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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出血病鱼主要器官组织的超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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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出血病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性疾病
,

它会引起草鱼大批死亡
〔粗

·
言, 。

已有报告指出
,

在病鱼肾组织

的超薄切片中观察到病毒粒子的存在
,

并认为肾脏是草鱼出血病病毒侵袭最严重的器官 ‘. 3 。 在制备草

鱼出血病组织疫苗时仅取病鱼的肝
、

脾
、

肾和肌肉组织
,

肠道组织往往弃之不用 “ ’。 为了进一步确定病

毒在鱼休内各器官组织的分布
,

揭示 病毒的发生
、

感染及肩理机制
,

为制备高效价的组织疫苗提供理论

依据
,

我们选用了几种主要器官组织进行超薄切片观察和感染试验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草鱼出血病鱼各器官组织由江西省生物药品制造厂提供
。

健康草鱼鱼种由湖北省水产局野芷湖 良

种场提供
,

规格 3 寸左右
。

超薄切片观察
,

在人工感染发病高峰期分别取出典型症状的病鱼内脏各器官和肌肉组织
,

经戊二醛

(对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拍82
。

淡水渔业增产技术与渔业规刘
,

3 招一召2瓦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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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器官组织的感染试验
;

用人工感染发病鱼各器官组织匀浆液感染健康草鱼的结 果见附表
.

从

表中可以看出
:

健康草鱼内脏混合液无感染性
,

人工感染病死鱼内脏混合液感染死亡率为 85 万
,

相 同浓

度的不同器官组织导致的死亡率不同
,

死亡率大小的顺序是
:

肠
、

肾
、

肝
、

脾
、

心脏
、

鳃
、

肌肉
。

病死鱼内脏

混合液感染死亡率大于各个内脏器官单独感染的平均死亡率〔7 1男 ).

附 表 病鱼主要器官组织液人工感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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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在制备组织疫苗时考虑到肠道内含物较复杂
,

可能含有多种致病菌而舍弃
。

我们的试验表明
,

经双抗处理后
,

健康草鱼内脏组织匀浆液(包括肠组织 )并无感染性
,

而病死鱼肠道组织感染力高于其它

组织
,

因此制备组织疫苗时可以将病鱼肠道组织作为疫苗的材料
。

我们曾按常规方法从病死鱼肌肉 组

织中分离病毒
,

未获成功
,

但感染实验表明肌肉组织仍具有一定的感染性
,

其相对含病毒量较低
。

作为誉

通组织疫苗
,

考虑到肌肉组织在鱼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

可以将肌肉作为材料
,

但要制备高效价的组织

疫苗或从病鱼中分离提纯病毒
,

则应放弃肌肉组织
。

以前的研究已证实鱼呼肠孤病毒是草鱼出血病的病原 t二 , 飞。 其它感染动物和人的呼肠孤病毒一般

在宿主的呼吸道和肠道中都存在 ‘, 】。

我们首次在病鱼肠道中观察到病毒颗粒
,

并经感染试验证实其感

染力高于其它组织
,

超薄切片观察与感染结果相吻合
。

这表明
,

不仅肾脏是鱼呼肠孤病毒畏袭的靶器

官
,

肠道同样是侵袭的重要器官
,

这符合呼肠孤病毒对宿主组织的嗜性
。

但在鱼呼吸器官的鳃组织切片

中未观察到病毒粒子
,

鳃组织匀浆液的感染力较低
,

由此可以认为肠道和肾脏是鱼呼肠孤病毒的主要增

殖场所
.

早期在病死鱼肾组织细胞核内观察到未成熟病毒颗粒
,

在细胞质内观察到成熟病毒粒子
〔启 1 。

但在

以后的人工感染鱼肾单层细胞的超薄切片中
,

仅在细胞质内观察到病毒颗粒
,

而在细胞核内没有发现
亡‘,

J o U 议 认为
:

呼肠孤病毒增殖的最主要特征是在细胞质中进行复制
、

生物合成及装 配 等全 过 程
,

与

刀润A 病毒不同
,

这类 丑NA 病毒增殖的任一阶段都不在细胞核内进行
「. 】。

在我们的超薄切片中
,

在肠

道和肾脏组织的细胞核中没有发现病毒
。

如果在细胞核中观察到病毒
,

那么就有理由怀疑该病毒是 否

是呼肠孤病毒; 如果该病毒是呼肠孤病毒
,

推测在细胞核内看到的病毒可能是细胞核膜破裂或溶解后从

细胞质进入核内
。

草鱼出血病病毒在宿主细胞内的活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本次实验观察到的病毒颗拉大小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报道的结果相近‘, , ,

而比我所原分离

到的病毒颗粒 (直径 肠
.

5 士3~ )要大川
。

我们认为
,

不同地区分离到的草鱼出血病病毒在形态大小及

基因结构上存在差异
,

这一点
,

还需进一步证实
。

参 考 文 献

1 1 〕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防治研究所
,

19 78
。

常见病毒病实验技术
,
338 ee 8 4 1

。

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幻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均 78
。

草鱼出血病病原的研究
,

水生生物学集刊
,
6(8 )

: 321 一 3 3 00

t 3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1 , 即

。

草鱼出血病病原的研究11
,

电镜观察
。

水生生物学集刊
,

7 (1)
: 7 5

r一8 4
。

汇4 ]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沙市分所草鱼出血病协作组
,

i ssa
。

草鱼出血

病病毒的电子显徽镜 观察初报
。

淡水渔业
,

(幻
:

朋一峨。
。



1 期 丁清泉等
:

草鱼出血病鱼主要器官组织的超薄切片观察及感染力的比较

·

【石 ]

—
,
2 9幽协

。

草鱼出血病病毒精细结构的研究
。

淡水渔业
,

(幻
:
肚一 22

。

{ 引
—

, i汉址b
。

草鱼出血病病原一鱼呼肠孤病毒核酸特性的研究
。
淡水渔业

,

(4 )
: 7一氏

汇7〕 陈燕奥
、

江育林
,

均朗
。

草鱼出血病病毒形态结构及其理化特性的研究
。
科学通报

,
2 8 : 1 1a8一工1 3氏

1 8 J J o k 月k
,

W
.

K
, ,

1价4
.

R 印ro d u c 右io n 。王R eo vl
r 邃d e a

.

In
.

口倾乡娜翔娜时娜 几”又。口岑萝
,

邵8 一3 3 4
.

PI 肋~
P r 创犯

,

双。w y o rk 也 毛。n d o n.

上接第 6 5 页 (。o n tinu
e d fr o m 碘9 0 6 5 )

学技术对巩固
、

发展远洋渔业至关重要
。

如在远洋渔业起步初期
,

有关科研和教育部门协同工作
,

搜集

并提供大量技术资料
,

为了解和掌握所要开发的资源
、

渔场
、

所在国的渔业法规以及最后的定项决策等

都起到重要作用
。

但迄今远洋渔业调研工作未能列入国家科技规划
,

无专项科研经费
。

由于科研工作

的落后
,

在远洋渔业实际生产过程中
,

暴露出一些诸如难于全面掌握中心作业渔场和鱼群数量分 布状

况
,

对海流
、

地形
、

地貌了解不够
,

作业方法不适应
,

网具破损严重
,

捕捞效率不高等一系列科学技术方面

的问题
,

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远洋渔业的经济效益
。

我国在白令海公海水域的狭蟾捕鱼业
,

目前已面临美
、

苏两国在这一公海海域对外国渔船不断进行限制的严峻现实
,

前景令人忧虑
。

为了我国远洋渔业的 生

存和稳固发展
,

立足于激烈的国际渔业斗争中
,

更需要拥有自己调查研究所取得的科学技术资料
,

以维

护我国远洋渔业的合法权益
。

为此全休委员建议 : (1 )远洋渔业的科学研究必须纳入国家 ,t/ 又五
, 、 召九

五
”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

在国家和地方经委定项的远洋渔业
,

一定要相应的在国家和地方科委同时定项
,

相应拨款
,

让科研部门组织力量与生产部门协同工作 ; (幻组织和调动黄
、

东
、

南海区三个水产科研所和

有关省(市 )水产研究所
、

大专院校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

密切结合生产
,

明确分工海区和鱼种
。

根据需要
,

派船进行重点渔场试捕调查
,

积极收集研究世界渔业资源和渔场利用潜力
,

描捞和加工技术等资料
,

掌

握有关渔业法规和国际合作与贸易动向等
。

也可采用组织科研人员随生产船出海的方式
,

协助 生产 单

位及时解决存在的技术难题
。

大力支持继续办好《远洋渔业 》等期刊
,

及时交流经验
,

提供宏观决策参考 ;

(3) 根据远洋渔业的特点
,

从实际需要出发
,

采取教育
、

科研
、

生产相结合
,

长远和短期相结合
,

多层次
、

多

渠道的方式对远洋渔业的管理人员和职务船员等进行培训
,

以迅速提高我国远洋渔业队伍的素质 ; 〔引

远洋渔业是一项外向型开拓性开发事业
,

具有投资大
、

担风险
、

涉及面广等特点
。

为增强后劲
,

急需国家

加强对远洋渔业的领导和宏观管理
,

制定优惠政策
,

依靠
、

协调和组织科研工作
,

才能得以巩固和稳步发

展
。

(黄海水产研究所 林福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