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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鱼类车轮虫病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淡水鱼类车轮虫病的诊断和防治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淡水鱼类车轮虫病的诊断和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NY 505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

    NY 507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

    SC/T 1008 池塘常规培育鱼苗鱼种技术规范

3 病原

3.1 分类地位

    车轮虫病的病原为车轮虫属 (Trichodina)和小车轮虫属 (Trichodinella )的一些种类，隶属于原生

动物门、纤毛纲、缘毛目、游动亚目、车轮虫科。

3.2 形态特征

    较大型的车轮虫虫体直径一般50 pm-101 pm，较小的车轮虫虫体直径一般20 5m̂-47 5m。虫
体外形侧面观呈毡帽状，反口面观呈圆碟形。口面有一向左或反时针环绕的口沟和胞口相通，口沟两

侧各有一列纤毛，形成口带，直达前腔。胞口和胞咽相连。胞咽附近有一伸缩泡，围绕着前腔有一马

蹄形、香肠形大核，大核一端有一长形小核。反口面有后纤毛带，由一列整齐的纤毛组成。反口面凹

人，具角质的齿环和几丁质的辐射环。齿环作车轮般旋转运动。

3.3 致病原理

    车轮虫通过齿环及缘膜的协同作用，可产生强大的吸附力，紧紧吸附在鱼体组织表面并不断滑行，

吸取营养，损伤上皮细胞，使上皮细胞及a液细胞增生、分泌亢进、产生炎症反应，妨碍呼吸，鳃上

的毛细血管充血、渗出，大量寄生时大片上皮细胞发生坏死、崩解。

4 流行病学特征

4.1 传播途径

    车轮虫通过直接与鱼体接触而感染，可随水、水生生物和工具而转移寄主以致传播。

4.2 发病诱因

    池小、水浅、水质不良、食料不足、养殖密度过高、连续阴雨天气的情况下，如有病原存在，则

易引起车轮虫病暴发。经常用稻草或粪肥直接沤水饲养鱼苗、鱼种的池塘易发病。

4.3 流行特点

    该病在全省各地普遍发生，是池塘传统养鱼和集约化名优鱼养殖中的常见病、多发病。若防治不

力，引起继发疾病，可导致大批死亡。车轮虫寄生各种鱼类的体表、鳃、鼻孔、膀胧和输尿管。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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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危害的是鱼苗、鱼种阶段，以8 cm以下的鱼苗、鱼种死亡率为最高。一般一年四季均有发生，流行

高峰季节为每年5月至8月。车轮虫寄生鱼体后，往往引起继发细菌性疾病而导致鱼体皮肤溃疡，严

重时可引起大批死亡。车轮虫适宜繁殖的水温为20℃-28C，在水温22cC_-28℃时，每24小时成熟、

分裂一次。离开鱼体的车轮虫能在水中自由生活 I d-2 do

5 诊断

5.1 症状

    大量寄生时，可引起寄主a液分泌增多，鱼体色暗淡，失去光泽，瘦弱，离群，游动缓慢，常浮

游于水体浅表处，呈暗浮头状态，严重的鳃丝充血、肿胀、粘连，最终呼吸困难而死。

    鱼苗感染严重时，患处可见一层白0，在水中观察尤为明显;有时鱼苗成群沿池边狂游，口腔充

满a液，口闭合困难，不摄食，呈 “跑马”现象。

5.2 实验室诊断

    镜检病鱼的鳃丝、鳍条或体表a液，检出多个虫体即可确诊。

6 防治

6.1 预防

6.1.1 彻底清塘

    清除池塘过多淤泥，然后用生石灰彻底清塘，用法与用量按SC/T 1008的规定执行。

6.1.2 发酵施肥

    池塘施用的有机粪肥须经充分发酵。

6.1.3 放养健康苗种

    苗种放养前，应观察苗种体质，并进行病原检查和检疫。

6.1.4 消毒

6.1.4.1 苗种消毒

    鱼苗、鱼种放养前，用8 m叭 的硫酸铜水溶液浸洗20 min-30 min;或用3%-5%食盐水浸洗

10 !nin̂~ 15 min;或亚甲基蓝l0m叭浸浴15 min左右，或50 m叭 浓度福尔马林浸浴15 min-30 min,

6.1.4.2 工具消毒

    工具使用后要用40 m岁L-50 in岁L高锰酸钾溶液或8%硫酸铜溶液浸泡消毒5 min后，用清水冲洗
干净后使用。

6.1.4.3 生物饵料消毒

    如投喂鲜活生物饵料应采取消毒措施，可用3%̂-4%食盐水浸泡5 min- 10 min,

6.1.4.4 水体消毒

    定期对水体消毒，消毒药物的选择应符合NY 5071的规定。
6.1.5 隔离措施

    病鱼池的水和鱼不能流人未发病池，工具不能混用，排放的池水要经消毒处理，病鱼、死鱼及时

捞出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6.1.6 调控水质

    采用加水、换水、施肥、增氧、定期施用生石灰、微生态制剂等措施调控水质，保持水体肥活嫩

爽，水质符合NY 5051的规定。

6.1.7 控制养殖密度

    保持合理的养殖密度，及时分塘。

6.1.8 加强饲养管理，定期预防

    投喂符合NY 5072规定的全价适口配合饲料，增加鱼体对车轮虫病的免疫力;定期用0.7 g/m，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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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5:2)进行药物预防。
6.2 治疗

    推荐药物及用法、用量见表1，可择优选用。为了提高疗效，减少抗药性和毒副作用，可交替使

用药物及中西药结合使用。

表1 推荐药物用法、用量

药物名称 用 量 用 法 备注

20 mg/L-30 mg/L 全池泼洒

  易引起水质

变化，出现摄

食减少

100 mg/L 浸洗10 min一15 min

200 mg/L--250 mg/L 浸洗5 min

硫酸酮与硫酸亚铁

  硫酸铜0. 5 mg几+硫

酸亚铁0. 2 mg/L
全池泼洒，连用3d

  严重时可连

续泼洒2一3

遍，用药后3d

内要防止鱼类

缺氧，最好在

上午用药

  应      使 用

CuSO4.5H,O;经常

使用能产生抗药性;

无鳞鱼、淡水白鳃等

对硫酸铜比较敏感，

要慎用  硫酸铜10 mg几+硫

酸亚铁8 mg/L
浸洗10 min一15 min

40%硫磺溶液
0. 5 mUm3̂-6 mL/m 全池泼洒  一般一次即可，严重时隔天再用一

次5 nUm3-6 mUm3 浸洗20 min一30 min

苦糠树枝叶

45 mg/L 煮水后全池泼洒

  池塘每667 m'每m水

深用7.5 kg- 15 kg

  投放于池塘四周沤水或

扎成捆悬挂于网箱中

酷酸 250 mg/L 浸洗30 min-50 min

韭菜十食盐

  韭菜 3 mg/L一4. 5

mg/L+食盐0. 6 mg/L-

0. 9 mg/L

  韭菜切碎加盐，搓出汁

液，兑水全池泼洒，连续3d

苦参

6.3 休药期

    休药期按 NY 5071的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