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增重率为 与小水体生长对比试验结果基本

相吻合 如果饲育水温再适当提高一些 增长率可能还

会提高∀

表  越冬期不同水温下真鲷幼鱼生长情况

水
 
槽

水

温

ε

布   池

尾数

尾

平均全长 平均体重

出    池

尾数

尾

平均全长 平均体重

培育

天数

全长

增长

体长

增长

日增

重率

成活

率

∗

∗

∗

∗

表  真鲷幼鱼集约越冬结果一览表

池
 
号

水

体

布    池

尾数

尾

平均全长平均体重 密度

尾

出    池

尾数

尾

平均全长平均体重 密度

尾

培育

水温

ε

培育

天数

天

日增

重率

成活

率

∗

∗

∗

合计     

   采用大规模高密度集约越冬技术可有效地

降低越冬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本试验使用的越冬水体

安全越冬鱼种共约 尾 试验的直接

成本 包括燃料费!水电费!饵料费!人工费等 约

元 人民币 由于使用的加温锅炉为 蒸

汽量的大型锅炉 虽然加温水体小 但是锅炉本身的能

量浪费较大 若采用小型锅炉加温或扩大越冬规模 成

本还会相对降低∀ 如果利用发电厂余热海水或地下温

海水进行集约越冬 将会大大降低越冬成本 取得更好

的越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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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鲷育苗期间的几种病害与防治
ΣΟΜΕ ∆ΙΣΕΑΣΕΣ ΑΝ∆ ΠΡ Ες ΕΝΤΙΝΓ ΜΕΤΗΟ∆Σ ΙΝ ΤΗΕ ΒΡ ΕΕ∆ −
ΙΝΓ ΦΟΥΝ∆ΕΡ ΟΦ ΒΛΑΧΚ ΣΕΑ ΒΡ ΕΑΜ Σπαρυσ µ αχροχεπηαλσ

梁德海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α  笔者在多年的黑鲷 Σπαρυσ µ αχροχεπηαλσ 人工

育苗试验中 对黑鲷仔!稚!幼鱼期出现的鱼病做了一

系列观察研究 本文谨就几种常见疾病 从病原!病症!

病因及防治方法等方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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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性疾病

 肠道白浊病
症状 黑鲷仔鱼期肠道白浊不透明 不再摄食 在

水池的侧壁和池角集群 活动呆滞∀ 随着病情的发展

白浊的肠萎缩 腹部下陷 然后死亡∀

病原 弧菌 ςιβριο∀

防治方法 保持育苗环境清洁及合理的放养

密度 并投喂优良活饵料可预防本病 投喂添加氯

霉素 ≅ ∗ ≅ 的饵料有效 呋喃唑酮

≅ 药浴 连续 ∀

 腹水病
症状 鱼体色发黑 在水中急速旋转 上下翻滚若

干时后 腹部朝上漂于水面 直至死亡∀病鱼腹部膨胀

呈半透明空泡状 有时肠子从肛门脱出∀ 解剖观察 鱼

体整个腹腔内大量积水 肛门扩胀发红 有的可见肝脏

出血或肾脏肥大∀

病原 爱德华氏菌 Ε δω αρδ σιελλα∀

防治方法 保持饲育水环境清洁 适当加大换水

或增加换水频率 用 ≅ ∗ ≅ 的土霉素 每

天药浴 连续 ∗ 或用氯霉素 ≅ ∗ ≅

全池泼洒 ∗ 效果均较好∀

 腹胀满病
症状 病鱼胃囊特别膨大 有些鱼苗因腹壁膨胀

而出现破裂 整个胃囊膨出以致脱离鱼体∀病鱼活力较

差 常飘浮于水面∀

病原 溶藻酸弧菌 ς αλγ ινολψτιχυσ∀

防治方法 勤换水改善培育环境 保持育苗室清

洁卫生 不宜全部投喂卤虫体 可搭配投喂些人工饵

料∀

 皮肤溃疡病
症状 其主要特征是体表皮肤溃疡∀感染初期 体

色呈斑块状褪色 食欲不振 缓慢地浮游于水面 有时

狂游或回旋状游泳 中度感染的鱼 鳍基部组织浸润

呈出血性溃疡∀ 有的吻端或鳍膜烂掉 有的眼球突出

眼内有出血点 肛门发红扩张 有黄色粘液流出∀ 解剖

观察 胃内无食物 肠空并带有黄色粘液 肠粘膜变薄

肝!脾!肾等明显充血和肿大∀ 严重病鱼 ∗ 下沉死

亡∀

病原 假单胞杆菌 Πσευδ οµ ονασ和鳗弧菌 ς αν2

γ υιλλαρυµ ∀

预防方法 育苗池在使用前用 ≅ 的漂白

粉彻底清池消毒 保持水源清洁 搬运鱼苗时谨慎操

作 避免鱼体受伤∀

治疗方法 土霉素 ≅ ∗ ≅ 全池泼洒

每天 次 连用 呋喃唑酮 ≅ ∗ ≅ 全池

泼洒 每天 次 连用 投喂抗菌素或磺胺类药饵

前者每千克鱼体重用药 ∗ 后者每千克鱼体

重用药 ∗ 连续投喂 ∗ ∀

 眼病
症状 病鱼体色发黑 突眼!眼球白浊 甚至一侧

或两侧的眼球脱落等∀ 游泳失去平衡∀

病原 弧菌 ςιβριο 和假单胞杆菌 Πσευδ οµ ονασ∀

防治方法 育苗期各项操作要谨慎 尽量避免鱼

体受伤∀ 使用氯霉素全池泼洒 浓度为 ≅ ∗ ≅

在投喂鲜活饵料的同时 配合使用抗菌素!鱼肝

油及复合维生素能有效地防止本病的发生∀

 原生动物性疾病

 嗜腐虫病
症状 虫体寄生在体表!鳍条!鳃丝!鳃盖内侧!口

腔边缘!鳞囊内及脑∀病鱼体表有葵花籽样白色小虫快

速穿行 呈/ 之0字形运动 并绕自身纵旋转∀全身黑化

摄食不良 变态后幼鱼本应底栖 而病鱼却上浮独游∀

重症者表皮部分白化与黑色相间呈团块状 粘液增多

鳃盖内侧!鳍条等发红糜烂∀

病原 嗜腐虫属 Σατηοπηιλυσ∀

防治方法 育苗用水应严格过滤 器具彻底清洗

消毒 病鱼用福尔马林 ≅ 全池泼洒 后立

即换水 可使该虫迅速从鱼体上脱落 效果很好∀

 车轮虫病
症状 虫体以吸盘吸附在鳃丝及体表上 使鱼体

皮肤损伤 刺激皮肤组织!鳃丝分泌大量的粘液∀ 当大

量感染时 鱼体消瘦发黑 离群靠近池边缓慢地游动

鳃丝的软骨外露 严重影响鱼的呼吸机能∀摄食甚少或

不摄食 多为空胃 长期感染会引起死鱼∀

病原 车轮虫 Τρεηοδ ινα∀

防治方法 育苗池彻底洗刷!消毒 ≅ ∗ ≅

工业用硫酸铜全池泼洒∀另据报道 用硫酸铜和硫

酸亚铁合剂 二者比例为 Β 全池泼洒 使池水成

≅ 可有效杀灭体表和鳃上的车轮虫≈ ∀ 用药后

需彻底换水 以改善池鱼水质环境 促使鱼体快速恢复

摄食 以利生长∀

 隐核虫病
症状 虫体附着在鱼体表及鳃丝上 严重时全身

呈白点状 这些小白点是由于虫体寄生 宿主受到刺

激 周围组织分泌大量的粘液和表皮细胞增生而形成

的白色小囊泡∀ 病鱼体色变黑且消瘦 游动迟滞 食欲

海洋科学



不振 甚至停食∀病情严重者 鳃组织呈黑紫色糜烂!鳞

片脱落!鳍膜裂开!眼角膜损坏等 最终因呼吸困难而

死∀

病原 隐核虫 Χρψπλοχαρψονιρριτανσ∀

防治方法 ≅ ∗ ≅ 醋酸铜全池泼

洒 ≅ ∗ ≅ 硫酸铜与 ≅ ∗ ≅

硫酸亚铁混合全池泼洒 ≅ 硝酸亚汞全池泼

洒∀

 聚缩虫病

症状 虫体固着在鱼体表面∀轻度感染时 其患病

并不明显 但大量出现时 能严重防碍鱼体的呼吸和摄

食活动∀重症鱼体表粘滑 呈白绒絮状∀常常因此而使

鱼体沉底 窒息或因饥饿而死∀

病原 聚缩虫 Ζοοτηαµ νιυµ ∀

防治方法  育苗期要勤换水 保持水质清洁 用

≅ 的福尔马林全池泼洒 效果明显∀国外最近报

道 用 ≅ 盐酸奎钠克对治疗此病有特效∀

 甲壳动物性疾病

 鱼鲺病

症状 鲺体用吸盘吸附在鱼体表!鳃及鳍条上 用

管状的口吸食寄主的血液 使鱼体因毛细血管破裂而

出血 剥开病鱼表皮 可见表皮变红∀如果寄生在鳃上

鳃上皮被破坏 鳃边缘残缺不全 影响呼吸∀ 鱼体被侵

袭后 常呈现极度不安 在水中狂游或常跃出水面 有

的失去平衡∀ 病鱼身体消瘦 食欲减退 对缺氧等恶劣

环境耐受力差 容易死亡∀

病原 鱼鲺 Αργ υλυσ∀

防治方法  ≅ ∗ ≅ 的敌敌畏乳

剂全池泼洒 次即可 ≅ 的晶体敌百虫全池

泼洒∀ 把带鲺的病鱼放入纯淡水中洗身 后鲺便

脱落鱼体而死亡∀

 其他疾病

 气泡病

症状 发病鱼苗最初在水表层极力下潜 但又很

快上浮到水面 如此反复若干次后 在水面作混乱无力

游动∀鱼体肠道内出现数个小气泡 逐渐融合为若干个

大气泡∀随气泡的增大而失去自由游泳的能力 身体失

去平衡 鱼体侧平于水面或头朝下 时而作挣扎状游

动 时而在水面上打转 随着病情的发展体力的消耗

鱼不久即死亡∀

病因 发生气泡病的原因通常是水体内溶解气体

的含量过高 加上水温控制失当∀育苗采用开放式水循

环 入水口处进水的同时带入大量空气 或因充气量过

大 在水中产生微小气泡∀ 初期仔鱼 特别是开口不久

的仔鱼 误将气泡作食饵吞入∀吞入的小气泡在鱼体消

化道内积聚融合 最后形成一个或几个大气泡 导致肠

道栓塞 无法进食 鱼体失去平衡 活动失尽而死∀

防治方法 仔鱼开口后 尽可能减少水中微气泡

的进入或产生 将入水口由水面移入水中 充气量不宜

过大 适当降低水温 ∗ ε 可使患气泡病的鱼明显

减少∀ 对已出现该症状的鱼 降低水温后 症状明显减

轻 镜检观察 鱼腹中气泡减少 并可见粪便逐渐向肛

门移动∀

 畸形病

症状 在鱼苗孵化和培育期 常有畸形鱼出现∀初

孵仔鱼的畸形多表现为鱼体不伸展 呈蜷缩状 苗种培

育期畸形症状 多为脊柱弯曲 有时身体弯成 ∗ 个

屈曲 有时只尾部弯曲∀有的出现眼!鳍等部位变形 以

及变态时的颜色变异等∀

病因 产生这种病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 仍未得到

肯定的结论 但认为有 种可能的原因 水中含有

重金属盐类 刺激鱼的神经和肌肉收缩所致 由于

缺乏某种营养物质 如钙和维生素等 而产生畸形 象

人类患软骨病或佝偻病一样 孵化时某一环境因

子的突然变化∀ 据报道 水温过高或过低 波动幅度较

大时 可导致仔鱼畸形的大量发生≈ ∀

防治方法 患病鱼池可换水数次 改良水质 并投

喂营养丰富的饵料 避免育苗期各种因素的突然大幅

度变化∀

 胃肠道梗塞病

症状 鱼体腹部显著膨胀∀经解剖后发现 大量不

消化又毫无营养价值的卤虫卵!壳充满了仔!稚鱼的胃

肠道 数量 ∗ 个不等∀严重者甚至造成胃肠梗塞

不能再行摄食 导致仔!稚鱼死亡∀

病因 在多年的育苗过程中 笔者多次观察到 由

于卤虫无节幼体与卤虫卵!壳分离不彻底 在投喂卤虫

时 仔稚鱼对卤虫无节幼体!卤虫卵和卤虫壳均有相同

的喜食能力 而仔稚鱼的视程很短 卤虫卵!壳的颜色

较卤虫无节幼体的颜色深 更容易被仔稚鱼发现 且卤

虫卵!壳在水中自由悬浮 其球形体更为适口∀ 因此在

投喂后不久便被摄食殆尽 胀满的胃肠 形成了仔稚鱼

完全饱食的假象∀

防治方法  在购买卤虫卵时 应尽量选用孵化

率高的产品 孵化率低于 的产品最好不用 进行

卤虫无节幼体和卤虫卵!壳的分离要认真操作 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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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 次! 次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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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筋鱼养活实验) ) 水底铺沙法3

ΛΑΒΟΡ ΑΤΟΡ Ψ ΧΥΛΤΥΡ Ε ΟΦ ΣΑΝ∆ΛΑΝΧΕ ΟΝ ΣΑΝ∆ Β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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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作者在进行有关海洋食物链能流转换实验研究

中 遇到了玉筋鱼 Αµ µ οδψτεσ περονατυσ 养活的困

难 致使该项实验中途停顿 因此 进行了玉筋鱼的养

活实验∀ 本文阐明了在人工条件下养活玉筋鱼的过程

和方法∀

 玉筋鱼的养活实验

年 月 日 从青岛近海捕获玉筋鱼数

尾 放入玻璃水族缸内 暂养 微充气 并投喂适

量卤虫 Αρτεµ ια σινιχα ≤ 幼体 投喂密度为 ∗

个 后 随机取样 观察其胃含物 结果表明

玉筋鱼几乎不摄食∀ 在此同时 进行其行为观察 发现

玉筋鱼多在水的中上层集群 辗转游动 即便在黑暗

中 也不停止 且其头部常常撞击缸壁 后 这些玉

筋鱼全部死亡∀

同年 月 日 又捕获活玉筋鱼数 尾 暂养实

验过程如上所述 同样出现集群游泳 撞缸壁 不摄食

现象 后全部死亡∀

年 月 日 将新捕获的 尾玉筋鱼放入

约 厚细沙铺底的玻璃缸内 玉筋鱼立即钻

入沙内 很少游动 于是投喂适量卤虫幼体 约 ∗

个 第 天 细沙上层发现玉筋鱼的砖红色粪便

镜检结果为摄食卤虫幼体所致∀ 随机取出数尾玉筋鱼

样品 经解剖发现胃中有大量卤虫幼体 证明玉筋鱼在

这种环境下 能够正常摄食 此实验持续 在此期

间 玉筋鱼的钻沙行为及摄食无异常∀实验期间共有

尾玉筋鱼死亡 死亡率为 ∀

从上述实验中 作者发现 玉盘鱼的养活关键是细

沙铺底 这个结果 与玉筋鱼在自然环境中喜栖沙底质

海区这一特性相吻合≈ 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 作者又

进行了玉筋鱼生长实验∀

 玉筋鱼的生长实验

年 ∗ 月 作者又进行了两次玉筋鱼生长

实验 玉筋鱼在实验室水族缸中驯养数日后 停食

用湿沙布包裹 每 尾一组称重 并选取部分测量其

体长和体重 实验鱼尾数见表 在此同时 留数

尾玉筋鱼称重 在 ε 下烘干 测量干重含量和能量

含量∀

实验是在 厚细沙铺底的陶缸 中进行

的∀ 饵料为孵化后 ∗ 的卤虫 我国北方近岸海

域产的海产卤虫卵 孵化率 ∗ 幼体 每天

上午 时左右投喂 搅匀后 立即用 取样器在水

体的不同层次!不同位置取水样 次 混合后 将这

水样计数卤虫幼体 投喂密度约 ∗ 个

∀ 第 天投喂前 再次用上述方法取样 得出剩余饵

料密度 以此计算玉筋鱼的日摄食量∀ 与此同时 设立

对照组 发现 内的卤虫幼体死亡率及附底率很低

合计小于 在此忽略不计∀每天剩余饵料取样后

用吸管吸出附着在细沙上的粪便 然后换水 实验

结束前 停止投喂 玉筋鱼的体重等测定如上所

述∀ 在实验过程中 卤虫幼体按孵化后 ∗ 分别取

样测定其个体重量!干重及能量含量平均值∀

实验分别进行 在此期间玉筋鱼无一死

亡 摄食等行为正常 而且体重有了增长 进一步说明

了水底铺沙环境适合玉筋鱼正常生活∀

由表 可见 在两次实验中 玉筋鱼的平均摄食卤

虫幼体量分别为 个 和 个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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