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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红笛鲷白点病的防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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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红笛鲷 Λυτϕανυσ αργεντιµαχυλατυσ 俗称红 为

暖水性大型底层鱼类 是粤琼两省沿海网箱和渔 养

殖的名优种类 ∀环境适应性强 海水 !咸淡水都能养

殖 甚至淡水中也能正常生长 ∀在自然海区网箱养殖

的紫红笛鲷很少发生暴发性的海水小瓜虫病 而在室

内培养池里 当环境适宜时 海水小爪虫大量繁殖 疾

病迅速蔓延 对紫红笛鲷产生极大危害 ∀海水小瓜虫

又称刺激隐核虫 Χρψπτοχαρψον ιρριτανσ 是一种纤毛虫

类寄生虫 主要寄生于海水鱼的皮肤 !鳍 !鳃 !眼角膜

等处 对鱼的种类和个体大小没有明显的选择性 ≈ ∀

病鱼的皮肤表面出现密集的小白点 故也称白点病 ∀

年 月 从海区网箱移进室内培育不久的亲鱼开

始患病 经诊断为白点病 通过药物治疗 取得良好的

效果 ∀

材料与方法

紫红笛鲷是来自大亚湾大鹏澳网箱养殖的满

龄的即将成熟的亲鱼 共 尾 体重 ∗ ∀移

入体积为 的室内圆形产卵池 采用日交换 次

的循环过滤水培养 每天补充 ∗ 的清新砂滤

海水 ∀

病鱼经药物麻醉后从体表和鳃丝上轻刮带有海

水小瓜虫的黏液 挑选个体大小较为均匀的虫体 置

于胚胎皿中 实验组每个胚胎皿中有 个虫体 分别

加入不同浓度的福尔马林 !硫酸铜溶液和硫酸铜与硫

酸亚铁混合溶液 搅动均匀后镜检观察虫体的活动状

况 并设立对照组 分析药物对其的毒性作用 虫体受

刺激无任何反应视为药物有效 作为治病的主要参考

依据 ∀

把患病亲鱼移进 小水池 以便观察和操

作 根据药敏试验结果 选择适宜的药物和剂量进行

浸泡 并同时加进一定量的抗菌素 预防病菌感染 连

续充气 定时观察治疗效果 ∀

结果

病鱼症状

从海区网箱移入室内产卵池时亲鱼体表和鳃丝

黏液未发现寄生虫 也无其他病症 身体淡紫色具光

泽 ∀一星期后个别亲鱼开始发病 病鱼行动不太敏捷

摄食少 常躲于池角或侧身擦底 体色变黑 黏液增

多 ∀仅两天时间 全部亲鱼出现相同症状 病鱼体表混

浊似覆盖一层黏膜 无光泽 擦伤脱鳞 全身布满密集

小白点 ∀

从病鱼体表和鳃丝上轻刮黏液 镜检可见虫体为

卵圆球形或拟球形 会任意变形 周边有纤毛 能运

动 成虫约 ∗ Λ ∀行无性分裂生殖 从虫体的

一端出现环形 痕 逐渐加深 约 后完成不等

分分裂 形成两个形态相似 而大小悬殊的新个体 ∀虫

体的胞核由 ∗ 个卵球形的团块组成链珠状 呈/ 0

形排列 ∀经诊断病原体为海水小瓜虫 ∀

海水小瓜虫对药物的敏感性

离体海水小瓜虫对几种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见

表 ∀经 药敏试验观察 福尔马林对离体海水小

瓜虫均无明显的毒杀效果 虫体多数仍能游动 ∀紫红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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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鲷病鱼直接用浓度为 ≅ 福尔马林药浴

绝大多数虫体仍然寄生在鱼体上正常活动 部分仍

然进行生殖分裂 ∀可见 离体或寄生在鱼体上的海水

小瓜虫均对福尔马林药性不敏感 无明显的抑制作

用 福尔马林药液不适合治疗该种疾病 ∀

表 所示 硫酸铜溶液或硫酸铜与硫酸亚铁合剂

对海水小瓜虫均有毒性作用 其效果与药液浓度呈正

相关 随着药浴时间增长 抑制效果也逐渐明显 ∀结

果表明 低浓度的硫酸铜或硫酸铜与硫酸亚铁合剂药

浴效果不理想 不适宜快速治疗紫红笛鲷小瓜虫病 ∀

要使紫红笛鲷小瓜虫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

控制 防止病害蔓延 硫酸铜浓度应该在 及其

以上 ∀在相同的硫酸铜浓度下 加入适量的硫酸亚铁

能显著地增强杀虫效力 ∀

紫红笛鲷亲鱼白点病的治疗

从表 药敏试验结果中选择硫酸铜加硫酸亚铁

的合剂进行泼洒浸泡 使水体药物浓度为硫酸铜

!硫酸亚铁为 同时加进一定量的抗菌

素 预防细菌性疾病的发生 ∀经过 的浸泡 体表白

点和黏液明显减少 大多数小瓜虫已脱落 ∀ 后 全

部小瓜虫脱落 镜检体表和鳃丝黏液 未见寄生的虫

体 鱼体洁净 活动状态明显好转 ∀返回圆池后未出

现不适的现象 游动正常 很快恢复摄食 病鱼全部治

愈 ∀为了清除可能残留在鱼体上的小瓜虫 预防再度

发生疾病 两天后再一次泼洒上述同剂量的药物 及

时换水 在以后的数月内未发生类似病害 ∀可见硫酸

铜加硫酸亚铁合剂治疗紫红笛鲷亲鱼白点病具有显

著的疗效 而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是一种经济有效

的治疗方法 ∀

讨论

海水白点病是海水鱼类养殖中常见而且危害性

极大的寄生虫病 鲷科鱼类和石斑鱼等均会发生 ∀赵

嘉本认为可用较低浓度的福尔马林就能有效地控制

海水白点病 ≈ 与本试验的结果有较大差别 ∀紫红笛

鲷白点病的病害特点是传染性很强 可在短时间内迅

速蔓延 虫体密布于体表任何地方 并大量寄生在鳃

组织中 形成胞囊 ∀虫体能任意变形 不断旋动 吞食

上皮细胞和血细胞 引起鳃上皮细胞肿胀和坏死 有

可能会因肌体受伤引发其他细菌并发症 会刺激黏液

细胞快速增生 分泌大量黏液 吸附污物 阻止鳃与水

中溶氧进行交换 若不及时治疗容易引起缺氧窒息死

亡 ∀因此必须及时诊断 对症下药 ∀

本试验的亲鱼在自然海区网箱中从幼鱼至成鱼

连续培养 尽管近年来该海区养殖规模扩大 养殖

密度增高 自身污染加重 但紫红笛鲷未发生有危害

性的白点病 ∀该海区的水温 !盐度等因子与室内水池

条件基本相同 ∀经水质测定分析 室内亲鱼培养池水

质清新 溶解氧高于自然海区 氨氮含量与自然海区

基本相似 而亚硝酸氮含量低于自然海区 总体而言

水质保持较良好的状态 ∀移进室内水池后亲鱼在短

暂时间内暴发白点病 可能是生活环境突然变化 原

有海区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 新环境的多种因子的综

合影响 刺激小瓜虫导致大量繁殖 而并非是通常认

为主要是温度适宜 !环境条件恶化造成的 ∀可见海水

养殖鱼类转移到新的生活环境时 有必要进行检疫和

药物预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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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药物对海水小瓜虫的毒性试验效果 水温 ε νΒ

试验时间

海水小瓜虫死亡率 3

福尔马林浓度

≅

硫酸铜浓度 硫酸铜 硫酸亚铁浓度

对照组

虫体游动正常 有

分裂行为

虫体游动正常 有

分裂行为

虫体游动正常 有分裂行为 虫体游动正常 有分裂行

为

3 虫体经刺激无任何反应视为死亡 ∀

实验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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