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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已成为水产养殖大国，然而各种频发的养殖鱼类疾病，不仅造
成经济损失，也制约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鱼类病害研究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
如果从人类对于鱼类病害的知识来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真正对养殖鱼类各种疾病：和病原
知识的了解，则历史较短。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末的20多年是我国鱼类病害学发展最快的阶段，在海水养殖病害方面尤
为明显。
在养殖鱼类（真鲷、黑鲷、鲈鱼、梭鱼、牙鲆、大菱鲆、石斑鱼、河鲍、海马等）的病毒、细菌、原
生动物、单殖吸虫和寄生甲壳类疾病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进入新的世纪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的水产病害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
当前，我国水产养殖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池塘老化、水质环境
污染、管理与技术措施滞后等情况也相应出现，因此，应当应用水产动物健康养殖技术，把病害的控
制与环境的改善紧密联系起来。
水产动物的病害影响着人类的健康，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无公害防治既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也
是人类对环境和健康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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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水养殖鱼类疾病与防治手册》随着水产养殖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已成为水产养殖大国，然而
各种频发的养殖鱼类疾病，不仅造成经济损失，也制约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鱼类病害研究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
如果从人类对于鱼类病害的知识来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真正对养殖鱼类各种疾病：和病原
知识的了解，则历史较短。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末的20多年是我国鱼类病害学发展最快的阶段，在海水养殖病害方面尤
为明显。
在养殖鱼类（真鲷、黑鲷、鲈鱼、梭鱼、牙鲆、大菱鲆、石斑鱼、河鲍、海马等）的病毒、细菌、原
生动物、单殖吸虫和寄生甲壳类疾病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进入新的世纪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的水产病害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
当前，我国水产养殖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池塘老化、水质环境
污染、管理与技术措施滞后等情况也相应出现，因此，应当应用水产动物健康养殖技术，把病害的控
制与环境的改善紧密联系起来。
水产动物的病害影响着人类的健康，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无公害防治既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也
是人类对环境和健康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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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战文斌，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亚太水产养殖中心（NACA）中国地区水生动物
病害专家，全国动物卫生风险评估委员会，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中国兽药典委员会，中国水产
学会鱼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被授予全国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青岛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海水养殖动物的免疫与病害防治，水生动物疾病的诊断与检疫，渔药使用和评价等方面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
先后承担和完成了国家“973”、“863”、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10余项，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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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供检查的动物最好是生病后濒死的个体或死亡时间很短的新鲜个体。
死后时间较长的个体，体色已改变，组织已变质，症状消退，病原体脱落或死亡后变形就无法诊断了
。
有些疾病不能立即确诊的，也可用固定剂和保存剂，将生病动物的整个身体，或一部分器官组织，或
取下其病原体，固定和保存后作进一步的诊断，也可送交有关机构和专家进行鉴定。
　　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观察症状和寻找病原。
症状和病原是最重要的诊断依据。
、检查时先肉眼观察（包括鳃）患病动物的色泽有无变化，有无炎症、充血、出血、贫血、肿胀、溃
疡等病理变化，有无异物附着，以及生病个体生长情况和肥瘦程度。
然后用镊子刮取皮肤、鳍、鳃等外部器官的黏液，或取其一部分组织，制成水浸片后用显微镜检查，
寻找病原并注意组织的病理变化。
体表检查完毕以后，再进行解剖检查内部器官。
也是先肉眼观察内部各器官组织的颜色和形状有无变化，有无炎症、充血、出血、肿胀、溃疡、萎缩
退化、肥大增生、体腔积水等病理变化，有无大寄生虫及其包囊，然后用显微镜检查各器官组织。
对内部器官组织的检查，应首先从心脏抽取血液镜检，然后刮取体腔或其他器官腔中的黏液检查，对
于肝脏、肾脏等实质性器官可取一小块组织用压片法检查，注意有无病理变化和病原，必要时进行冰
冻切片观察其病理变化；②了解以往的病历和防治措施，以作为诊断和治疗的参考；③观察生病池塘
中养殖动物的活动情况，例如游动和摄食等有无异常变化；④询问生病动物的来源，是在当地繁殖的
还是从外地引进的；⑤了解投喂的饲料及水源有无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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