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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建国、王玉堂、战文斌、陈昌福主编的《鱼病防治用药指南》整理和收录了我国已发布最新的全部
兽药国家质量标准中的水产用兽药品种，完整地介绍及引入了国家标准和说明书中所载的通用名、主
要成分、性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药理作用、适应证、用法和用量、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休
药期、规格等，并编入了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具有参考价值的使用指南内容。
药物制剂包括抗微生物药的抗生素、合成抗菌药、抗微生物中药制剂；杀虫驱虫药物的抗原虫药物、
驱杀蠕虫药物、杀虫驱虫的中药制剂；消毒药物的醛类药物、卤素类药物；调节水生动物代谢与生长
药物的激素药物、维生素、中药制剂及其他药物；环境改良剂和水产用疫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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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防治方法】 （1）预防进行水体消毒，每10～15天（特别是在进水、换水后）应及时用漂
白粉等含氯消毒剂消毒。
调控水质，保持整虾池水质平衡及稳定。
虾池pH一般维持在8.0～8.8，氨氮0.5mg／L以下，透明度维持在30～60cm。
在养殖过程中，定期使用水质及底质改良剂，改良养殖池底质。
特别是在养殖中、后期，应用光合细菌、硝化细菌等微生态制剂的改良剂进行水质和底质改良，配合
使用维生素、聚维酮碘等进行预防。
也可以在饲料中添加生物活性物质或免疫促进剂，增强虾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2）控制可通过培育或引进抗病品种、切断传染源以及加强饲养管理等综合措施控制本病的暴发。
对苗种场、良种场应实施防疫条件审核、苗种生产许可管理制度；加强疫病监测与检疫，掌握其流行
情况。
 （3）处理TSV检疫阳性结果的亲虾和商品养殖虾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禁止用于繁殖育苗、放流或
直接作为水产饵料使用。
 3.黄头病对虾传染性疾病。
该病急性感染的对虾在染病2～4天时即出现停食等症状，死亡率高。
濒死虾头胸部因肝胰腺发黄而变成黄色，因此称之为黄头病。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125号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OIE将其列为必须申报的疾病。
 【病原】黄头病毒（Yellow head virus，YHV）。
 【流行与危害】黄头病最先（1990）在泰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养殖斑节对虾中出现，随后在印度、中
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地区和美洲国家流行和蔓延。
自然或人工感染状态下，可感染斑节对虾、食用对虾、日本囊对虾、墨吉对虾、凡纳滨对虾、细角对
虾、白对虾、褐对虾、桃红对虾、刀额新对虾和绿尾新对虾等多个对虾品种。
斑节对虾为主要受感染者，可能是黄头病毒的自然宿主。
自然状态下，黄头病毒还可感染日本囊对虾、墨吉对虾和白对虾；试验感染条件下，感染斑节对虾、
凡纳滨对虾、细角对虾、褐对虾、桃红对虾和白对虾，引起较高死亡率。
该病严重影响养殖约50～70天的对虾，感染后3～5天内发病率高达100％，死亡率达80％～90％。
 水平传播是该病病原的主要传播方式。
鸟类也是传播媒介之一，海鸥等鸟类摄食患病对虾，然后通过排泄物将病毒传播到邻近的池塘中去。
 【症状及病理变化】黄头病能引起对虾迅速大量死亡，常见患病虾摄食量先增大然后突然停止，一
般2～4天内就会出现头胸部发黄和全身发白的临床症状。
许多濒死虾聚集在池塘角落的水面，肝胰腺比正常虾软且发黄，与健康虾肝胰腺的褐色有明显区别。
 黄头病毒主要侵染外胚层和中胚层起源的组织器官，可感染血淋巴、造血组织、鳃瓣、皮下结缔组织
、肠、触角腺、生殖腺、神经束和神经节等，出现全身性细胞坏死。
组织压片可观察到中度到大量球形强嗜碱性细胞质包涵体；血淋巴涂片，可观察到中度到大量血细胞
发生核固缩和破裂；组织切片可观察到坏死区域有球形强嗜碱性细胞质包涵体，直径为2μm或稍小，
胃皮下组织和鳃，是观察特征性包涵体的最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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