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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 m values of medicine ’Yu Chong J[ng’’tO silver carp summer— 

lings are 0．282·0．143-0．】]8 and 0．1l8 mg／1 respectively within 2．4．8 and 

24～ 96 hours and the safty concentration is 0．0354 mg／l ．The corresponding 

TI m values of the medicine tO grass carp fingerlings are 0．355．0．224．0．189 

and 0．189 mg，】 respectively within same hours and the safty concentration is 

0．0567 mg／L．The minimum TL values of the medicine tO the summerlings of 

silver carp and grass carp are 0．05～0．1 mg／I and 0．141～ 0．1 68 mg／l 

respectively within 96 hours and the death rates are 40 and 30 respectively． 

Under the concentration of 0．2 mg／l and 0．4 mg／L，the LPj。Values for silver 

carp are 1-41 hours and 2．82 hours respeetively and  for grass carp are 3．55 

hours and 4．96 hour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Yu Chong Jing” TLm Salty concentration Lpj。 

“鱼虫净”是一种取代敌百虫驱杀水生动 

物甲壳类寄生虫的新型、高效、强力杀虫药， 

对治疗由鱼虱 锚头鳋、中华鲢等寄生虫引起 

湖南岳阳市农桎C78实习学生 

的鱼病有显著疗效。但该药的主要成分是除 

虫菊脂或拟除虫菊脂类农药、毒性较大 ． 

有人怀疑它们对养殖鱼类的安全性。因此 ，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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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其毒性大小是决定能否在水产养殖中应用 

这类鱼药的关键。，但有关“鱼虫净”这类药物 

对各种养殖鱼类的毒性却鲜有报道 本文拟 

通过“鱼虫净”对白鲢和草鱼夏花的急性毒性 

试验．决定该类药物在鱼病防治中的地位并 

为正确合理地使用该类药物提供依据。 

精精和方法 

1．试验鱼 本所试验场自行孵化出的 

白鲢与草鱼夏花。体长：草鱼．4．o士0．5 ci11； 

白鲢．3．5±0．2 em。 

2．试验药品 试验药品“鱼虫净”由广 

西贵港市富民有限公司提供 

3．试验条件 试验在直径 26 em、高 

1 2 cm的玻璃鱼缸中进行。试验水pH值 7～ 

8，硬度为 4．6德国度。试验期间水温变他范 

围为26．5C～28 C．平均水温为 27C。 

4．试验液的配制 先用蒸馏水配成 

“鱼虫净”母液，然后用充分曝气的自来水配 

制成试验所需浓度．试验液总量均为 2000 

ml。为了保证其浓度．每隔 24 h换试验液 1 

次。 

5．试验液浓度的确定及试验分组 首 

先进行预备试验，确定试验液浓度的大致范 

围．然后根据这个范围，按倍比稀释法设立 

0．4，0．2，0．1，0．05mg／l 等 4个不同浓度的 

试验组。在以上试验的基础上．于致死浓度 

0．1～0．2 mg／l 的范围内．按对数等差值 

(o．073)插 入三个浓度试验 组 (即 0．16s、 

0．1 41、0．118 mg／L)再次试验，以更准确地 

确定其致死浓度范围和毒性的大小。 

试验期间连续观察井记录各组 96 h内 

试验鱼的死亡时间。 

6．最低致死浓度范围、平均忍受限及安 

全浓度 计算 2、4、8、24～96 h内．自鲢、 

草鱼夏芘致死的最低浓度和 F一1、浓度为最 

低致 死范 围并计算出致死率；根据 Reed 

Muench法求出2、4、8、94～96 h平均忍受限 

(即半数致死浓度 TLm)，并根据以下公式计 

算它们的安全浓度0 ： 

安全浓度 一 

7．死亡速度(即半数死亡时间I．p ) 

参照杨先乐(1 995，1996)的方法，同时将受试 

鱼分别放入“鱼虫净”各高浓度的试液中，记 

录各尾鱼死亡的确切时间，用 Reed Muench 

法求出白鲢、草鱼夏花在不同浓度下的 1．p 

试验结果 

1．草鱼、白鲢夏花对“鱼虫净”的中毒反 

应 

在高浓度试液中．白鲢夏花与草鱼夏花 

的中毒反应相当明显．而且基本类似。用药昏 

2 h左右，鱼表现出焦躁不安．时而上下窜 

动．时而急游．时而紧贴缸壁；中毒鱼头部充 

血．有的体表发黑；大部分最终腹部朝上而 

死。而在低浓度下，则试验鱼较为安静，仅沿 

盆底缓缓游动，无较大的应激反应。 

2．“鱼虫净”对白鲢和草鱼夏花的最低致 

死浓度范国和致死率 

由试验可知．“鱼虫净”对白鲢夏花第 2、 

4 h的致死浓度范围分别在 0．2～0．4 mg／L 

和 0．1～0．118mg／I 的范围内；8 h后，降为 

0．05～0．1 mg／I ，但以后不再有变化，96 h 

的致死浓嚏仍为0．05～0．1 mg／L．致死率为 

40 (表 1)。草鱼的最低致死浓度范围显然 

要比白鲢大，2 h内为 0．4～O．8 mg／L，第 4 

h唇(直到第 96 h)均为 0．141～O．168 mg／ 

L，致死率曲 20 上升到 3o (表 2)。 

3．半数致死浓度(TIJm)和安全浓度 

图 1表示了“鱼虫净”对白鲢与草鱼夏花 

的半数致死浓度(TI，m)和安全浓度 从图中 

我{门可以香到．自鲢对“鱼虫净”的中毒反应 

主要出理在第 2～4 h l ．其第 4 h的 TLm 

由第2 h的0．282mg／I 降到 0．1 43mg／I · 

基本只有j0 ：；第8 h后虽有下降，但不再显 

著 r 0．)l 8mg． L)．直到第9 6h．仍 为第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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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备浓度的 鱼虫净”对白鲢夏花的毒性反应 

的水平。草鱼的情况也与白鲢基本类似，但下 

降趋势不象白鲢那样陡促．第 4 h的 TLm 

(0．224 rag／L)为第 2 h(0．355 mg／L)的 

63．1 ；到第 96-h TLm仍为第 2 h的 53 

以上 。 

“鱼虫净”对草鱼的安全浓度为 0．0567 

mg／L，是白鲢的 1．6倍，而白鲢只有 O．0354 

n1 l 

0．4 

0．35 

O．3 

0．25 

O．2 

自 0．15 

0．1 

O 05 

0 

4，死亡速度(Lp 5。) 

试验告诉我们。白鲢的死亡速度要比草 

鱼快得多．在 0．4和 0．2mg／L的“鱼虫净” 

中，它分别比草鱼快 2．52和1．75倍。另一方 

面，在高浓度的“鱼虫净”溶液中 无论是白鲢 

还是草鱼+大部分在 4 h以内死亡，其死亡速 

度都很快，均在 1～6 h之间，死亡时间都集 

中 第 2～4 h间．一般 8 h以后就不会再出 

m  
_一  

。 

2 4 8 24—96 安全浓度 

药液作用耐间lh1 
图 I 鱼虫净 对白鳝 ．草鱼夏花的半数致死浓度(I-I．m)与安全浓度 

观死亡现象(表 3)。 

诃 

1．历年来，防治寄生虫 

龟病以敌百虫和硫酸铜 为 

E．但由于长期使用，寄生虫 

峙它们的抗药性 已越来越 

欠，治愈效果也越来越差 。 

闯此．开发防治寄生虫鱼病 

的高效药物裁成为鱼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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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白鲢与草鱼夏花在高浓度。鱼虫净”试液中的死亡逮度(Lp ) 

的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出现的一类新杀虫药大多以除虫菊 

脂类或拟除虫菊脂类农药为主药配制而成。 

文献报道，它们对鱼类、水生昆虫等水生生物 

高毒，大多数鱼类 的 Lc 。均 小于 0．1 mg／ 

I ， 。如果是这样，就大大限制了这类鱼药的 

开发和使用。固此，确定它们的毒性大小已是 

此类药物研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鱼虫净”对白鲢与草鱼夏花的急性 

毒性试验，我们发现它对我国养殖鱼类的毒 

性并非象文献所报道的那样高。在 96 h以 

内．它对 白鲢夏花的最低致死浓度范围是 

0．05～0+1 mg／L(致死率 40 )，安全浓度是 

0．0354 mg／L；对草鱼夏花的最低致死范围 

和安全浓度还要高，分别是 0．14l～0．168 

mg／L(致死率 30 )和 0．0567 mg／L。它们 

均比该药的有效使用浓度 0．01～0．015 mg／ 

L高出数倍。另一方面，鱼类对药物的耐受 

性 ，成鱼一般要 比鱼种高．大鱼要比小鱼强。 

奉试验所采用的试验对象除了是我国普遍养 

殖的鱼类外，还是年龄仅半个月左右的夏花 

鱼种，它们对药物较为敏感．既然该药对它们 

都不会造成毒害，那么在成鱼塘使用时则更 

为安全。 

有些广为使用的鱼药，如强氯精等，都是 

高毒性的药物，其 96 h的TLm与使用浓度 

仅有 0．2 mg／；L左右的差别，安全浓度还低 

于推荐的使用浓度国，但它们在使用中很少 

引起中毒现象。这是因为池塘中的有机质使 

药物部分降解，从而减低了药物对鱼体的作 

用。。鱼虫净”与上述药物比较起来，其安全性 

保证要高得多。因此我们认为．使用新鱼药 

。鱼虫净”防治鱼类寄生虫病是安全的。 

2．试验过程中我们发现，草鱼与白鲢夏 

花的死亡都在 8 h以内，尤其在第2～4 h 

间，超过了这个时间就不会再死亡；更换同一 

浓度的新药液 ．依旧如此，这一现象是否可以 

这样解释：①。鱼虫净”对鱼类的毒性作用仅 

出现在药物作用的头几个小时，随即就会消 

失；②在。鱼虫净”某一浓度作用下的鱼类，浸 

浴一段时问就会对此浓度产生一定的毒性抵 

抗力．尽管继续维持其药物浓度，也不会对鱼 

产生毒性 这种现象也为我们使用该药进一 

步提供了安全性保证。 

3．试验表明， 鱼虫净”对 白鲢的毒性作 

用远高于草鱼。这是因为白鲢是滤食性鱼类， 

草鱼是吃食性鱼类，溶解于水中的药物会首 

先通过鱼鳃而使鱼中毒死亡。尽管。鱼虫净” 

的安全浓度较使用浓度高，但是如果用药不 

当．有的时候虽不会造成鱼的急性死亡，也会 

对鱼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影响鱼的生长 

和发育。因此，我们在使用该类药物时，还应 

特别注意准确测量鱼塘的水体和计算药物的 

使用剂量，避免因为用药不当而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 

(下转第 19页) 

张天束等．三氯异氰尿酸对鱼的急性毒性试验．广 

西水产：研究所《三氟异氰尿酸防洁草鱼细苗陛疾病研究资 

料汇编{．1987、I1～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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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袭菌的定植问题 由于机体内正 

常微生物菌群的拮抗作用，通常外袭菌是很 

难定植的。但在抗菌药物的影响下，生物的拮 

抗作用被削弱，鱼体内正常的微生物菌群遭 

到破坏，使外袭菌定植的速度加快，导致鱼类 

生病。因此 ，在治疗鱼病时，应尽萤使用一些 

对致病菌有专一性的抗菌药物，做到有的放 

矢，以免伤害鱼体内正常的微生物菌群。 

三、鱼类微生态制剂的应用 

微生态制剂是用以正常菌群为主体的有 

益微生物群研制而成的一类生态制剂或生物 

剂，用来在生物体的消化道或其外界环境中 

建立正常菌群，抑制有害微生物，合成并提供 

营养素和消化酶，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 

．
力，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目前，在水产养殖 

中使用最广的是光合细菌(PSB)。将它培育 

后制成水剂或粉剂 ，施于池塘中，不但可促进 

鱼体生长，预防疾病，而且可较为迅速有效地 

净化水质。此外．一种由晒道厌氧菌，如双岐 

杆菌(Bifidobacterium lifidum)等有益微生 

物群制成的微生态制剂也已应用于养殖业。 

这种制剂用于鱼类肠管系生态系统的重建和 

调整，对提高鱼类的嗜食性，促进其生长发育 

以及抗微生态平衡失调均有显著效果 

综上所述，鱼类疾病的防治应从调整微 

生态失调或正常菌群出发，有选择地使用抗 

菌药物，通过采用微生态制剂及营养调整等 

方法来达到恢复生态平衡、防治疾病和增进 

健康的目的。利用微生态方法防治鱼病，对于 

减少抗菌素、杀虫剂等药物的使用，防止病原 

生物抗药性的产生，对保护生态环境都有积 

极意义。鱼病的微生态防治法具有重大的应 

用价值和明显的经济效益。相信对鱼病微生 

惫防治方面研究的重要进展，必将给鱼病防 

治带来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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