使用等原因流入鱼塘中，导致鱼类疾病的出现。

比较常见的就是氨氮中毒现象，误吸入该类化学药剂的鱼会在腮和

皮肤表面呈现出黑色，然后剧烈游动一段时间后会直接死亡。

1.3 由细菌引发的疾病

任何生物都免不了受到细菌的侵扰，鱼类也不例外。虽然鱼类

自身也会具有一定的抗病能力和免疫功能，但是仍然存在一定局限

性，尤其是当鱼类先天体质过弱时，也会让细菌有可乘之机。例如

常见的烂鳃病、肠炎病和赤皮病，都是水产养殖过程中常见的由细

菌引发的疾病。

2 我国在鱼病防治工作中的常见错误
2.1 忽视水质的调控

随着我国水产养殖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地扩大，池塘里的水质问

题也变得愈发地突出。这不仅仅是由于养殖的密度过大而造成的，

更主要是因为养殖户没有做好日常的水质检查和清理工作，等到池

塘里的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发黑和恶臭之后才开始予以重视，往往

各种疾病也已经开始出现端倪了 [1]。同时，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很

多养殖户并没有寻求专业的帮助，而是通过简单的上网查询资料或

药店问询，所购买的药物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反而会对

鱼类造成影响。

2.2 盲目用药

同时，盲目用药也是很多养殖户在鱼病防治工作中会犯的常见

错误。很多养殖户都会存在一种错误的认知，即用药越多越能保证

效果，或者是不根据实际情况标准用药，种种错误的用药行为都会

让水产养殖工作无法顺利进行。很多养殖户担心用量不够会影响效

果，但是却忽视了药量投入过多虽然能够保证杀死有害虫病，但同

时也杀死了水中的浮游生物，破坏了原本健全的生态系统。同时，

过量用药也会导致水中的含氧量大大减少，这对鱼类的健康生长是

极其不利的。

3 水产养殖中有效强化鱼病防治工作的措施
3.1 改善水质环境

水产养殖中，鱼病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水质存在问

题导致的。很多养殖户由于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很容易忽视对水

质进行管理，导致很多病原生物入侵进来。同时，由于因为水质引

发的鱼病问题并不明显，因此等到鱼病问题出现时，养殖户并不会

从水质因素考虑。因此，改善水质环境，就是强化鱼病防治工作的

第一步 [2]。

首先，水质应该保证能够符合水产养殖的需求，并根据不同的

养殖鱼类进行调整。其次，水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季节

变化和温度的影响下，水质也很容易受到影响。例如夏天等高温天气，

往往就是各种病原体生长和繁殖的有利时机，因此在这个时间段内，

要非常注重保持水质干净。

3.2 提高鱼类的抗病能力

同时，在做好水质的清洁工作之余，还需要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

强化鱼类的抗病能力，如果鱼类的抵抗力比较差，就会为病原体的

入侵创造机会，从而依靠水中的高速传播速度，让整个鱼池都受到

污染。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养殖户应该根据选取的鱼类和饲养

的水池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放养计划，并认真做好每日的工作记录，

从而对比计划的执行程度。

3.3 适度控制竞食的种群

在日常的养殖过程中，养殖户都会通过增加一些竞食鱼类来达

到增强饲养鱼类体质的效果，这种方法虽然是经过科学验证过的，

并且在试验过程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

中，由于存在很多可变因素，同时很多饲养员会忽视适度原则，没

有根据竞食鱼类的凶猛程度进行调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导致养

殖鱼类出现死亡和病弱等现象。因此，养殖户在考虑引进竞食鱼类

之前，应该对饲养鱼类的基本情况有一个了解，根据鱼类的凶猛程

度适度引进竞食鱼类的数量，才能提高鱼类繁殖能力的同时又能够

降低病弱鱼出现的数量。

3.4 合理使用药物治疗

很多养殖户在面对鱼病的时候，会直接在初次判断后直接对鱼

进行用药，以期能够在病发初期达到治疗和避免传染的目的。但是

这种做法却过于草率，并没有通过详细的判断和正确的诊断，就盲

目使用药物进行治疗，结果却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或是只是起

到了短暂的治疗效果，长期来看仍然是存在很多潜在病发可能的。

结束语
总而言之，鱼病防治工作是我国水产养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

节，是实现水产养殖稳定长久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基础，面对我国水

产养殖中越来越复杂的鱼病情况，需要我国相关工作者能够不断地

优化和完善防治的技术和手段，从养殖的各个环节着手和考虑，不

放过任何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威胁，才能以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

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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