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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鱼类病害防控在淡水鱼类产业发挥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嘉文 发布时间：2013-08-13 【字号： 小  中  大 】 

    鱼类病害防控是淡水鱼类养殖中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技术，为此，国家大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专门设置了病

害防控功能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病害防控功能研究室主

任、寄生虫防控岗位专家王桂堂近日表示，病害诊断技术和防控技术通过分布在全国的各综合试验站进行了广泛的

应用和示范，示范面积达50万亩以上，辐射面积近500万亩，减少经济损失约5亿元，为保证我国淡水鱼类养殖业的

可持续发展、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大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是农业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于 2008年正式启动。所

谓大宗淡水鱼类包括青、草、鲢、鳙、鲤、鲫、鳊等七种鱼类，它们占我国淡水鱼类养殖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2011年达到1700万吨。由于鱼类病害防控是淡水鱼类养殖中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技术，因此，在该体系中专门设置了

病害防控功能研究室。 

  该研究室通过对我国大宗淡水鱼类病害的广泛调查，确定了危害这些鱼类的主要疾病种类和病原，分别建立了

诊断技术，如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的分子诊断技术、免疫学诊断技术，以及重要寄生虫病的形态诊断技术及其

规程。进行了主要病毒病、细菌病以及寄生虫病的免疫防控技术、药物防控技术及生态防控技术研究。 

  该研究室专家团队研制出的“草鱼出血病活疫苗”和“嗜水气单胞菌败血症灭活疫苗”在2011年获得生产批

号，现已在全国广泛应用；研制的防治水霉病的有效药物，很好地替代了禁用药物孔雀石绿。另外，对我国单殖吸

虫病的主要国标杀虫药物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合理的用药方案，并筛选出1种防治效果较好的环保型药物，正在围绕

该药物进行新药申报的前期研究和试验工作。同时，还提出了几种重要寄生虫病的生态防治方法；研制了几种改善

养殖水环境的微生物制剂。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3-08-13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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