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第 3 期

2007 年 5 月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文章编号: 1004 - 7271 (2007) 03 - 0287 - 06 

.综述·

我国渔药的发展概况和

安全使用体系建设研究

樊祥固，战文斌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山东青岛 266003 ) 

Vol. 16 , No.3 

May ,2007 

摘 要:介绍了我国渔药的发展概况、渔药使用原则和渔药使用安全体系建设的内容，指出了我国目前渔药使

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我国渔药研究是随着鱼病调查和对鱼类病原体研究而开始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渔药研究偏重于药物筛选、有效浓度、安全浓度、应用范围和给药方法等应用方面，尚

未形成商品。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对细菌性鱼病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以鱼服康 A 型、B 型为代表的商品性

渔药。渔药科学安全体系建设内容应涵括法规标准制度、渔药管理技术支撑体系、渔药检测及安全评估体系、

渔药安全使用和残留监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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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fish drug use in aquaculture 

FAN Xiang-guo ,ZHAN Wen-hin 

( Fisheries lnstitute , Ocean Universiη 01 China , Qingdao 266003 ,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fish drugs , fish drugs use princip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safety in fish drugs usage. It was noticed that some prohlems existed in present fish 

drugs usage ,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article in this aspect. The research on fish drugs 

usage was developed alo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fishery disease and pathogeny. Before 1980 , the 

investigation of fish drugs laid particular stress on application , for example , selection of drugs , efficiency 

concentration , safety concentration , usage methods and range of usage. At the end of 1980 , there was 

commodity of fish drugs developed in the market , for example Yufukang A and Yufukang B , along with 

research work in fish hacteria disease. It was discussed that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safety in fish drugs 

usage should he estahlished in China , which will include the administrate system , usage standard system , the 

technical supporting system , the examination system , safe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residu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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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药指-类用以预防、控制和治疗水产动殖物的病、虫、害，同时能增强抗病能力、保障健康生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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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改善养殖水体环境质量的物质。随着水产养殖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高密度集约化养殖模式的应用

推广，水产养殖病害日益严重，新病种、爆发病、疑难病频繁出现。日益严重的病害问题，导致了渔业生

产者对养殖病害的巨大恐慌。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避免损失，盲目用药、过量用药等渔药滥用的现象比

较普遍。在渔药市场上，渔药新品种不断出现，但其成分相近、名称各异，缺乏统一规范。针对当前国内

渔药生产及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规范的角度对渔药的研制和开发管理情况进行了归纳分析。

1 渔药的生产和研发历史

1. 1 渔药的生产企业

我国渔药生产始于 80 年代末，现已发展到 300 家以上，但目前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仅约 100 家。

渔药企业主要分布在江苏、湖南、山西、浙江、北京等地 [IJ 。

1. 2 渔药的分类

根据作用对象，渔药可分为水产动物药和水产植物药;依其用途，渔药又可分为抗微生物药、消毒杀

菌药、环境改良药、抗寄生虫药、营养保健药、激素以及生物制品;根据其化学组成，又可分为无机药、有

机药及生物性药。

1. 3 渔药研究历程

我国渔药研究是随着鱼病调查和对鱼类病原体研究而开始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对硫酸铜、硫酸亚铁、敌百虫、高锺酸饵、硝酸亚隶、漂白粉等药物的应用范围、有效浓度、安

全浓度以及给药方法进行了探讨，这是我国最早渔药研究的纪录。其后，磺胶哇哇等消炎药、食盐、小苏

打以及土霉素、金霉素、链霉素等均被应用在鱼病防治上。 20 世纪 60 年代后，科技人员在总结群众中

草药防治鱼病经验的同时，研究了大黄、乌柏、地锦草、板兰根等中草药的药效和药理，开辟了我国渔药

研究新思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渔药研究偏重于药物筛选、有效浓度、安全浓度、应用范围和给

药方法等应用方面，尚未形成商品。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对细菌性鱼病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以鱼服

康 A 型和 B 型为代表的商品性渔药。

1. 4 渔药发展过程

渔药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水产养殖生产发展而发展的，水产养殖生产发展方向也是渔药开发研究

的方向，渔药的基本任务就是能保证水产养殖业健康、良好的发展，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国渔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50 年至 1970 年，利用工业用品、一些农副产品的加工物，一些在生产中靠经验摸索

和积累的土、单验方。如清塘药物中的茶柏、巴豆，消毒杀菌中常用的生石灰、漂白粉，杀虫用的硫酸铜、

硫酸亚铁、硝酸亚束，杀真菌消毒用的孔雀石绿，治疗草鱼"三病"用的"四合剂"、"六合剂"、烟叶浸出

物等。

第二阶段为 1970 年至于 1990 年，利用人类用药，畜禽类用药，植物保护用药，水环境治理中水处

理用药等，一些经过病理、毒理实验和生产中的中试实验，疗效好的筛选移植到水产养殖业的一些药品。

我国目前生产上使用的药品大部分都是此阶段的产品。

第三阶段为 1990 年后，一批对目前水产养殖业危害严重的重大疾病和不良养殖环境有独特疗效

和解决方法的新药品问世，这也是我们当前研究开发渔药的发展方向。我国目前的渔药基本上是利用

人药、兽药和农药的原药或中草药辅以增效剂、助溶剂、缓释剂和分散剂等复配而成，大部分为四类药和

五类药。研究集中于渔药的设计，离体杀灭病原体的效果和临床试验，而对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药动学、

药效学以及毒理学涉及很少。从研究力量来看，我国目前主要的渔药研究机构是大学、科研单位以及有

条件的渔药企业。前二者主要是结合鱼病的研究进行，是研究的主力。而企业则把渔药开发推出新产
品作为重点[2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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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渔药使用应遵循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2.1 渔药的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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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药治疗鱼病，其本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药物的使用，机体可能出现相应的改变。如病

情好转，说明药物有效;病情无变化，说明药物疗效欠佳或无效;病情恶化，说明用药不当或失误;机体出

现新的征兆则有可能是药物造成的不良反应。因此，治疗一种疾病，究竟应选哪种药物，应遵循以下原

则:

2.1.1 有效性

为了使鱼病在短时间内尽快好转，以减少经济上的损失，要在正确诊断前提下选择疗效最好的药

物。

2. 1. 2 安全性

从安全方面考虑，各种药物都有一定的毒性，因此在选择药物时，既要看到它有治疗疾病的一面，又

要看到它引起不良作用的一面，因此渔药的安全问题应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 (1)药物对养殖对象本身

的毒性损害 ;(2)对水域环境的污染; (3)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 1. 3 方便性

渔药除少数情况下使用注射法和涂擦法外，都是间接的而且是对群体用药。投喂药物饵料或将药

物投放到养殖水体，操作方便、容易掌握是我们选择某些渔药的要求之一。

2.1.4 廉价性

在鱼病预防和治疗的药物选择中，应在保证疗效和安全的原则下，选择廉价易得的品种。从生产实

际角度出发，在防治鱼类病害时应考虑成本，昂贵的药物养殖业者是不会接受的[3 J 。

2.2 渔药使用注意事项

2.2.1 正确诊断，对症用药

有时在同一养殖水体中同时出现几种疾病，即通常所说的并发症。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发病的具

体情况，首先对其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病使用药物，待该种病好转或痊愈后，再针对其他的疾病用药。

2.2.2 了解药物性能，掌握使用方法

在使用一种药物防治一种疾病时，可能药物是对症的，使用方法也正确，但如果不注意药物本身的

理化性质，就可能会出现异常或失效。

2.2.3 了解养殖环境，合理施放药量

施药量正确与否是决定疗效的关键之一，必须在了解养殖环境的基础上，正确地测量池塘面积和水

深，计算出全池遍洒的药量;或比较正确地估计池中放养种类的数量和体重，计算出技喂药物饵料的量，

这样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地发挥出药物的作用。

2.2.4 注意不同养殖种类、年龄和生长阶段的差异性

在使用药物防治疾病时，必须考虑是否适用和使用多大的剂量。不同养殖种类或品种，对药物的耐

受性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养殖种类或品种，在其不同年龄和生长阶段也是有差异的。

2.2.5 注意药物相互作用，避免配伍禁忌

各种药物单独使用可起到各自的药理效应，但当两种以上的药物合并使用，由于药物的相互作用，

可能出现药效加强或毒副作用减轻，也可能出现药效减弱或毒副作用增强的作用[3J 。

3 渔药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的渔药研究缺乏系统性，偏重应用效果，在药动学、药效学、毒理学和药物对环境影响等方

面严重滞后。此外渔药的生产工艺落后，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2) 缺乏对药物的残留毒性试验研究。药物都有一定的毒性，使用不当，会造成毒害作用且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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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3) 忽视药物的使用条件。每种药物都有自己的使用范围，若水环境中的水温、pH 值、水中有机质

含量不同，药效也会不同。

(4) 渔药对水产养殖动物的生理活动影响研究甚为缺乏。使用药物不当，常会造成养殖动物存活

率下降，生长速度减慢等。

(5) 存在轻"防"重"治"的观念。一些养殖户对疾病预防重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预防的重要

性。

(6) 药物的生产、销售缺乏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兽药部门和质检部门对渔药不熟悉，而水产部门无

权涉足，出现管理真空。

(7)市场混乱。主要表现为:报批材料草率、马虎，有的甚至没有认真进行过试验;不标示主要成

份，难以进行质量监测;任意扩大作用和用途，且用法与用量含糊不清或千篇一律;同物异名或药名雷

-同;元生产许可证、元批号、元标准的三无产品及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

(8) 科普推广不力。渔民知识贫乏，很多人不会正确使用渔药，更不会鉴别良芳[1 ，4 飞在养殖过

程中存在着滥用药物的现象。

4 渔药的科学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国务院 2004 年 4 月 9 日公布的《兽药管理条例H 国务院令第 404 号)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兽医行

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兽药(包括渔药)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兽药监督管理工作。"第七十四条规定水产养殖中的兽药使用、兽药残留检测和监

督管理以及水产养殖过程中违法用药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

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为加强渔药管理工作，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的水产管理部门也介入渔药管理，并

取得较好效果。

针对渔药管理上的问题，渔业主管部门应加强管理，逐步建立并完善渔药的科学安全管理体系。

4.1 渔药管理的法规、标准及制度建设

4. 1. 1 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与渔药产业相适应的渔药管理法律、法规，把渔药管理纳入法治轨道。制定《渔药管理

办法》、《渔药生产管理规范》、《渔药经营管理规范》、《渔药使用管理规范》等，具体对渔药的审批、生

产、经营、使用、管理等相关活动做出规定。

加快渔药标准及规范的制订工作。组织制订不同类型渔药的质量标准，指导生产企业按标准进行

生产。目前我国生产的渔药只有企业标准，还没有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这给渔药检验和质量监督工作

带来很大困难，迫切需要根据不同渔药类型制订统一的质量标准。组织制订水产养殖用药规范，指导水

产养殖企业正确、安全用药。制订临床试验、生产、品质管理以及售后调查的标准，做到新药审批有章可

循，确保渔药的质量和安全始终控制在一个有效的范围之内。

4.1.2 渔药使用管理制度建设

(1)制订渔药使用指导准则。制订渔药使用的对象和使用的方法(包括施药的时间、剂量、次数以

及休药期等有关标准及方法)。

(2) 制订渔药使用管理规定。制定严格的渔药安全使用管理规定，正确引导、全面规范水产养殖用

药行为，明确渔药执法主体。

(3) 做好渔药使用记录。为规范水产养殖的用药行为，在使用渔药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使用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31 号令《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的第四章"水产饲料和水产养殖用药"

第十八条规定水产养殖单位和个人应当填写《水产养殖用药记录} ，记载病害发生情况，主要症状，用药

名称、时间、用量等内容。《水产养殖用药记录》应当保存至该批水产品全部销售后 2 年以上。

(4)定期检查。渔药监督员要定期对养殖者和养殖单位的用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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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性评价。定期对养殖单位或个人所生产的养殖产品的药物残留情况以及养殖环境的安全

进行评估。

4.2 渔药管理技术支撑体系

4.2.1 基础研究

开展渔药科学研究工作，创立"科研先行、开发随后、使用再后"的渔药研发新思路，改变渔药科研

滞后的现状。建立适应渔药管理的人才培养制度，增强推广部门与执法部门的技术服务与执法的水平。

增加对渔药的基础研究的投人。积极应用符合水生生物特点的药理实验方法和模型，研究药物的

离子通道、作用机制、运转规律、转换过程等。尽'快将常用渔药在水生动物体内的吸收、分布、转化和排

泄规律及药物对养殖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清楚，提出主要养殖水产品的体内残留期、残留量及停药期。

积极研制、生产和开发安全、高效、实用的新渔药。目前使用的渔药大部分是由兽药移植来的，适合

水生生物特点的渔药还不是很多。渔药产品的剂型、工艺也基本延袭畜禽产品。今后渔药的研究开发

不能简单地照搬兽药，可与水产养殖病害防治的特点结合起来，注重实用性和高效性。新制剂的研究也

由只重视内在药物性能向改进剂型、工艺的方向转变，根据鱼类的生活、生理特性，在剂型、加工工艺和

给药方式上加以改进，解决目前病鱼不食药饵，外用药物泼撒用量太大等难题。另外，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对药物使用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可多研制那些元污染、残留少的中草药、生物制剂、水质改

良剂和增强鱼体免疫力的各种预防性药物等。

4.2.2 队伍建设

充分利用我国现有水产科研、教育、推广及渔政执法的力量，组建渔药科研、教育及监督管理队伍，

一是科研队伍，二是管理队伍，三是渔药使用技术指导队伍。其中管理队伍建设主要包括职业渔医、渔

药监督员和督察执法员建设。

4.2.3 信息服务体系

成立渔药信息服务中心，收集目前渔药管理、研究、生产情况，尤其是渔药的品种、数量，研究物流趋

势，寻找渔药流动与病害的关系，并通过网络、报刊、杂志发布信息;建立渔药专家组，为渔药的管理目

录、研究、生产提供技术咨询;成立渔药协会，通过民间组织规范渔药生产、经营、使用行为;促进信息交

流，加强行业自律。

4.3 渔药检测及安全评估体系

建立国家、区域性的渔用药物检测及安全评估体系，重点建设国家、区域性渔用药物检测实验室，提

高对渔用药物的药效测定、质量监督、残留监测的能力。在用药安全性评估方面，重点加强对区域内渔

用药物在生态安全方面评估能力，建立安全评估的指标、方法及途径，并逐步形成药效检测与生态安全

评估相结合的综合评估系统，科学指导用药。

4.4 规范渔药安全使用和残留监控

兽药残留是目前动物源食品最常见的污染源，在水产品中也不例外。导致水产品中药物残留超标

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滥用药物和饲料添加剂是主要的罪魁祸首。规范用药是防止水产品中药物残留超

标，提高水产品的质量及跨越"绿色壁垒"的根本措施[9 -22] 。

5 建议

5. 1 健全管理制度

主要包括(1)理顺渔药管理渠道 ;(2) 健全有关法规; (3) 建立懂政策、懂业务的管理队伍，严格执

法; (4) 重新核定温药生产许可证，政策向有条件的大企业倾斜，关、停、并、转那些技术水平低、产品质

量差、生产能力小的企业，使生产格局趋于合理; (5)对已获得批准文号的渔药重新审定，取缔不合格或

将要淘汰的渔药生产权 ;(6)要求渔药标示主要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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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渔药研究

主要包括(1)几种主要候选原料药的药效学、药动学及毒理学的研究 ;(2) 药物科学配伍的研究;

(3) 非氯制剂消毒学的研究和开发; (4)研究与开发适用于水产的原料药并逐步限制渔药使用人、兽用

原料药的范围 ;(5) 中草药理论及应用研究 ;(6) 生物杀虫、杀菌药及其它生物制剂的研究。

5.3 强化渔药的科普教育

目前群众滥用药和用药频率增大的现象很普遍，特别是某些禁用渔药禁而不止，给环境和人类健

康带来了不良影响。因此采取各种形式普及渔药知识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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