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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组

合物及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细菌

性肠道疾病的组合物及应用，属于海水养殖病害

防治技术领域。所述组合物的组成成份及质量份

数为：鞣酸小檗碱20～30份，马鞭草乙醇提取物8

～10份，200～300目的大黄超微粉15～20份，200

～300目的小地柏超微粉10～15份，200～300目

的三台花超微粉10～15份，k型卡拉胶10～15份，

枸橼酸钙1～2份。利用所述组合物制备预防深远

海养殖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药饵，在夏秋季水

温较高时应每隔15～20天投喂带所述药饵5～7

天，能有效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的细菌性肠道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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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饲料药饵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

法使用的中药组合物组成成分及质量份数为：鞣酸小檗碱20~30份，马鞭草乙醇提取物8~10

份，200~300目的大黄超微粉15~20份，200~300目的小地柏超微粉10~15份，200~300目的三

台花超微粉10~15份，k型卡拉胶10~15份，枸橼酸钙1~2份；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组合物的使用剂量为每1kg饲料添加15~20g组合物；

（2）按照每100  g组合物添加800~1000  mL淡水的比例，依据待投喂的饲料量称取相应

量的组合物，将称取的组合物按比例加入淡水浸泡10  min以上，再用小火煮沸3~5  min；煮

沸完成后溶液的体积不低于最初加入的淡水体积；

（3）将步骤（2）煮沸好的溶液用高压喷壶或喷枪在冷却之前迅速喷洒至待投喂的饲料

中；喷洒的过程中需随时搅动溶液，避免产生大量沉淀，同时应一边喷洒，一边搅动饲料，保

证组合物溶液能够均匀喷洒到所有饲料上；

（4）喷洒完毕的饲料应继续均匀搅动10  min以上，直至组合物溶液冷却凝固并粘附在

饲料表面；

（5）制作好的带有组合物的饲料立即投喂，或存于冷库中分批投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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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组合物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水养殖病害防治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细

菌性肠道疾病的组合物及应。

背景技术

[0002] 细菌性肠道疾病是鱼类最为常见的疾病之一，几乎所有的海、淡水养殖鱼类都可

发生肠道疾病。感染肠道疾病的鱼类症状较轻时通常表现为活力下降、不爱摄食、生长缓慢

等，随着病情的发展可引发腹水、组织溃烂等其他症状，导致内脏器官的功能衰竭，最终造

成鱼类死亡。严重的肠道疾病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养殖鱼类极高的死亡率，是危害鱼

类养殖产业最严重的疾病之一。养殖过程中，造成鱼类肠道疾病的原因很多，但多数情况下

是由病原菌经口进入感染而发病。对于海水鱼类而言，鳗弧菌、灿烂弧菌、哈维氏弧菌、大菱

鲆弧菌、美人鱼发光杆菌、迟缓爱德华氏菌等多种病原细菌都可以感染不同的鱼类而发生

肠道疾病。因此，在海水鱼类养殖过程中因细菌感染导致的肠道疾病的发生率更为普遍一

些。

[0003] 相较于研究养殖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发生原因而言，如何科学有效的预防和治

疗细菌性肠道疾病是养殖生产更为亟需的技术之一。在传统的养殖经验中，口服抗生素被

认为是防治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抗生素在水产养

殖中被禁用，以及消费者对养殖水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寻找更为安全、环保

的抗生素替代品用于养殖生产过程中防治鱼类的细菌性肠道疾病成为广大水产从业者最

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0004] 伴随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显现，最为

突出的就是陆上和近海养殖空间的压缩，传统海水养殖模式的发展受到限制。向外海拓展

养殖空间成为海水养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鱼类因其特定的生物学习性，适宜开展深远

海抗风浪网箱、下潜式网笼、大型围网、养殖工船等多种模式养殖。而这些养殖模式均属高

密度养殖。按照我国海水养殖产业发展过程的历史经验来看，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在

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摆脱不了病害的制约，特别是细菌性的肠道疾病更为普遍。而深远海养

殖因其养殖现场离海岸线较远以及养殖水深等因素，无法实现对养殖鱼类的实时观察，这

为及时发现疾病的发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开发一种能有效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肠

道疾病发生的技术方法就十分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以有效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细菌性肠

道疾病的组合物及其具体的应用方法，通过定期的使用及时杀灭深远海养殖鱼类肠道中的

有害细菌性病原，有效防控细菌性肠道疾病发生，并避免使用抗生素，为深远海养殖鱼类的

食品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0006]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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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组合物，其组成成份及质量份数为：

鞣酸小檗碱20～30份，马鞭草乙醇提取物8～10份，200～300目的大黄超微粉15～20份，200

～300目的小地柏超微粉10～15份，200～300目的三台花超微粉10～15份，k型卡拉胶10～

15份，枸橼酸钙1～2份。

[0008] 进一步，所述的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组合物，利用所述组合物

制备饲料药饵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它的使用剂量为每1kg饲料添加15～20g组合物；

[0010] (2)按照每100g组合物添加800～1000mL淡水的比例，依据待投喂的饲料量称取相

应量的组合物，将称取的组合物按比例加入淡水浸泡10min以上，再用小火煮沸3～5min；

[0011] (3)将步骤(2)煮沸好的溶液用高压喷壶或喷枪在冷却之前迅速喷洒至待投喂的

饲料中；喷洒的过程中需随时搅动溶液，避免产生大量沉淀，同时应一边喷洒，一边搅动饲

料，保证组合物溶液能够均匀喷洒到所有饲料上；

[0012] (4)喷洒完毕的饲料应继续均匀搅动10min以上，直至组合物溶液冷却凝固并粘附

在饲料表面；

[0013] (5)制作好的带有组合物的饲料立即投喂，或存于冷库中分批投喂。

[0014] 进一步，步骤(2)煮沸完成后溶液的体积不低于最初加入的淡水体积。

[0015] 为有效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的细菌性肠道疾病，在夏秋季水温较高时应每隔15～

20天投喂带有组合物的饲料5～7天。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对比的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所述的组合物成份获取容易、价格低廉，适宜水产养殖使用。

[0018] 2.本发明所述组合物不含抗生素，不会产生药物残留问题，可有效保证深远海养

殖鱼类的食品质量安全。

[0019] 3 .本发明所述方法将药物成分与凝胶成份进行有效结合，使制作药饵的方法简

单、高效，并且制成的药饵药物成分与饵料紧密粘合，不易损失。

[0020] 4.采用本发明所述方法，药饵还可以一次制作多批进行长期存放，有效改进了现

有远海网箱养殖药饵制作程序繁琐，并需要现做现用的技术弊端，减少了人力和物力投入，

非常适合深远海的养殖方式。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首先在本实验室的水族实验系统内，采用本发明所述方法进行了药饵制作和投喂

许氏平鲉的实验。实验采用了6个直径90cm，高110cm的玻璃钢桶模拟深远海养殖网箱。其中

3个桶设置为A组，桶内分别装有500L的海水和50尾平均体重40g左右的许氏平鲉幼鱼，并采

用开放式流水养殖方式。另外3个桶设置为B组，桶内只装有500L的海水，并采用流水方式。

[0024] 实验所采用的组合物配方及质量份数为：鞣酸小檗碱30份，马鞭草乙醇提取物10

份，200～300目的大黄超微粉20份，200～300目的小地柏超微粉10份，200～300目的三台花

超微粉15份，k型卡拉胶13份，枸橼酸钙2份。

[0025] 具体实验方法为：(1)首先将5kg的颗粒饲料放入塑料桶中。(2)称取上述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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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放入另外一个大烧杯中，加入1L淡水浸泡20min后，再用小火煮沸并保持沸腾5min。煮

沸完毕后，补充淡水使最终的溶液体积不低于1L。(3)将煮沸好的1L组合物溶液迅速灌入1

个高压喷壶中，向塑料桶中的颗粒饲料进行喷洒，并用搅拌棒不断搅拌。喷洒过程中随时晃

动喷壶，避免形成沉淀。(4)喷洒完毕后的饲料继续搅拌10min后，再摊开晾干30min以上，直

至凝胶完全凝固，将组合物成分紧密粘附于饵料表面。

[0026] 首先将制作好的药饵投入B组的3个桶中，每个桶投入50g，观察1个小时。通过观察

发现，50g药饵在3个桶中均可稳定存在1h以上，饵料未见分解，组合物成份也未见溶出。随

后，再取150g制作好的饵料投喂A组3个桶中的许氏平鲉，每个桶投入50g，并在5min中内投

喂完毕。投喂实验过程中，3个桶内的许氏平鲉均抢食积极，10min内即将所有颗粒饲料摄食

完毕。

[0027] 通过本次实验，证明本发明所述方法可有效将药物成分粘附于颗粒饲料表明，并

能保证药物成分完全被许氏平鲉摄食，没有损失或溶出，大大提高了药饵的投喂效率。

[0028] 实施例2

[0029] 山东省长岛县某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基地，采用周长40m、水下深7m的大型圆形抗

风浪网箱养殖许氏平鲉十余年。但从2010年，每年7月～10月水温较高的时期网箱内养殖的

许氏平鲉都要大面积的发生肠炎病，其中2014～2016年发现感染肠炎病的养殖网箱超过了

60％，每口网箱的日死亡率在0.03％～0.5％，死亡时间可以持续3个月以上，给养殖户造成

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通过两年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学研究，证实该养殖区许氏平鲉的细

菌性肠炎病主要由美人鱼发光杆菌和轮虫弧菌感染所致。

[0030] 2017年，在该网箱养殖区选取了5口网箱采用本发明所述方法进行许氏平鲉细菌

性肠炎病的防治。所采用的组合物配方及质量份数为：鞣酸小檗碱30份，马鞭草乙醇提取物

10份，200～300目的大黄超微粉20份，200～300目的小地柏超微粉10份，200～300目的三台

花超微粉15份，k型卡拉胶13份，枸橼酸钙2份。

[0031] 具体的使用方法为：(1)先将50kg许氏平鲉的颗粒饲料放入一个大的不锈钢桶中，

桶上架设搅拌电机和搅拌棒。(2)称取上述组合物1kg，加入10L水浸泡20min后，煮沸并保持

沸腾5min。在煮沸的过程中，随时补充淡水，使最终的溶液体积不低于10L。(3)将煮沸好的

10L组合物溶液迅速灌入2～3个高压喷壶中，分别由2～3人同时向不锈钢桶中的颗粒饲料

进行喷洒，同时打开搅拌电机开始搅拌。喷洒过程中随时晃动高压喷壶，避免形成沉淀，同

时应在溶液冷却之前尽快完成喷洒，防止溶液凝固。(4)待10L组合物溶液全部喷洒完毕后，

继续保持搅拌电机运转30min后再关闭，凝胶完全凝固，将组合物成分紧密粘附于饵料表

面。(5)将制作好的含本发明组合物的颗粒饲料按照每天的投喂量进行分装，放入冷库中保

存待用。(6)自2017年6月中旬开始，按照每次投喂制作好的药饵7天，间隔20天再次投喂7天

药饵的方案于选定的5口网箱进行许氏平鲉的肠道疾病预防实验，直至10月中旬停止投喂

药饵。

[0032] 通过以上措施，本次实验选定的5口网箱养殖的许氏平鲉在2017年7月～10月间体

质健康、摄食积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肠道疾病，只发生了极个别的零星死亡。而周边网箱

在8～9月间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肠道疾病，其中病发最严重的养殖网箱累计死亡率超过了

70％，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通过对比实验说明本发明所述的组合物及其应用方法在该

深水网箱养殖海区达到了非常良好的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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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最优实施方式，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组合物中其它

质量份数比均能达到预防深远海养殖鱼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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