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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螂鱼对暴发性鱼病的抗病力
’

蔡完其 孙佩芳

(上海水产大学
,

2 0。。9o )

提 要 本文报道彭泽卿
、

异育银卿及白螂对嗜水气单胞菌引起的暴发性鱼病抗 病力

的研 丫结果
。

在菌液浓度为 6
.

0
只

1了 个了nI l
,

注射剂量为 o
,

3威 /尾时
,

半数致死量 ( L D
。。
) 分

别为彭泽螂 10
一 ,

,

“
,

异育银细 1--0
` ,

“ ` ,

邮即 1。 ~ ,
·

, ` ,

差异极显著 ( p < 。
甲

01)
。

从三个方面进一

步研究了造成以上差异的机理
:

( 1 )补体总量— 彭泽螂 6
.

约 单位广m l
,

异育银螂 5
,

97 单位 /

。 l
,

白鲡 2
,

加 单位厂m l
,

差异极显著 (尸 < 0
.

0 1 ) ; <2 )补体替代途径 ( C
。

旁路 )杀菌能力一一彭泽

娜和异育银细极显著优于白卿 (均值多重分析 D > 几
_

。 1

)
,

彭泽卿好于异育银纫
,

但差异不显著 ;

( 3 )白细胞吞噬功能— 三种卿鱼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尸 < 。
.

0 1 )
,

吞噬百分率是彭泽螂极显著

优于白娜和异育银螂 (刀> D o
.

o l

)
,

吞噬指数是彭泽细和异育银卿显著优于白卿 ( D 》 刀
。

』

。 5

)
。

彭

泽细是对暴发性鱼病抗病力较强的品种
,

白卿是对暴发性鱼病抗病力最差的品种
。

关键词 暴发生鱼病
,

彭泽卿
,

异育银螂
,

白细
,

抗病力
,

半数致死量 ( L D
。。

)
,

补体替代

途径 ( C
:

旁路 )
,

白细胞吞噬功能

近几年来
,

一种新的暴发性鱼病肆虐我国主要养鱼地区
,

流行面积之广
,

发病季节之

长
,

受害种类之多
,

死亡率之高
,

前所未 闻
。

估计 1 9 9 1 年因此病而损失的淡水鱼产量达

15 一 20 万吨
。

此病目前尚未找到根本防治的方法
。

以往的研究集中于病原
、

病理
、

流行

规律及药物 防治方面
,

以救燃眉之急
,

尚未从物种内在抗病力进行研究
。

国外 C i p ir
a n 。

( 1 9 8 3) 曾研究过不同种类娃蹲鱼类抗疖疮病的能力 ; O ka 。 时。 等 (工98 7) 研究过虹鲜三个

品系对传染性胰脏坏死症的抗病力
,

结果表明
,

不同品系虹缚抗该坏死症的能力有比较稳

定的变异范围
t , 〕

。

但以上研究均停留在抗病力差异的一般了解上
,

未能深入探讨其机理

及生产应用
。

本研究以彭泽卿 aC
犷 a 昭感邪 a “ 犷时琳 V 时 哪

九夕么脂招
、

异 育银 纫 C a
灿 SS `璐 “ 、 犷酬哪

幼。 z̀ 。 和白螂 C a , a邪`哪 a 。 , 咐嘴 、 杯 。再 为对象
,

进行暴发性鱼病的种内差异的测定和 比

较
,

并探讨其机理
。

这不但在鱼病学和鱼类育种学上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

而且可以摸索一

条新的鱼病防治策略
。

毫无疑问
,

推广和养殖抗病力强的种类或品种
,

将会给水产养殖生

产带来巨大效益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材 料

病菌由上海水产大学孙其焕副教授提供
,

涂小林同志和 1习匀1 届学生沈翠芬参加部分 工作
.

谨致谢优
。

收稿年月
: 1。叨年幼 月 ;同年 n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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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鱼 彭泽娜
、

异育银细及白卿来 自上海市南汇县水产养殖场上海水产大学试验

站
。

二龄鱼
。

体长1 6
.

5 一1 7
.

5 厘米
,

体重 留一 1 00 克
。

均无暴发性鱼病发病史
。

采样前
,

同塘饲养三个月
,

以消除饲养环境因子对试验的影响
。

菌 神 螂鱼暴发病病原— 嗜水气单胞菌 ( A o r

二” as h州仰 尹从了时
。

2
.

方 法
一

所有器皿均经灭菌处理
,

以下操作均为无菌操作
。

( 1) 半数致死童 ( L D ” ) 测 定 用浓度为 6
.

。 冰 10
泣

个 / m l 的菌液
,

以 1护
、

10 一主 、

10 一 ,

及 10一 四种稀释浓度
,

每尾试验鱼腹腔注射 o
.

3m l
。

每试验浓度一个水族箱
,

每箱内三

种试验鱼各 3一 5 尾
,

同时有对照鱼各 1 尾
。

水温保持 2 8
O

C
。

试验重复一次
。

观察记录三

天内鱼的发病及死亡情况
,

详见表 2
。

计算三种鱼的半数致死量 ( L D
。。
)
。

计算方法参考

R e e d一M u e n e h 法 t ` 〕
。

计算式如下
:

l g L D
5 o = a l g b + e

式中
, a
一距离比例

高于 50 % 的死亡率 一 50 %

高于 50 拓的死亡率 一 低于 50 形的死亡率

乙一稀释系数
,

本试验中 b = 10一
1

~ 高于 50 拓死亡率的最小稀释度的对数

(2 ) 补体试验 ①血清制备
。

从三种螂鱼的尾动脉抽血
,

每尾鱼 的血分别放在离心

管中
。

置室温 2 小时后
,

以 3 。。。 转 /分离心 2 0 分钟
。

吸取血清于血清管中
。

最后
,

分别

把三种鱼各 10 尾的等量血清混合
,

作为每种鱼 的血清样品备用
。

②血清抗体检查 (凝集

反应 )
。

试验 A一在凹玻片上滴加试验鱼血清 1 滴
、

生理盐水 ]
.

滴及菌液 1 滴
,

轻摇玻片
,

混匀后静置于室温中 10 一 15 分钟
,

用高倍镜观察是否产生凝集现象
。

试验 B一阴性对照
,

用生理盐水
。

试验 C一阳性对照
,

用被嗜水气单胞菌感染过的鱼的血精
。

③补体替代途

径 ( o
:

旁路 )杀菌试验
。

试验共分三大组
,

每大组按三种娜鱼的血清分别试验
。

试验条件

如表 1所示
。

表 1 三种螂鱼补体替代途径 ( C
d

旁路 )杀菌试验设计

T a b l e I E军钾 r i m e n
at l d o s l gn

o f b劫 t e r i o i d a l er 叨 t i o n b y t h e 臼 l t e r n at iv e

P毗h w a y of 。

帅lP e m e n t ( C
d s h u n t ) f o r 3 o t r a i n s 成 e

彻
i a n e a r 讲

试验组 I 试验组工I 试脸组 工I工

有无

11无无血清最 (扭功

菌液徽
` 1 )

(过 l )

E G T A ( 2 , 18了

加热临0℃水浴即分钟 )

`

{
`

1 } 1

无

有

注
:

( 1 )菌液浓度为 3
.

7 x l沪 个 , m l
,

(幻 RO T A 一乙二醇双乙胺醚一 N , N 气四乙酸
,

最终浓度 10 叫M ol / lo

上述三组均在 28 ℃水浴中培养
,

边培养边轻微振荡
。

分别于 1 小时
、

3 小时
、

6小 时及 1 2

小时各取 0
,

5 m l 培养液
,

用稀释平板菌落计数法计算菌的残存量及残存率
〔甄 , 。

计算式如

下
, !

_ _ r _

_
_、

_ _ _
、

_
_ _

残存率 二 作用后的残存菌数
作用前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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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补体总量测定 取上迷制备的血清样品
,

用补体总量测定 C且
: 。

法
〔幻 ,

对三种娜鱼进行

测定
。

(3 ) 白细胞吞噬试验 在制备上述血清样品的同时
,

每种娜鱼各取 4一 5尾鱼的数滴

血
,

放入肝素处理过的离心管中
,

加等量菌液 (浓度 6
.

0 x l 。“

个 /m l)
,

边加边摇
,

置 2 8℃

培养箱中保温 30 分钟
,

每隔 10 分钟摇一次
,

取出后 1 5 00 转 /分离心 5 分钟
。

弃去上清液
,

取表层制成血膜片
,

自然干燥
,

甲醇固定 3 分钟
,

瑞氏染色液染色
,

镜检
。

计算白细胞吞噬

百分率及吞噬指数
。

计算式
`幻如下

:

吞噬
一

厅分率
吞噬了菌的白细胞丝一

-

观察记录的白细胞 忿数
只 1 0 0%

吞噬指数 = 被吞噬的细菌总数
观察记录的吞噬细胞总数

结 果

(一 ) 半数致死量 ( L D 。 。

)的测定结果

感染后 ,三种螂鱼在三天内死亡情况如表 2 所示
。

测得半数致死量 ( L D
` 。
)见表 3

。

用

2 火 J 表作卡方检验
〔” 〕 ,

结果表明三种纫鱼的半数致死量差异极显著 ( P < 0
.

0 1 )
。

表 2 三种卿鱼死亡率的比较

T a b l e 2 C om琳
r l s o n 时 m o r at l l t y of 3 , t ar l n 吕

of
e r助 1毯n e a r P ,

品品 种种 病 菌菌 试 验 组组

稀稀稀释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死死死死亡比数数 死亡数数 存活数数 总死亡数数 总存活数数 死 亡 率率

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 教教 百分数数

第第第 白 娜娜 1护护 3 /333 333 000 888 000 8厂穿穿 10 000

次次次次 10目
’’

3 /333 333 OOO 555 000 5 /555 1oooo

试试试试 1-0
::: 2 /333 222 111 222 111 2 , 333 66

.

777

验验验验 ]尸尸 0 / 333 000 333 OOO 444 0 /444 000

银银银 细细 砂砂 5 /石石 555 000 999 000 D , 999 1oooo

1111111 -0
`̀

4 /石石 444 111 444 111 4 / 555 8000

1111111丁
333 0怎怎 000 555 OOO 666 0 / 666 000

1111111 0’ 冬冬 0 / 555 000 555 000 1 111 0 / 1 111 000

彭彭彭泽娜娜 ] 0000 5肠肠 555 000 888 000 8 / 888 1佃佃
11111110 . ’’

3 / 555 333 222 333 222 3阳阳 印印

]]]]]]] 0 . `̀
0 / 555 000 巧巧 000 777 0 / 777 000

1111111

-0aaa 0尸555 000 666 000 1 222 0 /1 222 000

第第第 白 螂螂 10 。。 4 / 444 444 000 1 222 000 1 2 / 1 222 10 000

茨茨茨茨 1 0’ 工工 6 /巧巧 555 000 888 000 8 /888 1 oooo

试试试试 1了
〕〕 8 555/ 888 222 333 222 3 / 666 6 000

验验验验 1 0’ 匀匀 0了444 000 444 000 666 0 /666 000

l) 第二军医大学免疫教研组编
,

1 9 9 0
。

医学免疫学实验讲义
,

69 一7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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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验组组 品 种种 病 菌菌 试 验 组组 累 积 数数

稀稀稀稀释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死死死死死亡比数数 死亡数数 存活数数 总死亡数数 总存活数数 死 亡 串串

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 数数 百分率率

第第第 银 纳纳 1沪沪3 旧旧333 000 1000 000 0 1/ 000 1 1oooo

次次次次0 1~ 1115 邝邝555 000777 OOO7 /777 王 oooo

试试试试0 1- 」」2 渗渗333 333 222 222 2 历历4 000

验验验验0 1. 岛岛0/333 333 000666 000 0/666 000

彭彭彭泽螂螂0 1。。3 /333 333 000 000 888 8/ 888 1减))) X

0 1111111. 1116 尹666 石石 OOO石石 OOO5 555 / 1oooo
1111111少

:::0
.

沪555 000 石石555 000 0/555 OOO

王王王王- 0 aaa0
.

沪
888333 000 000 8880/ 000 888

表3 三种螂鱼的半数致死纽 ( L认
。 、测定值

T动 l e3 b oe o rv e dv a l u韶 of斑 el da n!e h t目 do se(工 D
。 。

) f O3 o t ra l n, 。 f e r cu i an
e 几 r Ps

品 种

第一次试验

第二次试验

均 值

工-0 么 2̀

1 0’ 2
·

l了

1 0- 竺 2,

异育银脚

1了
1

`

启s

」眨尸 .1 拟

I t尸 1
,
母 1

彭 译 卿

10 ~ 卜 1 ,

1『
立

,

, o

一 1犷
i

`

。

(二 ) 补 体 试 验

1
.

试验鱼血清抗体检查 在前述三种凝集反应试验中
,
试验 A 和 B 测得的 结果 相

同
,

均无凝集现象
,

而试验 C 有凝集现象
,

故此可证实试验鱼均为没有感染过嗜水气单胞

菌的鱼
。 钾

2
,

补体替代途径 ( C
:

旁路 ) 杀菌试验

三种卿鱼补体替代途径 (C
:

旁路 ) 杀菌试

脸结果列于表 4
。

它清楚地表明
,

随着培

养时间的延长
,

残存菌数量都增加
,

但三种

娜鱼在三个不同数量级上存在差异
。

经过

1 2小时的培养
,

白娜血清中残存菌量达 工0’

数量级
,

异育银螂达 1。
’ “ ’
数量级

,

彭泽娜

达 10 卜
.

数量级
。

图 1 表示 试 验 组 11 (加

洲C T A ) 三种螂鱼血清中残存菌浓度与时

间的关系
。

对残存率的方差分析￡` , 〕 表 明 (表 5 )
,

三种卿鱼血清的补体替代途径 (C
。

旁路 )杀

茵力存在显著差异 (尸 < 。
.

05 )
,

而均值多

重分析 (表 6) 进一步表明
,

白卿血清中的

细菌残存率高于异育银卿
,

更 高于彭泽娜

八
.

一三\令à乡

图 1 三种卿鱼加 E G T A 血清中残存菌

浓度与时间的关系

戊 白螂 ; 卫
.

异育银鲡 ; C
,

彭泽卿
F i g

.

1 R e la 它i娜苗 P b e
tw

e e o t h e s e r 仙匡n

( w 互tb E G T▲ ) 恤时 ier 成面 1 助枷ity
a劝 d

t ha
e i n 3 吕t功

i

公 o f 叮时i a n 嚷军p `

人
。
习甲址协健 n d a n e a 戈p ; 飞 A ll o g y n O幼力e七1.

。 r u d 能 。 a印; 0
.

p的 g : h一 e

ru
o z a n 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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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三种娜鱼补体替代途径 ( C
。
旁路 )杀菌试验结果

了 a b le 4Ts e tln g s e ru l ts of加 e te r ie ida l re“ t in ob y thea l七 en r压七I v
e

P a thwa y

ofe o川川哪
n e t又 c

。 容 h un t)f o r 3o tra i从 5
f o

eU re坛 n e压 r钾

丫丫德迁迁
试
啾

,

嚓瞬订
力”” 试验组工、 (裔撇尸尸 、 组 : I:

瓣妙妙
白白白 细细 银 卿卿 彭泽卿卿 白 卿卿 银 娜娜 彭泽螂螂 白 卿卿 银 纫纫 彭泽螂螂

111小时时 残存两浓度度 3
.

2 只只 2
`

3 xxx 1
.

叨
火火 4

,

62
只只 4

.

s xxx 3
,

4 xxx 9
甲

2 义义 7
.

o xxx 5 火火

(((((个 /m l ))) 1...0 1 0 `̀ 1护护 1沪沪 1 0 ... 1 0 ... 生护护 1沪沪 ]护护

残残残存率率 1
.

昭昭 1
。

2盛盛 0
.

7888 2
.

5 000 2
,

4 333 1
,

8 444 4
.

9 777 3
.

饱饱 它
.

7 000

333 小时时
裤黔产产

3
,

4 9 又又 1
,

沁
xxx 1

.

23
父父 7

`

28
义义 4

.

s xxx 2
.

g XXX 4
.

工4 xxx 2
.

s xxx 1
,

5 8 丫丫

残残残存率率 1护护 1护护 1护护 1 0 777 1护护 1口口 1 0 已已 1沪沪 1沪沪

11111118
.

8右右 9
.

5 111 6
.

筋筋 3 D
,

3万万 2 4
。

3 222 1 5
,

6 888 艺2 3
.

龙龙 15 1
.

习石石 肠
。

赶赶

666 小时时 残存菌浓度度 1
。

2 8 减减 4
、

洲
xxx 3

。

13 xxx 4
,

6 2 只只 2
甲

2 9 xxx 1
甲

2 7 xxx 7
甲

1 义义 3
.

7 9 xxx 1
,

8 1 xxx

(((((个 /执 l ))) 1沪沪 1 0 777 1 0 ,, 1沪沪 1 0巳巳 1护护 1沪沪 1 0 息息 1沪沪

残残残存率率 6 9
.

1 999 2 6
.

8 111 1 6
.

洲洲 2 4 4
.

3 222 1邓
.

花花 6 8
甲

明明 3 8 3
,

7 888 2 04
.

8555 9 7
。

8 444

111剑
、

时时 残存菌浓度度 2 石6 xxx 1
.

5 6 xxx 7
,

8 3 xxx 2
`

8 义义 3
.

盯
义义 1

`

8 4 xxx 3 3 4 火火 1
,

拐
xxx 4

,

3 6 义义

(((((个 /m l))) 1 0 999 l沪沪 1护护 1 0 牙牙 1沪沪 工沪沪 ]护护 1沪沪 1沪沪

残残残存率率 1 383
。

7888 8 4
.

3 222 4 2
,

3 222 1万1 3
,

石111 1 7 6
.

7 666 0 9
.

4 666 1 80 5
甲

4 111 7 7 2
.

9 777 2肠
.

6888

表 5 三种卿鱼补体替代途径 ( C
。

旁路 )杀菌试验的细菌残存率的方差分析

T叻 l e s 人N O丫 A of t h e r e m a i n e d b时t e r 玩 压

咖
u n t of 压l t e r n 毯七i v e

孙 t h w 盯

of oo 功P l em
e n t ( C

`

曲 u n t ) t e s t i n g f o r 3 s t r a i n s o f 。

佃 al n e a r P s

值一川差 异 来 源

品 种

试验方法

品种
x
试验方法

误 差

总 和

方 差

1 1 9 1 2 0 0

邵邸5 4

1 1 1 0 7 2 4

4 24 邓2O

6 78 13邻

自由度 均 方

阳 5 600

1 183 2 7

2 77 68 1

1邵1弱

3
.

6 6

0 7 3

1
.

丁O

22

426触

注
:
(功 f > 巧

』

。5 ,

差异显著
.

表 6 三种卿鱼补体替代途径 ( C
。
旁路 )杀菌试验的细菌残存率的均值多重比较分析

T a川。 6 M u l t i P I . m e 毯n 加m aP
r i s o 且 o f t h e r e m al

n e d b时 t o r i a a

助
u n t i n t h e t e s t t n g `

a l t e r n
at i v e

孙嘴h w a y of co m p l e m e n t (几 s h u n t ) f o r 3 s t r 毯i n 吕 o f e r uc ia n 仍 r钾

品品 种种 三组试验平均值 ( 又 ))) 又 一 22 4
,

6 444 玄 一 6 2了了

白白 螂螂 1 8济
.

胎胎 1 673
`l ))) !价U侧1 ,,

异异育银卿卿 阴 7
`

3 888 8 0 33333

彭彭 泽 娜娜 2胜
`

以以以以

注
:

(功 D > 0D
,

。 , ,

差异极显著
。

(刃> OD
. 。 1

)
,

而彭泽螂与异育银娜间有差异
,

但不显著 ( D < 几 .o 。
)

。

3
.

补体总量测定 三种螂鱼补体总量测定结果列 于 表 7
。

彭 泽 娜平均 为 6
.

40 单

位 /m l 〔补体总量从 1 毫升未稀释血清所含的 即多溶血剂量 (C H
: 。

单位 ) 数表示 l
。

异育

银螂平均为 5
.

97 单位 / m l
,

白螂平均为 2
.

20 单位 / m l
。

方差分析表明
,

差异极显著 <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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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三种卿鱼补体总t 测定值 (单位厂加l )

Tal be7 o bs er v e dy 幻u e :时to t al a mo u nto fo cml Pe me nts

o f3 .tr alo s nfe耻l a ne ar 娜 (u nt i
了
位l )

… 各 次 测 定 值 …
品 种}

—
{ 均值 土标准差

—
一 :

一} - -二一一} 一一二一一} -一
一
里一 -卜一土 - -!

—
r

一白 ’器 i“
甲

”{ 2
4

1

{ “ . 01“4 .{
异秒

,即
}

5
,

9

}
“

·

”
!

”
4

0

1
“

·

o

!
”

·

9 7 ` 。
·

o “

彭 冲 鳃 1 “ .0 } 6 乃 } 6沂 1 6
·

5 } 悦必 士 0 .27

0
.

0 1 )

(三 ) 白细胞吞噬试验

三种娜鱼 白细胞吞噬功能 比较结果列于表 8
。

三种螂鱼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 均

有极显著差异 ( P < 0
.

0 1 )
。

均值多重分析表明
,

吞噬百分率是彭泽娜极显著优于 白卿和

异育银螂 ( D ) 几
, 。 ,

)
,

白螂与异育银娜之间有差异
,

但不显著
; 吞噬指数则是彭泽细和异

育银卿显著优于白螂 ( D > 几
.

0 5

)
,

而彭泽螂与异育银螂间的差异不显著
。

表 8 三种卿鱼白细胞吞 噬功能 比较

T汕 l e 8 OC m P a r l吕 o n o f L eu k o e y t e
户

a g OC y t ic f 廷 n o t i o n c f 3 吕t r a i n 3 o f o r助 i a n c a r砂

品品 种种 项 目目 试 验 鱼 编 号号 均值 士标准差差

,,,,, OOO 000 月月 找找找

白白 骊骊 吞噬百分率率 7 4 777
` 。。 1JJJ 代ttt 忆 ,,

71
,

3 士 2
,

0 999

帕帕帕帕帕
.

555 7 1
.

333 的
.

000 71
.

00000

吞吞吞 l眼 宁旨数数 2
甲

2 111 2
.

] 333 2
,

7 333 2
.

2 111 2
,

9 111 2
,

4 4 士0
`

3 666

什什哑 iTJ 付竿竿
了工

甲

巧巧 ` 今
.

之))) 了艺
甲

牛牛 了任
,

DDD , 护
了了

吞吞 噬 指 数数 3
.

6 111 2
甲

0 111 2
甲

名OOO 3
。

7 00000

讨 论

为了探讨三种聊鱼对暴发性鱼病的抗病力有何差异
,

我们采用由表及里的方法进行

研究
。

第一步是进行半数致死量 ( L D
j 。
) 测定

,

其结果是嗜水气单胞菌菌液浓度为 6
.

o x

1 0’ 个 /。 工
,

注射剂量为 0
.

3 m ]/ 尾时
,

半数致死量 ( L D
。。

) 是彭泽 娜 10
一”

· “ 毛 ,

异 育 银 卿

10 一 ’ 二 ’ ,

自娜 l 。一 ,
·
, 生 ,

差异极显著 ( P < 0
.

0 1 )
。

第二步是进行造成 以上差异的机理的研究
,

从非特异性免疫进行探讨
。

非特异性免疫是机体在长期的发育与进化过程中
,

逐渐建立

起来的一系列防卫机能
。

一般认为
,

动物的这种免疫机能在个体出生时就具有
,

并受遗传

因素的控制
,

具有相对稳定性
,

还具有种的差异
。

非特异性免疫包括三方面内容
:

屏障结

构 (皮肤和粘膜等 )
、

吞噬细胞及正常体液中抗微生物物质 (补体等 》 。

由于暴发性鱼病是

一种败血症
〔盛〕 ,

我们只进行补体和吞噬细胞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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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补体是存在于正常人和动物血清中的具有酶活性的一组球蛋自
,

其主要作用有杀菌
、

溶菌
、

灭活病毒 以及溶解细胞等
。

我们首先测定了三种螂鱼的补体总量
,

这是检查机体免

疫功能的一种方法
。

据 S。 儿h 等 ( 1 9 6 7) 对大鳍鳞鳃太阳鱼的研究和 o ih l l e r 等 ( 1 9 6 9。
,

b) 对蛙科鱼类的研究
,

鱼类的补体有种的特异性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彭泽螂的补体总量为

6
.

4 0 单位 /m l ,

异育银娜的补体总量为 5
.

97 单位 / m l
,

自螂的补体总量为 2
.

20 单位 /m l ,

即细鱼的补体总量存在种内差异
。

补体的激活有二条途径
。

一是经典途径 ( C
:

激活途径 )
,

抗原和抗体结合成复合物后

即有激活补体的能力 ,二是替代途径 ( C
:

旁路 )
,

补体可直接被抗原激活
,

而无需特异性抗

体的存在
。

关于鱼类补体替代途径杀菌作用的报导很少
。

O ur ilt
o n d w 主15 。。 ( 1 98 2。 ,

b)

用斑点又尾胭进行了补体替代途径的研究 , 饭 田贵次和若林久嗣 ( 1 9 83 )在五种鱼 (河鳗
、

虹鳍
、

鲤
、

非螂
、

黑绷 )的血清中添加 E G T A
,

以络合血清中的钙离子
,

研究鱼类补体替代途

径 ( C
:

旁路 ) 的杀菌作用
。

这些研究均证实补体的杀菌作用的强弱 存在着种间差异
。

本试

验首先通过凝集反应确定试验鱼都没有感染过嗜水气单胞菌
,

即验明了鱼的试验资格后
,

进行了补体替代途径 (O
:

旁路 )杀菌等试验
,

结果表明卿鱼补体杀菌作用的强弱存在显著

的种内差异
。

白细胞吞噬功能是鱼体非特异性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有防御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

本

研究对三种螂鱼白细胞吞噬功能的测定结果证明
,

该功能存在显著的种内差异
。

总之
,

无论是从补体还是吞噬细胞角度
,

本研究都揭示了不同品种娜鱼对暴发性鱼病

的抗病力存在显著的种内差异
。

从生长速度来说
,

九江市水产研究所
吸2 )
发现彭泽细比白螂快 4 4一 81 形 ,

与异育银卿

相似
。

我们在 6 只水泥池 中把彭泽卿和异育银螂进行同塘生长比较
,

结果是两者无显著

差异
。

白螂无论是对暴发性鱼病的抗病力
,

还是在生长速度上
,

都是劣质品种犷 在对暴发性

鱼病的抗病力上
,

彭泽螂稍优于异育银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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