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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可小丽、王德强、卢迈新、刘志刚、佟延南、高风英、李芳远、朱华平、曹建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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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鱼病害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殖罗非鱼的病害预防、病害诊断和常见罗非鱼疾病及其治疗。 

本标准适用于罗非鱼病害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18652 致病性嗜水气单胞菌检验方法 

NY/T 755 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鱼用药物使用准则 

NY 507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 

SC/T 1008 池塘常规培育鱼苗鱼种技术规范 

SC/T 1025 尼罗罗非鱼配合饲料营养标准 

SC/T 7014 水生动物检疫实验技术规范 

SC/T 7103 水生动物产地检疫采样技术规范 

SC/T 7201.1 鱼类细菌病检疫技术规程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 

SC/T 7201.2 鱼类细菌病检疫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柱状嗜纤维菌烂鳃病诊断方法 

SC/T 7201.3 鱼类细菌病检疫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嗜水气单胞菌及豚鼠气单胞菌肠炎病诊断方法 

SC/T 7201.4 鱼类细菌病检疫技术规程 第 4 部分：荧光假单胞菌赤皮病诊断方法 

SC/T 7201.5 鱼类细菌病检疫技术规程 第 5 部分：白皮假单胞菌白皮病诊断方法 

DB46/T 280 罗非鱼链球菌病检测技术规程 

3 病害预防 

3.1 一般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病害预防药物的使用应符合NY 5071的要求。 

3.2 预防措施 

3.2.1 池塘的整治、改造与消毒 

放养鱼苗、鱼种前应对池塘进行整治、改造和消毒。方法及药物用量按SC/T 1008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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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苗种 

放养经检疫的健康苗种，检疫标准依据SC/T 7103的规定执行。 

3.2.3 苗种运输 

苗种运输时要根据苗种规格、水温及运输时间，选用专业的运输工具及合适的装运密度，充氧量以

鱼体不在边角集群浮头为宜，运输水温 20 ℃为宜。温度高、运输时间长时，桶内鱼和水的重量比以1:10

为宜。运输前1～2天不投饲运输，并放清水网箱中暂养2 h~3 h，尽量做到空腹运输。操作时要小心仔细，

避免鱼体受伤。 

3.2.4 苗种消毒 

苗种放养前用3%～5%的氯化钠或3 mg/L的聚维酮碘水溶液浸泡消毒。消毒时间一般为5 min～10 

min，期间应注意观察鱼体活动状况。 

3.3 管理 

3.3.1 水质监测 

检测养殖水体的理化指标，每天测量温度、溶解氧、pH值，定期测量氨氮、亚硝酸盐和硫化氢等，

按GB 11607要求执行。 

3.3.2 饲料投喂 

投喂的饲料应以人工配合饲料为宜，质量及营养应符合NY 5072和SC/T 1025的要求。鱼苗、鱼种阶

段日投饲量为鱼体重的3 %～5 %，成鱼阶段日投饲量为鱼体重的1 %～2 %，上下午各投喂一次，低温、

阴雨天气或气压较低时可酌情减少投饲次数或投饲量。 

3.3.3 日常管理 

每天巡塘，观察鱼的摄食、活动情况，根据池水水色及透明度，适时开增氧机、加注新水等增氧措施。

及时捞取死鱼、残饵等。 

3.3.3.1 工具消毒 

一般网具、渔具可用20 mg/L～30 mg/L的高锰酸钾或1 ‰过氧乙酸溶液或3 mg/L～5 mg/L二氧化氯溶

液进行浸洗消毒。 

3.3.3.2 食场消毒 

每隔7 d～14 d，用3 mg/L～5 mg/L 二氧化氯泼洒消毒食场1次。 

3.3.3.3 药物预防 

病害预防用药物主要有生石灰、硫酸铜、硫酸亚铁、中草药类等渔药，具体的用法和用量参照NY 5071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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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害诊断 

4.1 现场调查 

4.1.1 池塘状况 

主要调查掌握养殖池塘的水质、底质状况和周围可能存在的污染源等： 

———池底是否渗漏水，淤泥厚度，消毒、整治和改造情况等； 

———池塘水体水温、水色、透明度、pH、亚硝酸盐、氨氮、溶解氧、硫化氢、COD、硬度等理

化指标； 

———如发现池水含有毒成分或过量有机物污染时，应及时报告渔业主管部门启动渔业污染调查，

或联系环保部门测定有关指标。 

4.1.2 管理情况 

———养殖的品种（系）与养殖密度； 

———苗种的来源与质量规格； 

———水质管理方式（水源、换水量与次数、增氧机开启时间与次数）； 

———敌害生物的发生情况； 

———所使用饲料和渔药等的种类、质量、来源及使用情况。 

4.1.3 病鱼症状 

———鱼体体色：是否具健康鱼体固有的体色和光泽，体态是否匀称，有无畸形，鳞片是否紧密； 

———活动情况：是否集群活动，游动是否活泼，有无异样的游动姿势等； 

———摄食情况：是否有鱼不吃食或吃食很少； 

———死亡情况：发病情况，病鱼的死亡时间、种类、大小和数量。 

———病灶情况：是否存在病灶，病灶类型、大小和数量。 

4.2 病原体检测 

4.2.1 寄生虫病原检测 

按照SC/T 7014中的检疫方法和检疫操作规程执行。 

4.2.2 真菌性病原检测 

参照SC/T 7014中相关检疫方法和检疫操作规程执行。 

4.2.3 细菌性病原检测 

参照GB/T 18652、SC/T 7201.1～5和 DB 46/T280中相关检疫方法和检疫操作规程执行。 

4.2.4 病毒性病原检测 

参照SC/T 7014中相关检疫方法和检疫操作规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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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鱼病诊断 

依据病鱼症状、饵料检测、水质检测、现场调查与问诊、病原检测及药物敏感性等结果，综合分析，

做出诊断。 

4.4 处方开具 

根据以上综合诊断结果，由持有执业兽医资格证的渔医开具渔药处方，制定治疗方案。 

4.5 用药治疗及回诊 

按渔医开具的处方用药治疗，渔医对治疗结果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回诊。 

5 常见罗非鱼疾病及其治疗 

罗非鱼养殖生产中常见疾病及其防治方法依据表 1 进行。 

表1 常见罗非鱼疾病及其治疗方法 

病名 发病季节 症状 治疗方法 

链球菌病 

一年四季均可发生，水

温 30 ℃以上为爆发高

峰期。 

体色发黑，鱼体运动失

衡，肝胆肿大，眼球外

突，角膜浊白等。 

减少投饲；二氧化氯 0.3 mg/L 和强氯

精（三氯异氰脲酸）0.3 mg/L 混合，

或二氯异氰脲酸钠 0.5 mg/L，或强氯

精 0.3 mg/L 全池泼洒。内服抗菌药物

的使用依据国家标准渔药的用法用

量执行或由渔医开具。 

爱德华氏病 

一年四季均可发生，水

温 25 ℃～30 ℃时为

流行高峰。 

肛门发红，腹部膨大，

肝脏呈白色小结节样。 

全池泼洒漂白粉，浓度为 1 mg/L～

1.2 mg/L。内服抗菌药物的使用依据

国家标准渔药的用法用量执行或由

渔医开具。 

嗜水气单胞菌

病 

该病流行期为 4～11

月 ， 水 温 18 ℃ ～

36 ℃。 

体表溃烂型：体表溃

烂，充血；肠炎型：肠

道充血、出血。 

用 1 mg/L 漂白粉（有效氯含量 30 %）

全池泼洒；隔天一次，连用三次，同

时投喂大蒜素等内服药。内服抗菌药

物的使用依据国家标准渔药的用法

用量执行或由渔医开具。 

竖鳞病 流行于 18 ℃～22 ℃。 
全身鳞片竖起，压迫鳞

囊有液体喷出。 

强氯精全池泼洒使池水成 0.3 mg/L

浓度，3 天一个疗程。内服抗菌药物

的使用依据国家标准渔药的用法用

量执行或由渔医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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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鳃、烂尾病 

一年四季均有发生，水

温 26 ℃～31 ℃为多

发流行期。 

鳃、体表及鳍条部位呈

现黄棕色的溃疡。 

全池泼洒二氧化氯（0.15 g/m3～

0.22g/m
3）或复合碘溶液（0.1 mL/ m

3）

消毒水体。疾病流行季节，15天1次。 

内服抗菌药物的使用依据国家标准

渔药的用法用量执行或由渔医开具。 

肠炎病 

流行时间为 4～10 月，

水温 18 ℃以上；水温

25 ℃～30 ℃为流行

高峰期。 

肠道充血、发炎 

每千克鱼体重用大蒜5 g（用时捣烂）

或大蒜素0.02 g，拌饲料分上、下午

投喂两次，连喂3天。每千克鱼体重

用干的地锦草、马齿苋、铁苋菜或辣

蓼（合用或单用）各5 g（打成粉）、

食盐0.5 g，拌饲料分上、下午两次投

喂，连喂3天；或用穿心莲20 g（干）

或30 g（新鲜），打成浆，再加食盐

0.5 g，拌饲料分上、下午二次投喂，

连喂3天。内服抗菌药物的使用依据

国家标准渔药规定执行或由渔医开

具。 

水霉病 
早春和秋末、冬初 20℃

左右的低水温季节。 

体表附有白色或灰白

色菌丝，棉絮状。 

避免鱼体受伤；提高水温；2 %～3 %

食盐浸浴 10 min，或 400 mg/L 食盐、

小苏打（1:1）全池泼洒。 

车轮虫病 
一年四季均发生，水温

18℃～22℃。 

鳃分泌大量粘液，鱼体

焦躁不安。 

0.8 mg/L～1.0 mg/L 浓度的硫酸铜和

硫酸亚铁（5:2）合剂全池泼洒。 

指环虫病 
流行于春末夏初，水温

为 20℃～25℃ 

寄生于鳃及体表，鳃瓣

局部或全部呈苍白色，

或可密集而成的白色

斑点 

用晶体敌百虫 0.2 mg/L～0.3 mg/L的

浓度全池泼洒；硫酸铜和硫酸亚铁

(5:2)合剂 0.7 mg/L 全池泼洒；如指环

虫病、斜管虫病、车轮虫病三种病并

发时，用 3mg/L 浓度的高锰酸钾全池

泼洒。 

注：浸浴后的药物残液不得倒入养殖水体；渔药的使用和休药期按 NY/T 755 和 NY 5071 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