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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病原菌 溶藻弧菌 的分离与

性状及病文蛤组织的电镜观察

郑国兴 李 何 黄宁宇 于业绍

东海水产研究所
,

上海

杨季芳 吴友吕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

杭州

提 要 近年来
,

江苏南部沿海在 一 。月份常发生文蛤大批死亡
,

从病文蛤体内分离

到病原菌
,

经人工感染试验得到证实 病原菌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
,

以极生单鞭毛运动
,

在  

琼脂平板上形成黄色大菌落
,

在固体培养基上能游动 发酵葡萄搪产酸不产气
,

精氨酸一碱反应

阴性
,

赖氨酸
、

鸟氨酸脱狡阳性
。

在无盐蛋白脉水中不能生长
,

在 。男 蛋白陈水中生长良

好
。

在 扩 下能正常繁殖
。

对弧菌抑制剂 均创巧单 和新生霉素 拼 敏感
,

被鉴定为溶

藻弧菌 风乙“
。
成娜 , 。 少幼肠。  巨

。

病文蛤超薄切片的电镜观察表明
,

肠上皮及肝组织

被细菌侵袭
。

病原菌在肠上皮细胞质中增生
,

形成上百个细菌的集群
。

上皮细胞核变形
,

被挤

向一侧
,

线粒体内靖模糊
,

部分上皮细胞微绒毛的结构被严重破坏
,

细菌周围的组织被腐蚀成

空斑
。

头键词 蛤
,

文蛤
,

弧菌病
,

溶藻弧菌
,

组织病理
,

电镜观察

文蛤 沁仰 初 。。卿‘而二 是江苏沿海的主要经济贝类
,

也是出口创汇的主

要产品
。

近年来
,

连续发生文蛤死亡现象
,

使经济上受到损失
,

资源遭到破坏
。

造成文蛤

死亡的原因推测很多
,

有的认为海洋污染
,

有的认为赤潮造成
,

有的认为气候影响
,

也有的

认为与地震有关
,

但至今未找到确切原因
。

年以来
,

我们从文蛤疾病方面着手进行了

调查研究
,

先后在江苏省如东和启东两县有五个文蛤死亡的养殖场
,

从濒临死亡的文蛤体

内分离到相同的细菌
,

经人工感染试验
,

证实是文蛤的致病菌
,

根据病原菌形态和生理生

化的测定
,

被鉴定为溶藻弧菌 风陇勿 时娜 叭女。 队  
。

我们还应用 电镜技术
,

对

病原菌
、

文蛤组织病理的超微结构作了观察
。

溶藻弧菌是鱼
、

虾类弧菌病的常见病原菌 〔分
,

‘

们
,

在美国与欧洲也曾报导引起蛤类和牡蜘幼体
、

成体的大量死亡认切 气

我国有关文蛤病的研究
,

仅见  ! 年台湾省报导的丽文蛤
。。才护俪 。。再呵 病原

菌
—

副溶血弧菌 只 脚犷动。饥。沙 ‘讹 外
〔, , ,

其他未见报导
。

现将研究结果报 告 如

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

供试验用的病文蛤 病文蛤在退潮后不能潜入沙中
,

壳顶外露于沙面上
,

由于闭壳肌松弛无力
,

两片贝壳不能紧密闭合
。

将贝壳部开后
,

可看到软体部十分消瘦
,

肉色大多由正常的乳白色 变为 浅 红

收稿年月 」 黝年 月 的 年 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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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消化道内无食物或仅有少量食物
,

有的肠段坏死 外套膜发粘
,

紧贴于贝壳上
,

不易剥离 外套腔内几

乎都能发现有挠足类 寄生
,

少则几个
、

十几个
,

多则三
、

四十个
。

细菌的分离 试验用菌是 拍 年 月和 扮 年 月分别取自江苏省如东县和 启东 县海 涂

病文蛤的体腔液和肝脏内
,

其来源列于表 戈 细菌分离的方法是 取濒临死亡的文蛤
,

以清水冲刷干净

后
,

用 男酒精棉球将外壳反菠擦试
,

进行体表消毒
,

再以灭菌小刀小心将贝壳剖开
,

以 。。 灭菌针筒抽

取外套腔液
,

然后迅速将 或 滴夕嗦腔液注到含有 络 的营养琼脂平板上
,

以涂平板法接种
。

以

灭菌镊子仔细地从内脏团内剥离少许肝组织
,

用无菌生理盐水将其表面冲洗千净
,

再以印膜法接种于营

养琼脂平板上
。

接种后平板在室温下 约 肠℃ 培养
,

待菌落长成后
,

划线分纯
,

然后再接种至斜面

培养基上保存
,

供试验用
。

表 飞 试验菌株的来源  此

菌株号 分离日期 分离部位 采样地点

 !

工

】卫

 ! ∀

朋

  

习 峨

」胎

胡

  
。

同 上
‘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

同 上

外套腔液

同 上

开 脏

外套腔液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肝 脏

外套腔液

同 上

启东县

启东县

同

如东县

同

如东县

同

同

启东县

同

吕北乡

三甲镇

上

东凌乡

上

北渔乡

上

上

东元乡

上

人工感染试验 将壳宽 一 厘米的健康文蛤分组饲养于水盆内 水盆直径约 厘米
,

每盆放

养文蛤 个
,

取 留 下培养 然 小时的试验菌斜面培养物
,

用饲养海水制成悬液
,

然后加入到饲

养健康文蛤的水盆中
,

每盆加一文新鲜斜面培养物
,

饲养水的容积约为 毫升
,

对照组在相同条件

下
,

不加菌液
。

试验在室温下进行
,

每日换水一次
,

为了模拟海水的涨落
,

换水前空干 一

小时
。

试验开始后
,

每日早晚各检查一次
,

记录文蛤的状况并取出松口濒临死亡的文蛤
,

分别饲养于单

独的容器内
,

以免死亡张壳后干扰其他试验文蛤
。

病原菌的鉴定 病原菌生物学性状的测定按照 《一般细菌常用鉴定方法》 〔‘,

一书和 , 等

人
【,

介绍的方法进行
,

按照‘伯捷氏系统细菌手册
” 「
和 成对

’〕

等人对弧菌属细菌的分类鉴定至种
。

各项细菌生理生化测定的培养基都添加 拓
,

接种后
,

在 即 士犷 的恒温箱中培养
。

病原菌对盐度
、

温度和 禅 值的耐受性试验 试验用的培养基是 形蛋白陈水
,

接种方法是在

每试管的培养基中 毫升 加入一滴新鲜培养的试验菌菌液
,

静置培养触 小时后
,

用  型分光光度

计 波长 。纳米 分别测量细菌悬液的混浊度

文蛤组织病理的电镜观察 选取经人工感染后病变较明显的病文蛤作超微结构研究
,

每个病蛤

采取肝
、

鳃
、

肠
、

外套膜和斧足等组织
。

另外
,

采取正常文蛤的相应组织作对照
。

将用 形戊二醛固定

的各组织块切成 士 立方毫米的小块
,

作 漂洗
,

落 四氧化饿后固定 小时
,

再用 漂洗
,

最后

用丙酮进行逐级脱水
,

用 包埋
, 。玩 沈

一

超薄切片机切片
,

醋酸双氧铀和柠檬酸铅染

色
。

细菌电镜样品制备按常规方法
「‘

进行
。

最后用 习 一

叻 型和日立
一

型透射电子 显微镜

观察和照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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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人工感染试验 人工感染试验的结果列于表 与表
。

试验之一 见表
,

试验

时间是 年 月 日 月 日
,

试验水 温是
,

值是
,

海 水 比 重
。

试验经 天
,

开始出现死亡
,

死亡高峰出现在第 天
,

经 天后
,

死亡数最低

的是 号菌
,

有半数文蛤死亡 死亡数最高的是  ! 和   号菌
,

试验文蛤全部

死亡 , 而对照组仅死亡一只
。

试验之二 见表
,

试验时间是 年 月 日 月

日
,

试验水温为 ℃
,

海水比重是  
。

试验开始后的第四天开始出现死亡
,

死亡

高峰出现在第 天
,

经一周后
,

三个试验组的死亡率分别达到 。形
,

另和
,

而对照组的死亡率仅
。

试验组濒临死亡的文蛤
,

松 口
,

对刺激的反应迟钝
,

壳缘周

围分 泌有许多粘液
,

部分死亡文蛤的肉质变红 ,对照组的健康文蛤
,

对刺激的反应灵敏
,

惊

动后贝壳迅速紧闭
,

用手难以剥开
,

壳体周围清洁
,

无粘液
。

表 分离菌的人工感染试验之一

琳 坛 加 工
御  ! 认滋  !

累积死亡数 只
菌 株 号 试验数 只 死亡数 试验数

第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同上

工

石石

睁,,

,一盆

 

,占‘‘,人 !

 

 

了盛

对 照

表 分离菌的人工感染试验之二
吕

钾 刃
加

昌  

菌菌 株 号号 试验数(只〕〕 累积死亡数(只))) 死亡率(男 )))

(((((((第)3天 4天 5天 6夭 7天天天

88833 1222 3222 0 0 3 24 2444 饰
.
000

8884J 1444 8111 0 1 6 20 2222 71
.
000

8884 41111 3111 0 8 8 22 2888 即
,

333

对对 照照 2444 0 0 1 1 111 4
,

222

2

甲

病原菌 的鉴定 病原菌是革兰氏阴性短杆菌
,

以极生单鞭毛运动
。

在 T C B S (硫

代硫酸钠一柠檬酸盐一胆盐)琼脂平板上培养一天后
,

形成黄色的大菌落
,

菌落直径为3~
5 毫米

。

细菌在固体培养基上能游动
。

发酵葡萄糖产酸不产气
。

在无盐蛋自膝水中不 能

生长
。

但在含 10 % 的呱Ol 蛋白陈水中能生长
。

甲基红和 V
.
P 阳性

。

能还原硝酸盐成

亚硝酸盐
。

精氨酸一碱反应阴性
,

赖氨酸
、

鸟氨酸脱梭阳性
。

对弧菌抑制剂 o/129<15。卜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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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生霉素 (5卜g) 敏感
。

有关病原菌的生物学性状和对酸类分解能力的试验结果分别列

于表 4 和表 5
。

根据 Ba
um 。

二
,

P

甲

。t a l

.

( 1 9 8 4 )和 F u rn i吕。
,

A

,

L

.

e 公a子
.
(1 978 )对弧菌属细

菌的分类
,

病原菌被鉴定为溶藻弧菌(几乙南
alg“不叨众二: s

a
ka “ki )

。

3

.

病原菌对温度
、

盐度
、

p H 值的耐受性 病原菌对温度
、

盐度和 pR 值的适应范围分

表 4 文蛤病原菌(溶藻弧菌 10 支菌株)的生理生化特性

T曲l
e 4 phy吕I o l o g le al 叭d bi的he m 丈

e公 比ar
ad er主st lcs o f V. “l口￡林 0 1梦亡￡e柱s

( 10
g t r a ln s ) is o l at

e d f ro m d is e a s e d e l
切

特特 性性 特 性性

在在 T CB C 上生长 YYY 石七生长 ~~~

在在 CL E D 上生长 --- 43℃生长 +++

革革兰氏染色 一一 精氨酸
—

碱反应 一一

极极生单鞭毛
‘

十十 赖氨酸脱珍酶 十十

OOO Z F 试验 rrr 鸟氨酸脱叛酶 + ‘幻幻

从从葡萄糖产气 一一 精氨酸双水解酶 一一

氧氧化酶 +++ 在纤维二糖中生长
+++

过过氧化氢酶 十十 木 糖 一一

圈圈体培养基上游动 +++ 乙 醇 +++

色色 素
一一

谷 氨 酸 +++

发发 光 一一 亮 氨 酸 +++

NNN O 云
一
N。三 +++

丁 二 胺
一一

...引 噪 +++ 淀 粉 酶 +++

VVV
‘

P

.

十十 明 胶 酶 十十

甲甲 基 红
+++ 月旨酶 (吐温

一
8。) +++

产产硫化氢 +++ 酪蛋白酶 +++

产产 氨 +++ 卵磷脂酶(蛋黄) +++

000/i加 敏感性 150俘9 5
‘1 ,,

藻 酸 阵 一一

111 0 卜g RRR 眠 酶
---

新新生霉素敏感性 SSS 几丁质酶 +++

在在。吓N
a
C] 中生长 一一 琼 脂 酶 ~~~

888男 十十 七叶灵水解 +++

666男 +++ 柠檬酸盐利用 +++

888万
斗斗

O N P G 水解 一一

111 0万 十十 溶血作用(羊血) 十十

刀刀刀N A (G + C )克分子男 42
.
仑仑

注
: Y
—

黄色 今 S 一一敏感孚

(i ) 习3 ]帕菌株例外
。

( 2 )

R

—
抗 ; F

—
发酵

。

8 1 0 1 1 和 即工韶 菌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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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文蛤病原菌(溶藻弧菌 10 支菌株)对酣类的发酵试验

T able S C 盯加hyd
rat e fe rm en t叭I

on test吕 o f V. 0 19 ￡儿。了甘t￡e “s

( 10
.t r a l n s ) 主

舀0 1的ed f功m d i幼仙6d el晒

赤醉抢醇

糖搪糖塘搪搪糖李 素矛三二籽杨鼠木棉卫菊松密水

十十++十十+++十十+糖搪糖精糖糖糖粉搪醇油糖萄乳芽露藻露蔗葡半果甘发淀甘肝糊海甘

纤维二糖

阿拉伯糖

别见图 1
、

图 2 和图 3
。

病原菌能繁殖的温度范围是 10 一朽
。

C

,

最 适生 长温度是 20~

3 7
0
0 ,

在 S
O
C 和 50 ℃下不能发育

。

细菌对盐度的适应范围广
,

能在高盐度下生长
,

能生长

心口n�
日
q

20习
�划然建�半州惬职

(侧侧侧)半树临摇

“ 10 泌
一

血
’

宛一布截爪
,

图 1 文蛤病原菌(溶藻弧菌 8哄11 菌株)
的生长与温度关系(培养基: 1落蛋白陈水

加3叮N a C I
,

p
H 7

.

6

,

静置培养豁 小时)
F ig
.
1 T lio rol时io n sh ip b毗w ee u 七em p e

-

r鱿u助 an d rop
rod助t立on o f V

,

a

Z
g 玄”0 1夕

·

忿墓c。、 挑路玩 肚411 (C u抚。re m ed i
um

:

P e P to u e w at
e r l粥 ; Na

C 1 3男 ; p H 7
.
6 ;

乱illin g oul七u阳 24 ho
ur。

)

0 1 3 5 7 , 正1 13

N
aC I(% )

图 2 文蛤病原菌(溶藻弧菌 844 1工菌株)的生

长与食盐浓度的关系 (培养基: 1万蛋白脉水
,

p H 7

甲

6

,

80

’

C 下静置培养24 小时)

F ig
,

Z T 玩 re飞a 七i o n沥pb
etweeo NaCIeo且 ·

。e n t r a t玉o n a n d rep rod u 〔士io r、o f V

,

a
l 夕艺儿。乙穿才茗

-

。“s 眺饰in s妞11 (G 记七u re 坦ed立u m
: P eP tou 。

W at er l 形;PH 7
·

6
; 七em p er 毗u翔 3 。

。
C 二乱1111几g

e u l t叮e 跳 li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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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J,住D.

�例那鬓�求州粗用

3 5 7 。
’

l’;
’

汽初1

图3 文蛤病原菌(溶藻弧菌 844n 菌株)的生长与 pH 的关系(培养基:

1劣蛋白陈水加 3落 Na C I, 3 0’0 下静置培养胜小时)

F 棺
,

8

Th

e r e

l 成ion曲iP be七w oe o p H o
nd 珑p rod u。七lon o f 犷

. a 乙夕￡, 0 2鲜‘不。。
眺邝in 84411 (C ult

uro m edium : P epton e w a七er l男 ;Na
C 13箔 ;

tem p e酬ur
e30.0;毗i王[iu g eu [tur e 2 4 ho u r已

)

的食盐浓度范围是 0
.
5~ 12 拓

,

最适生长的范围 1一8%
,

在 5% 和 6另N
aC I 的拣水中生长

最旺盛
,

但在无盐拣水中不能生长
。

病原菌于 pH S~ 12 范围内均能生长
,

最适 pH 值是

6~ 1 0
。

4

.

病原菌 (溶藻弧菌 )的超微结构 病原菌为短杆状
,

直或弧形
,

单个
,

少数双链
,

具

端生单鞭毛
,

无芽抱
,

细胞胞质较致密
,

有拟核区
。

核糖体及核酸隐约可见(图版一1
,

2
)

。

5

.

文 蛤主要器官的病理组织变化

肠 文蛤肠是一条细长迂回蟠曲的管道
,

壁较薄
,

肌肉不发达
。

正常文蛤肠组织超薄

切片显示 (图版一3)
,

肠内壁上皮细胞游离面上着生有微绒毛
,

其横切面上可见典型的
“
9 十 2

”

结构
,

即周围 9 对微管二联体
,

中间一对二联体
。

在绒毛纵切面上
,

可见细长的绒

毛微管
。

病蛤肠组织超微结构显示
,

肠内壁上皮细胞的细胞质中有寄生的
“

细菌团
”

( 图

版一5
、

6

,

A )

。 “

细菌团
”

由近百个细菌集聚而成
,

外围被一囊体所包围
,

细胞核被挤向一

图 版 病原菌
、

正常文蛤和病文蛤肠道及肝组织的超薄切片

P lat e U lt ra让i且 。e耽io n o p毗h o g en i。 比此。r ia
,

i
n t e 毗in e

a u d liv er ti日‘u e o f t he
n o r m a l a n d in f e o t e d c

la m

1
.

病原细菌负染色
,
r T 人

,
1 7 以刀 x 。

示细菌的形状及鞭毛
。

2

甲

病原细菌超薄切片
,
4臼x 犯 x

。

示超微结构
。

3

.

正常肠超薄切片
,
2 仪洲, 〕火

。

示正常肠超微结构
。

4

.

正常肝超薄切片
,

Z O x 幻 x 。

示正常肝细胞的超微结

构
。

6

.

病肠超薄切片
,
1 。吠刃 ‘ 。

示病原菌侵入肠上皮细胞及宿主免疫反应
。

6

.

病肠超薄切片
,

2 〕x 冷 x
。

示病肠组织中病原细菌的超微结构
。

7

.

病肠超薄切片
,

2 。叉均 、 。

示病肠上皮组织细胞游离端上着生的微

绒毛被破坏
。

8

.

病肝超薄切片
,
7口义.x

。

示病原侵入肝组织
。
。
.
病肝超薄切片

,

么x 。〕x
。

示病原侵入肝

细胞细胞质中
。

10

.

病肝超薄切片
,

即以幻
x 。

示病肝组织细胞质中内含物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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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细菌侵入肠 内壁上皮细胞
,

使得上皮细胞游离端上着生的微绒毛部分被侵蚀 (见图

版一7)
,

部分绒毛典型微管二联体结构被破坏
,

中间一对二联体消失
,

周围 9对微管二联

体成破损状
,

电子密度也由浅变厚
。

扦 文蛤肝脏是一大型黄褐色的消化腺
,

有肝管和消化道相通
。

正常文蛤肝细胞超

微结构显示细胞核近似园形
,

二层核膜清晰
,

其中有核周腔
。

核质中富含染色质
。

胞质中

线粒体内崎清楚
,

大量小泡充斥细胞质内(图版一4)
。

病蛤肝组织超微结构显示
,

病蛤肝

脏组织也被细菌所侵袭〔图版一8
、

9
,

▲ )
。

由于细菌侵入肝细胞细胞质
,

细胞核变形
,

形状

不规则
。

线粒体内蜡模糊
,

甚至破损
。

组织中
,

颗粒状糖原的数量少于正常文蛤
,

整个组

织出现许多大小不一的空腔
。

细胞内含物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溶酶体数目的增加
,

这可能

同肝细胞的吞噬异物现象有关
。

此内
,

脂滴也有所增加(图版一1。
,

朴)
。

鳃
、

外套膜和斧足 10 个病例的鳃
、

外套膜和斧足超薄切片上
,

均未发现有病原菌存

在
,

其组织细胞的超微结构也未发现任何异常
,

由此可见病原菌未侵入鳃
、

外套膜和斧足

等组织
。

讨 论

1988和 1989两年在江苏省南部沿海滩涂文蛤死亡区的各个采样点 ,

从濒临死亡 的

文蛤体内
,

都分离到溶藻弧菌
,

经人工感染试验
,

证实它们是文蛤的致病菌
,

人工感染试验

的致病过程通常有 3~ 4 天的潜伏期
,

一周后的死亡率可达 70 拓以上
。

1 9 8 9 年 10 月我们

在启东县文蛤发病区和非发病区作了对比调查
。

在病区内
,

病文蛤体腔液中的细菌数很

高
,

在 l一2 滴体腔液中可含细菌数百个
,

而且都检出了溶藻弧菌 , 在非病区
,

文蛤体腔液

中细菌数极少
,

在 1~ 2 滴体腔液中
,

无细菌或仅有个别细菌
。

在调查过程中
,

我们还对文

蛤死亡区的水质和底质的一般理化因子及重金属含量
、

文蛤体内的重金属含量作了分析
,

均未发现明显异常
。

调查结果表明
,

近年来江苏省沿海文蛤死亡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细菌

病的流行造成的
。

根据病原菌形态和生理生化特性的测定
,

病原菌被鉴定为溶藻弧菌
,

溶藻弧菌是海水
鱼类养殖

、

对虾养殖的常见病原菌
,

也是双壳类软体动物的病原菌之一
,

在美国东海岸的

蛤类幼体
、

美国和欧洲的牡妨幼体和成体都曾报导因此而引起突发性的大批死 亡脚
, , 门

。

溶藻弧菌在温带和热带沿海水域中很常见
,

从病原菌对温度
、

盐度和 pH 值的耐受性试验

来看
,

病原菌的生命力极强
,

最适生长温度 20 ~ 37oC
,

最适盐度是 1~ 8环
,

p H 值在 5~ 10

的范围内都能很好发育
。

江苏文蛤流行病的形成
、

发展与环境条件
、

文蛤体质状况有着密

切关系
,

文蛤大批死亡的季节性很强
,

主要发生在每年的 8一10 月份
,

最严重的是在 9
、

1Q

两月
,

死亡高峰大多出现在海水交换差的小潮期
,

11 月份随水温下降
,

死亡亦即停止
。

8

月份除因水温升高有利于细菌繁殖外
,

也由于文始产卵后
,

其肥满度显著降低
,

体质下降 ,

另外
,

在病文蛤的外套腔中儿乎都能发现有挠足类寄生
,

少则几个
、

十几个
,

多则三
、

四十

个
。

这种寄生于文蛤外套腔中的挠足类
,

不仅以利爪附着于外套膜和内脏团等组织上
,

使

宿主组织受到机械损伤
,

而且摄食宿主组织
,

吸取宿主营养
,

虽然它们不至于对文蛤的生

存构成直接威胁
,

但大量寄生时
,

使文蛤消瘦
,

体弱
,

无法抵御病菌的侵袭
,

容易染病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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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 8一10 月间的观察
,

雌性成虫几乎都带有成熟的卵囊
,

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幼体

出现
,

12 月底及次年 4 月的抽样检查
,

在文蛤体内均未找到此种寄生虫
,

这说明秋季是寄

生挠足类的繁殖盛期
,

与文蛤大批死亡的季节相吻合
,

它们与细菌病的传播与流行也有着

密切的联系
。

文蛤主要器官超微结构的电镜观察表明
,

病文蛤肠道和肝脏组织受到 了病原菌的侵

袭
,

其中尤以肠组织受害较为严重
,

病原菌在肠上皮细胞质中生长
、

繁殖
,

形成上百个细菌

的集群
,

严重地破坏了上皮细胞微绒毛的超微结构
,

微管横切面上的电子密度增厚
,

微管

二联体蛋 白结构瓦解
,

上皮细胞核被挤向一边
,

细菌周围的组织被腐蚀成空斑状
,

寄生细

菌的形状
、

大小及结构与病原 菌(溶藻弧菌 )的超薄切片上所显示的结构相同
。

从而在病

理组织学上
,

为病文蛤的诊断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

病文蛤鳃
、

外套膜和斧足等组织的超薄切片中
,

未观察到病原菌
,

组织结构也未发现

明显的病变
,

说明这些组织未受到病菌直接侵袭
,

其结果与病原菌人工感染试验的结果相

一致
。

我们在作人工感染试验时
,

曾用无菌针头将健康文蛤的外套膜划破
,

然后再向饲养

海水中加入细菌菌液
,

其试验结果与未被划破的文蛤饲养水中添加细菌的感染方法无明

显差异
。

用肌注方法将细菌菌液注入到健康文蛤的斧足中
,

也无一例使文蛤感染得病
。

病

文蛤组织的电镜观察和人工感染试验的结果都表明
,

病菌不是经伤 口进入文蛤体内
,

也未

直接侵害外套膜
、

斧足和鳃等组织
,

而是一种肠道传染病
。

文蛤在滤食时
,

将水中的病原

菌一溶藻弧菌经水管吞入胃肠中
。

由于溶藻弧菌能分泌一些糖昔酸类的胞外酶
,

分解消

化了由糖肤组成的肠 内壁
,

进入到肠组织中
,

并在肠上皮细胞质中大量繁殖
,

破坏了上皮

细胞的正常结构
,

使上皮细胞上的微绒毛微管成破碎状
,

电子密度增厚 (图版一7 )
,

从而使

肠组织营养吸收功能受阻
,

导致文蛤生理机能的衰退
。

另外
,

病原菌通过与消化道相通的

肝管
,

进入肝脏中
,

危害肝组织 ,. 使肝细胞坏死
。

病文蛤肠组织超微结构研究还表明 (图版一5 )
,

肠上皮细胞内的吞噬泡
,

在行吞噬异

物的功能时
,

吞噬泡将细菌团围住
,

形成囊状物
。

但是
,

与此同时
,

由于细菌的侵入及

大量繁殖
,

使得细胞免疫机能发生
“

错乱
” ,

吞噬泡难以判断异物与自身物质的区别
,

误将

大小
、

结构与细菌相似的线粒体等细胞器当作异物加以吞噬 (图版一5
,

+--

,

可清晰见到吞

噬泡吞噬了结构正常的线粒体
,

使其成空泡状)
。

由于线粒体的缺乏
,

导致整个细胞功能

的衰退
,

最终坏死
。

上述病原菌对肠
、

肝的直接侵袭和间接造成细胞免疫机能的
“

错乱
”

是

造成文蛤病死的主要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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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中国钢质海洋渔船图集》

《中国钒质海洋渔船图集》是在全国沿海各省
、

市水产局(厅)推荐的 6Q 种钢质海洋渔船船型墓

础上
,

再精选具有代表性的
、

优秀的船型共 36 种编纂而成
。

所选的船型包括拖网
、

围网
、

流钓等不

同类型的捕捞渔船和冷藏运输
、

收鲜
、

渔政
、

渔业调查等渔业辅助船
。

这些船型基本上反映了七十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自行设计
、

研究
、

建造的国营和群众渔业中先进渔船的水平
。

图集中对每种船型

介绍了技术性能参数
,

设备配套
,

各种装载情况下的稳性
,

总布置图
,

型线图
,

横剖面结构图
,

机舱布

置图
,

渔捞装置图
,

实船使用简况
,

配外形彩照一幅
,

并配有专文综述了渔船主机
、

捕捞机械
、

冷冻保

鲜装置
、

助渔导航仪器等概况
。

在附录中列出了我国历年来建造的主要钢质海洋渔船的主尺度与

性能参数表
,

介绍了确定渔船建造主要材料消耗最的计算方法
。

内容丰富
,

可供渔船设计
、

研究
、

建

造
、

使用
、

船检部门和有关的大专院校参考
.

图集由农业部水产司
、

渔业机械行业协会编著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精装
、

8 开本
。

计划于 」9 91 年二季度出版
,

每册定价 功。元(含邮寄费)钦订者请向上海市赤峰路 邸 号(邮政

编码 200092 )渔业机械行业协会办公室邱成宗联系
,

以便寄上征订单
。

( 渔业机械行业协会办公室 )

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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