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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罗非鱼腐皮病致病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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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亥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提 要

尼罗罗非鱼的细菌性腐皮病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
,

感染率可达 80 男以上
。

本文对尼罗

罗非鱼腐皮病的致病细菌的分离及毒力试验结果作了报道
,

并对这种细菌的形态
、

培养特性
、

生理生化等性状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

确定其病原为 I 型嗜水产气单抱菌嗜水亚种(A o ro , 哪as

h梦d : o , 从乙a : u b印
,

甸d , o , 阮Za b io ty p e 1
.

)

尼罗罗非鱼 (几l叩伍 耐乙0t 落ca )一般地说是一种抗病能力较强的鱼类
,

但在越冬期间

或工厂化高密度养殖情况下
,

由于环境条件变化
,

水体相对变小
,

水温变化较大等的原因
,

它的抗病能力下降
,

死亡率增高
。

腐皮病就是罗非鱼的一种主要疾病
。

在发病严重的鱼

池中
,

其感染率高达 80 % 以上
。

我们从南昌地区的罗非鱼越冬池中
,

观察到该病的主要症状是
:
病鱼体表腐烂

,

腐烂

处出现圆或椭圆形的病灶
,

其直径一般为 2 x l
,

5 厘米左右
,

有时可遍及鱼体全身
,

但多数

情况主要是出现在背鳍的两侧
,

发病开始为体表充血
,

周围鳞片松动竖起
,

出现炎症并伴

有脓血
,

最后腐烂成一洞穴
,

引起病鱼的大量死亡
。

张素芳 (19 8 1 )‘
, ,
曾报道莫桑比克罗非

鱼(几她州。 , 。
ssa , 从。时的发病情况

,

认为是由细菌引起的
,

但未进行分离研究
。

我们用从南昌市水产研究所越冬池搜集来的罗非鱼病鱼材料
,

对该病的致病细菌进

行了分离培养
,

生理生化测定 , 电镜观察 ; 并用分离到的细菌纯培养物对健康罗非鱼进行

人工感染试验
,

得到阳性结果
。

初步确定此菌为 I型嗜水产气单抱菌嗜水亚种 (女”哪口。此

入岁面口夕入店Za o u b o p
.

h夕d犷。夕入‘la b io ty p e 1
.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材料来源

我们先后在不同的罗非鱼越冬池中获得病鱼 10 尾
,

从肝脏和病灶处分离细菌
。

用作感染试验的健康罗非鱼
、

链鱼
、

草鱼等取自南昌市水产研究所鱼池
。

2
.

分离方法

用无菌手术
,

先将鱼体用 7 5 % 酒精擦洗消毒
,

打开胸腔
,

用经烧灼的金属摄烫其肝部

(劝 张素芳
,
1驰1

。

莫桑比克罗非鱼演疡病及其治疗
。

鱼病简讯
,
3 :

18 ~ 召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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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菌部位
,

然后用无菌接种环伸入肝部深处取出少许肝脏组织液
,

作平板划线
。

分离使用的培养基为胰蛋白拣琼脂培养基
,

其成分为
:

胰蛋白炼 10 克 ,磷酸氢二钾

2 克 ,琼脂 1 5一 1 8 克 ; 食盐 5 克 , 酵母浸膏 5 克 , 水 1
,
0 00 毫升 ; PH 为 7

.

2一7
.

4
。

经 15

磅压力 30 分钟的高压蒸气灭菌
。

待培养基冷却至 4 5o C时
,

倾注成平板
,

贮于 4a C冰箱中待用
。

接种后
,
在 2 8℃培养箱中培养 18 一2 4 小时

,

再选取单个菌落进一步进行分纯培养
,

冷冻干燥保存备用
。

; 3
.

毒 力试验方法

细菌接种于普通平板培养基上
,
2 8

0

0 培养 18 小时
。

然后对鱼进行浸泡和涂抹两种方

法的人工感染试验
。

《l) 浸泡 用无菌生理盐水将平板上的纯培养菌洗下
,

在玻璃缸中稀释成含菌量分

别为 3 亿个菌 /毫升和 9 亿个菌 /毫升的菌液
,

将擦去鳞片或未擦去鳞片的健康鱼
,

放入菌

液中浸泡 18 分钟然后移入水族箱中观察
。

表 1 尼罗罗非鱼腐皮病人工感染试验

菌菌株编号号 鱼 数数 发病鱼数及程度度 平 均 水 温温 浸抱 感 染染 菌 液 浓 度度 观 察 时 间间

(((((尾))))) (℃ ))) 〔分钟〕时间间 (亿个/毫升))) (日)))

111-- 111 555 十 + 十 十 +++ 1卜1 888 1888 888 555

222-- 111 555 十 + + + +++ 1卜 1888 1888 888 555

222 ~玄玄 555 + + + + 十十 I协
一
1 888 1888 333 555

222门门 666 十 + + 十 十十 1卜招招 1 888 333 555

333 一111 666 十 + + + 十十 1 7 -
1888 拐拐 888 555

BBB一222 555 + + + 十 +++ 1 7一 1888 1888 333 555

888 一333 555 斗 十 + + 十十 1 7一 1888 犯犯 333 555

盛盛一111 555 ⋯
,

⋯⋯⋯ 1 7-- 招招 1 888 333 555

444召召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1 7-- 叨叨 1 888 333 666
奋奋333 555

l

二
刁 . , 1 . , ...

1 7es
1888 1 888 333 666

空空 白白 555 十 十 + 平 +++ 劝
~

1888 1 888 000 555

十十十十 + + + 十十十十十十

........ .
.

. . .
.

,
日已 目 山.

, . .
...........

注
: 十表示有不明显症状

,

无死亡 导+ + 表示有明显症状并死亡 ; 一表示无症状无死亡
。

(2) 涂抹 将上述平板培养菌
,

直接涂抹于擦去少许鳞片或未擦去鳞片的健康鱼体

表
。

用无菌针头刺破青蛙腿部表皮
,

涂抹细菌
。

4
.

生理生化试验试荆的制备和应用

采用常规方法〔:

一“。

结 果 和 讨 论

毒力试验

在水温 1 7一1矛O时
,

用分离出来的 10 株菌以浸泡方法做人工感染试验
,

其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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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从表中可看出用作试验的菌株都有不同程度的毒力
,

其中以 4一 l株毒力最强
,
症状与

自然发病时的症状相似
。

选取 4- 1 菌株再分离再感染
,

又能从被感染的鱼体肝部再分离到这种细菌
。

经再感

染后的菌株以 4 一1一3 毒力最强 (见表 2 )
。

表 2 再分离再感染的试验结果

菌菌株编号

⋯
鱼〔尾 )数数 发病鱼数及程度度 } 平均冰温温

!
感染方法法 ⋯

』

菌, 浓度
___

⋯观察时间间

1111111 〔℃夕夕夕 }(亿个/冤升))) } 小时时

{{{{{ 100000 1 777 剥鳞浸饱饱

}
1

}}}}
1

一一444 一1 一111 1000 十 + 咔 + + 小 斗 + + +++ 1777 剥鳞浸泡泡

}
’

}}}}
2 3 一

,,
444 ~ 丈 222 加加

+ + + + 斗 + + + + 手手
1777 剥鳞浸泡泡

}
’

}}}}
’

问
‘‘

雄雄- 1 一333 1000 + 十 + 十 +++ 1777 剥鳞授抱抱

}
’

{{{{ ~~~连连一1 一444 1 000 + + 十 十 +++ 1 777 剥鳞浸抱抱 }
”

{{{{ 膨膨

空空白白白
+ + + . + + + + + + + + + + +++++++++++

中中中中 + + + + + 咋 + + 咔 + + + + +++++++++++

+++++++ + + 斗+ + + + 十 + + + + + +++++++++++

干干干干 斗+ + + 十 + + + + 十 + + + 十十十十十十

注
;

++ 勺表示出现严重症状
,

并在短时间内死亡 ; ‘十:
表示出现症状

,

并死亡 ; + 表示出现症状
,

缓慢死亡 ; 一 表示

无症状
,

无死亡
。

选取 4一生一3 菌株用涂抹
、

浸泡两种方法同时对草鱼
、

链鱼
、

罗非鱼进行人工感染试验
。

结果这三种鱼被菌感染的部位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鳞片竖起
,

出血发红 (见表 3 )
。

而其中

罗非鱼却在一天之内死完
,

可见此菌对罗非鱼具有一定的专一性
。

表 3 4一 1
一
3 菌株对不同鱼的人工感染试验

鱼鱼 名名 鱼 数数 发病鱼数及程度度 平均水温温 感染方法法 感染菌浓浓度度 观察时间间
(((((尾))))) (℃ ))))) 戈亿个 /毫升 )))))

草草 鱼鱼 石石 十 + 十 十 十十
1888 浸泡涂抹抹 111 5 日日

维维 鱼鱼 666 + + + + +++ 拐拐 浸饱涂抹抹 111 5 日日

编编 鱼鱼 石石 十 子 + + +++
1sss 浸泡涂抹抹 111 5 日日

罗罗非鱼鱼 555 + 十 + + + + + 十 呼 +++

招招 浸饱涂抹抹 111 抖 小时时

往
: + 表示出现症状

,

无死亡
,

症状与罗非鱼相同 ; ++ 表示出现症状并场时间内死亡
。

对青蛙进行涂抹感染试验
,

感染处出现红肌肉型出血
,

未见死亡
。

2
.

细菌形态
、

培养特性及生理生化测定

选用 4一 1一3
、

4一1一4 两株毒力较强的菌株进行细菌形态
、

培养特性及生理生化反应的

观察和测定
,

其结果基本一致
。

现以 奋1一3 为代表
,

对其性状叙述如下
:

细菌形态
:
短杆状

,
0

.

5一O
.

6 x O
.

7一 1
.

4 微米
,

中轴直形
,

两侧弧形
,

两端圆形
,

多数

两个相联
,

少数单个
,

有运动力
,
极端单鞭毛

,

无芽抱
,

无荚膜
,

革兰氏染色阴性 (见图 l)
。

琼脂平板菌落
: 圆形

,

直径 1
.

5 毫米左右
,

48 小时后增至 3一4 毫米
,

微凸
,

表面光滑
,

边缘整齐
,

半透明
,

稍带乳白色
。

琼脂斜面
,
生长丰盛

,

线型
,

扁平凸起
,

表面光滑
,

边缘整齐
,

稍带乳白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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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特性
,

与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第八版中所述的性状相 比
, 「盛 , ’〕

该菌应属 工型

嗜水产气单抱菌嗜水亚种 (Ae 护o0 0 0 a s 勺己, o , h‘la “u b”p
·

无夕咖
。

户‘la b力ty p e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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