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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日，记者跟随郑
先生来到养殖区，腐腥味
扑面而来，密密麻麻的大
黄鱼幼苗翻着白肚。其中
一些鱼身已开始溃烂，现
场有四五个工人正拿着长
网兜，在池边不停地打捞

死鱼，数桶的死鱼被运送
到一旁，等待处理。

郑先生表示，发现鱼
死亡后，他立即前往水产药
店咨询，工作人员初步判断
鱼可能是中毒了。随后，郑
先生找来了百洋饲料公司

的业务员，带着死鱼一同前
往了罗源县的“渔博士水产
技术服务部”进行检测，报
告显示：检测样品中细胞肿
大病毒含量达 3794 个/毫
克，未检出新加坡虹彩病毒
以及蛙虹彩病毒。

之后，郑先生与百洋
饲料公司协商，对方要求他
将饲料送检，证明饲料存在
问题。“之前那批没加药的
饲料都没有问题，就是这批
加药的，才吃三天就出现了
大面积死鱼。”郑先生说。

福清一渔场 百万尾大黄鱼苗死亡
养殖户称饲料中添加未批准的药物，饲料公司则认为系投喂不当导致，目前养殖户

准备将饲料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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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福清东翰镇从
事水产养殖的郑先生向智慧
海都平台报料称，6 月 21 日
开始，养殖区内的大黄鱼开
始出现死亡，截至目前已累
计死亡超500万尾，直接经济
损失超过 600 万元。大黄鱼
到底为何死亡？是养殖不当
还是另有原因？海都记者 7
月2日赶往养殖场了解情况。

那么，到底是何原因引
起大量大黄鱼死亡？

宁德市大黄鱼协会秘书
长韩承义告诉记者，大黄鱼
出现虹彩病毒感染的原因较
为复杂，与饲料质量不佳、投
喂过量以及水温偏高等因素
都有关。由于 7 月至 8 月气

温较高，正值虹彩病毒的高
发期，有经验的养殖户通常
会在这一阶段科学控制饲料
投喂量，以降低发病风险。

“正常养殖的情况下，大黄鱼
的存活率也低于60%。”

目前，郑先生准备将这些
饲料送去专业机构进行检测。

来自宁德霞浦的郑先
生今年与两个朋友一同来
到福清东翰镇的海域上从
事大黄鱼养殖，共设有 18
口渔排，养殖大黄鱼苗总
数达800多万尾。

今年 6 月初，两名佛
山百洋饲料有限公司的销
售人员联系郑先生，推销
鱼饲料。郑先生于 6月 6
日首次采购了 20吨“大黄
鱼膨化配合饲料”，并支付
了一半货款，共计十余万
元。6 月 17 日饲料用尽
后，他感觉效果还不错，又

计划追加采购 22 吨同款
饲料。

“当时业务员建议我
在饲料中添加一些保肝
和驱虫类药物，说这样夏
天鱼儿不容易死。”郑先
生回忆，两种药物分别为

“百洋清宝”和“肝胆利康
散”，每吨饲料需额外投
入 380 元用于购药。为
此，他又支付了 8360元用
于药品采购。

6 月 18 日，第二批饲
料到货后，郑先生开始投
喂。6月 21日，鱼群出现

小范围死亡，起初以为是
正常损耗，但随后死亡数
量迅速攀升，几乎每天翻
倍增长，郑先生才发觉情
况不对。

“6月22日死亡239斤、
23 日 1881 斤、24 日 4676
斤、25日6885斤……”郑先
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登记
表，记录了 6月 22日至 30
日期间死鱼达 36006 斤。

“这还只是被打捞上来并
处理掉的部分，很多病死
鱼根本无法回收处理，实
际死亡已超500万尾。”

养殖户：饲料添加药物后 鱼苗大量死亡

检测：死鱼中查出细胞肿大病毒

据了解，佛山百洋饲料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2
月，由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100%控股。

对此，百洋饲料公司相关
负责人甘先生表示，大黄鱼本
身存活率就较低，易感染虹彩
病毒等，加上郑先生大量投喂
饲料，以及近期高温等因素，
就会导致大黄鱼死亡。专业
检测机构报告中的“细胞肿大
病毒”属于虹彩病毒，也说明
是鱼的问题，并非饲料导致。

据了解，细胞肿大病毒
属于虹彩病毒科，是报道最
多的大黄鱼病毒性病原。该
病毒主要感染幼鱼，夏季高
水温期（27℃以上）感染鱼死
亡率可达 70%以上，至今尚

无有效的防控方法。
此外，记者查询到，渔药属

于兽药管理范畴，使用时应当
严格遵照《兽药管理条例》相关
要求，参照《水产养殖用药明白
纸（2024年1、2号）》。在《水产
养殖用药明白纸（2024 年 2
号）》文件中，“肝胆利康散”为
已批准的水产养殖用兽药，但
并未记录“百洋清宝”。

为何会在饲料中添加未
批准的水产养殖用兽药？甘
先生未正面解释，仅表示饲
料中的药物是郑先生要求添
加的，即便添加了“百洋清
宝”也不会导致大黄鱼死亡，
并且其他养殖户还在正常使
用同批次饲料，若对饲料质
量有疑问，可以将饲料送检。

百洋饲料公司：
染病系鱼体问题 非饲料导致

业内：
正值虹彩病毒高发期 感染原因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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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在打捞死鱼

大黄鱼大量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