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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木文报道了对海水经济鱼红点石斑鱼的白斑病的研究结果
.

石斑鱼白斑病的病原
,

是齿管科
,

瓣体虫属 (新属 )的石斑瓣体虫 (新种 )
。

在齿管科已有纪

载的五个属中
,

瓣体虫属 (新属 )同斜管虫属和奇异球虫属在形态上较为近似
,

但是
,

由于石斑

瓣体虫同时具有口管和瓣状体
,

而明显区别以上两属
,

故确定为齿管科的一新属和一新种
,

定

名为瓣体虫属 (新属 ) eP t川 0 5 0 , a H u a n g g
e o

.

n o v
.

石斑瓣体虫 (新种 ) p 对 a z口: o。 “ e矛反长。 -

尹瓦。 z呱: H u a n g 。七 a l
,

s P
甲

泊。 v
,

病鱼的症状是游泳缓慢
,

呼吸困难
,

常浮子水面
,

头部
、

皮肤
、

鳃及鳍上的粘液分泌增多
。

体

表有形状不规则的白斑
。

这种病的病程短
,

死亡率高
,

往往使全池鱼在几天内全部死亡
。

试验

表明
,

用淡水或硫酸铜海水浸洗病鱼
,

可以收到令人满意的疗效
。

随着海水养鱼事业的发展
,

对于海水鱼鱼病的研究
,

已成为 日益迫切的课题
。

近七
、

八年来
,

厦门市湖里山养鱼场暂养的红点石斑鱼 五勿认咖
。乙哪 赫二句 ( T印 u o i -n

ck et S hc le g el
,

1 8 4 2) 几乎每年夏季都发生一种鱼体上出现 白斑的鱼病
。

这种鱼病会在

很短时间中迅速蔓延
,

使病鱼造成很高的死亡率 ; 发病严重时整池红点石斑鱼会在三
、

四

天内全部死亡
。

所以这种病对红点石斑鱼的危害很大
,

在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也很严重
。

从

1 9 7 9 年 以来
,

我们对红点石斑鱼自斑病的病原和治疗方法进行了研究
,

鉴定了病原
,

找到

了方法简便
、

效果明显而又经济实用的治疗方法
。

近年来
,

尽管国内外对海水鱼的鱼病研

在研究过程中曾得到上海水产学院朱元鼎教授
、

华东师范大学张作入教授和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倪

达书教授
、

陈启婆教授的热情帮助
。

张教同志帮助拍照
。

谨此一并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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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已有相当重视
,

但是迄今尚未见到有关红点石斑鱼 白斑病的研究报道
。

现将此项

研究总结整理出来
,

以供水产工作者参考
。

材 料 和 方 法

病鱼
:

取自厦门湖里山养鱼场
。

这些鱼是渔民在福建沿海捕获
,

集中在该场暂养的红

点石斑鱼
。

鱼的全长是 17 一 30 厘米
,

平均体重是 1 00 克左右
。

病原的观察采用 以下几种方法
:

( l) 活体直接观察 ; ( 2 )盖玻片涂片
,

肖亭氏液 (即 ha
u -

dj nn
, 。 二 lu t沁 n) 固定

,

海氏苏水精 ( H e id e n h a in,s ~ 恤恤 at ox ly i助
、

伊红 ( E的 in )染色

观察
; ( 3 )理%福尔马林固定

,

甘油酒精透明 〔` , ,

中性红染色观察 , ( 4 )经肖亭氏液固定的涂

片
,

用孚尔根核反应法 ( F e u
嗦

。

n,s un d o r er 明 tio n 。毗加 d) 观察大核和小核
〔 ,

,

“ “ 。

防治试验采用硫酸铜海水浸洗及淡水浸洗两种方法
。

硫酸铜海水浸洗试验
,

是先将

硫酸铜按各种不同浓度溶于海水
,

预先在木桶中做小型试验
,

分别找出硫酸铜海水杀灭病

原的最低有效浓度和最短有效浸洗时间
,

以及病鱼能忍受的最高浓度和最长浸洗 时 间
。

淡水浸洗试验
,

是用经过充分曝气后的 自来水或井水
,

先进行小型试验
,

以确定杀灭病原

的最短有效浸洗时间和病鱼能忍受的最长浸洗时间
。

然后做大批量的实地治疗试验
,

确

定生产实践中安全
、

有效和易于推广的治疗方法
。

症 状 和 病 原

(一 ) 症 状

病鱼常浮于水面
,

游动迟缓
,

明显地表现 出呼吸困难
,

头部
、

皮肤
、

鳍及鳃上的粘液分

泌显著增多
,

体表出现形状不规则的白斑
,

病情严重时 白斑扩大连成一片
,

死亡的鱼胸鳍

向前方僵直
,

几乎紧贴于鳃盖上
。

(图版 工: A
,

B
.

)

(二 ) 病 原

丑仇 los
o o a

H u o

gn g en
,

no v
.

的石斑瓣体虫 (新种 ) 八才娜此 o o a

sP
.

no v
.

寄生于海水的红点石斑鱼的鳃
、

皮肤及鳍上
.

·

C la u , ,

瓣体虫属 `新属 )

叩落。 巴夕无。不落。 I工u ,

鳍
e t a l

.

红点石斑鱼白斑病的病原
,

是属于齿管科 hO 玩饥夕面d 。耐记碳)

1
.

瓣体虫属 (新属 )的形态特征

在齿管科中
,

迄今 已有纪载的共有五个属
〔 1 要

,.1
,

川
,

它们是齿 管 虫 属 hC 玩 , 夕而凉叭

E .hl 二 b e
gr

、

袋管虫属 凡。 。 助do 。 承 e力1 、

隐咽虫属 肠缈云叩无“ 印。 K “ hl
、

斜管虫属 口无店
-

ha
。二乙阮 st ar dn

、

奇异球虫属 lA乙。印灿
石犷落奴。 K id d er a卫 l d S u rQ

~
。

瓣体虫属 (新属 )同

以上五个属的形态特征的比较如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
,

瓣体虫属 (新属 )
,

具有圆形的胞 口 ( ey ot 漪。
me )和 明显的口管 (。 r叔

b o sk 以 )
,

就这一点说来
,

它同斜管虫属是相近似的
,

但是
,

因为瓣体虫属 (新属 )具有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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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辨体虫属同齿管科其他各属的主要形态特征的比较

属属 名名 外 形形 纤 毛毛 胞 口口 口管管 细胞核核 折射小球球 瓣状体体 其 他他

齿齿管虫属属 椭圆形
、

肾肾 腹面 有 纤纤 长卵形
、

复复 有有 i大核核 无无 无无 侧缘有一恃恃
形形形

、

长三角形形 毛
,

前部较长长 盖一膜
、

有一一一 1 小核核核核 殊条纹带
,

为为
裂裂裂裂裂缝缝缝缝缝缝 功能不明的小小

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袋袋管虫属属 卵形
、

前端端 腹面有纤毛
,,

椭园形形 有有 1 大核核 无无 无无无

宽宽宽
、

后端尖圆圆 胞口后两侧纤纤纤纤 1 小核核核核核

毛毛毛毛区狭
,

成 V 形形形形形形形形

隐隐咽虫属属 椭圆形
,

前前 腹面有纤毛
,,

卵形形 无无 2 大核核 无无 无无 背部驼峰淡淡

11111/ 3 向左 弯
,,

螺旋形纤毛纹纹纹纹 1 小核核核核 黄色
,

有颗粒粒

背背背部有一驼峰峰 之间隆起起起起起起起 状凝胶复盖物物

斜斜管虫属属 卵形形 腹面有纤毛毛 圆形形 有有 1 大核核 无无 无无 背部 扁 平
,,

1111111111111 小核核核核 前部有一横列列

冈冈冈冈冈冈冈冈冈冈四毛毛

奇奇异球虫属属 卵 形形 腹面有纤毛毛 卵形或不规规 无无 1 大核核 有
,

球形形 无无 腹面 的 左
、、

则则则则则形
,

后边缘缘缘 1 小核核核核 右边缘有一薄薄
有有有有有脊

,

三群纤纤纤纤纤纤 膜折迭迭
毛毛毛毛毛膜伸出胞口口口口口口口

瓣瓣体虫属属 椭圆形
,

卵卵 腹面有纤毛
,,

圆形形 有有 1 大核核 无无 有
,

花花花

形形形形 部分伸至背部部部部 1 小核核核 瓣状状状

前前前前缘缘缘缘缘缘缘缘

虫属所没有的瓣状体 ( p et 毓。记 b od y) 而显著不同
。

从表 1 还可以看出
,

瓣体虫属 (新属 )

的瓣状体
,

在它的各种染色反应和孚尔根核反应上
,

瓣状体同另一个属— 奇异球虫属所

具有的折射小球 (
r ` 。 时 ile

s Ph e r u 场 ) 的反应基本相同
,

但是瓣体虫属 (新属 )的瓣状体呈

多层花瓣状
,

而奇异球虫属的折射小球却是圆球形
; 更为重要的是瓣体虫属 (新属 ) 同时具

有 口管
,

而奇异球虫属却投有口管
。

根据过去 已记载的斜管虫属的 5了个种 ,
,` 一 “ ,

,
. ` 一 协3 1 ,

和奇异球虫属的 5 个种
〔工 ,」 ,

都没

有同时存在口管和瓣状体 (或折射小球 ) 的种类
。

由此可见
,

瓣体虫属既不同于斜管虫属
,

也不同于奇异球虫属 ,故确认为新属
,

定名为瓣体虫属 (新属 ) eP `好。 so o a H u o n g g e n
.

助丫
. 。

2
.

石斑瓣体虫 (新种 ) 的形态特征

石斑瓣体虫 (新种 ) 的侧面观
,

可见其背部隆起
,

腹面平坦
,

前部较薄
,

后部较厚
。

<图

版 I : D
.

)

石斑瓣体虫 (新种 )的腹面观
,

可见虫体为椭圆形或卵形 (图 1 ; 图
.

版 :1 C
.

)
,

幼小的个

体则近似圆形 ( 图版 n : H
.

) ;固定的标本
,

平均体长为 6 7〔4 5一 80 ) 微米
,

体宽为 3 9 ( 2 9一

5 3 )微米
。

在虫体的中间稍偏后处
,

有一椭圆形的大核 ;大核的前端紧贴有一个椭圆形或圆形的

小核
。

观察时一般不易分辨
,

但用孚尔根核反应法观察则可明显看到
。

虫体的腹面前部

中间有一圆形的胞 口
,

活体时胞 口稍稍凸出于腹面
。

与胞 口相连的是由 12 根刺 杆 (t r卜

c ht 四 》围成的漏斗状 口管
,
口管的后半段为扁形的狭管道

,

其末端从右侧绕过大核并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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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筑
上
瓣体虫 }搜面观

1
.

胞 口 ; 么 口 管 ; 3
.

纤毛纹 子 4
.

小核 不 5
.

食物

粒 ; 6
.

大核 子 7
.

胞咽 ; 8
.

瓣状体

左m1l
,

有时更呈波纹状弯曲
,

即为胞咽所

在
,

刺杆有时在前端 (近胞 口处 )折成倒钟

状的栏栅 ( 图 工
,

2)
。

’

在大核的后方靠近腹面处
,

有一瓣状

体
,

其形状犹如一朵复瓣的花朵 (图 1 ,

匀

图版 n
: A 一 D

,

)
。

苏木精染色时
,

瓣状体较

细胞核难于着色
; 用磷钨酸褪色时

,

瓣状体

较细胞核易于褪色
,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镜

检观察时
,

可明显发现瓣状体较细胞核的

着色为淡 ;瓣状体对孚尔根核反应呈阴性
,

也不被中性红所染色 ; 瓣状体的折光率较

细胞核为大
。

因此在显微镜下观察
,

可发

现瓣状体和细胞核的明显区别
。

瓣状体的

功能尚不清楚
。

石斑瓣体虫 (新种 ) 腹面的中部和前

缘
,

布满了纤毛
。

纤毛排列成整齐的 32 一

3 6条纵向的纤毛纹 ` c i l谕 y r o w “ ) (图 i )
。

左侧的 招一 14 条纤毛纹从胞 口的 左 前方

卜卜权
ó

ó卜

开始沿虫体腹面左侧伸向后方
,

直至虫体后部瓣状体附近 ;其中最左侧的一条纤毛纹最短

(仅为虫体长度的二分之一左右 )
,

从左到右纤毛纹渐次增长
,

靠近中间的纤毛纹又稍减

短
。

虫体腹面右侧的 始一 14 条纤 毛 纹 比

左侧的纤毛纹长得多
,

它们沿右侧向后绕

过瓣状体一直伸到虫体腹面的左后缘
,

向

前则沿右侧伸到前缘
,

有的更弯向虫体腹

面的左前方
。

在右侧的纤毛纹中
,

靠中间

的比较短
,

越接近右外侧的纤毛纹越长
,

其

中最右侧的 6条纤毛纹最长
,

它们不但伸

到腹面前缘
,

而且还绕过前缘伸到虫体背

面
,

沿虫体背面前缘的右前方斜伸到左前

方 (图2 )
。

虫体腹面中间的 5一 8 条纤毛纹

比较短
,

它们从胞 口的后方开始向后伸到

瓣状体附近
。

石斑瓣体虫的背面
,

除以上 已提到的

腹面最右侧的 6 条纤毛纹绕 到 背面 前缘

外
,

其余部分均裸露无纤毛 (图 2 )
。

3
.

石斑瓣体虫 <新种 )的生殖方式

石斑瓣体虫 (新种 )
,

用横分裂法进行 1
卜

纤毛纹 ;

图 2 石斑瓣体虫背面观

2
.

口管 洽
.

大核 ;
甲

4
.

食物粒浦
.

瓣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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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 (图版 n ,’ 丑一 H
甲

)
。

一

在分裂过程中
,

细胞核一分为二
,

分别成为新个体的核 ; 原有的日

管逐渐消失
,

新分裂形成的前后两个个体各自形成一个新的 口管 ; 刚形成的新口管的刺

杆很短
,

以后逐渐增长
,

其末端也逐渐变得狭而扁 ,通过横分裂形成的前后两个新个体
,

后

半部形成的个体保留了原来的瓣状体
,

前半部形成的个体则形成一个新的瓣状体
。

刚分

裂形成的个体较小
。

接合生殖的情形
,

较为少见
。

模式标本保存于上海水产学院鱼病组
。

防 治 方 法

(一 ) 硫酸铜海水浸洗治疗试验

1
.

静水硫酸铜海水浸洗治疗试验

分两次试验
。

第一次试验用木桶 6 只
,

各盛海水 7 5 公斤
,

第 1号木桶 内不施放硫酸

铜作为对照组 ;第 2一 6 号木桶加入硫酸铜
,

使桶内的硫酸铜浓度分别达到 4 p p。
、

6 PP。
、

S PP 塑
、

I O p p山
、

和 1 4 p p切
,

然后每桶各放入病鱼 3 尾
。

当时的水温是 2 7℃
,

p且 7
,

9
,

海

水比重为 1
.

01 73 (盐度为 2 5
.

5编 )
。

试验结果如表 2
。

表 2 静水硫酸铜海水浸洗治疗试验

{ 比 ,
* 。

{ 杀灭寄生于不同部位的 { * 、 二 二

-二` 礴屯, ` 节 几 l诬深
.

侧 l引 . 勺二 1, 叹 加立 J刁少 汗 , 口 匕后萦诈 牛阁 巨 到沪习
,

坚三
占

飞沪
、 .

口日
.

于
、

佃 J j 们摊甜
州

~
刀一而

卜 U 一目 」 l
_ { 浓 度 ! (分钟 ) l

—
编 亏 ,

` ~ _ _
、

{一一 - - - -一 - - ~ 一一甲一一

一
J 二二 ~

,

一
二 ` 洲 、 、 。 l 人 * ,

二二
` , .

泪二缸 ,

— }
~

兰兰一
{竺应卫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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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
,

在静水条件下
,

水温 27
O

C
,

p H 7
,

9
,

比重 1
.

0 1 7 3 时
,

硫酸铜浓度 4 PP 也

的海水
,

病鱼浸洗 18 5 分钟
,

一直到硫酸铜浓度 1 4 p p m 的海水
,

病鱼浸洗 7 3 分钟
,

都能

达到杀灭寄生于病鱼各部位的石斑瓣体虫
,

而病鱼对硫酸铜浓度在上列范围内的忍受力

可以达到 6小时
。

第二次试验
,

在 10 只水泥池中进行
,

各池盛海水 4 立方米
,

放入患自斑病的红点石斑

鱼 100 公斤 (每尾平均体重为 1 00 克 )
,

水温 3。
。

0
,

分别洒入硫酸铜 (先溶于水中然后均匀

遍洒 )
,

使池水浓度分别达到 Z PP m 屯4 PP m
、

和 6 PP 琪
,

浸洗 2 小时后
,

一边注入新鲜海

水
,

一边排水
,

保持水位稳定
,

于第二天对病鱼进行检查
,

硫酸铜浓度为 6 p p m 的水泥池

中的鱼
,

已无石斑瓣体虫寄生
,

浓度为 2 PP功 和 4 PP m 的水泥池中的鱼还有石斑瓣体虫

寄生
,

所以又用上法再洒入硫酸铜液
,

使浓度达到 2 P Pm
,

次日再次检查时
,

石斑瓣体虫已

令部被杀灭
,

所有病鱼全部治愈
。

表 3 是治疗后 10 只鱼池和末经施药治疗的 13 只鱼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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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施放硫酸铜和未施放班酸镇的鱼池死亡情况 比较

鱼 池
暂 养 鱼 总 傲

(公斤 )

7月1 2一 1 6日
,

五天中的死亡且
(公斤 )

施放硫酸铜的 1 0 只鱼池

未施放硫酸铜的1 3只鱼池

1 0加 S 7
.

分

1 5 4 6
,

2 2 7 2 7

五天中死亡情况的比较
。

2
,

流水条件下
,

硫酸铜瑞洒治疗试验

厦门地区一般都采用流水暂养红点石斑鱼
,

鱼的密度较高
,

如果为了治疗而停止流

水
,

往往会因缺氧造成损失
,

为了适应当地暂养方式的需要
,

我们还进行了流水硫酸铜治

疗试验
。

第一次流水治疗试验
,

是先将 10 号池水位降低三分之一
,

流速减慢为 。
.

5 立方米 /小

时 (约 8 小时全部更新一次池水 )
,

按池内水容积计算泼洒入 “ 孙通 药量的硫酸铜
,

水温

27
“

c
。

由于在流水条件下进行
,

泼入药浓后当即被逐渐冲稀
,

泼洒药液 2 小时后又恢复正

常流速 2 立方米 /小时
,

经过 1 4
.

5 小时后
,

检查鱼的体表及鳃部
,

已无石斑瓣体虫寄生
。

而

未加药水池内的病鱼
,

仍有很多石斑瓣体虫寄生
,

病情并未减轻
。

第二次流水硫酸铜治疗试验
,

是在两只连通的池内进行的
。

第 12 号池按池水容量的

10 p p m 遍洒硫酸铜
,

第 n 号池按池水容量的 6即m 遍洒硫酸铜
,

因水由 12 号池流向第

11 号池
,

所以硫酸铜的实际浓度
,

第 12 号池应从 10 PP m 逐渐冲淡
,

第 11 号池在一定时

间内略高于 6仰m
,

而且药液保特的时间也较第 12 号池为久
。

两次流水治疗结果如 表 4

所示
。

表 4 硫酸铜流水治疗结果

病 鱼 死 亡 数 (尾 )

备 注
后天药2洒第

鱼数内病池总
池 号

(尾 )

硫酸铜浓度

( p p xn )

洒药2 4小时
石斑瓣体虫
情 况

抑柳油
1 O

1 1

洒 药 后
第 1 天

7 7

7 6

6 6

全 部 杀 死

有少量存活

全 部 杀死

由表 4 可知
,

当水温 2 7℃
,

流速为 0
.

5 立方米 /小时 (即 8 小时全部换水一次 )
,

全池

遍洒硫酸铜 10一 14 p p。
,

治疗石斑鱼 白斑病都是有效的
。

(二 ) 淡水浸洗治疗试验

1
.

木桶淡水漫洗试验

用木桶 10 只 (每只容水约 70 公斤 )
,

注满淡水
,

放入病鱼
,

分别用静水或流水
,

观察不

同时间病鱼及石斑瓣体虫的情况
。

试验结果见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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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 以看出
,

用淡水浸洗病鱼 2 分钟
,

就可以全部杀死石斑瓣体虫 ; 而红点石斑

鱼在静止的淡水中浸洗 30 分钟
,

在流水淡水中浸洗 60 分钟虽都可能出现部份病鱼卧倒

的现象
,

但当将它们放回海水之后
,

可以很快恢复正常
。

所以
,

用淡水浸洗病鱼
,

是治疗石

斑鱼 白斑病的一种有效
、

经济而且安全无残毒的治疗方法
。

2
.

网兜淡水浸洗治疗试验

用大网兜
,

内装 10 公斤 ( 100 尾左右 )病鱼
,

放入流动的淡水中浸洗 4 分钟
,

然后将病

鱼放入清洁的海水中暂养
。

共试验 4 次
,

对经过淡水处理的病鱼作仔细检查
,

发现石斑瓣

体虫 已全部死亡
、

破裂和脱落
,

连续观察 4 天
,

鱼的情况都很正常
,

此后连续使用这种方法

对 11 只鱼池的 10 0 0 多公斤的病鱼进行治疗
,

结果相同
,

疗效显著
。

小 结 和 讨 论

1
.

红点石斑鱼 白斑病是一种因石斑瓣体曳寄生而引起的疾病
。

石斑瓣体虫是纤 毛

虫纲
,

同毛目
,

齿管科的一个新属— 瓣体虫属中的一个新种
。

瓣体虫属 (新属 )同齿管科已有纪载的其他五个属的根本区别
,

在于它既有瓣状体同

时又具有 口管
。

根据这个特征
,

可以 同最为接近的斜管虫属 (只有 口管
,

而无瓣状体 )和奇

异球虫属 (有一小而圆的折射小球
,

而无口管 )明显地区分开来
。

2
`

红点石斑鱼白斑病可采用两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

l( ) 硫酸铜海水浸洗
。

当水温 3。℃左 右
,

p H 7
.

9
,

比 重 1
.

0 17 3 时
,

硫酸铜 浓度

2理m
,

将病鱼放入浸洗 2 小时
,

浸洗后加注海水冲稀
,

次日再重复 1 次
,

即可取得显著疗

效
。

因为硫酸铜在海水中部分被结合成为络合物
,

所 以在海水中的用药量需要大大高于

在淡水中的用药量川
。

(2 ) 用淡水浸洗
。

将病鱼放入淡水中浸洗 4 分钟
,

可以达到杀灭石斑瓣体虫治疗白

斑病的目的
。

红点石斑鱼在静水条件下
,

在淡水中浸洗 3 0分钟 ,在流水条件下
,

在淡水中

浸洗 60 分钟
,

都是安全的
。

所 以用淡水浸洗病鱼是经济
、

方便
、

安全
,

又无药物残毒的治

疗石斑鱼白斑病的方法
。

用淡水浸洗的方法
,

也许还能更广泛地使用于海水鱼的体表寄

生虫病的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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