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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海洋发展局关于印发
《环翠区水产养殖病害处置方案》的通知

各科室，区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各水产养殖单位:

为有序有效推进我区水产养殖病害防控工作，根据《山东省

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水产养殖病害处置指导意见>的通知》（鲁

农函字〔2024〕43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环翠区水

产养殖病害处置方案》，请认真贯彻落实。

环翠区海洋发展局

2024年3月15日

环翠区水产养殖病害处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山东省水生动物疫病应急预案》《山东省水产养殖病害处置

指导意见》等，制定水产养殖病害处置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依法依规

水产养殖病害处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相关单位各负其责，保障水

产养殖病害得到及时处置、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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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属地负责

环翠区海洋发展局负责全区水产养殖病害防控工作，根据水

产养殖病害发生情况及危害程度，建立报告、响应、指导、控制

等快速反应工作机制。

（三）绿色防控

水产养殖病害处置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广应用绿色病防技

术和生态养殖模式，推进水产养殖规范用药和减量用药，保障水

产品质量安全和水产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

二、病情上报

（一）快速报告

发生水生动物疫情时，应按照《山东省水生动物疫病应急预

案》有关规定及时上报。发生台风、洪涝灾害、高温等极端天气

并造成水产养殖动植物大量死亡时，参照水生动物疫情快速报告

方式。

（二）逐级上报

未发生水生动物疫情时，辖区各水产养殖动植物病情测报点

应通过“全国水产养殖动植物病情测报系统”将水产养殖动植物

病情及时、准确进行逐级上报。

三、病情接收

（一）接收主体

环翠区海洋发展局及环翠区海洋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接收辖

区内养殖单位和个人水产养殖病情报告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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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收形式

水产养殖病情接收可通过电话、传真、微信等多种形式，区

海洋发展局24小时值班电话为0631-5322942。

（三）接收内容

水产养殖病情接收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养殖单位名称、详细

场址、联系人、联系方式、养殖品种、养殖模式、养殖面积、发

病面积、发病症状、近期水质状况（温度、溶解氧、透明度、pH、

氨氮、亚硝酸盐等）、目前采取的防控措施及效果等。

四、分级响应

环翠区海洋发展局或环翠区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在接到养殖

单位的病情报告后，应立即组织防控机构人员和专家赶赴现场，

指导养殖单位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控制病情，开展病害流行病

学调查，现场取样检测诊断；现场难以检测时，应取样送有关实

验室进行检测。

若遇到难以诊断或有效防控的病害，应及时报请威海市海洋

发展局组织防控机构人员和专家赶赴现场进行病情控制、检测诊

断和防控技术指导。

五、防控指导

（一）现场调查

防控机构人员和专家到达养殖现场后，应立即开展病情调查，

查看养殖生产记录。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发病养殖生物生存状态、

表观症状、水质状况、发病历史、投喂及用药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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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害诊断

通过现场察看发病生物表观症状、解剖检查和显微观察，初

步诊断病原。现场采集濒死个体或病症明显个体，带回实验室进

行病原检测诊断。

（三）反馈建议

病害初步诊断或实验室检测后，应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养殖主

体，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养殖单位采取消毒、换水、增氧、减少投

喂、生物防控、药物治疗等病害防控措施。

（四）用药指导

根据病害种类和发病情况，指导养殖单位对症用药，结合药

敏试验实现精准用药、减量用药，防止渔药乱用滥用。做好病害

防治工作记录，并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

六、后期处置

（一）病死水生动物无害化处理

及时捞出病死水生动物，并根据《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

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SC/T7015）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防止病害扩散传播。

（二）养殖池塘和生产工具消毒

对养殖池塘和养殖工具进行彻底消毒。养殖池塘可采用曝晒、

生石灰、二氧化氯等进行全面消毒；养殖工具可用高锰酸钾、漂

白粉等进行浸泡消毒。

（三）恢复养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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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工作完成后，应及时指导养殖单位恢复生产。检查养殖

生物存塘量，根据存塘情况，及时补放苗种；苗种无法补放的，

应及时调整养殖品种。

（四）开展病防技术服务

组织开展病防专家行、病害检测“大篷车”、病防技术培训

等多种形式的技术服务活动，将病防技术下沉到生产一线，拓展

病防服务对象的覆盖面，提高养殖单位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的能

力水平。

七、健全机制

（一）工作队伍

加强水产养殖病害处置人员队伍建设，在病情响应时，具体

负责情况调查、样品采样、病害诊断、技术指导等处置工作。

（二）技术保障

积极与水产科研院校、省产业技术体系建立联系，强化水产

养殖病害处置人员技术培训、病害诊断等工作的支持，实现病情

测报与防控服务、病防机构与专家联治、产业主体与科研体系三

项联动。

（三）经费保障

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区海洋发展局年度财

政支出预算。

（四）强化监测

严格遵循《水产养殖动植物疾病测报规范》要求，及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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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上报病害情况。优化完善辖区内水产养殖动植物病情测报网络，

合理布局病情监测点，配强病情测报员，提高病害末端发现能力，

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应对。

（五）信息宣传

充分利用网站、公众号、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介，加

强对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及其防控知识的科普宣传，增强养殖从

业者病害防范的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