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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棘头虫病的病理及预防
`

黄琪涣 郑德崇 范丽萍 倪国范

(上海水产大学 ) (崇明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

提 要 本文报导了病鱼的组织 (肠
、

肝
、

胰
、

肾 )病理变化
,

及血液 (血清的钠
、

钾
、

氧化

物
、

肌酥
、

尿素氮
、

谷草转氨酶总活力及谷草转氨酶同工酶
,

白细胞血式 )病理变化
,

从而阐明了

引起病鱼慢性死亡
,

而累计死亡率又高达 60 不的机理
。

查明了病原 (崇明长棘吻虫 ) 的中间寄

主是模糊裸腹法
,

找到了用生石灰或漂白粉清塘
、

在发病地区用鱼种池培育的鲤鱼鱼种的有效

预防方法
。

关链词 鲤鱼棘头虫病
,

崇明长棘吻虫
,

肉芽肿
,

病理学
,

谷草转氨酶
,

预防

前 言

关于鱼类棘头虫病的组织病理研究
,

国外 已有多篇论文报告
〔一

`扮寸,

但他们的研究都

只局 限于肠组织的病理变化
,

且没有对肉芽肿的形成和消失的全过程进行研究
; 国内则至

今尚未见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报导
。

至于对鱼类棘头虫病的血液病理变化
,

国内外均尚

未见有报导
。

崇明长棘吻虫的大量寄生
,

可引起鲤鱼死亡率高达 60 %
,

幸存的也生长缓

慢
,

因此我们在查明病原及找到有效治疗方法的基础上
,

又对其引起的组织及血液病理变

化
、

中间寄主和预防方法进行了研究
,

现报导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作病 理研究用的材料鱼来源

病鱼及健康鱼均取自崇明县新民第三水产养殖场
,

体重自。
.

肠~ 1
.

3 公斤
。

二
、

采血 及测定叭们

1
.

从尾动脉采血
,

经离心后吸取血清
,

分装小指管
,

保存在液氮罐或低温冰箱中供测试用
。

2
.

血清钠
、

钾
、

氯化物
、

肌醉及尿素氮采用 B B C K M A N 公司生产的 A S T R A
一 S 型血液生化自

动测定仪进行测定
。

3
.

血清谷草转氨酶总活力用速率法测定
。

谷草转氨酶同工酶用醋酸纤维膜电泳法测定
。

4
甲

白细胞血式用常规法涂片
、

染色
,

计数 200 个白细胞后进行分类统计
。

上海水产大学严生良副教授代为鉴定中间寄主
,

淡渔 82
、

83 届同学徐学华
、

叶松林
、

党中印
、

李有根
、

黄晓

星
、

杨亚萍
、

雷 永
、

李树田参加部分工作
,

张敏
、

周平凡同志协助摄影
,

崇明县新民第三水产养殖场给予大力

支持
,

谨此一并致谢

收稿年月
: 1阳 9 年 1 月 ;同年 6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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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组织切 片的制备川

从活的病鱼及健康鱼上取下小块组织
,

用 卫助l ly 氏液固定
,

石蜡包埋切片
,

切片厚度为 5一印m
,

分

别用苏木素和伊红
、

M a l l 0犷y 氏三色染色法染色
。

四
、

中间寄主的寻找 ,
, 里
,]

捕取池塘中常见甲壳动物放在水族箱中饲养
,

人工投喂崇明长棘吻虫的虫卵
,

然后定期检查吞食虫

卵的情况及发育的情况
。

五
、

预防试验

1
.

全场均采用鱼种池培育的鲤鱼鱼种
。

2
甲

试验池分别采用 ( 1 )泥浆泵吸除池中淤泥
,

用聚丙烯的织袋 (俗称蛇皮袋 ) 装干泥做护坡 ( 19 87

年 )
,

或用水泥板做护坡 ( 19 88 年 )
,

以下简称整塘 ; ( 2 )排干池水后
,

每亩用生石灰 167 公斤进行清塘 ;

( 3) 带水用 20 p p ln 漂白粉 (含有效氯 30 男 ) 进行清塘
。

其中生石灰清塘的鱼他是选用 1 9 8 6 年检查中感

染率为 100 绍
,

平均感染强度分别为 19
.

7 5 及 10
.

1 9 的七管区一排六号及七号两只鱼池 : 漂白粉清塘的

鱼池是选用 1 9盯 年检查感染率为 9 6男
,

平均感染强度为 6 的 二管区四排九号
、

十号两只鱼池 〔因统计

感染率及感染强度时
,

这两只鱼池的鲤鱼已并在一起 )
。

鱼池整塘按场里计划进行
。

在捕热水鱼及年底

捕鱼时
,

分别随机抽样检查
,

统计感染率和平均感染强度
。

结 果

1
.

组织病理变化

崇明长棘吻虫主要寄生在鲤鱼肠的第一
、

二弯前面
,

当大量寄生时
,

可引起肠管扩大
,

慢性卡他性炎
,

肠腔内充满粘液和坏死脱落的肠壁细胞和血细胞
。

禁明长棘吻虫的吻部

很长 ( 2
.

94 一 4
.

84 功 m )
,

吻上有钩 4 00 多个
L“ 〕 ,

当吻部深深钻入肠壁后
,

肠壁的各层组织

均可受损伤 ( 图 1 )
,

被损伤的表面由附近健在的
_

L皮细胞增生而覆盖
,

刚增生的上皮细胞

较矮
,

后来逐渐长高呈柱形
,

并有少量杯状细胞 ( 图 2 》
。

虫寄生处旁边的柱状上皮细胞及

游离端的纹状缘均完好
,

并有杯状细胞大量增生
,

分泌亢进 ; 固有层和粘膜下层轻度充血
、

炎症细胞浸润
、

结缔组织增生 ( 图 3)
。

在崇明长棘吻虫钻入肠壁组织的同时
,

肉芽组织增

生
,

因此绝大多数崇明长棘吻虫的吻部不易钻穿肠壁
,

然后再钻入其它内脏或体壁
。

肉芽

组织由大量新生的毛细血管和成纤维细胞组成
,

·

并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

主要是嗜酸粒细

胞
、

淋 巴细胞和单核细胞
。

肉芽组织过度增生
,

可取代肠壁各层组织吸图 4)
,

并可包围租

取代附近的其它内胜组织
,

引起整个内脏粘连
,

无法剥离
。

新生的毛细血管管腔较小
,

随

着肉芽组织的增生
、

适应功能的需要
,

有些再生的毛细血管壁外的间叶细胞分化出平滑

肌
、

胶原纤维
、

弹力纤维和血管外膜细胞等
,

使管壁逐渐增厚
、

管腔变大
,

发展成小动脉或

小静脉
,

这时有更大量嗜酸粒细胞浸润 (图 5)
。

肉芽肿中心区
,

在吻附近的 肉芽组织有的

呈玻璃样变
,

有的坏死成一片细胞碎屑 ( $11 6 )
。

在经过治疗或虫本身老死脱落后
,

附近的

肉芽组织停止生长
,

向成熟化发展
,

成纤维细胞分裂增生停止
,

细胞成分逐渐减少
,

其所产

生的网状纤维则逐渐增多
,

后者又转变为粗大的胶原纤维
,

胶原纤维的排列最初颇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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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组织改建
,

疤痕可完全消失
。

当被大量棘头虫寄生时
,

肝细胞发生颗粒变性
、

脂肪变性
,

甚至部分肝细胞发生核固

缩
,

肝细胞坏死 ; 有时肝
、

胰被肉芽组织所包围
,

发生变性
、

坏死
,

被肉芽组织取代
。

肾脏病变较轻
,

只是近曲小管的上皮细胞发生浊肿及少量坏死
。

2
.

血液病理变化

病鱼的白细胞血式发生变化
,

其中淋巴细胞百分率减少
,

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皿增

加 (表 1 )
。

表 1 病鱼及健康鱼的白细胞血式

T a b l e 1 A c 0 1口
aP

r i so n of t h e q u a时 lt i韶 o f l e u咖 y t es 加 t w ee n

t h e d is e
as

e d a n d h . 班t h y f弓吕h

硫硫群之
、、 健 康 鱼鱼 病 鱼鱼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有有有有 1 5~ 3 0只虫虫 有印~ 6。只虫虫

淋淋巴细胞 (万 ))) 韶
.

1 7 士 1
.

6 1 ( 6 ))) 竹
.

3 3 土 6
.

2 3 ( 6 ))) 腿
.

0土 7
.

2 1 ( 8 )))

单单核细胞 f万 ))) 1
.

83 士 0
.

4 1 ( 6 ))) 6
.

1 7 土 0
.

82 ( 6 ))) 6
.

6土 0
.

, 又3 )))

中中性粒细胞 (冬 ))) 5
.

88 士 1
.

0 3 ( 6 ))) 2 2
.

0土 4
.

29 ( 6 ))) 的
.

1 7士 峨
.

又 ( 3 )))

嗜嗜酸粒细胞 (个 ))) Oee lll 仆一 222 仆一 333

嗜嗜碱粒细胞〔个 ))) 峨卜~ 111 吸)一 111 仆 - 999

注
:

括号内为检查鱼尾数
。

表 2 病鱼和健康鱼血液生化变化

T比 l e 2 A

com
Pa r i s on

o f ib o e h e m i e压 1 co n et n st In b l以吐

加 t禅 e e n t h e d l s . a s e d au d h e a l t b y fl s h

丫丫考姆姆
12888 32 666 1 1 777 1肠肠 1幼幼 30匀匀 3 1 000

66666 999 韶韶 器器 111 000 000 000

钾钾 ( m m o l /l ))) 1 3888 1 5OOO 13444 1 4 777 1 4 222 卫4000 1 6000

钻钻 ( m m o l /l ))) 0
。

555 0
*

888 1
。

000 0
.

999 O
。

666 1
。
000 D

`

777

氯氯化物 ( m m时 / l))) 1 1 444 1 1 333 1的的 1 1 444 1 1 666 1的的 1 1 777

肌肌酚 ( m g了d l ))) 0
.

222 0
。

777 0
。

777 0
.

666 0
一

666 0
.

555 0
.

555

尿尿素氮 (拍 g /心 ))) 666 弓弓 666 666 666 666 666

表 S 病鱼和健康鱼的血清谷草转氮酶总活力

T a b l e 3 压 。。川件
r is o n o f t ot a l G O T i n t h e

seu
r u叉口 b毗 w e e n

t he d i s e a名 e d a n d h o a l t h y f i s h

... ~ . .

畜
~

. .

飞了
. ~

乏巴一一
全距 u /lll 均值 u /iii 标准差 让 !!! 亡检检

健健 康 鱼鱼 2 7泞 1 ( 6 ))) 魂6
。

9 111 ] 8
`

二666 P < 0
.

0 111

病病 氧氧 --0 19 6 ( 6 ))) 14 1
。

444 3 7
.

赶; 44444

注
:

括号内为检查鱼的尾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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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鱼血清的钠
、

钾
、

氯化物
、

肌醉
、

尿素氮含量与健康鱼没有变化 (表 2 )
。

血清谷草转

氨酶总活力比健康鱼增加十分显著
,

平均增加二倍多 (表 3 ) ; 血清谷草转氨酶同工酶测

定
,

病鱼和健康鱼均只有 G O T s ,

而没有 G o T nI
。

三
、

崇明长棘吻虫的中间寄主

经人工投喂祟明长棘吻虫的虫卵
,

发现钩虾没有吞食虫卵 ,剑水蚤和米虾虽都能吞食

虫卵
,

但不发育 , 只有模糊裸腹搔 (腼`、 `动店a) 既能吞食大量虫卵
,

又能发育为棘头体
。

我们检查 5 00 多只模糊裸腹搔
,

吞食虫卵的 占 95 男
,

最多一只模糊裸腹搔吞食虫卵 5 0只
,

在 2 2~ 28
O

C水温下
,

经 8 天左右
,

发育为棘头体
。

4
.

预 防

用生石灰清塘的二只鱼池和用漂白粉清塘的二只鱼池
,

随机抽样
,

每只鱼池各检查 10

尾鱼
,

均没有崇明长棘吻虫寄生
。

经整塘的鱼池
,

工9 8 7 年用聚丙烯的织袋装干泥做护坡

的共检查 43 尾鱼
,

其中 3 尾鱼有崇明长棘吻虫寄生
,

共有虫 4 只
,

感染率为 6
.

98 %
,

平均

感染强度为 0
.

0 9 ; 19 8 8 年用水泥板做护坡的共检查 20 尾鱼
,

均没有崇明长棘吻虫寄生
。

既未整塘
,

也未清塘的对照池
, 1 9 8 7 年共检查 71 尾鱼

,

其中 26 尾鱼 中有虫寄生
,

共有虫

3 8 7 只
,

感染率为 3 6
.

6 2形
,

平均感染强度为 5
.

4 5
。

讨 论

!
.

病鱼的血清钠
、

钾
、

氯化物
、

肌醉
、

尿素氮含量均与健康鱼没有变化
,

说明病鱼的肾

功能尚未受影响
,

这与组织病理变化相一致
。

病鱼的肾脏虽发生组织病变
,

但较轻 ; 同时

肾脏具有很强的代偿能力
,

只要有四分之一的肾单位保持正常活动
,

就仍能使机体维持内

环境的相对稳定而不出现肾功能不全
,

因此崇明长棘吻虫病不引起病鱼肾功能不全
。

2
.

谷草转氨酶是细胞内酶
,

广 泛存在于机体组织细胞中
,

其中尤 以心肌及肝脏内含

量最丰富
,

其次为骨骼肌
、

肾脏等
,

当这些组织受损时
,

酶即由受损细胞释入血液
,
口 ,

使血

液中谷草转氨酶总活力显著增 加
。

病鱼血清 G O T 总活力十分显著高于健康鱼
,

说明 病

鱼的肝脏
、

肾脏已受到损伤 ; 同时病鱼血清 中也只有 G O T s ,

而没有 G O T m
,

则又说明组

织的损伤并不很严重
,

因当细胞膜通透性增大时
,

G O T , 容易逸入血液
,

而 G O T二 只是在

组织严重受损时才被释放进入血液
,

这和组织病理研究的结果完全一致
。

3
.

由于崇明长棘吻虫的吻部长
,

吻钩多
,

当大量寄生时
,

不仅损伤肠壁 各层组织
,

引

起慢性卡他性肠炎
,

肠壁上形成很多肉芽肿
,

且可引起内脏粘连
,

损坏肝脏
、

胰脏
、

以至 肾

脏等组织
。

血清 G O T 总活力增高
,

中性粒细胞的百分率升高
,

因此对鱼的危害较大
,

不

仅影响鱼的生长
,

且可引起死亡
。

但由于肠
、

肝
、

胰
、

肾等组织损伤的程度不很严重
,

血液

中尚无 G O T m
,

肾功能尚未受影响
,

所 以引起病鱼的死亡是慢性的
,

而不是急性的
。

这种

情况最易被人们忽视
,

因此疾病一直发展到年底千塘时
,

鲤鱼成活率不到 4。拓
,

才受到重

视
〔 S J

。

棘头虫病引起病鱼自夏花至成鱼都发生死亡
,

且死亡率高达 的%
,

这在鱼类棘头

虫病中也是罕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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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排除池水后
,

每亩用 16 7 公斤生石灰清塘
,

或带水用 20 p p m 漂白粉 (含有效氯

3 0环 )清塘
,

可彻底消灭塘中的崇明长棘吻虫的卵
。

经吸除池中淤泥
,

用水泥板做护坡的鱼

池
,

也可彻底清除塘中的虫卵 ; 而吸除池中淤泥后用聚丙烯的织袋装干泥做护坡的鱼池
,

则清除塘中的虫卵不很彻底
。

对照组未进行整塘及清塘
,

仅鲤鱼鱼种采用鱼种池培育的
,

为什么感染强度也 比 19 86
、

1 9 8 5 年大大降低呢 (表 4 》? 这是由于鱼种池年年进行清塘
,

而成鱼池则不清塘
,

所 以在成鱼池套养的鲤鱼鱼种也患崇明长棘吻虫病
,

而鱼种池培育的

鲤鱼鱼种则均不患此病
。

由此可见
,

发病地区用鱼种池培育的鲤鱼鱼种
,

鱼池用生石灰或

漂白粉清塘
,

或严格整塘
,

均可有效地预防崇明长棘吻虫病的发生
,

其中鱼池用生石灰或

漂白粉清塘为更理想和有效
,

整塘则必须将塘中淤泥全部除去才行
。

表 4 1的 5一飞9 88 年的感染率和平均感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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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 1 0 8 6年平均感染弧度比 1 98 5年大大降低
,

因当年 3 月在囤养池内用 四氯化碳作了治疗
。

( 2 ) 括号内的数字为检查鱼尾数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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