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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海水养殖病害防治重点实验室承担的“中草药制剂用于海水鱼病害防治

的研究”项目在山东完成鉴定并逐渐实现产业化生产，我国在防治鱼类病害方面有了新的手段。 

 

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副所长王勇强告诉记者：“以后鱼类生病后不用再使用抗生素，而是天然的

中草药，中草药制剂的开发和使用有望彻底解决鱼类产品药物残留问题，还可以起到使其‘强身健体’

的作用。” 

 

研究：配方与疗效相结合 

 

近年来，山东省沿海的海水鱼养殖发展很快，无论是海上网箱养殖还是工厂化养殖，都形成了相当

大的规模，特别是鲆鲽鱼类养殖，由于其价格高、品质好、市场广阔，已成为山东省海水鱼养殖的主导

品种。但是，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与品种的增加，以及海水环境的恶化，鱼病的种类与发病率也呈大幅

上升趋势。研究发现，细菌类病原体感染造成的疾病是引发海水鱼类大量死亡的病种之一。 

 

对于细菌类疾病的防治，国内外均对鱼病及防治方法进行了研究，除了使用部分疫苗防病外，对于

出现的细菌病均施以消毒剂和各种抗菌药物。王勇强解释：“随着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大量用药的副

作用也暴露出来，环境污染的加剧，耐药菌株越来越多，食用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治疗难度也越来越

大。此外，在养殖生产中大量使用抗生素来防病和治病，也带来了严重的药物滥用问题。加之，我国已

加入WTO，国际市场对水产品的质量要求更加严格，养殖鱼体内抗生素残留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

步。中医是我国的传统医学，能否借助于中医的理论体系研制出可取代抗生素的高效中草药制剂作为常

规防治用药，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和突破的方向。” 

 

项目组成员首先对海水鱼养殖和发病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对海水鱼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发

病原因、发病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分析。 

 

经调查研究和实践，项目组发现海水鱼细菌性疾病绝大多数起因与弧菌有关，而许多鱼类的疾病均

与消化系统的障碍有关，腹水、腹胀及出血性疾病前期均有不同程度的消化系统症状，这类疾病也是抗

生素类药物使用最多的层面。基于以上调查研究结果和海水鱼病害防治的难点，项目组制定了针对消化

道疾病的中草药制剂为突破口和主攻研究方向。 

 

依据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理论及中药处方配伍原则，项目组最终研制出“鱼腹康”、“鱼肠

安”和“鱼健散”三种中草药制剂，防治海水鲆鲽鱼类养殖中的细菌性疾病。在试验范围内，对海水鲆

鲽鱼的消化不良、肠炎、腹水、腹胀等疾病均具有显著疗效，优于土霉素等抗生素类药物。试验证明：

中草药制剂与微生态制剂联用可显著提高疗效，药物用量减少50%，并可加快消化系统疾病的痊愈和减

少复发。 

 

回报：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双丰收 

 

“鱼腹康”、“鱼肠安”除生产试验使用外，在30多家养殖单位和养殖户进行了扩大试验，据跟踪

回访了解的情况来看，对消化不良、肠炎、腹水等鱼病的治疗有效率近100%，同时大大降低了抗生素类

药物的使用量。 

 

王勇强例举了这样一组数据，在山东省海水养殖病害防治重点实验室龙口基地，中草药制剂完全取

代了抗生素类药物，在三个周期的12万尾大菱鲆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量为零。第一批试验

防治鱼病害不用西药用中药

中草药制剂用于海水鱼病害防治研究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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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出大菱鲆12285尾，成活率为98.26%，每平方米养殖面积产量为18.4千克；在重复试验中，第二批

养殖大菱鲆近5万尾，第三批养殖大菱鲆近6万尾，成活率达95%～98%，每平方米养殖面积产量为18千克

～21千克。 

 

此外，在以中草药制剂防病技术为主的养殖生产试验中综合应用了优质苗种培育、海水鱼免疫、微

生态防病等健康养殖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已基本取代了大量使用抗生素防病治病的传统工艺。结合山

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鲆鲽鱼类抗弧菌病苗种培育及健康养殖技术”，项目组又将这些技术

进行了扩大试验和技术推广，项目总体完成了健康养殖示范2.2万平方米，技术推广6万平方米，养殖成

活率达到95%以上，抗生素类药品的使用量减少90%以上。 

 

2006年底的大菱鲆风波，对山东省养殖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本项目实施单位养殖的大菱鲆

顺利通过了广州市的严格检验、不含有任何抗菌素，在烟台地区率先获准进入广州市场，并带动了大菱

鲆市场的整体回暖。 

 

王勇强总结说：通过免疫手段有效增强海水鱼类的自身防御能力，应用微生态制剂、中草药制剂开

展商品鱼养殖期间的病害防治工作，避免长期使用大量抗生素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产品质量下降、诱发

产生耐药菌株等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益和水产品的安全性，增强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力，具有广泛的社会及生态效益。 

 

“下一步，我们主要将拓宽试验区域和应用范围，加强以中草药制剂为主的无公害渔用药物的开

发。”王勇强进一步介绍，目前，试验区域已扩大到福建省和广东省，应用范围从鲆鲽类工厂化养殖扩

大到黑鲪、鲈鱼、六线鱼及石斑鱼等网箱养殖，均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威海正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山东省深水网箱养殖龙头企业，养殖鱼类有黑鲪、鲈鱼、六线鱼

等游泳性鱼类和海参，养殖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与该企业合作将中草药制剂用

于网箱养鱼，防病治病效果显著，替代了抗生素的使用。目前，该企业已成为中草药制剂和网箱健康养

殖的研究基地。 

 

2008年12月，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与青岛金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无公害渔药产业化合作协

议，共同开发无公害渔用药物。计划一年内开发10个以上产品，形成无公害渔药系列，以后每年研发新

产品2～3个；争取建设成山东省首家无公害渔药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这种产研结合的方式将为水产养殖提供全方位的无公害渔药和抗生素替代产品，是发展健康养殖

和生产无公害水产品的技术保障，也将对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和提高水产品的社会声誉产生重要影响。”

王勇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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