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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带
“
叶片点烂病

”
的初步研究

’

水产部烟 台海永养殖试肚踢 烟 台水产学校

索如琪 郭 占 明 徐兆庆 崇 国庆

在自然界中
,

无谕野生的或栽培的植物
,

都可能发生 病害
。

海带 〔L 。。如。‘a
扣尹洲落限

山二濡) 也 下例外
,

自开展人工养随以来
,

几乎每 年都有病害 发生
。

19 5 8 年以前
,

大面积养

殖生产还局限于水 质肥沃的海区时
,

常常发生叶片椽烂病
。

1 9 5。年海带养范在全国沿海推 )
‘’

以后
,

在水质痔贫的海区
,

llJ 常常发生各种 白烂病
。

1 , 5。年 5 月和 1 9 6 0 年 4 月
,

辽宁金县大

案湾人工养范的海带
,

发生了
“

斑点腐烂病
” ,

损失很大
。

同年山东青岛市沙子 口湾养殖区
,

则发生 了
“

叶片点烂病
” 。

王9 6 2 年和 19 6 3 年
,

山东威海湾和芝呆湾养殖区
,

都发生过较严重

的
“

叶片点烂病
” 。

据威海
, }了水产局兢补

, 1 9 6 2 年 全 市 海带减产 25
.

02 络
, 19 6 3 年减产 10 %

左右
、,

由此
一

。,

】
‘

兄
,

病害圈题
,

已成为海带养随上的一种 自然灾害了
。

海带病害简题
,

过去研究的 沮少
,

对于 海带各种病
‘

;弓的致病原因认识也不一致
。

11!东水

产养范场 (1 9 5 4 ~ 19 5 6) 的工作总粘中提出
:

海带
“

森烂
”

病因是受光不足
。

刘恬敬
、

揭以勃

(1 9 6 2) 的献防桔果
,

得出了
、

与山东水产养范踢相同的桔靛
。

陈」世简] (1 9 5 9 )从
“

禄烂
”

藻体上分

析 r 6 种制菌
,

并认为这 G 种糊菌非为起因
,

而为后果
,

但提出
“

椽烂
”

是由于受光不足而促

使发生的桔谕
,

还须进一步商榷
〔,

旅大 市水产研究所〔1 9 6 1) 从海带
“

斑点腐烂病
”

藻体中分离

出一种 G 一

短杆菌
,

认为系病原物
,

研究出石灰
、

硫磺合剂的防治弱物
。

1 9 6 3 年我们,rJ对威海

海带发生的
“

叶片点烂病
”

作了初步剑查
,

根据材料分析
,

初步认为系非传染性病害
。

在国外长谷川 由雄
,

峋木成
,

浦原八朋等 (1幻的
,

对 日本稚内市前滨梅底 自然生长的海

带 (L
.

伍ho 加二廊 血勿
.

) 发 生 的斑点腐烂病
,

认为海水污染是发病的道接原因
,

霉菌寄生是

病烂的阴接原因
。

病征为海带叶片 10 厘米以上先出 现癌肿
,

而后出现斑点状不 规期突起
,

从孩处腐烂成洞
,

以致藻体断裂流失 ; 安藤芳明
,

井上胜弘等 (1 9G 0)
,

认为这种 病 征 的 发

生
,

海水稠菌的作用也很大
,

应重视这一方面
。

从必上材料视明
,

对海带发生各种病害的原因
,

还 要进一步研究
。

尤其是
“

叶片点烂病
”

的研究
,

几乎还是一个空白点
。

这种病害
,

日前仍是海带养殖事业的一个威胁
。

为了海带高

产
、

稳产灼需要
,

有必要进一步探衬致病原因
,

以便为养殖上采取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

在 19 6 3

年已积果一些资料的暴础上
, 10 6 4 年 理~ 6 月

,

当海带发 病期脚
,

我们对烟台 (芝录湾 )
、

威

海两海区的
“

叶片点烂病
”

进行了一些副查研究工作
。

工作分为三个方面进行
,

即病害纂本情

况的刹查
,

微生物学分析和病理解剖
。

本义 爪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曹吴奎
、

吴超元先生看过
,

并提出很多宝赏意兄 特此致谢
。

山东省 海水养随研

究所李荻唆
、

李修血同志
,

水产部烟台海水养殖试肺踢丁明进同志以及威海市 水产养殖献盼 爆榭伯芳同志肾
J

陆助沛分工作
,

特此致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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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由于我俐受水平
、

被备和人力
、

时阴等限制
,

所以中尚还有不少朋题有待今后共

同研究解决
,

水文仅提供部分初步资料
,

以供参考
。

一
、

海带
“
“

一

十片点烂病
”

基本情况的稠查

1 9 6 3 年和 19 6 4 年
,

当海带发病期简
,

我们 在烟台
、

威海两海区进行了一些病害基本情

况的稠查
。

稠查方法
,

是采用农作物病害的一般稠查方法进行的
。

碉查项 目包括养随区环境

和养殖措施
,

发病时期
,

发病前后和发病盛期水温
、

光强的变化
,

以及发病率
、

病情指数和

, ‘

姆度(
”
C )

乙U 刁

啼
.

场
,

汗
.

12-
.

10-
.

肛

图 1 1 9 6 2 ~ 1 9 6 4 年2一5 月份
. ,

烟台
、

威海海区水温变化趋势图
- -

一—
1 9 6 3年烟台, - - -

一 1 9 6 4年烟台 ,

一
4

一一
1 9 6 2年威海 ; 一一

x 一 工9 G 3年威海
。

病害分布等
。

(一 )养谴区环境和养育措施

烟台 〔芝旱湾) 和威海湾两

养范区的地理环境有些相似
,

都

是三面环陆
,

港 口朝东的大水面

港湾
。

海底乎坦
,

底质为泥沙
,

水深一般为 3 ~ 5米
,

近岸较浅
,

远岸较深
,

流向为东北西南往返

流
,

海水比重为 1
.

,

。18 ~ 1
·

02 0 ,

养殖区自然含砖酸氮最为 5 ~ 10

毫克 /米
分 。

由于 这 两个海湾皆

位于山东半岛北部
,

冬季受偏北

向季节风影响
,

海水 透 明 度 较

小
,

一般在 2 米以下
,

自 3 月中

旬以后至 6 月简
,

}遮着偏南向季

节凤的来临
,

海水透明 度逐渐加

大
,

4 ~ 6 月简通常达 3 米以上
,

有时可达 5 米
。

自 2 月 ‘卜旬以后至 5 月周
,

水温变化是斜线上升均趋势 (图 1)
。

1 9 6 4 年的养育措施较 1 9 6 3年有较大程度的改进
,

这就念味着对海带生活条件有了改善
。

表 1 主要养育措施溯查表

⋯ 烟
:

。 ⋯ 威 ~不孑
,

一
,

稠 查 项 日 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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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 * 二 { ! 向远岸移动 } 1 向远岸移动
开 似 巴 又 明 1

⋯
} “00 米左右 }

.

}
2 00 米左右

系总挂苗拯的吊腿浮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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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靛
:

分苗期提早
,

亩放苗最减少
,

养育水层降深
,

养殖区向远岸有所移动 (表 1 )
。

(二 ) 发病期和发病期前后
、

发病盛期水温
1

光强 的变化

海带
“

叶片点烂病
”

藻体的病变形态是
,

先从叶片中部叶椽或同时于精部叶撇出现一些不

规0lj 的小 自点
,

随着自点的增加和扩大
,

使孩部叶片变 白腐烂或形成一些不规则的子L洞
,

并

l旬叶片生长部
、

稍部和中带部发展
,

严重的使整个叶片烂掉
,

白色腐烂部分有 }l寸微带撇色
。

这种病害的发病期
,

在 威海一般是 4 月中
、

下旬 至 5 月中
、

下旬
,

这 时期海水温度为 10 ~

1 5 飞
一

;
芝米湾 一般在 5 月尚

,

海水温度变化
一

也为 10 ~ 巧飞 (图 2 )
。

温度(
“
C )

/

/
一

牙
,

了
一

_ _ _

_
_

一一一
_

一 ‘
_ ,

尸

/ 一 一
‘二

‘
’

-

尹产 一一一一
~

功姆场
,

岭
,

抢

一一一一犷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月分

1 9弓2
、

19 6 3年
、

烟台
、

威海海带各发病期及相应水温变化
-

·
· ·

一
· · ·

一 1 9 6 2年威海各发病期时的相应水温
半

曲精上的一点
、

后期及末期
。

1 9 6 3年威海各发病期时的相应水温
- - 一

· · ·

一 一 -
·

⋯ 工9 0 3年烟台各发病期时的相应水温

二点
、

三点
、

四点分别代表海带发病的前期
、

盛期
、

2 7 日前
,

海水透明度一般在 2 ~ 3 米尚
,

这时 期海带生长正常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

叶片点

烂病
” 的发生期

,

正处于海带

袍子体快速生长的末期
。

这肘

期海水透 明度增大
,

.

几有较大

地变化
。

1 9 6 2年威海海带开始

发病的 日期为 4 月2 0 日
,

当时

水温为 1 0℃ , 1 9 6 3年 为 4 月 2 8

日
,

当时水温
一

也为 10 ℃ ; 发病

盛期一般在 5 月上旬
,

这时期

水温为12 ~ 13 t
,

发病后期为

5 月中旬
,

病情发展援慢
,

水

温为 1 4 ~ 1 5 ℃
, 5 月下旬为发

病末期
,

病情基本稳定下来
,

这时期水温一般在 15 oC 以上
。

芝罕湾海带的发病盛期比威海

稍迟些
,

当时水温为拐~ 巧℃
。

从 1 9 6 3年威海海带的发病

情况来着
,

病情的发展
,

与海

水透明度的大小变化有关 花月

4 月 2 8 日海水透 明度哭然埔

叫

少
l
匕兰

大到 4
.

2米
,

次 日即发现病情
,

自 5 月 1 日至 5 日
,

透明度推持在 3
.

6 ~ 4 米之朋
,

发病面积

由原来的 2 00 亩扩大为 6 00 亩 ; 6 日至 10 日
,

透 明度降低至 3 米以下
,

病情即有所稳定 ; 11 ~

17 日梅水透明度再度增大
,

平均达 3
.

6 米
,

发病面积即由 6 00 亩扩大为 1
,

2 00 亩
。

(三) 发病率
、

病情指数和病容分布

1 9 6 3年威海
、

烟台两海区的发病率都很高
,

以面积舒算
,

烟 台为30 %
,

威海为40
.

7 %
,

而且病情也比较严重
,

烟台发病区的病情指数达 3 9
.

3 1 %
,

损失率达 18
.

29 % ; 威海发病区的

病情指数达 妞
,

2 7 %
,

损失率达 2 6
,

8 3 %
。

1 9 6 4 年 两海区的发病情况 都比戟袒微
,

特 8lJ 是威

海仅有个别养殖单位的局部养随区
,

有蛆微的病害现象
,

其 中个别病株达到 3 极
,

对生产没

有造成损失 (表 2 )
。

从病害的水平分布来看
,

多是流速较小的养殖区
,
t
‘咫部分最严重

,

边椽区最袒或不发生
。

如 1 9 6 3年威海市水产养殖贰输堪
,

从近岸到远岸的 7 个养殖 区中
,

以 2 ~ 4 区病情最为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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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烟合
、

威海海带“叶片点烂病
, ’

的发病率
、

病情指数和揖失率

发发 夕内程 度度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表表表表表 工))) 2 ))) 3 )))

数数数数数 发病率率 病情指数数 主fl失半半
俄俄俄俄俄 (环))) (环))) (% )))

}}}}}}}}}}}}}}}}}}}土, 6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111111119 6 违违

⋯
3 ,
一

⋯
5
一 !。。44 1 9 6 333 1 9 6咬咬19 6 3}1 0 6 444

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00000000000 5 0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无无庙或藻体叶叶 000 000 1 2 8 0000000 3 ,
.

3 11111 1 2
,

8 99999 1 2 7 555 连444

粉粉贩小小 r-l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111 12 000000000000000 444

8888888 1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5 日555 000

333 OOO 6 8 000000000000000 污T UUU O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SSS 000 lllllllllllllll

—}——55555 2 0
:

DDDDDDDDDDDDDDD 生1 1 5一 。。

, , 、病率
二

{黔黯
· 1。。

,

2 ) 病、、数一

赢暴概蹂渠漏一
(},

, 。二 , 一鱼三二宣丛炸数
“ 减厂渔兰生丝

J。八
」

‘一

林数总 和

病情指数达 5 0
.

娜 %
, 1 区和 5 区的病情指数则为 3 6

.

的 %
,

流速最大
,

距陆岸放远 ll{J 7 区摹

本没有病害发生
。

从水层分布米看
,

概括地 税
,

是浅水层重于深水层
。

以威侮
l卜水产养随拭喻踢的 3 区为

例 (1 96 3 )
,

养育水层为功厘米的秋苗
,

全撇病烂 (发病程度普撇达 3 极以上 ) ; 养育水层 为

10 。厘米者
,

全撇病烂 1 2
.

洲络
;
养育水层为 1 20 厘米的

,

就没有 3 款以上的病株
。

}司年烟 台

海区病害的水层分 布与威海所表况的规律是相 同的 (表 3 )
。

但是在同 一水域
,

同一水层
,

夏

苗比秋苗的发病程度枉
。

养有水层为 50 厘米均夏苗 3 叛以上的病株
,

平均侮翘有19
.

5株
,

比

秋苗少 5 9
.

38 %
。

位得特别提出的是
,

在同一水层
,

同一苗种
,

株阴的发病 程度没有显著地

差异
,

更没有例外的个体
。

表 3 19 6 3年秋苗发病区不同水层藻体发病达 乙极以上的株数比较

水 烟 台

(厘米)
阵一巡

-

一
竺二一一

} 平均梅撇病株 } 病株占全规抹数的 % 平均范撇病袜 } 。.、株占全撇{火数灼%

品匕
8802

11

过3

2理
.

2

5
.

8

0

1 0 0

6 0
.

4 2

1 2
。

0 8

O

5 4
,

.

L7

3 7
,

5

1 6
,

6 7

0

湘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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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海带
“

叶片点烂病
”

的微生物学分析

(一 ) 样品的采集和微生物分离

1
.

取样
:

样品采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是在病害尚未普遍发生之前
,

对海水中

灼糊菌量进行测定
,

以及对海带体的微生 物进行定性测定 (检查微生 物的类群)
,

采集肘咫

为 4 月2 4 日
,

分 3 个区 (试喻区
、

中区和外区) 5 个水层
,

亡按柔取健康海带样品和海水
。

试欲区采样水层为 1 米
、

2 米
、

3 米
,

外区采样水层为 1
.

5米和 2
.

5米
,

中区采样水层为 2 米

和 3 米
。

对各个不同水层 中的海带
,

分另lJ取距墓部 5。厘米和距尖翻犯。厘米的藻体各一块 (钓

2 5厘米
,

左右 )
,

汁14 粗样品
。

病海带样品的采取
,

是取原发性病灶部位的藻体一块
,

针 6 粗

样品
。

病海带样品采集时无水层差别
,

因为病株都发生在」: 水层
。

第二阶段是进行病海带的微生物分析
。

当病烂发生时采集知打悠带标水
,

前后在 5 月 7 日

和 5 月 1 5 日采集两次
,

补 8 叙病海带样 品
。

样品采集后
,

在 6 小时以内就进行室内献瑜
。

2
.

微生物的培养和分离
:

配 践培养基时用过 滤的陈海水
,

并使 PH 依保持 7
.

8 ~ 8
.

。之

阴
。

我们
‘

j所采用的配方如
一

『
:

蛋白胰 加克 牛 肉膏 3 克

葡萄糖 2 克 K ; H p o ; 0
.

5克

海带浸取液 100 毫升 过 滤海水 9 00 毫升

冻粉 1 5克

为 了解病海带和健)龚海带规织 中是否有微生物存在
,

因而在分离时
。

除用宜接分离法外
,

还采川沦毒处理的方法进行分离
。

( 1 ) 宜按分离法 〔表面分离 )
:

将未发病的海带样品在紫外灯下用无菌剪刀剪成 1 厘米
“

左右的小块
,

均匀地粘贴于固体培养豁平面上
,

病海带以同样方法取病灶部位贴于固体培养

基乎面上
,

然后于 2 2 ℃ 温箱中培养 3 ~ 7 天观察桔果
。

( 2 ) 悄毒处理 (祖织内 部分离)
:

将海带 剪成 9 厘米
“

大小
,

于 7 5 % 酒精中浸泡 2 ~ 3 分

钟
,

然后剪去周围邹分
,

取中周 1 厘米
“

大小接 于平而上
,

另外将 i肯毒的样 品放人无茵研钵
,
l
,
研碎后

,

取其碎块按于下面
,

于 2 2 t 温箱中
,

培养3 ~ 7 天后观察桔果
。

3
.

拮果观察
:

握培养后
,

在海带的表而及周困的培养非 仁都满布菌落
,

第一阶段 2。扰

样品中
,

分离出63 个菌株
,

其 ,
卜有21 个菌株能使培养基上灼海带涂则包裂解

,

发生腐烂现象
,

这些翻茵大多数是分离于上水层的病海带体
。

第二阶段灼 8 粗样品中
,

分 离出 3 2 个菌株
,

共

,
}

,
有 1。个菌株

,

使培养墓土的海带撇胞裂解
,

发生腐烂现象
。

按韧菌的类型来视
,

大多是革兰氏染色具反应的无芽袍杆菌
,

此外
,

还有一些芬袍扦菌

和少数的弧菌
,

螺旋菌
,

前后分 离出能使海带腐烂的韧菌有 3 1个菌株
,

主要是无芬袍杆菌
,

芽抱杆菌只有 6 个菌株
。

我们将这 31 个菌株分钝蝙号保存于试管科面
,

以便进一步寻找对海

带有真正腐烂作用的菌种
。

翘过 i肯毒处理的几种样品中
,

接种后培养数天
,

在样品和周围培养基上面
,

汉有捆菌生

长
。

4
.

海水中捆菌数目的测定
:

用平面司
·

数法
,

对海水中的糊菌量进行分析
。

很据分析拮果

可以看出
,

表层水 ,1. 的蒯菌数口比较多 (图 3 )
,

但是上下水层中的菌数相差井不太大
,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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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 水 深 (“ )

图 3 各水深糊菌数量变化

我们可以不考虑不同水层中菌数的含量
,

对海带病烂发生的水层和发病 机 率 的 影

响
。

(二 ) 接种拭脸

1
.

室内接种
:

为进一步确 定 已获得

的 3 1 个菌株
,

对海带是否真正具有腐烂作

用的能力
,

我佣在贰输室内
,

对海带重新

作了接种
。

首先将新鲜海带用无菌海水洗净
,

然

后在紫外灯下进行消毒处理
,

并用无菌剪

刀剪成 1 厘米
,

大小
,

贴于乎面培养基上
,

再接种已分离的菌种
,

并作对照献瑜
,

翘

在 22 ℃ 下培养 5 天后
,

检查拮果
。

握培养后
, 3 1个菌株 中

,

有2 3 个菌株

生长不好
,

裂筛选后
,

只有 8 个菌株(表 4 )
,

能使培养基
_

h 的海带绷胞裂解
,

发 生 腐 烂 现

象
。

其 中的 1一b 分离于第一阶段拭尉区上水层正常海带的基部 (距基 20 厘米处)
, 2 一 b , 3 一。

和 5 一b 三个菌株分离于第一阶段病海带的病灶部位
, A一 1 , A 一 3 , B 一1 和 B 一3四个菌株分离于

5 月1 5 口 “叶片点烂病 ”
样品的病灶部位

。

窦 4 几种翻菌的特征 (特性 )

_ }采
菌 号

⋯
。

样 {
! 动

、该兰氏

2 叹/ 」

2 12 江

2唯/唾

2理了4

1 5 / 5

1 5 / 5

1 5 / 5

1弓厂厉

+ +

+ +

+ +

十 十

井 抱 } }—
一一

-

} 染 色 { 颜 色

一 { 一

⋯无 色
一

卜

⋯
十

⋯孔
匕 色

一

}
一

} 摊 檬 色

}
一

⋯孔 门 色

{
一

⋯无
胜

一

}
一

, ·

} 尤 色

一

}
一

⋯桔 平色

一 i 一

】桔 黄 色

。 二 ; :
} 。 。 、 。

、

⋯
* l扭,

⋯ 边 振 ; 〔, ‘ ,

粗糙中心下陷

光 滑局 .l}ll 隆起

⋯
一

⋯
11

��.

⋯
ba氏bl
产L,1。曰1Zc八�nAABB

(注 ) A
一
3

,

A 一l两菌株
,

视长期培养后
,

两体由于「状变为球杆状
。

这 8 种棚菌
,

在实敏室
,

一

卜对海带的腐烂能力比蛟稳定
,

所以我们利用它作为海
‘

_

I:. 接种约

菌种
。

2
.

海上接种
: 将上述 8 种韧菌进行液体 扩大」齐养

, 7 天后
,

培养液 体由原来的透明变

为混浊
,

表面并有菌膜
,

再握数天后
,

到 海区对生长的海带迸行接种
。

接种}!寸
,

每一种取一个点
,

分上中下三个水层 ( 1 米
, 2 米

, 3 米)
,

并对同一藻体的纂

部和稍部及中部进行接种
。

接种分 四种方法
:

( 1 ) 用无菌棉花除去 藻体表面粘液
,

然后吐

接将菌液涂布藻体三处 (距基 20 ~ 30 厘米和90 ~ 1 00 厘米
,

距稍 20 厘米 ) 的两面
,

并取两个

再放回海
, }‘

。

( 2 ) 人为的机械揖伤
,

先用无菌棉花擦藻体表面粘液
,

并用 75 % 酒精洁毒
,

再用剑针在藻体两面沿横的方 向划破
,

待藻体内部粘液渗透至表面 !I=l
,

即涂
_

上菌液放回海
‘
1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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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查接在藻体两面涂上菌液
。

菌种 l一b , 2 一b , 3 一 * 和 5 一b 四种菌种采用上述三种方法进

行接种
。

(4 ) A一 1 , A 一 3
,

B 一 1 和 B 一3 四个菌种是采用的浸泡法
,

将藻体放在菌液中浸泡 3 ~

5 分钟放回海中
,

同时标北一祖不接种的海带
,

和划破不涂菌的海带作为对照
。

接种后
,

每隔两天观察一次
,

根据半个多 月的观察
,

上中下三个水层中
,

井未发现接种

柳菌的海带发生病变
,

用针划破接种柳菌的海带生长也很正常 (表 5 )
。

窦 5 海上接种我鞍配录和箱果

⋯二 } 水 ⋯藻、。全长 ⋯ 接种。。位(厘米) } 棵 ⋯ ⋯ ⋯
’

钻

l翁 种 } } } }一一丁,
,

石一一一一一不

一
~
} } 接 种 方 法 } 门 期 }

} 号 } 层 1 〔厘米) }距拚 }距 基 ! 距基 ! 数 ! } } 果

一万
_

⋯手⋯世 ⋯
2 。

⋯
90 一10

0120
一 3

可
~

刀一丽夔赢不
~

下砰月一

1 } r } 上洲 ! # }
厅

』
,,

}
土

} ’列』 }
,/

} 一

一刃, 刃下刃兀;同兀刁兀万兀
一

⋯
一
刃一

‘
’ ~

礴吓薪赢
一一

万下刃一

} 卜 }
l了” !

刀

【
,,

} 扩 } 1 } l司上 }
,, { 一

一汗万下刃不
砚丁⋯一门

一
~

门兀万下
一

!
一 蔽丽赢丽森

-

一
而万一⋯

S ‘

⋯中 }
“00 ⋯

“

}
“

⋯
“

L
Z

} 去赞液余菌 ⋯
“

⋯一

。一二

}一匡1 ⋯一燮一口上阵二一阵兰口‘⋯ 堕些 阵二一阵二
-

⋯ { 土 {
l% }

“

⋯
“

⋯
“

⋯
2

⋯ 划破覆体徐菌 ⋯
“

} 一

⋯
S G

⋯中 {
“。0

}
“

{
“

⋯
“

⋯
2

⋯ 同上 ⋯
“

1 一

} } 下 } 工6 7. 5

}
办

}
“

}
办

}
2

} 同上 }
扩 l 一

⋯
; 上
⋯

1 7 3

⋯
·

⋯
,

{
·

⋯
2

⋯
武接涂篇“体两“

⋯
·

⋯-

⋯
S ‘

⋯
「卜 1 1 6 7

⋯
”

⋯
#

{
“

⋯
2
⋯ 去些筱徐两 ⋯

”

⋯一
} } 下 } 1 8“

·

5 }
方

}
,’

!
产

} 2 } !司上 }
,,

} 一

} ⋯上 ⋯
“3 ”

⋯
“

⋯
“

{
“

⋯
1 ! 划破藻体涂菌 !

”

⋯一

⋯
“ “

⋯中 {
工扎 ⋯

“

⋯
“

}
“

⋯
土
⋯ 网上 ⋯

”

⋯一

} } 下 ! ‘7 “ }
“

}
护 ] ”

{
‘

} 同上 }
“

} 一

} } l:

} } } } }
:

} 用菌液污泡两分钟 } ,

} 一
A 一

1 } S , } 二 } } } } }
_

}
一

二
. -

-
-

一
’

一
’

) }

A 一
3 } S ; } 二

l } } } } :二丁 } l

_
} } 匕 } } } 2

:

!司 匕 } 刀 ! 一
“一 I } S : } 一 } } } { l

卜

_
一 _

} }

-

—⋯一{上卜一一⋯一⋯—⋯一阵
l

-

一犷 一⋯二十 l
B 一3

.
5 。 } 一二 } i } }

_

l 汉万 } }

}
:

}
p ! }

:

l } }
“ } l则

乙
:

} 护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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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海带
“月

一

}
·

片点烂病
”

的病理解剖观察

(一 ) 采样方法
:

对 “叶片点烂病
”

的采样
,

我们考虑要避觅腐生棚 菌的干沙
,

才能正确反映病理粗织的

真实情况
,

为此我们取样是包括病灶孔洞和它周国 2 、 3 毫米表皮制Ll胞没有拟破的发病部位
,

以供观察
。

取材后
,

当踢固定
。

取材和制片祀录见表 6
、

7o

窦 6 海带
“
叶片点烂病

”
取样制片豁录

\ 、: 。 ,。

}
_

飞仅 、: 地 沪:

2 1了生

3厂5

3 2石

7 / 5

1石/与

2 6 / 6

3 1 / 5

3 2 / 5

烟台侮水养苑献脆聪

,
j , 月目‘甘』‘. 月曰曰 . . . 口曰 . . . . 曰 . . 月 月. . . . . 山白卜山. . ‘目. 曰. .

}
通汉 ” 。F百 位

}
;。。片 方 法

{
、察数、 ()。,

l l

藻了卞
‘
1
1 }l月叶脉

藻休书乍部

命

藻体中言阴 l
一

株

刀

:::

:;:

威海市水产养随场

威沁瑟孙家畔

石蜡{同片

,’

照彼片

石 蛾制片

,’

整般片

石蜡制 片

方

‘

::

表 7 健康海带对照祖取样制片配录

乍 方 法 观察数录 (片 )

(二) 观察方法
:

病理解剖观察
,

是用下而方法进行的
:

]. 徒手切片
:

新群标本在实瑜空进行徒手
一

叨片观察
门

2
.

整体制片
:

取新解标本放于低倍筑或 高倍统下观察
,

并将 部分材料圆 定
、

透 明
、

染

色和封藏进行观察
。

3
.

石蛤制片
:

折解标本当踢固定于海水蔽尔揭林液
, }‘

,

制片用达苏大精染色进行观察
。

(三 ) 桔果
:

1
.

通过
“

叶片点烂病
”

的服织透明法观察
,

在病灶的孔洞处汉有兄到糊菌
,

而仪飘织发

生病变
。

当藻体初现 自点时
,

我们仅发现这 里的捆 Jjta 失去原生质和色素
,

以后随着病情的发展
,

白点扩大并发展成孔洞
。

成洞初期
,

洞处残存的和创包形态模NJJ
,

(图 4 兑第 铭 页 ) 依病情的

姐贡
,

孔洞有大小的变化
,

同附粗织韧胞肌落腐烂程度
一

也有深浅的差别
。

在孔洞的周围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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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明显的 “色素环
” ,

其 中色素位于栽时包四周
,

显得尤为浓褐
。 “

色素环
”

捆胞有平溶解现象
。

2
.

对 “叶片点烂病
”

的 5 粗 (1 4 2 4 )
一

切片观察
,

我佃发现有两种情况
:

( l) 在 3/ 5一机的材料中
,

我佣发现扭织内部有 杆状韧菌侵染 (』月 5 兑第铭夏)
,

粗织内

部的韧菌平均长度为 5
.

2微米
,

宽。
,

理微米
。

糊菌侵染最较多
,

属革兰氏阴性反应
。

$l]I 菌数量

在藻体祖织 中的分布
,

是由内皮层向外皮层趣渐减少
。

髓部粗织中靓fI菌童较少
,

而在表皮烟

胞 中却没有发现枷菌
。

发病粗织在岸刚包形态上没有变化
,

只是原生质被分解
,

表皮棚胞 . 1, 色素缺少或无
,

在粗

织内部
,

捆菌侵染处的糊胞壁
,

有被分解的现象
。

( 2 )对其他几粗材料的观察
,

没有发现捆菌的侵染
,

而仅是粗织
_

L有病变现象 ; 我侧观

察到发病拙胞的原生质和色素体减少或消失
,

但捆胞形态无其他变化
,

只是表皮捆胞稍疏松
。

3
.

对健康海带的观察桔果
,

在粗织内部汉有兄到姻菌
,

正常海带的扣胞形态正常
,

原生

质和色素都很丰满
,

枷胞排列整齐而紧密
。

四
、

枯 果 分 析

粽合以 上稠查献敬桔果
,

我例对海带
“叶片点烂病

”
提出初步的看法

,

据我佃的拭脆材

料表明
,

制比菌非为起囚而为后果 ; “

叶片点烂病
”

是生理上的一种病状
,

而且发病与光照强

度大小的变化
,

关系十分密切
。

可依据下列三点来规明
:

(一 ) 病害分布于养殖区中周部分的浅水层
。

养育水层越浅
,

病害越重
。

12 。厘米以下
,

基本上不发生这种病害
,

烟台
、

威海 两养殖

区都表现了这样一个烧律
。

自 通 月下句至 5 月尚
,

海水透明度大小的变化
,

有时相差很大
,

这

时期在浅水层养育的海带
,

就有可能发生一时受光过强
,

使局部生 活力弱的韧胞色素分解而
“

坏死
” 。

大家知道
,

在海水中
,

光线的吸收系数
,

远较空气中为大
,

在不同水层中光线的

强度和它的光谱粗成变化也很大
,

在 1 米水深处透入海水 中的阳光就有1 / 3被海水所吸收
。

但

是海水的存在状态
,

和水质
、

水色等
,

一

也影响着透光半的大小
。

芝翠湾和威海湾告属贫区
,

没

有河水注人
,

海水中的悬浮物较肥区为少
。

同时
,

由于养殖区中尚部分
,

受边撒养殖筏阻流

的影响
,

流速很小
,

特别是在风力蛟弱的情况下
,

水面常早砰稳状态
,

这样
,

透入海水中的

光强
,

就比较海水波动的边禄区强些
,

而
尸

比生活在养殖区中简部分的海带
,

此时也在粉止状

态下受着光
,

因此病害发生于养殖区中阴部分的浅水层
。

(二 ) 接种拭睑没有发生效果
。

对于病原菌的确定
,

主要看接种后健康的机体能否发生与病体相同的病症
。

我们将已分

离的 8 种棚菌
,

采用不同方法
,

对健康的海带进行接乖卜后
,

没有产生发病现象
,

从而征明这

8 种捆菌对海带没有致病能力
,

即不具有病原性
。

如果其中某一利
,

糊菌
,

对海带具有病原性的

括
,

那 么
,

它就可以通过接种方法的某一途径侵入 $1lI 胞
,

引起粗织发病
,

实际上没有这种现象
。

另外通过对海带粗织的培养枯果
,

也可以看出
,

健康海带粗织 中
,

没有捆菌
,

而溃烂部

位
,

却分离出枷菌
。

这
一

也可以认为
,

病烂的发生
,

不是 由糊菌侵入粗织后引起的
,

而是先藻

体局部粗织韧胞
“坏死

”

后
,

导致捆菌侵入
。

(三 ) 藻体的健康部位和初发病的藻体病区部位没有发现胭菌
。

根据对健康海带和病海带的祖织切片观察
,

健康海带的糊胞祖织正常
,

没有任何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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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韧胞
,},

一

也仪有发现韧菌
,

而 只有发病的韧胞有病变 ; 色素和原生质被破坏
,

韧胞形态

模糊
,

但是在初发病的规胞粗织中
,

和病灶部位周围的祖织中
,

也没有发现糊菌
。

只有在 3 / 5

祖的一次样品中
,

发现无芽袍杆菌
。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特例
,

不能代表整个拮果 〔兑曲题衬

萧 (只)〕
。

另外
,

如果
“

叶片点烂病
”

是由糊菌引起的
,

那么
,

在初发病的拥胞中
,

和白点

周围的绷胞中
,

肯定会有韧菌
,

但观察拮果
,

却没有这种现象
。

五
、

周 题 时 蒲

根据调杰栽驭材料
,

我仍还提出以下 儿个渊延进行衬谕
,

并与有关方面进行而椎
。

(一) 关于温度与
“

叶片点烂病
”

的关系
:

一般视末
,

生理性病害汉有一定病原体的存在
,

而各个环境因子之朋的关系
,

又是密
一

叨

相联的
,

因此确定生理性病害的病因
,

往往比沙断传染性病害更困难
。

所以
,

关于温度与病

烂发生的关系
,

我们认为有必要加以衬瑜
。

烟台
、

威海两荞殖区 (1 9 6 2 ~ 1 9 6 3) 发病期水漂的变化
,

一般是开始期为10 t 左右
,

发

病盛期为 13 飞左右
,

巧℃J议
_

!几病情即
’

l可以稳定下来
,

似乎有一定规律
。

那么
,

温度是不是一

个发病主导因子呢了 我们认为这是破得研究的
。

甘 早奎
、

吴超元
、

孙国玉 (1 9 5 7) 提出
,

梅

带袍子体生长的适温范困是 1 ~ 1 3 t ; 5 ~ 扮 t 是最适温度
。

由此可以认为
, “ 叶片点烂病 ”

的发 病期
,

正处于海带抱子体快速生长的宋期
,

开始进入干物质积累期 《厚成期 ) 的交接阶

段
,

但这还不能视明 i思度的主导作用
,

因为在同一水域
,

同一温度条件下
,

养育水层为50 厘

米的海带发病严重
,

而 1 2。厘米水层省就不发病
。

可以税70 厘米的水深差度
、

温度的差异是

极其微小的
,

然而发病期的水温变化却有3 ~ 5 ℃的范围
。

(二 ) 关于塔养基的选择和接种方法简题
:

培养墓的选择好坏
,

对实歌精果有决定性的惫义
。

往往山于培养基选择不当
,

使欲分离

的稠菌分离下出
,

而造成实输失败
。

由于对海带的微生物学研究校少
,

儿乎还是一个摸索过

程
,

所以在配置培养旅的成分
_

h
,

大家意见还未取得一致
〕

旅大市水产研究所 <1 9 6 0) 和陈

}比阳 (1 9 5 9 ) 利用钝粹的海带浸取液作培养基的主要成分
,

我们除了利用海带浸取液外
,

并

参照z o

be n 的 2 2 1。号培养海洋捆菌的培养基和 Re
u , : e r

培养墓
,

加入一定业的蛋自膝和 肉膏
,

虽然大多数海洋抑菌具有分解蛋自质的能力
,

但是由于蛋白质加人的量校多
,

井加入少量肉

膏
,

在培养过程中
,

部分菌株生长不好
,

可能
一

与培养基的选择有关
。

然而利用钝粹海带浸取

液作为分离培养签时
,

对捆菌的生长 也会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

因为海洋姻菌对营养物质的要

求比被广泛
,

单加入海带浸取液还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
,

可能有必要加入适量的蛋白质和其

它的元素
。

看来
,

分离海
‘

滞病灶部位的拟菌时
,

培养墓的成分还应加以研究改进
。

在贰输过程中
,

样品 的分离
,

和海上接种时简的周隔蚊长
,

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变
,

可 能

减弱或抑制它侧的活动能力
,

会影响贰喻拮果的正确性
。

安藤芳明等 (1 9 6 0) 从 日本稚内市前洪病海带体上分离出弧菌 (汽乙八
口)

,

并在室内作粗

织接种拭输
,

接种后放于20 ℃温箱内
,

只隔一天后
,

按种粗织
,

即发生穿孔腐烂现象
。

这和

我们室内平而接种所获得的拮果是相似的
。

然而我们认为
,

离开机体的健康状况和它的正常

的生活条件来接种
,

从而确定它的病原是不够妥当的
,

所以我们认为接种藏输
,

除需要在海

上进行外
,

还需要考虑到发病条件和海带正 常生活需要的呆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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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关于献破桔果中的一个特例简题
;

在病理解剖的观察拮果中
, 2 4 / 4 , 7 / 5 , 1 5 / 5 和 3 1 / 5等四祖切片观察拮果表明

,

在藻体

内部韧胞桔构 中
,

未发现拥菌侵染
;
独 3 / 5 祖中有无芬抱杆菌侵染

,

那么这可否看作
“叶片

点烂病
”

的病原呢全 我们认为 目前还不能 「此枯渝
。

首先
‘

白所 占有的机卒很小
,

不能代表整

个桔果
。

其次
,

我们在观察中注惫到这祖标本
,

叙H胞粗织 中捆 菌的分布量是有差异的
,

我们

未发现表皮耙胞中有捆菌
,

只是在皮层韧胞中有枷菌
,

而且内皮层中的量多 于 外 皮 层 (图

5 ).o 这种现象可以初步认为
,

这些Mll 菌要从表皮层糊胞
,

遭接穿透迸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同

口,1-我们在整体透明法搅察中
, 3 / 5 祖孔洞处也未发现有糊菌

。

所以要认为在发病初期
,

是 山

于韧菌分泌某种酶来分解海带外层的胶 质保护层和表皮捆胞
,

从而造成海带叶片发生 自点的

砚法
,

还是缺乏依据的
。

第三
,

众断导讹明的是
, 3 / 5祖的样品是在 2 4 小时以后固定的

,

所以

材料的处理可能会引起污染
; 另外我们 也成到 很有

’

:

了能在海区
,卜有某种优势jll1 菌

,

从已形成

的点或孔洞处的伤 口机织中侵入皮层和髓部
,

由于它俏能分解撇排素和皮层糊胞壁
,

因此 也

就能在内部迅速繁殖
,

并向周围浸染
,

这样
一

也就有可能加速
“

叶片点烂病
”

的腐烂程度
。

大家知道
,

非传染性的病害
,

往往搏变为传染性的病害
。

这是囚为 当植株局部祖织受害

时
,

就容易遭受 自然界中普范存在的兼性腐生物侵入 它内部
,

使病情发生搏化
,

然而这种祷

化
,

并不能说明敲病害是由Mjl 菌引起的
。

六
、

蔺 防 打全 施

海带
“

叶片点烂病
”

发生突然
,

病情发展迅速
,

一旦发生
,

对生产损失很大
,

因此必预

只防为 1三
,

使病害不发生
,

才能保征生产安全
,

从而达到高产
、

稳产的要求
:〕

丛于对海带
“

叶片点烂病
”

的初步分析
,

我们认为
,

预防借施主要应从改善梅带生活条

件着手
。

1
.

通流
:

通流的 !1 的
,

是在改善海带的受光条件
,

可以采用箱小养殖小区的面积
,

和加

大区尚空自
,

降低放苗密度 (特别是苗耗量的减少)
,

及时切稍
,

以及向 流速较大的 远岸海

而移动养范区等办法来解决
。

2
.

控制养育水层
;

在易于发病期的前 10 ~ 15 天
,

以及过去的发病期尚
,

即 4 月下旬至

5 月 『卜旬阴
,

养育水层可控制在 1 00 厘米以下
,

(晚分秋苗还应稍深些
,

早分夏苗可酌情稍浅

些) 以避免突然受光过强引起发病
。

但是当藻体将进 入厚成期
,

并汉有发病现象时
,

应及附

逐步提升养育水层
,

以促进藻体充分厚成
,

从而提高产量和质业
。

3
.

尽可能利 用夏苗
,

提早分苗期
:

分苗后及时 足量施肥和适 l[J 倒 置 洲整海带受光
。

以

健进藻体提 早进 入厚成期
。

七
、

拮 韶

病害基本情况的浏查
,

微生物学分析和病现
、

解剖三方面取得的拮果
,

是比较一致的
。

它表明了海带
“叶片点烂病

”
是一种非 传染性病害

,

而 与光强度大小的变化关系十分密切
,

为此提出丫以通流和挫制养育水层为主的预防措施
,

但是中周仍有补多简题有待今后进一步

研究解决
。

至于病害的发生
一

与营养因子 (特别是被忽视的微最元素 ) 的可能关系
,

以及与温

度的关系
,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深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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