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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的初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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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开展人工养殖以来就不断地发生各种病害
。

其中发生较普退
,

危害较大的有
“

绿烂病
” 、 “

白烂病
”

和
“
点烂病

, ,

三种
。 “

椽烂病
”
先发生于叶片尖精并很快地向叶片中部漫延

,

发病部分由褐色变为撇色
,

而后腐烂脱落
。 “

白烂病
”

通常是先发生于叶片尖梢的叶撇
,

然后向叶片中部发展
,

发病部分早现白色
。 “
点烂病

”

则先是从叶片中部叶碌上或同时于稍部叶椽上出现一些不脱RlJ 的小白点
,

随

着自点的活加和扩大
,

使孩部叶片变白腐烂或形成一些不规则的孔洞
。

关于海带病窖阴题
,

过去研究的很少
,

特别是对于
“

自烂病
”
和

“
点烂病

”

的研究
,

儿乎还是空白
。

迄今
,

这方面的研究不够系毓
、

胭致
,

因而对病害的捻藏
一

也不一致比 们 。

有人甜为是生理性的病害
,

有人nT] 捻为是韧

菌感染所引起
。

对干
“

椽烂病
”

虽有过一些研究
,

但多局限于光条件的观察或微生物学方面的分析
,

对病理

解剖工作做得大少
,

因而在病源的淤断上还缺乏足够的汝服力
。

山东水产养范踢 <1外扭一1 9 5 6 )的工作怠桔

中提出
, “

撇烂病
”
为海带受光不足所致

。

刘怯敬
、

揭以助(1 9 0 2 ) 〔”〕的歌验精果得出了与山东水产养殖踢相

同的精谕
。

陈世阳(1 9 弓9 )〔
4〕从

“

椽烂病
”

藻体上分离出 6 种翎菌
,

并忍为这 6 种烟菌非为起因
,

而为后果
。

但韶为
“

椽烂病
”

是由于受光不足而引起的桔流
,

还需进一步商推
。

我们忍为不箫哪种病害
,

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害 (非传染性病害)
,

那么对环境因子的观察研究是很重要

的
。

如果是由于拙菌感染而引起的
,

那么
,

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耙菌是以什么途径佼入寄主的
,

以及姻菌侵

入寄主后
,

寄主的反应如何
。

所以我们忽为
,

通过病理解剖工作会有助于上述周题的深封
。

当然海带病害周

题的研究
,

仪仅依靠病理解剖还是不够的
。

可是借助于病理解剖工作的特点
,

毕竟可以提供一些珍断病害的

研究查料
,

从而为生产上采取顶防播施提供依据
。

为此我俐于 1 9 64 年 4一6 月简
,

对烟台
、

威海西养范区的

上述三种病害进行了初步的病理解剖观察
。

一
、

材 料 的 采 集

我们根据不同的病害性质所取的标本部位是有所不同的
。

海带
“

白烂病
”
一般是发生于藻体的尖端

,

故

我们取样于尖端区域
。

其部位大致是离海带尖端的 50 一 60 厘米处至尖端
。

海带
“

椽烂病
”

除在尖端区域有

发生外
,

卜训」
】

在 藻体中 部叶椽区域也 有发生
。

中部叶椽区域是 指离海带墓部 4 。一5 。厘米处至距海带尖端

韵劝一。。厘米之简的部位
。

由于我俐的企图是力求正确 地研究病理材料
,

避免外界兼性腐生物的千涉
,

所

以在
“

椽烂病
”

和
“

白烂病
”
的藻体上取材时

,

仅是取发病部位的表皮糊胞街未损破之处
。

同样为此
,

对
“
点烂病

”

材料取祥时
,

我们取 自包括自点和其四周 2一3 毫米表皮糊胞没有拱破的发病部位
。

本文承上海水产学院华汝成教授和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廿呈奎
、

吴超元先生看过
,

井提出很多宝食怠见
,

谨

致榭忌
。

参加本工作者还有
_

川徐水产学院丁 明进同志
。

水产部烟台海水芥殖斌喻锡郭古明
、

张鹏翎同志
,

山东省 水产研究所李松!夔同志曾协助部分工作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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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后
,

即当踢固定
,

以作下一步研究(但3 / 5粗的固定时阴除外 )

表 下 海带
“

白烂病
”

取样
、

制片豁录

0
�b
,OU 16产C

取 样 日 ”

⋯
: 月 7 日 l

5 月 7 日

5 月1 5 日

取 样 地 点

烟 台 海 区

烟 台 海 区

烟 台 梅 区

取 样 部 位 制 片 方 法 观察数鼠 (片)

尖端区域 (离人犯
.

。米 )

尖端区城 (离书 2
.

1米 )

尖端区域

石 结 制 片

石 蜡 thlJ 片

石 蜡 制 片

亥 2 海带
“

点烂病
”

服样制片能录 r

取 样 日 期 取 样 地 点 取 样 部 位 制 片 方 法 观察数
_

缝(片 )

域域域域域域J.kJ..l区坦区区区区区雄区椽椽撇椽橡椽叶i’J叶叶叶叶叶叶部部部部部部部中尖中中中巾中中4 月2 4 日

5 月 3 日

5 月 3 日

5 月 7 以

5 月1 5 打

5 月26 n

5 月3 1 n

5 月3 1 口

烟 台 海 区

烟 台 梅 区

烟 台 海 区

烟 台 海 区

烟 台 海 区

烟 台海 区

威海养殖坍

威海外家滩

石 蜡 制 片

石 蜡 制 片

铭 装 片

石 蜡 制 片

石 蜡 制 片

蜷 装 片

石 蜡 制 片

石 蜡 制 片

5 1 5

2 0 0

2

3 5 7

1 5 4

工

1 2 0

78

表 乙 海带
一

‘

椽烂病
”

取样制片韶录

取 样 日 期 取 样 地 点 取 样 部 位 制 片 方 法 观察数量〔片 )

月呀
容34 3

‘川呀

域域绒区区区端端端小人小人小人

L·L·
装筱整整

5 月 3 日

5 月 7 日

5 月1 5 口

5 月 2 6 日

5 月2 6 日

烟 台梅 区

烟 台 海 区

烟 台 海 区

烟 合 海 区

烟 台 汾球丛

石 蜡 制 片

石 蛤 制 片

石 弓借 制 片

中韶叶徐区域 (有斑 )

巾部叶撇区域

表 4 海带健康对照粗采样制片韶录

取 样 日 期 取 样 地 点 部 位 制 片 方 法 ⋯
观察数量‘片)、

4 月2 理日

5 月 7 甘

5 月 7 日

5 月1 5 口

5 月3 1 口

万月3土口

少因 台 海 区

烟 台 海 区

烟 台 梅 区

烟 台 海 区

威 海 田 村

威海外家滩

2 8 0

3 3 6

⋯
一

|
域域区区椽徐川川

6
1上八�
容

晶的46
J峪�

域域域域

区区区撇撇徐叶叶洲

部部部部部

取

巾中尖中中中

二
、

观 察 方 法

徒手切片 新鲜标本采集后
,

当爆进行徒手切片
,

以作观察
。

整体制片 取新鲜标本放于低倍能
、

高倍跳下观察
,

井将部分材料固足
、

透明
、

染色和封藏进行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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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

石蜡 $fl 片
一

标木固定后
,

进行石蜡切片
,

用达氏苏木精或海氏苏木精染色
r

三
、

桔 果

1
.

从海带
“
白烂病

”
和

“

椽烂病
”
的粗撒切片观察

,

在初发病的病体微撇内部并汉有任何胭菌的侵染
。

2
甲

我俏砚察到
“

白烂病
”
和

“

撇烂病
”
的病体粗撇有病状

。

( 1 )
“

白烂病
”
的粗撇中捆胞失去原生质

,

表皮胭胞没有或有少量色素体
,

奇田胞仅剩空壁存在
。

此外
,

藻体的捆呛形态在发病前期井没有其他显著地 变化
。

而到发病后期
,

能引起腐烂脱落
。

( 2
_

)
“

撇烂病
”

的藻体中
,

韧胞内的原生质不丰富
。

表皮棚胞的色素体有分解现象
,

月
‘

褐色素被破坏而

仅有叶椽素存在
,

粗微旱现椽色
。

在藻体糊胞精构上微有疏松现象
。

3
.

通过
“
点烂病

”
的微撇透明法观察

,

在病烂的孔洞处没有兄到锢菌溢况象
,

而汉是机撇发生病状
。

当藻体最初 出现自点时
,

我佃发现这 里的糊胞失去原生质和色素
。

以后
,

随着病情的严重
,

白点扩大或

发展成孔洞
。

成洞初期
,

洞处残存的翻胞形态模糊
。

随着病情的鲤策
,

孔洞会有大小的 变化
。

同时
,

麒撤 也会有脱落

腐烂多少的差S]J
。

在孔洞的周围有一 圈明显的
“
色索环

” ,

其中色素位于捆胞四周
,

显得尤为 浓褐 〔图 1 兄

封 3 )
。

与此同时
,

我仍对正常健康规撇也进行 了透明法观察
,

捆胞均很正常
。

咬
.

对
“
点烂病

”
的 6 献 (14 2 4 片 ) 切片观察

,

我们发现了有两种情况
:

( 1 ) 在3 / 5舰的材料中 (2 0 0片 )
,

我们发现病体舰惫内部有无芽胞杆状佃菌侵染(图 2 兄封 3 )
。

粗撇内部的胭苗平均长度为 5
.

2 刀
、

览0
.

弓产
。

细菌侵染旦蚊多
,

属革兰氏阴性糊菌
。

在每祝野
‘
!

,
(17 x 朽 )

火钓可兄有 4 00 ~ 3 00 个
。

耙菌在病体粗搬
「

}
,
的分布是

,

内皮层的多于外 皮层的
,

而外皮层的则多于髓部
,

f日在表皮糊胞中却没有发现糊菌
。

发病粗撇在Nll 胞形态上没有变化
,

而 只是原生质被分解
。

表皮初胞中色索体缺少或无
。

在微微内部细菌

侵染之处的韧胞壁有杆挑素分解现象
。

〔2 ) 从其他 4 粗材料的观察呵
;
(1 2 2 遭片 )

,

我们没有发现有耙菌的佼染
。

而仅砚察到祖撒有病状
。

5
.

我仍对各种病害进行观察的同时
,

相应地也对正常健康叶片 (y.J 照撇 ) 进行丫观察 (8 5 。片 )
。

其桔

果
,

在粗搬内部没有兑到翻 菌
。

海带的拥胞形杰 正 常
,

原牛质 和 色素体都很丰富
,

韧胞排列整齐 而紧密
。

四
、

衬 瀚

1
.

从海带初期
“

白烂病
”
和

“

椽烂病
”
的 叶片规撇切片观察

,
一

可以 知遭没有捆菌的侵染
,

而 只是在形

态和粘构上有丫病变
。

这种现象可么初步韶 为
, “

白烂病
”
和

“

撇烂病
”
的前期并非由拙菌引超

,

即这两种病

烂不是由于胭苗性的病原因子而引起的
。

从这种病体的病状看来
,

大致是原生质失去
,

色素体分解
,

韧胞有了疏松现象
。

我们忍为这种病状是由

于环境 因子引超生理性变化的 可能性大
。

在这方面
,

我仍同意刘恬敬等同志 的君 兄
,

主要是 由于光能的分

布
、

群体拮构和营养水温等粽合因子的影响所致
。

对于糊菌这一因素的视法
,

我们忍为可能在发病后期的坏

死粗撇中会有侵染机会
,

因而起爹11了一种加速病体腐烂的作用
。

2
.

对
“
点烂病

”
2 4 / d

、
7 2 5

、
1 5 / 5

、
3 1 / 5 等粗切片的观察

,

表明了在内部糊胭 精构中汉有胭菌侵染
。

因而可以忍为
,

不存在病原菌所引致发病的没想
。

但是
,

从 3 / 5 祖的切片观察精果
,

它几乎又是一利
,

特例
。

从 32 5 粗的切片观察
,

虽然是有了元牙袍杆菌对粗袱的侵染
,

但从我们整个
“
点状白烂病

”
的切片情

况看
,

首先
,

它所占的机率十分小
,

不能代表整个桔果
。

其次
,

我侧在观察中注意到 这粗标木
,

在粗撇中的 翎菌分布量是有所差异的
。

在表皮层烟胞
,
卜我们没

有发现有糊菌的痕迹
,

而 只是在皮 层韧胞中有拙两
,

且是内皮层中的 量 多
:

于外皮层
1

这种现象 可以初步确

定
,

这些糊菌要从表皮层捆胞道接穿透进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在我们利用整装和整体透 明法观察中
,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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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溃烂孔洞处也汉有发现 有耙菌 溢的现象
。

所以
,

霭为 在发病初期
,

是由于棚菌分泌某种酶来分解海带外

层的揭藻胶 和表皮层捆胞
,

造成海带 叶片发生白斑点的视法
,

是缺乏根据的
。

值得改明的是 3邝 祖样品是在采样后 2 4 小时以后才固定的
。

所以材料的处理可能会引起污染
。

另外
,

我们也感到很有可能
,

在海区中有某种优势菌种从已形成 的孔状伤口 规撇 中侵入皮层和髓部
。

这样
一

也就有

可能加速
“
点烂病

”

的腐烂程度
。

3
.

从
“

点烂病
”
的病变现象观察

,

可以看至」受病粗撇有生理变化反应
,

即四周出现浓褐的色素环
,

}司

时
,

也可以看到色素坏上的表皮捆胞出现了牛分解砚象
。

五
、

拮 语

从我们这次对海带病窖病理解剖观察的初步研究中
,

可以初步靓为
:

海带的
“
白烂病

”
和

“

椽烂病
”

井不是由栩菌引起
,
而是生理性的病害(即非传染性病害 )

。

对海带
“
点

烂病
”
的病源洲题

,

也
’

可以初步甜为栩菌非为起因
,

但韧苗有可能使病情卯
..

大
。

同时
,

我佣忽为
,

在观察过程
,
l

, l勺于受水平
、

投备
、

人手和 时简等眼制
,

因而 中周还 有很多周题有待

今后共同研究解决
。

此外
,

病害与理化因子的关系 也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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