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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苗白肚病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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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7 6 年作者于湖北省 阳新县竹林塘渔场家鱼人工繁殖中
,

首次发现大批初孵的草鱼苗腹部 发

白 当地人称之为
“

白肚病
” ; 患病鱼苗移动缓慢

,

接着陆续死亡
。

以后在湖北省江陇县
、

江苏省江阴县
、

无锡县等一些养鱼场中也相继发现此病
。

据调 查
,

在家鱼人工繁殖中得此病的鱼苗死亡率一般为 6落左

右
,

严重的达 6 0~
户

7 0笼 . 有时甚至全部覆灭
,

如 19 75 年与 1 976 年竹林塘渔场与阳新县军垦农场的数批草

鱼礼有乙0 0万尾以上
,

患此病的几乎全部死亡 ; 19 81~ 1 9 8 5 年江阴县水产场每年因此病死苗的超过两百

万尾
。

然而
,

人们却往住忽视这种疾病
,

而且迄今尚未见有这方面的报道
。

从 19 邸年以来
,

我们对患有

此病的草
、

缝
、

缩 自苗作了比较详 细的研究
,

主要通过细胞学
、

组织学
、

生物化学及模拟生态学等方法进

行观察
,

发现该病起源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温度突变
。

材 料 与 方 法

该病研究分两方面进行
:

一是实地调查观测鱼病症状及水环境状况
,

我们选择以湖 J比省
`

阳新县 竹

林塘渔场与无锡 市截园水产养殖场为主要 调查观察点 ; 二是模拟生态环境进行实验研究及检测有 关 各

项指标
。

具体做法如下
:

1
.

实验鱼卵及 鱼苗 取自金园水产养殖场
,

品种有草鱼 (口邵口p入粼妙 go 面怜记叮她约
、

鳞鱼 ( H习脚 p几-

幼闪 , 女从无脚 , 硕爪 x) 及媲鱼 (击抽林认 ht 梦 肋玩渝 ) , 规格系受精卵胚
、

初孵幼苗及三
、

五+. 日龄鱼苗
。

鱼

苗分别置于不同容量的烧杯内
,

将烧杯放在由 W M z 兀
es
o l 控温的水槽内

。

该槽用有机玻璃制成
,

排列成

阶梯式
,

能自动更换水体及保持充足的氧气
。

每槽盛水超过6 0立升
,

分别设置水温梯度 lo C
、

oZ C
、

3℃
、

4℃
、

犷C
、

扩 C
、

7℃
、

8℃
、

『 C 及 1丁C
。

每一实验的恒温水槽平行设置三组
,

每组投放幼苗 10 尾或鱼卵 2。粒
。

2
.

组织学检查 各实验恒温中鱼胚和幼苗样本
,

用 B O u恤 氏液固定作常规检查 ; 超微结构观察 则

由戊二醛液 固定
,

用 T E M
一
1。。C X ll 峨 s工D 4 D 电镜 (透射 .’ 扫描 )检查

。

3
,

蛋 白质组 成侧 定 取各恒温槽内胚胎及幼苗样本
,

先经脱水处理
,

然后用 日立 5 3 5 型氨基酸测

定仪分析
。

4
.

行为反应 试脸 取草鱼苗
、

墉鱼苗分别移入各梯度恒温管内
,

该管带有刻度
,

检测幼苗的垂直运

动距离与次数
。

19 7与年于湖北省阳新县竹林墉渔场发现鱼苗白肚病后
,

承蒙科学院倪达书教授指教
。

在研究中陆茂英同念

协助氨基酸分析和王闽厦等同志协助电镜观察
,

在此表示感谢
。

收稿年月
: 1 987 年 1月八 招̀8年6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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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心搏率测 定
。

检侧各恒温槽内幼苗心搏频率次数和变化
。

结 果

一
、

调查观测

根据湖北省阳新
、

江陵
、

江苏省江阴
、

无锡等地 区的调查表明
,

该病仅发生在家鱼人工繁殖季节
,

特

别在早繁孵化阶段逢气候剧变
,

环境温度变化超过或低子 了 C时
。

病状外观可见艘部膨大
,

呈乳白色及

失去光泽
,

而且游动异常缓慢 ; 有的鱼体还可见变形
,

失去平衡能力
,

以致腹部朝上致死
。

1 9花 年阳新县竹林塘渔场遭受这种疾病死亡的草鱼苗
,

约 6 0 0 万余尾 ; 1 976 一 19 8 3 年间平均每年

得此病的病苗死亡率为 8一10 男
,

19的一1 9 85 年江阴县水产养痘场发生此病后
,

加之水质不良
,

造成草
、

鳞鱼苗死 亡总数达到 5连60 万尾
,

平均每年死苗 86 2
,

6 万尾
。

二
、

模拟温升实验

1
甲

鱼 卵的实验结果 用草鱼和缝鱼卵分别在升温 3℃
、

a6 C
、

及 36℃时处理 1
、

5
、

10 及 40 分钟
,

移至

水温 加一 21
“

C内孵化
二

结果表明
.

除在高温货℃死苗外
,

在前两种温度中未见死亡苗
。

前三个不同时间

处理的孵化率均较低
,

为 15一 40 男 ; 最后经过 10 分钟处理的
,

其卵胚内细胞质产生凝结变质
,

或胚胎崩

溃死亡
。

2
.

初 孵幼苗的实验结果 用初孵草鱼
、

避鱼
、

蜿鱼等幼体突然转入不同梯度温度中观察表明
:

草鱼

幼体在升温 5℃或降温 2
.

芝产 J
了C范围未见不良影响 ; 而在升温超过 5℃时其存活率降至 50 形左右 ; 末存

活的幼体于死亡之前几乎均出现腹部膨大
,

皇乳白色以至致死
。

缝
、

墉幼体实验结果与草鱼幼体的实验

结果类似 ; 而且应用早期繁殖幼体比中
、

晚期繁殖的幼体实脸为敏感
。

5
.

鱼种的实验结果 用体长9
,

9厘米的草鱼和缝鱼
,

分别移入不同梯度的温升环境中观察表明
,

它

们在增温达到 8℃时尚未见不良影响
,

其耐温性远 比初孵阶段强 (详见附图 )
。

三
、

组织学检查结果

从切片观察表明
,

经温变引起腹部膨大
,

呈乳自色的草
、

继幼体
,

它们的卵黄蛋白已发生凝集
,

形成

不规贝}:块状或球状
,

有些则粘连成团
,

使体腔内出现许多空隙与产生吸水现象
。

这种变化还随着温幅增

大而趋向 明显
。

例如
:

在温升超过 罗 C时
,

幼体腹腔内的卵黄蛋 白凝集成球状
;

而温升超过了℃时
,

卵黄蛋

白呈块状甚至有呈板结状态
,

同时还压迫着腹腔内的肠道和内脏
。

由超微结构观察
,

该情形的 变化更明

显
。

例如
:

凝集的卵黄蛋白呈不规则状态更为清晰可见
,

甚至凝集的卵黄蛋白微粒也甚清楚
。

四
、

蛋白质组成分析结果

由于温升引起幼体卵黄蛋白产生凝集变性反应
,

氨基酸含量组成出现变化
。

据我们分析十五种 氨

基酸的结果表明
,

它们的氨墓酸含量百分比组成比朱温升时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如初孵鲤鱼卵黄蛋白的

组成
,

在升温引起变质的卵黄蛋白中 P习卫 (苯丙氨酸 )含量从。
.

6% 上升到 1
.

盯形
,

T Y R (酪氨酸 )含量

从 2
,

01 男上升到 2
.

阳男
,

L E V (亮氨酸)含盆从 5
.

01 另上升到 6
.

胳男
、
A IA (丙氨酸 )含量从 5

,

2%上升

到 5
.

4落
、

人S P (天门冬氨酸 )含量从6
。

01 笼上升到 6
.

2 8形
、

C Y S ( 赖氨酸 ) 含量从。
.

8形上升到。
.

92 形
,

其

余异亮氨酸
、

组氨酸
、

胧氨酸
、

苏氨酸等含 t 变化不大
。

五
、

行为反应试验结果

在温度突变中
,

鱼苗的行为反应首先是增强活动童
。

据我们测定结果表明
,

它们的运动频率依温升

而增加
,

依时闻延 长而减弱
,

以致于造成游动过度
,

体力衰竭
,

濒临死亡 (详见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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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温度下初孵草
、

墉鱼苗的运动变化

Ta
U

.1皿ov .m en to f
n el wy一

h乌 te he g dr 鱿 5a e 印fr y时 h te d江￡er en t te 切P era tu
r e

(基温 2 3
O

C) ( ip i生 ia l 切m Pa r e 左u 扮o f 2 3
“

C)

丈丈卜
-

-
- -

- -
- - - - - - - -

一 圃圃 垂直运动的平均数 (次数 /分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温温幅\ \ 鱼苗

`

~ ~ 一一一一
1小时内内 3小拜 d

一

内内 8小时内内 1 3小时内内

222 3℃〔 + 0〕〕 草龟苗苗苗 111 11111

编编编 色苗苗 2
.

2 4444444
.

555

222 4℃ C
十I 〕〕 草鱼苗苗苗苗苗苗

编编编鱼苗苗 3
.

3 0000000
.

888

222 5℃〔 十 2〕〕 草鱼苗苗苗苗苗苗

墉墉墉龟苗苗 3
.

6666666 4
,

OOO

333 0℃ ( + 7〕〕 草鱼苗苗苗苗苗苗

缩缩缩鱼苗苗 4
.

盛盛盛盛 5
`

444

驼驼℃〔 + 9〕〕 草鱼苗苗苗苗苗苗

偏偏偏鱼苗 5
`

8888888 1
。

444

六
、

心搏率的测定结果

在温升的突变中
,

鱼苗的心搏频率增加
,

且随着温升的提高而增加
,

随时间延长而减弱
,

以至于心肚

运动衰竭
,

造成死亡 (洋见表 2 )
。

表 2 不同温幅下初孵缝鱼苗的心搏数变化

T叻 l e 2 H a e rt b旧 a t认 g B钾 e d o f n e w l v
一
h a加加 d 吕i l v e r ca 印 f r y e t t加

d lff
e r e n t 切m eP r at u r e

(基温2 0
.

了C ) ( T址让几t诚 七e m p o r a无u r e o f 2 0
二

5
“

0 )

诀诀二双升升
J

合搏数平均值 (次厂3 0 秒 )))

33333 小时内内 8 小时内内

222 1℃ f
一

卜 0
,

5〕〕 石333 犯犯

222 3℃厂+ 2 6〕〕 石444 娜娜

222 4 ℃广 + 3
.

6〕〕 6 888 4444

邵邵 t 〔 + 4
甲

石〕〕 自自 石工工

222 9 ℃〔 + 8
.

5 〕〕 6 888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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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温变致使鱼类幼体在卵黄囊时期发生死亡间题
,

国外已有报道
。

例如
,

19 75 年
、

1 9 76 年美国学者

J ho n B 。 !’.( , 。 曾观察到一种美洲狼妒 (肚
。句* 。二就 `瓦“ )产卵孵化至卵黄囊期

,

对温度有特殊的敏感性
,

即由于温变引起大量死亡
。

英国学者 A
.

D
.

P i ok e过 n g ( 19 8 1) 也报道了鱼胚胎和幼体受环境温变压迫

而弓}起印黄凝结的疾病 ( Co g飞a认滔 y o址 币玫泊欣
,

)
。

然而
,

从研究温度变化对初孵鱼苗造成损失
、

作用机理

及 其刘策方面还未见先例
。

我们从 197 5年湖北省阳新县竹林塘渔场发现
“
白肚病

”

以来
,

在一些地区还作

进一护调查研究
,

并采取了防治刘策
,

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

初孵幼体受热冲击引起的生化反应
,

首先是卵黄蛋白的变质
。

据我们应用超微结构观察结果表明
:

均匀的卵黄蛋白质层已凝结成不规则的块状或球状 ; 有些则粘连融合成团
,

使体腔产生空隙
,

出现空 泡

化 有些还吸收水份使体腔膨大
。

这不仅有碍幼体的吸收营养
,

还影响它们的游动
,

造成夭折
.

据黄文浩等( 1 98 约研究结果指 出
:

鱼类幼体的吸收卵黄与卵黄的多核体层有着密切的关 联
。

由 于

该 层具有透析膜的作用
,

它对温度亦有较高的敏感性
,

容易引起膜的收缩
,

影响卵黄蛋白的吸收
。

j写我们观察幼体运动的结果表明
,

它们随温升而增加运动量
。

如水温 2了C时在兰小时之内每分钟

垂直上下 运动为一次
;
5丁C时增至 5

.

5 次 , 犯℃时运动增至每分钟 6 次之多
。

由于运动里大
,

心搏率增

加
,

体内代谢增加
。

如葡萄糖的百分 比含量由 80 毫克增至 1 2 0 毫克
,

乳酸由 0 增至 肠 毫克
,

造成过度

疲劳而死亡
。

为了预防 鱼苗的
“
自肚病

” ,

根据实践的结果表明
,

加强亲鱼培育
,

提高鱼卵质量
,

是防止该病发生的

有效措 电之一
,

例如湖北省阳新县竹林塘渔场自拍宁6 年以来就采取这条措施
,

使该病基本上得到控制
。

其次
,

在鱼类繁殖期间尽可能选择良好的气候
,

避免恶劣天气
,

以提高鱼苗的成活率
。

当然
,

在有条件地

区采用鱼类的控温繁殖与孵化是防止该病发生的一种最佳方法
口

例如
,

无锡市忿园养殖场自 19 86 年采

用此法以来
,

就杜绝了鱼苗
“

白肚病
”

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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