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农业科学, 2022, 12(12), 1271-1275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as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2.1212176  

文章引用: 李小军, 李本旺, 李皎, 方彰胜, 刘邦辉, 王广军. 澳洲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及常见疾病防治方

法[J]. 农业科学, 2022, 12(12): 1271-1275. DOI: 10.12677/hjas.2022.1212176 

 
 

澳洲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及常见疾病

防治方法 

李小军1*，李本旺1，李  皎2，方彰胜2，刘邦辉2#，王广军3 
1东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东莞 
2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3珠江水产研究所，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1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21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28日 

 
 

 
摘  要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因其高效、节能、环保等特点，已成为是一种适应渔业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养殖生产方

式。本文从苗种放养、饲养管理、水质管理等方面阐述了澳洲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总结了养

殖过程中出现的常见疾病及防控方法，并提出了澳洲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存在问题及建议，以期为

澳洲宝石鲈水产养殖模式转变和技术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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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efficiency,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 on, factory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has become a new way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productivity. In this paper, the technology of factory circulating aquaculture was described 
on the aspects of seedling stocking, feeding management,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from on jade 
perch (Scortum barcoo), the common diseases and prevention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aquaculture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factory circulating aquaculture 
of jade perch (Scortum barcoo) were put forward, so that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
formation of the aquaculture model and technical optimization of jade perch (Scortum bar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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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澳洲宝石鲈学名高体革鯻(Scortum barcoo)，又称宝石斑、佳帝鱼，原产于澳大利亚。2001 年引入我

国，2004 年完成宝石鲈苗种人工繁殖技术后，在山东、广东、浙江、上海、湖南等地进行了池塘、网箱

和工厂化养殖，目前已成为我国特别是华南地区优质养殖鱼类之一[1]。随着澳洲宝石鲈养殖规模的快速

扩大和养殖密度的不断提高，疾病爆发也呈上升趋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因其具有环境友好、资源节约、

排放可控等综合优势，已成为澳洲宝石鲈进行健康、安全、高效、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2]。本

文结合养殖经验和科研实验，就澳洲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及常见病害与防治方法进行总结，以

期为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健康养殖提供技术参考。 

2. 澳洲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 

2.1. 苗种放养 

澳洲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的苗种放养时，选择健康、无伤的 3 cm 以上的苗种为宜，通常采用一

次放足方式，放养密度根据养殖管理水平而定，多为 80~120 尾／m³。苗种放养前，用 1%盐水或 10 ppm
高锰酸钾溶液浸泡 10 分钟进行消毒，并进行适温操作以减少应激。 

2.2. 饲养管理 

目前，澳洲宝石鲈尚未研发出专用人工配合饲料，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中通常选用蛋白含量为

35%~38%的饲料饲养[3]，日投饲量占鱼体总重量的 2%~3%为宜。每天早中晚各投喂 1 次。养殖过程中，

时刻关注鱼的摄食、游动等情况，并详细做好记录。 

2.3. 水质管理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一般配有水质监测设备。无相关设备的，在每天上午 8 时和下午 5 时，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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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pH 值、溶氧等指标进行人工检测 1 次，确保溶氧(5 mg/L 以上)、pH (6.8~7.5)、氨氮(小于 0.1 mg/L)、
亚硝酸盐(小于 0.01 mg/L)、水温(22℃~33℃)在正常范围内，如有异常，应立即进行科学处理。 

3. 常见病害与防治方法 

3.1. 小瓜虫病 

3.1.1. 症状 
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水温处在 24℃左右的低温环境时，澳洲宝石鲈易患小瓜虫病，特别是刚引入养

殖系统的幼苗时期[4]。其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鱼体表或鳃部出现肉眼可见的白色胞囊。前期，病体宝石

鲈在池边快速游动，或不断摩擦池壁，甚至跳出水面。后期严重时，鱼鳃充血，分叉、呼吸困难，游动

迟缓直至死亡。 

3.1.2. 防治方法 
1) 彻底清池。 
2) 用 5 g/m³亚甲基蓝全池浸泡 5 min，连用 3 天。 
3) 通过冷暖水机或锅炉加热迅速提高水温至 28℃以上，可使小瓜虫自行脱落死亡，达到防治效果。 
4) 注意事项：浸泡时要求暂停工厂化循环水系统，以免破坏过滤系统内生物群落数量和结构。 

3.2. 车轮虫病 

3.2.1. 症状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过程中，当水环境出现恶化或鱼体损伤时，任何养殖阶段的澳洲宝石妒均可感染

车轮虫[5]。鱼体少量寄生车轮虫时，无明显症状。随着数量的增加，车轮虫可损伤鱼的鳃及体表等上皮

细胞，引起鱼体组织发炎甚至溃烂，并大量分泌粘液，进而致使澳洲宝石鲈机体消瘦、发黑、游动迟缓、

呼吸困难或死亡等现象。 

3.2.2. 防治方法 
1) 用 5 ppm 浓度的硫酸铜、硫酸亚铁合剂(5:2)进行药浴浸泡 5 min，每天 1 次，连续浸泡 3 天。 
2) 用 10 ppm 浓度的福尔马林进行药浴浸泡 5 min。每天一次，连续浸泡 3 天。 
3) 注意事项：浸泡时要求暂停循环水系统，以免破坏过滤系统内部生物群落数量和结构。 

3.3. 水霉病 

3.3.1. 症状 
水霉病又称肤霉病或白毛病。当养殖生物机体受伤时，霉菌则易在伤口处进入肌肉，有里向外长成

绵毛状菌丝[6]。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池内进行高密度养殖时，澳洲宝石鲈会因鳍条较硬而引起鱼体擦伤，

或捕捞、搬运等机械损伤，致使引发水霉病。感染水霉病后，鱼体通常会出现焦躁不安，游动迟缓，食

欲不振或不进食，甚至出现死亡等现象。 

3.3.2. 防治方法 
1) 在养殖管理过程中，注意操作，小心造成机械损伤。 
2) 恰当合理的放养密度，减少鱼体摄食时互相损伤。 
3) 分池养殖或者其他操作时提前用 3%~5%的食盐水浸洗 10~15 min。 
4) 澳洲宝石鲈发病时，用 2~4 ppm 的水霉净浸泡 5 min，每日 1 次，连续浸泡 3 天。 
5) 发病时也可用 5 mg/L (5 ppm)的亚甲基蓝浸泡 5 min，每天 1 次，连续泼洒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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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浸泡时要求暂停循环水系统，以免破坏过滤系统生物群落数量和结构。 

3.4. 肠道败血病 

3.4.1. 症状 
肠道败血病通常是由细菌感染引起。澳洲宝石鲈感染后，鳃丝发白，全身有细小的红斑或充血，解

剖观察时，其肝脏或肝胰腺也会出现类似斑点[7]。病鱼偶尔也出现内脏完好，但皮肤上有灰白色斑点的

现象，导致游动迟缓，食欲不振或不摄食。 

3.4.2. 防治方法 
1) 采用 5 ppm 的聚维酮碘或苯扎溴安浸泡 5 min，每天 1 次，连续 3 天。 
2) 可采取每 100 kg 饲料中拌 180 g 土霉素，同时添加大蒜素连续拌料投喂 7~10 天。 
3) 浸泡时暂停循环水系统，以免破坏过滤系统生物群落数量和结构。 

3.5. 体表溃疡病 

3.5.1. 症状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中后期，水体鱼体增大，互相刺伤的概率增大，同时投喂量和预提排便量也随之

增加，水体稍微呈弱酸性，宝石妒受伤或者刺激后感染致病菌均可继发此病,主要是由嗜水气单胞菌感染

引起[8]。发病前期，鱼体表出现一处或多出红点，之后鱼体逐渐发炎大面积充血腐烂，呈红色斑块状特

征。后期严重时，鱼体表面会出现脱鳞甚至大面积溃疡、溃烂。 

3.5.2. 防治方法 
1) 一旦发病，应及时调节 PH 值至 7.0~7.5，防治伤口恶化。 
2) 可采用 5 ppm 的聚维酮碘或苯扎溴安浸泡 5 min，每天 1 次，连续 3 天。 
3) 患病后采取内服和外用相结合，每 100 kg 鱼体用 20 g 恩诺沙星拌饵投喂，连喂 3~5 天。 
4) 浸泡时要求暂停循环水系统，以免破坏过滤系统生物群落数量和结构。 

3.6. 诺卡氏菌病 

3.6.1. 症状 
诺卡氏菌病大致可分为躯干结节型和鳃结节型，主要表现为肌肉组织、脂肪组织溃烂或鳃丝基部形

成乳白色大结节，同时形成肉眼可见的白色凸起疖疮，其内部包括有白色脓液[9] [10] [11]。解剖后，鱼

体心脏、脾脏、肾脏及鳔处等内脏器官也出现白色凸起疖疮。澳洲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过程中，感

染诺卡氏菌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水体富营养化引起 pH 值偏低及高密度养殖下鱼体互相刺伤所致。感染

诺卡氏菌初期，通常体表无明显症状。但随着病情的加重，部分鱼体表颜色变黑，体表出现白色结节。

后期严重时，病鱼体表、尾鳍会出血溃烂，解剖后内脏可见白色凸起疖疮，并逐渐死亡。 

3.6.2. 防治方法 
1) 使用高蛋白低脂肪的饲料，同时定期添加维生素拌料投喂，以提高免疫力。 
2) 控制水质，pH 值不低于 7。 
3) 患病初期及时用 5 ppm 的聚维酮碘或苯扎溴安浸泡 5 min，每天 1 次，连续浸泡 3 天。 
4) 患病中后期，每 100 Kg 可用 4 g 复方新诺明或者诺达康拌料，情况严重时可用利福平、强力霉素、

氟苯尼考等抗生素治疗。 
5) 利用生物絮团水养殖可快速有效的治疗较为严重的患病澳洲宝石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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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浸泡时要求暂停循环水系统，以免破坏过滤系统生物群落数量和结构。 

4. 存在问题及建议 

目前，我国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尚处发展阶段，在兼顾产量和水处理能力方面还存在不足，还需要

加强科技攻关减低综合投入和运行成本以提高生产效益。此外，商品鱼价格相差甚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宝石鲈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的推广，今后应在倡导优质生态安全的消费观念上加以引导。 

5. 结论 

澳洲宝石鲈自引入中国繁殖成功后，已在广东等地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池塘和网箱养殖[1]。随着养殖

技术的进步和设施渔业的发展，池塘养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升，饵料投入日益加大，导致养殖池塘系统

内部的废物负荷增加、养殖风险倍增。因此，作为水产养殖主要方式的池塘养殖业，迫切需要将传统的

养殖模式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高效生产”的生态高效养殖模式转变。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可有效降

低养殖用水量及系统内营养盐含量，减少化学药物使用量，降低废水和营养盐排放，提高养殖成活率和

效益，提升水产品品质，增强抗风险能力，利用工厂化循环水系统进行澳洲宝石鲈养殖不失为一种健康、

生态、高效的新型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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