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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点评 

黄颡鱼卵水霉病 
邱并生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黄颡鱼是我国重要的淡水名优鱼类之一, 近年其养殖发展迅速, 已经形成重要的产业[1]。由于黄颡

鱼的苗种繁育阶段其受精卵极易患水霉病, 严重制约黄颡鱼的苗种规模化生产。开展黄颡鱼受精卵水
霉病的病原学、病原生物学特性以及控制方法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多子水霉是严重危害水产动物繁育的主要病原之一, 常年给水产养殖造成巨大损失。多子水霉引
起虹鳟、鳗鲡、红鲑等养殖动物水霉病已经有过报道[2−4]。本期介绍了许佳露、曹海鹏、杨先乐等发

表的论文“黄颡鱼卵水霉病病原的分离鉴定及其无性繁殖特性”[5], 作者从患水霉病的黄颡鱼卵上分离
了4株丝状真菌, 经人工感染试验证实其中一株丝状真菌HP对黄颡鱼卵具有致病性, 并进一步研究了
其形态与无性繁殖特性; 此外, 作者还分析了温度、pH、福尔马林、二硫氰基甲烷对作为侵染鱼体(卵)
基本单位的游动孢子产生的影响, 丰富了黄颡鱼卵水霉病病原生物学资料, 为黄颡鱼卵水霉病的防治
提供理论依据。 

筛选安全有效的化学药物和中草药, 以及采用生物防治方法控制水霉病, 尤其是通过微生态制剂
调节水环境, 以及使用中草药制剂, 开展多子水霉游动孢子感染黄颡鱼卵的动态过程观察以及感染机
制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抗水霉药物有效防治多子水霉感染黄颡鱼卵的最佳时间, 开发出安全、有
效的综合防治水霉病的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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