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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病毒性出血病的防治

该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发病快、死亡率高，又被称为“鳜传染性脾肾坏死

病”、“鳜鱼虹彩病毒病”等。

1.病原

病毒。

2.症状及病理变化

患病鱼眼球突出，头部充血，尤其是口腔周围、眼、鳍基充血明显，鳃贫血

而呈粉红色或呈花斑状，鳃上粘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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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部呈“黄疸”症状，大肚。解剖可见肠道充血发红，肠内有黄色流晶

样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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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内无食、胃腹水，胃壁斑块状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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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肿大发黄，甚至发白或有许多出血点。组织病理变化最明显的是脾和肾

内细胞肿大，形成巨大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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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行与危害

该病主要以水平传播为主，主要危害10厘米以上鳜鱼。其流行具有以下特点：

（1）发病急，病情发展快，死亡率高

发病早期一口塘每天死亡十几尾， 1周内可增至每天每口塘几百尾、上千尾，

甚至全军覆没。

（2）具有明显季节性

水温20℃以下很少发病，28~30℃是该病最适流行水温。该病主要发生于6~10

月高温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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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部条件的刺激是疾病暴发流行的诱因

携带病毒的鳜鱼在发病季节对外来刺激极为敏感，特别是在季节交替期，持

续阴雨低温天气、水体出现“倒藻”时，该病容易高发；水质恶化、用药不当或

密度过大等均可诱发或加剧病情发展，养殖户有“越下药，死亡越多”、“越换

水越死亡”等说法。

（4）致病病毒可单独感染也可并发多种寄生虫、细菌的感染，且病情易反复。

（5）最先发病死亡的往往是个体相对较大、肥满度较好的鳜鱼，同一口塘的其它

鱼类并无此病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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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诊断方法

（1）发病塘水突然变浊，即发生所谓“倒水”或“倒藻”现象；

（2）鳃丝粉红或发白或呈花斑状；

（3）胃壁呈斑块状充血，肠道充血发红或呈环状充血；

（4）肠内容物呈黄色流晶状；

（5）发病鱼离群漫游，呈明显的“黑头黄身”现象；

（6）发病鱼血液不凝固。临床实践证明凡发病鱼塘有符合上述3~4种临床症状时，基

本可以判断为鳜鱼病毒性出血病。进一步确诊需通过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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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治方法

该病早期治疗有一定的效果，核心是及早发现，早治疗。如果养殖池塘未发生“

转水”现象，且漫游鳜鱼数量较少，可采取如下办法进行控制：先使用“水鲜

”[1000克/2.5~4亩·米]全池泼洒，2~4小时后再使用高碘酸铁或10%聚维酮碘全池泼

洒，第2~3天连续使用“贵鱼康”2次，每天一次，隔天后使用一次芽孢杆菌、多元有

机酸、过磷酸钙调节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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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原      

嗜水气单胞菌、温和气单胞菌、鲍氏不动杆菌等。

2.症状及病理变化

病鱼往往沿池边漫游而死，其下颌、鳃盖、眼、肛门周围和鳍条基部

出现点状和块状的轻度出血。解剖可见胃和肠壁有出血点、无食物，胆囊

肿大，腹腔内结缔组织或脂肪充血，腹水较多，肠道内容物稀薄并充有气

体，肝脏充血发紫或色泽不均。有时患病鱼体表也表现出无出血症状的特

点，但有大量腹水，活体解剖时腹中发出恶臭，肝脏呈土黄色，易碎，其

它内脏器官无明显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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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行与危害

2~11月均可发病，7~9月为发病高峰期，流行水温为26℃以上，发病

呈急性型，从开始发病至大量死亡仅需1星期。如果不及时采用合适措施

会导致全军覆没。发病塘中氨态氮、亚硝酸氮明显高于非发病塘。

4.诊断方法

（1）发病鱼塘无“转水”或“倒藻”现象发生；

（2）发病塘可能同时有其它鱼类如麦鲮鱼、鲫鱼等死亡。确诊时需对病

原菌进行分离鉴定或借鉴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免疫学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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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治方法

首先全池泼洒“水鲜”[1000克/2.5~4亩·米]或隔2~4小时后再泼洒

4.5%氯氰菊酯[100毫升/3~4亩·米]或10%甲苯咪唑溶液[100克/1~1.2亩·

米]，第二天全池泼洒苯扎溴铵和戊二醛[500毫升/2~3亩·米]或二氧化氯

[500克/2~3亩·米]，病情严重时第三天再全池泼洒“贵鱼康”[500/克

2~3亩·米]。病情稳定后需用芽孢杆菌和矿物质肥料改良水质，以防病情

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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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把握放苗关和环境关

1.把握放苗关

选择优质的鳜鱼苗种是预防鳜鱼病害的重要环节。应避免近亲交配，放养的

优质苗种应该要规格一致，游动活泼，体色鲜亮，无伤无病害。放养密度适宜。

2.把握环境关

池塘可移植一些沉水植物，如轮叶黑藻等净化水质。在投喂饵料鱼时，适当

增加鲢、鳙鱼等在池塘中的剩余量，控制水质肥度。种植茭白、莲藕、水花生等

经济水生植物来改善水质，或进行池塘鱼、虾，蟹等主要品种的换养和轮养，以

利于病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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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做好消毒工作  

包括池塘、鳜鱼种工具和饵料鱼的消毒。池

塘一般用生石灰彻底消毒；鳜鱼种一般使用食盐

水或福尔马林溶液进行消毒；工具、网具一般用

10克/立方米硫酸铜溶液浸泡10分钟或用5％漂白

粉溶液浸泡洗刷后，用清水冲洗净使用。对投喂

的饵料鱼也必须加强检疫和进行药物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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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调节好水质

1.培育良好水质，保持池塘适当肥度

在高密度池塘养殖时，保持池塘的

适当肥度是鳜鱼疾病防治的关键点。一

方面，塘水呈绿色、褐绿色或暗绿色等

水色，才有适量的藻类进行光合作用产

生大量的氧来满足鳜鱼的需要。

     
良好水质：肥活嫩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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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鳜鱼的代谢产物在池塘中不

断增多，加上清水塘水体自净能力差，会导

致水中的氨氮等有害物质超标，鳜鱼容易产

生严重的应激反应，抗病力下降。因此，必

须培育良好水质，保持池塘适当肥度。

不良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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