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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草药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 medicine) 是中药

和草药的总称 ,是中国医药的愧宝。它具有毒副作用

小、价格低廉、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 ,且其中的某些

药物成分不仅有抗菌作用 ,还具免疫作用 ,能改善机体

的免疫状态 ,提高机体自身的抗菌防病能力。另外由

于近年来 ,集约化、工厂化水产养殖方式的迅速发展 ,

养殖产量的提高及抗生素等抗菌药物的使用 ,使养殖

用水体日益恶化 ,水产品药物残留居高不下 ,这不仅威

胁到水产养殖本身 ,水产养殖动物病害越来越严重 ,同

时还威胁到人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进一步开展中草药

在水产养殖上的应用研究成为必然趋势。

1 　体外抑菌药物的筛选

中草药本身具有清除和抑制自由基的生成 ,以

及提高自由基酶类活性的作用 ,同时还具有非特异

性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在常用中草药中有 200 多

种具有杀菌抑菌作用 ;有 100 多种能抗菌 ;有 50 多种

对病毒有灭活或抑制作用 ,有 10 多种能抗真菌 ,20

多种对寄生原虫有杀灭驱除作用 [1 ] 。水产工作者根

据中医辩证施治的理论开展了一系列的对鱼体病原

菌有效的药物筛选实验 ,为预防和治疗鱼病时对药

物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1. 1 　对鱼害粘球菌 ( M y x ococcus piscol a sp .

nov. )作用药物的筛选
鱼害粘球菌是淡水鱼类常见疾病的病原菌 ,可

以引起鱼类的烂鳃症、烂尾症、白皮症、白头白嘴症

等。

叶元土等 [2 ]在离体条件下 ,测定了大黄、地榆、黄

柏、黄莲、黄芩、栀子、大蒜、烟叶 8 种中草药对鲤鱼烂

鳃病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结果表明 ,除栀子外的其余

7 种中草药均有明显的抑菌作用 ,且抑菌作用的强弱

与药物浓度成正相关 ;罗琳等 [3 ] 测定大黄、黄芩、黄

柏、金银花、穿心莲单独用和以大黄为基础两两连用

时抑制鱼害粘球菌的效果 ,结果表明 :单独作用时 ,穿

心莲无抑菌效果 ,大黄、黄芩、黄柏、金银花的最小抑

菌质量浓度分别为 :0. 098 ,1. 56 ,6. 25 ,0. 196 mg/ L ,

两两连用时 ,大黄与黄芩、大黄与金银花有协同作用 ,

而大黄与黄柏则出现拮抗作用。同时有资料 [4 ]表明 ,

在大黄和黄柏的复合汤剂中 ,总蒽醌含量比大黄单味

药量中的质量浓度降低 27. 9 % ,总生物碱质量浓度

比黄柏单味药中的降低 62. 3 % ,因此生产中使用三

黄合剂 (大黄、黄芩、黄柏) 治疗鱼害粘球菌病是不合

药学药效原理的。

1. 2 　对气单胞菌 ( A eromonas spp . ) 作用药
物的筛选

引起鱼病的气单胞菌主要有嗜水气单胞菌
( A ermonas hy d ropi la) 、温和气单胞菌 ( A ermonas so2
bria) 、豚鼠气单胞菌 ( A ermonas caviae) 、杀鲑气单胞

菌 ( A ermonas salmonici da) 。其中嗜水气单胞菌是一

种在水体中广泛存在的细菌 ,可以引起鱼类及其他水

生动物多种疾病。研究表明 ,它是近年来我国各地大

规模流行的主要淡水养殖鱼类爆发性疾病的主要病

原 [5～9 ] 。温和气单胞菌是鳜鱼 [10 ] 、中华鳖 [11 ]细菌病 ,

欧鳗脱粘败血病 [12 ] ,日本鳗鲡败血腹水病 [13 ]等的主

要病原菌。豚鼠气单胞菌可以引起欧洲鳗鲡的败血

症 [14 ] 、鲤鱼豚鼠气单胞菌感染症 [15 ] 、丰产鲫 [ Caras2
si us auratus ( ♀) ×Cy p rinus acuti dorsalis ( ♂) ]出

血性败血症 [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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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东良 [17 ]的实验表明 ,由益智仁、贯众、大黄组

成的配方对 5 种淡水鱼类的病原菌 (荧光假单胞菌、

肠形点状产气单胞菌、鱼害粘球菌、柱状粒粘球菌、点

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 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抑菌圈

直径达到 10～12 mm ;高汉娇等 [18 ] 在试管内测定了

21 种中草药对嗜水气单胞菌 8 个菌株的抑菌作用 ,

结果表明五倍子、辣蓼、大黄、黄芩、乌梅抑菌作用明

显 ,黄柏、菖蒲、金银花、龙胆草有一定抑菌效果 ,而连

翘、板蓝根、马齿苋、射干、穿心莲、鱼腥草、白头翁、蒲

公英、大青叶、桑叶、车前草和艾抑菌作用不明显 ;蒋

志伟等 [19 ]用试管法测定了大蒜素对常见 4 株气单胞
菌 (温和气单胞菌 U1 、嗜水气单胞菌 J501、P502、豚

鼠气单胞菌 J502)的最小抑菌质量浓度。结果表明 ,

该药对这类致病菌具有较高的抗菌活性 ,其中对

U1 ,J501 ,J502 的最小抑菌质量浓度为 15. 6 g/ L ,对

P502MIC 为 31. 2 g/ L 。杨向江 [20 ] 在试管内测定了

18 种抗中草药对嗜水气单胞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和最

小杀菌浓度 ,结果表明 ,五倍子、大黄、黄芩、乌梅和连

翘等 5 种中草药具有对嗜水气单胞菌较强的抗菌能

力 ,黄柏、菖蒲、金银花、辣蓼和龙胆草等具有一定的

抗菌能力 ,而板兰根、马齿苋、射干、穿心莲、鱼腥草、

白头翁、蒲公英和车前草等的抗菌能力较差 ; 2001

年 ,陈学年等 [21 ]根据中医中药理论及鱼类生理特点 ,

在单味中草药抑菌的基础上 ,初步筛选了 9 种中草药

组成 5 个复方 ,对鲫鱼的败血病病原嗜水气单胞菌进

行体外抑菌实验 ,结果表明其中的一个复方有很强

的抗菌作用 ; 同年 ,宋学宏等 [22 ] 用酒精回流法提取
板蓝根、大青叶、地锦草、斑地锦、乌蔹莓、蒲公英、马

齿苋、车前草、铁苋菜等 9 种常见中草药的有效成分 ,

并分别用强毒株嗜水气单胞菌、温和气单胞菌进行

体外抑菌 ,结果表明这 9 种药均表现出一定的抑菌效

果 ,其抑菌效果由大到小分别为地锦草 > 马齿苋 >

斑地锦 > 板蓝根 > 铁苋菜 > 蒲公英 > 大青叶 > 车前

草 > 乌蔹梅 ;2002 年 ,钟全福等 [23 ]测试了中草药对 5

株欧鳗致病菌 (非 01 群霍乱弧菌、温和单胞菌、鲁氏

不动杆菌、迟钝爱德华氏菌、嗜水气单胞菌)的单独联

合抑菌效果 ,结果表明 ,黄莲、地锦草、乌梅、黄芩对病

原菌的抑制效果显著 ,黄芪、板蓝根、公丁香、白花蛇

舌草、重楼对非 01 群霍乱弧菌具较强抑制作用 ,而对

鲁氏不动杆菌、迟钝爱德华氏菌、嗜水气单胞菌的抑

制作用较弱 ,穿心莲、金银花、马鞭草等对所用病原菌

抑制作用都较弱。中草药联合无显著提高药效的作

用 ,其作用效果与其中抑菌效果最强的药物含量相

关。

1. 3 　对弧菌 (V ibrio spp . )作用药物的筛选
由弧菌引起的弧菌病 ( Vibriosis) 在全球范围内

广泛发生 ,其爆发性流行不仅给海水养殖鱼类、贝类、

甲壳类等经济动物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还导

致野生的海水鱼类、贝类及甲壳类大量死亡 ,因此该

类疾病一直备受国内外工作者的关注 ,中国学者也在

中草药防治该病方面做了部分研究。

胡东良 [17 ] 的实验表明 ,由益智仁、贯众、大黄组

成的配方对副溶血弧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金珊

等 [24 ]做了乌梅、黄芩等 15 种中草药对海水养殖鲈鱼

的病原菌河弧菌、哈氏弧菌、鳗弧菌的抑菌实验 ,结果

表明 :石榴皮具有较强的抑菌能力 ,地榆、大黄、五味

子、连翘等对各菌株的抑制作用也非常强 ,而大青叶、

木瓜、威灵仙、地丁、黄芪等只有在较高浓度时才有抑

菌作用 ,特别是石榴皮和地榆的连用有协同作用 ,可

以增强杀菌能力 ;2000 年 ,金珊又深入研究了海水养

殖鲈鱼皮肤溃疡病病原 ———哈氏弧菌对 15 种中草药

的敏感性 ,证实 :地榆、石榴皮、五味子等 3 种中草药

的抑菌作用较强 ,乌梅、大黄、连翘、板蓝根等也有较

强的抑菌作用 [25 ] 。另外中草药对甲壳动物的致病弧

菌的研究也有报道 ,2001 年 ,毛芝娟 [26 ] 报道 ,五倍子

和五味子煎出液对从锯缘青蟹病蟹分离的辛辛那提

弧菌、溶藻弧菌和副溶血弧菌都表现出较强的抑菌性

能 ,而大黄、石榴皮对副溶血弧菌显示出强抗菌性 ,对

另两株菌的作用较弱 ,所以菌株都对穿心莲表现出耐

受性 ;Direkbusarakon 等 [27 ]的实验表明 :11 种泰国草

药对鱼虾病原菌 (10 种弧菌) 有抑制活性 ,其中番石

榴和苦瓜表现出高抗弧菌作用 ,番石榴的最小抑菌质

量浓度为 0. 625 g/ L ,苦瓜的最小抑菌质量浓度为

1. 25 g/ L 。

2 　增强免疫药物的筛选

中草药强调“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和“扶正祛

邪”,即在疾病过程中以调动机体反应性、提高免疫功

能和防御机能为主 ,祛除病邪、康复机体。许多中草

药 ,如大蒜、黄芪、猪苓、白花蛇舌草、鱼腥草等具有增

加和促进吞噬细胞的数量和吞噬功能 ;白花蛇舌草可

以增强血清杀菌素作用 ;枸杞子可以提高血清溶菌

酶 ;鱼腥草可以增加血清备解素含量 ;人参、附子、臭

牡丹可以增加血清补体含量 [1 ] 。

简纪常等 [28 ] 以黄芪为主药 ,当归为辅药。将黄

芪、当归、党参、马蔸苓、板蓝根、和甘草粉碎后 ,分别

以质量分数为 35 % ,20 % ,15 % ,10 %和 10 %的比例

混匀 ,再分别以质量分数为 0. 5 %和 1. 0 %的量加入

粉碎的鲤配合饲料中 ,混匀后用小型颗粒粉碎机分别

制成药饵 Ⅰ和 Ⅱ饲喂建鲤后 ,发现投喂药饵 Ⅱ不仅可

以明显提高建鲤的吞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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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 ,又能提高其溶菌酶的活力 ,从而明显提高建

鲤的非特异性免疫力 ( P < 0. 05) ;陈孝煊等 [29 ] 报道 ,

用分别含 1 %(质量分数) 的大黄、穿心莲、板蓝根和

金银花水提取物的饵料连续 28d 饲喂异育银鲫
( Carassi usauratus gibelio) ,在不同时间取样 ,测定其

血液白细胞的吞噬活性、血清和体表粘液的溶菌酶

活性。结果表明 ,大黄、穿心莲、板蓝根和金银花可使

异育银鲫血液白细胞的吞噬活性有明显提高。投喂

药饵后 4 d ,吞噬百分比 ( Pp)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极显

著差异 ( P < 0. 01) ;投喂药饵后 4 d 或 7 d ,吞噬指数
( Ip)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 ( P < 0. 05) 或极显著差异 ;

在停投药饵后的 10 d , Pp , Ip 与对照组相比仍有极显

著差异。同时 ,投喂这 4 种中草药后 ,异育银鲫血清

和体表粘液溶菌酶的活性也有明显提高 ,但体表粘

液溶菌酶活性远远高于血清中溶菌酶活性。投喂药

饵 7 d 后 ,溶菌酶的活性与对照组之间有极显著差

异 ;但在停止投药后 10 d ,溶菌酶的活性与对照组之

间无显著差异 ( P > 0. 05) 。甲壳动物的免疫功能比

较低等 ,无免疫球蛋白 ,主要依靠物理屏障、吞噬作

用、溶菌作用和凝集作用等清除病原菌的侵入以及

外来异物。崔青曼等 [30 ] 的实验表明 :利用自行研制

的以海藻多糖、大黄、黄芪、及连翘为主要成分的复方

添加剂饲喂河蟹 ,能够显著提高河蟹的血细胞吞噬

活性、血清杀菌活力、血清凝集效价及抗感染能力 ,极

大地增强了河蟹机体的免疫功能 ;李义等 [31 ]将黄蓖、

党参、大黄、板蓝根等 10 余味中草药粉碎过筛后制成

复方添加剂按 1 % ,2 % ,3 %的比例添加于基础饲料

中制成颗粒药饵投喂罗氏沼虾 ,对该添加剂对罗氏

沼虾免疫功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罗氏沼

虾血细胞吞噬百分比和吞噬指数、血清溶菌酶活力

及酚氧化酶活力均显著提高。经嗜水气单胞菌攻毒

后 ,各试验组的免疫保护率也明显提高。

3 　中草药在鱼病防治中的应用

3. 1 　病毒病的防治
病毒病的种类不多 ,但对水产养殖的危害异常

严重 ,是一类很难控制的疾病。淡水鱼类中主要有草

鱼出血病 ( Hermorrphage diease of grass carp) 、传染

性胰脏坏死病 ( Infectious pancreatic necrosis , IPN) 、

鲤春病毒血症 (Spring viremia of carp ,SVC) 等 ,我国

海水鱼类患病毒病的报道较少。

据黄琪琰 [32 ]记载 ,用大黄等中草药拌饲投喂 ,对

草鱼出血病有防治作用 ;每 100 kg 鱼每天用 0. 5 kg

大黄、黄芩、黄柏、板蓝根 (单用或合用均可) ,再加

0. 5 kg食盐拌饲投喂 ,连喂 7 d ,对草鱼出血病有一定

的防治效果。1990 年童裳亮等 [33 ] 探索了用牛繁缕、

双花凤仙、夜来香、艾草和忍冬 5 种植物提取液防治

鱼病 ,用作实验的病毒为传染性胰脏坏死病毒
( IPNV) 、传染性造血组织坏死病毒 ( IHNV) 。实验

结果表明 ,忍冬、艾草、牛繁缕都有抗鱼病毒的作用 ,

其中以忍冬效果最好 ,它能抑制 IHNV 和 IPNV ,而

艾草和牛繁缕只能抑制 IHNV。

3. 2 　细菌病的防治
细菌病的种类较多 ,主要有鱼害粘球菌病、气单

胞菌病、假单胞菌病、弧菌病等。

左文功 [34 ]记载了用乌蔹梅防治白头白嘴症 ,用

大青叶、马尾松防治烂鳃症 ,用雷公藤、菖蒲、流子苏、

走马箭防治草鱼烂鳃、肠炎、赤皮病 (俗称“老三病”) ;

陈锦富 [35 ]记述了烟叶经浸泡后全池泼洒 ,可防治草

鱼老三病 ;高本纲 [36 ]认为 ,用菖蒲、艾配伍 ,另外用金

银花、白芷、干姜、甘草、白术配伍治疗白头白嘴病 ,疗

效较好 ,用韭菜配以菖蒲、枫杨树叶、辣蓼、杉树叶治

疗白皮症效果好 ;黄琪琰 [32 ]记述了将干乌桕叶用 20

倍质量的 2 %石灰水浸泡过夜 ,再煮沸 10 min ,然后

连水带渣全池泼洒可以治疗草鱼烂鳃病 ;郭建坤

等 [37 ]用中草药组方 :大黄、黄芩、黄柏、郁金、板蓝根

等治疗虹鳟鱼链球菌病 ,与对照组相比 ,疗效明显 ,投

药后第 3 天死鱼明显减少 ,第 7 天停止死亡 ,基本恢

复正常 ; Harikrishnan 等 [38 ]利用印度楝 ( A z adi rachta

indica) 叶子的水浸提液 (1 g/ L) 浸泡用嗜水气单胞

菌感染过的鲤鱼 ,每天浸泡 10 min ,浸泡 30 d 可以使

感染后的发病症状完全消失。同时并在第 10 ,20 ,30

天测鱼的血液指标 ,结果发现到第 30 天治疗过的鱼

的血液指标基本上达到正常水平。

3. 3 　真菌病的防治
由真菌引起的疾病主要是水霉病、鳃霉病。

生产上利用中草药防治真菌病的例子不多 ,左文

功 [34 ] 1985 年记述了用五倍子煎液防治水霉病 ,用芭

蕉心加食盐等防治鳃霉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宋关

碧 [39 ]用生姜加食盐、白酒等拌饲投喂可以治疗水霉

病。据张为民 [40 ]记载 ,每 666. 7 m2 水面用五倍子或

菖蒲 1. 5 kg ,再加入 5～10 kg 食盐和人尿 25 kg ,拌

匀后全池泼洒 ,能有效地防治水霉病的发生。

3. 4 　寄生虫病的防治
寄生虫病主要是由原虫 (鞭毛虫、锥体虫、车轮

虫、小瓜虫等) 、蠕虫 (单殖吸虫、复殖吸虫、线虫、绦虫

等)及甲壳动物寄生于鱼体而引起的疾病。

治疗寄生虫的偏方验方较多。左文功 [34 ]记载了

用大青叶、雷丸、五加皮各药均可防治锚头蚤病 ,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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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素浸洗鱼体 1 h 可杀死锚头蚤 ;用使君子和葫芦金

拌入饵料投喂可以治疗九江头槽绦虫病 ;黄琪琰 [32 ]

记载了每平方米用楝树新鲜枝叶 5 kg ,煎煮后全池

泼洒可以治疗车轮虫病 ;胡应高 [41 ]用苦楝茎皮叶、毛

莨全草合用煎煮后制成的苦毛合剂用于鲢中华蚤病

的治疗 ,效果很好。

4 　当前存在的问题

4. 1 　滥用偏方
由于中药是我国医学的愧宝 ,民间中有许多防

治鱼病的偏方、验方。这也造成了许多养殖生产者不

分病情、病因 ,随便使用偏方 ,从而不仅造成了药物的

浪费 ,还贻误了治病的时机。

4. 2 　配方不合理
有些配方只是随机几种中草药的叠加或几种具

有相同功效的药物的叠加 ,不符合中草药的“十八反、

十九畏”的配伍原则 ,使复方中的药物间出现拮抗作

用 ,降低了药效或增加了药物的毒性 ;不考虑口服药

物的适口性 ,不根据药物的产地、季节和炮制方法的

不同改变各单方的添加量。

4. 3 　加工工艺落后
当今的中药防治鱼病的方法多数还是直接把药

物原料投放于水中 ,或者只是采取煎煮等粗提的方

法 ,致使药效太差。因此为了提高药效必须采取先进

的加工工艺 ,向微量化、专用型方向发展 ,多开展一些

中成药的研制与开发研究。

4. 4 　理论研究较少
现今多数的研究集中在体外抑菌实验或增加免

疫力实验方面 ,缺乏对药物成分及各成分所作用的

靶器官的研究。

5 　展望

我国中草药资源异常丰富 ,取材方便 ,价格低廉。

另外用中草药防病具有毒副作用小 ,残留少、无污染

等优点。所以在我国利用中草药防治鱼病不仅可以

提高防病治病水平、增加养殖效益 ,也是发展绿色水

产业、开展健康养殖的需要 ,更是人类自身健康的需

要。中草药防治鱼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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