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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鱼类本尼登虫病的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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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在鱼类养殖过程中本尼登虫病的病原体、症状、流行情况。采用甲醛处理方法,

清除了寄生于养殖鱼体表的本尼登虫( Benedenia ser iolae)。8天后镜检, 养殖鱼体表的本尼

登虫全部脱落,摄食恢复正常。甲醛药浴法适合于工厂化养殖过程中本尼登虫病的治疗, 解

决了工厂化养鱼过程中因本尼登虫病的发生而导致的养殖鱼的死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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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水鱼类养殖,在近 10 年来发展迅速,是当

今海水养殖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养殖品种已发展

到花鲈、牙鲆、石鲽、真鲷、黑鲷、东方鲀、石斑鱼、斜带

髭鲷、卵圆鲳鲹、大菱鲆、美国红鱼等 60 余种。养殖

方式也从港养向池塘、网箱、工厂化水泥池养殖方式

发展。然而,随着鱼类养殖业的迅猛发展, 各种鱼类

细菌、病毒病及寄生虫病等愈来愈多,其中危害严重

的达 10 余种, 如牙鲆、石鲽、大西洋牙鲆的淋巴囊肿

病,东方鲀、大菱鲆等的盾纤虫病及大黄鱼、石斑鱼的

本尼登虫病等,如果发现和治疗不及时, 都会造成严

重损失, 严重时死亡率高达 80% ~ 100% , 造成鱼病

的原因不仅仅是病原体的感染和侵害, 还与养殖鱼

类本身健康情况(即抵抗力或免疫力 )及其栖息的环

境密切相关。本尼登虫病是海水鱼类养殖过程中的

主要寄生虫病之一, 这种疾病的发生可造成养殖鱼

类摄食量的降低、停食、甚至死亡。作者本次治疗的

鱼病发生在青岛某水族馆内,时间是 8~ 9 月份,水温

23~ 25 。养殖种类有真鲷、黑鲷、斜带髭鲷、石斑

鱼、鲈鱼、美国红鱼等。

1 材料与方法

刮取患病鱼体表鳞片制成水封片放于低倍显微

镜下观察,如一个视野内有 2~ 3 个虫体,即可确诊。

或将病鱼放在盛有淡水的盆中浸泡 2 min 左右, 如发

现有大量乳白色椭圆形虫体亦可确诊。

1. 1 病原体

病原为本尼登虫( Benedenia ser iolae )。虫体属

单殖吸虫,呈长椭圆形, 背腹扁平, 长度一般为 5~ 7

mm,宽度一般为 3. 1~ 3. 9 mm。身体前端两侧各有

1 个吸盘, 后端有一个吸盘, 后端吸盘中央有 2 对锚

沟和 1 对附属片,边缘小沟 7 对,口前方有 2 对黑色

眼点。雌雄同体 , 精巢 2 个, 位于身体中部, 卵巢 1

个, 在精巢前方。卵黄腺布满体内, 卵四面体形, 7 d

左右孵化成幼虫,刚孵出的为纤毛幼虫,幼虫寄生后

经 20 d左右发育成成虫(图 1,图 2)。

图 1 鱼体表面粘液中寄生的本尼登虫

Fig. 1 Bendeniasises parasit ized in the f ish b ody

图 2 单体本尼登虫

Fig. 2 Micros tru eture of Benden ia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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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流行情况

本尼登虫幼虫可侵害多种养殖鱼类, 大黄鱼、石

斑鱼、真鲷、黑鲷、美国红鱼等鱼类最易被寄生, 本病

全年均可发生, 但由于虫体的适宜繁殖水温为 13~

29 ,故冬季在自然环境一般不会发生。此虫一次产

卵可达 50~ 250 粒, 水温在 24 时 5~ 6 d 就孵化出

幼虫,继而寄生到鱼体上。

1. 3 症状

本尼登虫寄生于鱼类的鳍、体表、头部及眼睛内,

尤以头部和背部最为常见, 呈白色透明状, 大小如芝

麻粒,也有称之为 白芝麻病!、 白蚁病!。它以鱼类
的粘液细胞和血细胞为食, 并在鱼体上靠前后吸盘

尺蠖状爬动。寄生数量多时, 鱼体受到刺激 ,体表粘

液分泌较多,局部出现白斑或呈暗蓝色, 寄生在口腔

内的虫体,会破坏口腔粘膜, 导致溃烂出血。病鱼狂

躁不安,经常侧翻身或摩擦池壁、池底, 导致鳞片脱

落,体表受伤而造成继发性感染, 继而出现游泳缓慢、

聚群,上、下颌不停开闭, 有的嘴巴张开、眼睛充血受

损,鳍条局部溃烂, 病鱼食欲减退, 摄食量明显下降,

严重时停止摄食,出现个别死亡, 甚至大量死亡情况。

1. 4 防治方法

本次鱼病治疗, 由于是在水族缸内, 体积为 500

m3 , 换水、清底操作不方便, 治疗方法是用 50 ∀ 10- 6

甲醛溶液+ 30 ∀ 10- 6土霉素药浴 12 h 后大换水, 换

水后重复进行 1 次,第 2 天镜检发现还有部分虫体寄

生于体表及口腔内,又用 200 ∀ 10 - 6甲醛溶液+ 20∀
10 - 6土霉素浸泡 2 h 后大换水, 并将池壁、池底杂质

清除干净,个别活力较弱的鱼挑选出另外治疗, 第 3

天重复使用 1 次,再次镜检发现, 寄生在鱼体上的本

尼登虫虫体基本脱落死亡。养殖鱼游泳基本恢复正

常,摄食明显好转。第 7 天再重复使用 200∀ 10 - 6甲

醛+ 20 ∀ 10 - 6土霉素 1 次(预防少量虫卵孵化成幼

虫后再次致病) , 另外,第 8 天使用 1 次 1. 5 ∀ 10 6硫

酸铜药浴 12 h(个别鱼发现有少量的淀粉卵甲藻寄

生) , 再镜检,发现鱼体上寄生的虫体全部脱落, 养殖

鱼游泳完全恢复正常, 并且在以后的养殖过程中没

有被再次侵染。

2 结果与讨论

病原体是导致鱼病发生的先决条件, 没有病原

体, 鱼病就不可能发生。鱼类与其生活的环境关系密

切, 养殖环境适宜, 鱼类生长正常, 抵抗力便会增强 ,

疾病就会减少发生;反之就可能导致鱼病的发生。鱼

类养殖过程中 ,养殖鱼是病原生物的侵袭目标, 容易

成为宿主。养殖群体中 ,难免会有一些体质较弱的不

健康个体, 它们是易感对象, 如果不及时将此类个体

挑选出单独喂养治疗,可能会殃及全池。饲养管理不

善, 例如养殖密度过高, 饵料质量差,营养成分不全或

霉变, 投喂方法不科学, 养殖环境恶化等,也易引起疾

病。此次鱼病发生主要是因为环境恶化导致。

本次鱼病由于发现、治疗不及时, 加之养殖用水

量达不到养殖最佳要求,造成死亡率达 15%左右, 但

经治疗的鱼, 由于采用治疗方法得当, 后期养殖过程

中, 鱼体没有被再次感染, 且生长较快。因此,养殖过

程中一定要做到勤观察、勤镜检,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要有以防为主、治疗为辅、防治结合的防病意识,治疗

过程中应注意药物对鱼的应急性。患寄生虫病的鱼

类, 由于造成鱼体表受伤, 治疗过程中应辅以抗菌素

类药, 以防造成细菌病继发性感染。

防治方法还有如下几种:鱼种放养或转换池塘、

网箱时, 用淡水外加 20 ∀ 10 6 土霉素浸泡 5 ~ 10

min; 用 0. 25% 的碳酸氢钠海水溶液浸洗 2~ 3 min;

用 0. 2% 过氧化焦磷酸钠浸洗病鱼 2~ 3 min。以上

这几种方法仅适合于小水体处理病鱼,不适用于大水

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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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n this paper, the pathogen, symptom, epidemio log y and treatment fo r benedeniasis in fish cul

tur e a re described. W ith formaldehyde t reatment for 8 day s, bendeniasises parasitized were clea red aw ay fr om

the fish body. Bendeniasis, infected by Benedenia ser iolae, usually r esult s in feeding decrease and death in cul

tur ed fish. Formaldehyde solution bath is suit able for t he prevention and cure in aquacultur e in a lar ge scale.

(本文编辑: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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