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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育银螂溶血性腹水病病原的研究
’

孙其涣 孙佩芳 金丽华 吴建农

(上梅水产大学 )

提 要 本文对上海市郊县和江苏省吴江县的异育银细溶血性腹水病
,

进行了病原分离

和人工感染试验
。

对致病菌株进行了细菌学鉴定
,

其分别为运动型气单胞菌的苏伯利气单胞菌

(Ae
, 口, o哪。切扮‘幻和嗜水气单胞菌(A

.

甸‘。夕从协)
。

通过对人工感染病鱼血清内毒素(E n -

d ot 。二in )的测定
,

并用菌体破碎浓注射健康鱼体试验
,

初步认为病原产生和释放的内毒素类物

质
,

是使鱼类致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关键词 异育银螂
,

溶血性腹水病
,

苏伯利气单胞菌
,

嗜水气单胞菌
,

丝试验法

异育银卿生长快
、

肉质鲜嫩
,

在上海市郊广为养殖
。

但最近几年发生了一 种 新 的 疾

病
,

尤其在 1 9 8 9一 1 9 9D 年流行甚广
,

死亡率很高
。

它是一种暴发性流行病
,

使池塘鱼产量

受到极大损失
。

这种病的主要症状是
:

体表及眼睛充血
,

腹部
、

鳍基
、

下颖
、

口腔尤为严重
;

肝脏肿大呈花肝
,

贫血 ;部份病鱼肠道充血
,

肛门红肿
,

有的有腹水 ,少数有突眼
、

竖鳞等
。

由于异育银螂是我国近年来池澹养殖的新品种
,

对这一疾病的研究
,

在国内外还未见报

导
。

作者希望本试验结果能对深入探讨该疾病及其病原有所帮助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病原分离 病原 19 87 年 9 月来自上海市南汇县新港养殖场 ; 19 89 年 6 月来自于奉贤县朝阳农

场 ; 1 989 年 7 月来自江苏省具江县平望镇养殖场
。

使用弧菌培养基 (T Y习)仁川及肉汁蛋 白陈琼 脂
。

以

无菌操作剪取病鱼肝脏或肾脏一小块
,

再在无菌水中漂洗三次
,

并放在平板边缘处
,

用接种环轻压使其

破碎
,

作平板划线分离
。

在 韶℃下培养24 小时
。

在平板上出现较多形态一致的小菌落
,

选取单个菌落接

种斜面
。

再进行平板划线
,

直至获得纯培养
,

供试验用
。

2
.

人工感染试验

(1) 注针感染 纯培养接种在 T YE 或肉汁蛋白膝琼脂平板上
。

培养 扔小时后
,

用无菌生理盐水

洗下
,

制成菌悬液
。

用比浊管稀释成 MC F 3 号管浓度或以活菌计数测得感染浓度 为 2
.

3 、 I O.

Im l
。

对

每尾为 1 10 一肛 5 克的健康鱼体以不同剂量进行背肌及腹腔注射
。

饲养在 2 5一2 6
o

C的水族箱内
。

(2 ) 浸 泡感染 菌浓以浓体 16 小时(2 8a C )培养
。

对每尾为 1 10 一 135 克健康鱼体进行两种方式 感

上海水产大学蔡完其副教授
、

湖南农业大学肖克宇同志参加部份工作 ; 参加部份工作的尚有上海水产大学陆

宏达同志
、

淡养 8 5
、

阳 届学生马志宏
、

王华
、

陈奇志
、

江庆生 ;上海水产大学张敏
、

周孝康同志协助拍摄照片
,

在工作中得到复旦大学黄静娟副教授
、

徐德强同 志的大力帮助和菌株 D N A G + C m ol 万的测定 ; 上海第二

军医大学焦炳华副教授
、

周炳荣同志对内毒素测定工作的帮助 ;菌种鉴定得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所

蔡妙英研究员的指导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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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00 年 U 月 ; 1 9 9 1 年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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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 ¹ 在细菌培养原浪(活菌计数浓度为 7 x 10 . 2二l) 中浸泡十分钟
,

取出后放入清水中饲养(水温盯℃)
.

º菌浓加入水族箱中 ,

使鱼体始终接触细菌
,

水族箱的水体中含菌量为活菌计 数 1 , 3 、 10’了m l (水 温

舒
。

C )
。

浸抱感染前每尾鱼均拔去1一2鳞片
。

3
.

生理生化特性的测定 参照有关文献进行
t ’·’,

”气

4
,

菌株 D N A 的提取及 D N A 的 G 十 C 0 1男的测定
t 一” 采用溶菌酶和 2劣S D S 联合破壁

,

氯

仿
—

异戊醇反复去蛋白
,

加 R N a 阳 去除 R N A ,

然后加异丙醇去多糖
,

获得菌株纯的 D N A 。

用热变性

温度法( T。)测定
,

由 T 二 值计算 D N A G 十 C m ol 男
。

5
.

人工感染病鱼血清的内毒素测定

( 1) 病鱼血清制备 用 N 一

卜2 菌株人工感染后呈典型症状的殃胚
。

尾动脉取血
。

常规制备血清(不

加抗凝剂 )
。

( 2) 内毒素的定性浏定 血清标本先进行酸化法预处理叹”
。

内毒素的测定采用鳌试验法 (TA L 试

验 ) (省试剂取自中国东方赏试剂公司平潭厂出品 )
。

标准内毒素为大肠杆菌内毒素( E
.

0 11 0 工1
担

. ) ,

测

定标准内毒素的敏感度为 I n g Zm l (由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提供)
。

测定以系列试管 法
。

在
.

御℃ ( 士 。
.

6℃ )的水浴中进行
t , ’。

6
.

菌体破碎液注射健康鱼体试验ta1 N 一1刁 菌株在 TY 对 平板上培养 24 小时后
,

用无菌生理盐

水洗下
,

制成浓菌悬液
,

加入经清洗后干热灭菌的铝饥土 (川。:
)

,

在研钵中用力研磨 36 分
,

离心处理 两

次 (每次 15分钟
,

转速为 3
, 500 转 ,分钟)

。

取其上清液注射入健康鱼体(鱼体重为 5 5一114 克 /尾
,

注 射

荆全为 i ,

。一 1
. 6血 / 尾)

,

放入2石一
,

26
O

C清水中饲养
。

试 验 结 果

( 一) 致 病 性

1
.

N-- 1一2 等菌株的致病性试验结果 19 8 7 年取自新港养殖场发病鱼池病鱼 的 肾
、

肝分离到 N 一l 、

N 一2 菌株 ; 又在 N 一 1 菌株人工感染病鱼上再分离到 N se l一1
、

N 一1一2菌株
。

对 以上菌株先后进行毒力感染试验 (注射及浸泡方式 ) ,

各菌株均具较强的致病力
。

人工感

染的病鱼与 自然病鱼症状基本一致结果如表 1、 表 2
。

2
.

名于卜14 和 D-- I卜1 菌株的致病性试验结果 19 8 9年在平望镇养殖场和朝阳农场

发病鱼池的病鱼上分离到 89- 7一1 4 和 D 一工1-- 1菌株
。

毒力感染试验同前
,

结果如表 3
、

表 4 。

从表 3
、

表 4 看出
, 8卜7一14 和 D 一11一1菌株对异育银娜同样具有致病力

,

人工感染 病

鱼症状和 自然病鱼的基本一致
。

综上实验结果表明
,

不同地区分离的菌株 N ‘ 1一2和 8 9一7 一 14
、

D 一11- 1 ,

对异育银娜均

具有致病力
。

而从剂量
、

症状和发病及死亡时 间
,

则 N we l一 2 菌株尤甚
。

它们均为引起异

育银螂溶血性腹水病的病原菌
。

(二) 菌体形态
、

培养特征和生理生化反应

1
.

菌体形态 三菌株均为革兰民阴性杆菌
。

两端钝圆
,

菌体大多呈杆状
,

也有稍呈

弯曲状者
·

无芽胞
,

无荚膜
。

菌体大小为。
·

5 X l
·

3 一 i
·

8林也 ( 18二24 小时 ) ,

多数单个
、

少

数双个排列
,

单极生鞭毛
,

鞭毛未见有鞘的结构
,

运动活泼 (附图 N 一1一2 菌株电 镜 照

(1 ) 吴伟洪编
, 19朋

。

数与我试剂论文汇编
。

厦门市医药研究所徽研室出版 (厦门 )
。



1 3 2 水 产 学 报 场 卷

表 I N 一 l
、

N 一2
、

N 一

卜1
、

耳 一l 一2菌株注射感染试验

T a b le i T 加 In f琳fo n a l ex , r im e n t s of In jec t道n g m e th o d , ith 班 一 l
,

月召
,

班一 1 . n d N 一l一 吕tr a in s

菌菌 株株 感染菌浓浓度度 赳 髯髯 鱼体重 (目目 感染途径径 水温(七 ))) 死亡数厂厂 感染后发病及及
气气气气i u l ))))))))) 试验数数 死亡时间和发病程度度

NNN 一 111 M C上
’

333 111 1即一1娜娜 背肌注射射 2 5一邵邵 6 / 666 理一1 6小时发病
,

先后死亡
。。

+++++++++++++++++ + + + + + + 月 十 + + + + + 咭咭

NNN --222 MC于333 111 1仪I一1 9 000 背肌注射射 2 5一2 666 日666 1 2 es 1 7小时发淮
,

先后死亡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 + + + + 十+ + + + +++

NNN 一 111 M CF 333 111 1习)一1 9 000 腹腔注射射 2 6一加加 8阳阳 14 es 工9小时发病
,

先后死亡
。。

+++++++++++++++++ 4 + + + + + + +++

NNN ~ 222 M C F333 111 1动一1匀OOO 腹腔注射射 2石- 2 666 3 / 333 1魂- 既小时发病
,

先后死亡
。。

NNN ~
1-- 111 M CF 333 0

.

555 1 印- 工的的 背肌注射射 2555 石/ 666 然小时左右发病
,

先后死亡
。。

+++++++++++++++++ 今今 + + 亏十 十斗 + + + + +++

NNN ~ 卜222 M C F忿忿 0
.

石石 飞渤一飞分心心 背肌奄彭射射 2 555 6 沪666 触小时左右发病
,

先后死亡
。。

+++++++++++++++++ + + + 1 + + + + + + 斗 啥寺寺

NNN ~ 1召召 活菌计数数 0
,

1 555 2部一2 3000 背肌注射射 2 5 we 邓邓 石/ 666 邵小时左右发病
,

先后死亡
。。

22222
.

3 洲 工0 . / m lllllllllllll + 小十 十+ + 十平 + + +++

封封~ 里一222 活菌计数数 0
、

0 7 555 1 1 0一丈魂000 背肌注射射 2 5 ~ 2忍忍 5了555 触小时左右发病
,

28 小时先
。。

22222
.

3 x l护 / m lllllllllllll 后死亡
+ 手 」+ 」刁 + + + + + + + + +++

攻攻~
卜111 活菌计数数 O

。

O钻钻 1 1 0一1石DDD 背肌穿射射 舫一2 666 5 / 555 触小时左右发病
,

29 小时先先
么么么

.

3 x l护 / m lllllllllllll 后死亡
。 + + + + + + + + + + + , +++

对对 照照 O
。

8 5绍绍 0
‘

555 1 1 0一14 000 背肠主射射 邪一2 666 0 广333 无任何症状
,

一周 内健活
。。

生生生理盐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注
:
(l ) 试验鱼先在 2 6七水温下饲养 3 天

,

无任何症状
。

(2 ) 发病程度相对比较的划分表示为
: + 、 + , ,

全身严重充血
,

腹部 鳍
、

下领
、

口腔尤甚
,

肝脏发白显肿大
,

肛门

红肿
,

有腹水; ++
+ ,

全身充血
,

腹部
、

鳍
、

下额
、
口腔充血严重

,

肛门红肿
,

有的肠道充血
,

有的肝脏发白显

肿大
,

或伴有腹水; ++
,

全身呈现出血点
,

鳍基
、

腹部
、

下额充血明显
,

肛门红肿 ; + ,

鳍基
、

腹部
、

下颖轻

微充血
,

肛门红肿
。

表 Z N 一1召 菌株浸泡感染试验

了ab le Z 欠如 纽f娜t to n 公 盯下
玛下lm e”‘ of im 也e r s加 g m 吐h o 正, ltb N 一飞书 st ra ln

菌菌 株株 感染方式式 细菌原浓或饲养养 水温(℃ ))) 发病死亡数 /// 鱼体死亡时间和发病程度度
活活活活菌数数数 试验鱼数数数
ZZZZZZZln l)))))))))

双双 -1 --222 直接在小体积积 乍义 1护护 的
.

555 4 /555 四毫豁籍髯默聂忌忌水水水体中原液浸泡泡泡泡泡 后先后死亡
。。

在在在饲养水体中中 1
.

3 x 1 0 ‘‘ 2 777 仑/ 1 000 三尾 2 0 小时后出现症状六尾尾
加加加菌菌菌菌菌 跳 小时后出现症状

,

一尾未见症症
状状状状状状状节28 小时后有症状的先后死亡

。。

............. J . 1 . 1 1 1 1

二
卜 . 1 . L 1 ...

对对 照照 清水水
, ‘目目 2 7

.

555 0 /888 健健鱼未经任何处理
,

在相同同
温温温温温温温度下清水饲养

,

全 部生 活正正
常常常常常常常

。。

注
:
试验鱼体大小l 在 11 。~ 1 3 5 克范圈内

,

试验前在琳七下先饲养 8 天
,

无任何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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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日
一

卜 14 和 D 一1 1一 1 菌株注射感染试验

T 叻le 3 T h e 吏n feC t加n 曰 e , p . r im e n t of in j的t in g “et h o d

w ith 89 --7
一 1 4 a n d D 一 1 1 一1 s t跳主n .

菌菌 株株 感染菌液浓度度 剂最(rn l))) 鱼体重(g ))) 感染途径径 水温〔℃ ))) 死亡数 /// 感 染 结 果果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验数数数

朋朋--7 一444 M CF S号号 III 1动左右右 背肌注射射 2 5 es 2888 4 /444 24 小时后出现症状
,

幼小时后后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后死亡

。

++
+

++
+

++
+

++++

同同上上 同上上 0
.

888 1印左右右 背肌注射射 2 5 es 朋朋 4 /444 汉小时后出现症状
,

28 小时后后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后死亡 *

+
++ ++ ++++

同同 上上 同上上 0
‘

1 555 1印左右右 背肌注射射 2 5一2 888 4 / 444 2 4小时后出现症状
,

邓小时后后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后死亡

。 + + 十 + 今 + 个个

刃刃~ 1 1 一 111 活菌计数数 111 1 50 左右右 背肌注射射 2 5一2 666 5 / 555 2 4小时后出现症状
,

2 9小时后后
22222

甲

3 x l护
,

m lllllllllllll 先后死亡
。 + + + 闷 + + 专 + + + + + 于 +++

同同上上 同上上 0
。

333 1加左右右 背肌注射射 2 5 一2右右 5 / 555 24 小时后出现症状
,

二夭内先先
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死亡

。 + + + + + + + + + +++

同同上上 同上上 0
‘

1 555 1漪左右右 背肌注射射 2 5一2 666 3 / 333 琳小时后出现症伏
,

二天内先先
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死亡

。

材
+ + +++

对对照照 0
.

郎写写 111 1加左右右 背肌注射射 2 5 一2 666 0 / 333 无任何症状状
生生生理盐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表 4 89 一 7
一 14

、

D- II 一 I 菌株漫泡感染试验

T a b le 4 T h e 度n fec tln g e x 钾r l鱼e n t s of im 伽“In g 过. th o d w ith 89 一7 一14 a n d D 一 1 1一 1 st r压In s

菌菌 株株 感染方式式 饲养水体中活菌菌 水温 (℃ ))) 发病死亡数厂厂 鱼体死亡时间和发病程度度
数数数数 (百n d / m l))))) 试验鱼数数数

即即
一
卜] 444 在饲养水体中中 ]

甲

3 又 JO 住住 2 7
.

333 3 / 333 2 8小时后一尾症状轻微
,

一尾尾
加加加菌菌菌菌菌 症状严重

,

加小时后先后死亡
。。

+++++++++++++ + 斗 + 一一

]]] )一 1 1 一111 同
_

巨巨 l
‘

3 x 了O‘‘ 2 7
。

888 3 / 333 韶小时后一尾症状轻微
,

一尾尾
症症症症症症症状明显 ; 3O 小时后先后死亡

。。

+++++++++++++ + + 一一

对对 照照 倩 水水水 2 7
。

888 0 / 333 温
黔餐籍黔鳖备聚早早

常常常常常常常
。。

注
:
试验鱼体大小重在 11 。一 1 3 5 克范围内

,

试验前在即℃下先饲养 3 天
,

无任何症状
。

片 )
。

2
.

培养特征 三菌株在 T Y E 或肉汁蛋白脉琼脂平板上
,

经 18 一24 小时
、

2 8o c 培养
,

菌落形态基本 一致
。

淡黄褐色
,

无水溶性色素
,

半透明 ; 菌落圆形
,

直径 O
·

10 一。
·

15 em
,

边

缘整齐
,

中间略隆起
,

表面湿润
,

有光泽
。

在 T Y E 液体中培养特征
:

28 ℃下 24 小时呈均

匀混浊生长
,

表面沿壁有微量环状生长
。

4 8小时后表面沿壁环状生长增加
,

呈少量 薄 膜

状
。

其中
, 8 9一7一14

、

D 一 11- 1 较明显
,

均一摇即散
。

N - l一2 菌株 48 小时 后
,

底部絮状沉淀

物较另两菌株为多
,

均也一摇 即散
。

在 T C B S 琼脂上N 一1一2 菌株 18 一24 小时能生长
,

呈

黄色小菌落 ; 8 9一7一14 及 D 一 11-- 1 菌株 1 8一24 小时未见生长
,

48 小时则能生长
。

强烈 尽

溶血 (羊血 )
。

3
.

菌株的生理生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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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测测 定 项 目目 权一 lwe ZZZ 8 9一宁一1奋奋 D si l l-- 111 A
.

入沙d , o
帅若勿勿 A

.

邵石r协协

分分解尿素 (服酶))))))))))) ddd

OOO N F G (半乳糖普酶)))))
+++ +++ 十十 +++

NNN O五

一
N O五五 +++ 十十 十十 +++ +++

‘‘‘‘‘‘‘‘

柠柠檬酸盐利用用用用用 ddddd

几几丁质水解试验验验验验验验

可作唯一碳源的氨基酸
:

精精 氨 酸酸酸 十十 十十 +++++

组组 氮 酸酸酸
+++ +++ 十十十

亮亮 氨 酸酸 十十 +++ 十十 +++ +++

天天 冬 氨酸酸酸 +++ 十十 +++ +++

谷谷 氨 酸酸
+++++++ +++ 十十

丝丝 氨 酸酸 +++++++ 十十十

丙丙 氨 酸酸酸酸酸 ddddd

酪酪 氨 酸酸酸酸酸酸酸

蛋蛋 氨 酸酸酸酸酸酸酸

注
: + : 表示阳性反应 ; 一 :表示阴件反应 ; 次 表示菌株间有差异

。

表 6 N 一1魂
、

89 一1气D-- I I~ 1 菌株的糖发醉特性
T a b le 6 T h . c a

加h y d r at 朋 fe r

me
n ta t lv e e h a r邸切r l. t le s

o f N 一1书
,

89 一14
, ‘n d 卜 1 1一 1 s tr a in .

糖糖
.

醇 种 类类 N ~ lse ZZZ 的刃一 444 D 一工卜111 A
.

h洲心, 外伽伽 A
.

so 加 faaa

葡葡 萄 塘塘 +++ +++ 十十 +++ 十十

麦麦 芽 塘塘 +++ +++ +++ +++ 十十

半半 乳 糖糖 十十十十 十十 十十

海海 藻 搪搪 +++++++ 十十 +++

蔗蔗 糖糖 +++ 十十 十十 +++ +++

阿阿 拉 伯 搪搪 十十 +++ 十十 +++++

甘甘 露 醇醇 十十 +++ +++ 十十 十十

lllllllllllllll

甘甘 露 糖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曰
....

+++++++++++++ +++

甘甘 油油 +++ 十十 +++ +++++

乳乳 搪搪搪搪搪搪搪

斌斌 李 糖糖糖糖糖糖糖

棉棉 子 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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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糖糖
、

醇种类类 N 一工一222 8卜7 一1 444 工卜 1 1-- 111 A
.

h y d拍Ph il... 人 印b r iaaa

山山 梨 醇醇醇醇醇醇醇

水水杨素(试)))))
十十 +++ +++++

肌肌 憩憩憩憩憩憩憩

密密 二 糟糟
十十十十十十

果果 搪搪
十十十十 十十 +++

糊糊 精精
+++++++ 十十 十十

木木 糖糖糖糖糖糖糖

卫卫 矛 醇醇醇醇醇醇醇

菊菊 糖糖糖糖糖糖糖

件 : “ 斗 ’

表示代谢糖
、

醇产酸
。

一
’

表示不变
。

表 7 砚 一 1召
、

89
一 7一 14

、

D 一 11一 1 菌株生化特性与 A
.

人洲
, o p 从 l。

、

A
.

o o b月。 比较

T a b le 7T he b宜oc h e m le公 oo tn Pa r 主s o n b e
俪ee n 耳 一 1一2

,

89
一 7一 1 4

,

D 一 1 1一 1 s t r氏 In ,
an d A

.

s o b 护求。 , A
.

人, d r o p 五‘l“

生生 化 项 目目 N 一1一 222 8 9 一7 一了444 工卜 1 1 一111 汉
.

h 叮d 犷 。p h‘考aaa A
.

即乙犷勿勿

组组 氨 酸酸酸
斗斗 十十 +++++

精精 氨 酸酸酸
丰丰 +++ 十十十

网网 拉 伯 糖糖糖
+++ 今今 +++++

+++++++++++++

天天 冬 氨 酸酸酸
十十 丰丰 十十 +++

水水解七叶灵灵灵
十十 +++ +++++

酵酵解水杨试试试
十十 +++ 十十十

VVV
r

r
.

反应应应
十十 十十 十十

菌株间有差异异

OOO N PG 试验验验
+++ +++ 十十 斗斗

在在5男N aO ]睐水中可生长长 72小时微弱生长长长长长长

(2 ) 各菌株生理生化性状的差异
,

及其和嗜水气单胞菌
、

苏伯利气单胞菌的 比较 (表

7 )
。

8 9一 7一 14 和 D 一11-- 1 菌株生化性状无明显差异
。

捧
1一2 菌株与 8 9 ~ ? 一1 4

、

D 一 11-- 1 的

不同主要表现在
:

利用组氨酸
、

精氨酸
、

阿拉伯糖能否作唯一碳源生长 , 以及水解七叶灵
,

麟解水杨试和 V
.

P 反应上
。

根据对气单胞菌种的描述 , , ,

N 一1一2 菌株应为苏伯利 气 单

跑菌较为合理 ,而 8 9- 卜14 及 D 一工F l 菌株则为嗜水气单胞菌
。

‘三 ) 菌株 D N A 的 G + C mo l肠的测定结果

用 T m 值的测定方法
,

测得 N 一 1 一2 菌株为 54
.

2那
,

8 9- 7-- 14 菌株为 58
.

3环
。

(D 一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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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由于其生理生化反应完全和 8十7一14 一致
,

故未再测定 )
。

测定时的对照菌株为枯草

杆菌 1
.

8 8
,

测定为 4 2
.

7 %
,

符合文献报导数值间
。
N se l一 2 菌株数值和苏伯利气单胞菌 (5 8-

6 2终)及嗜水气单胞菌 (58 一60 男 ) 〔
工. , 的差异均在种内允许范围

〔‘TJ
。

而 8 9一7 一14 菌株 则

和二者完全一致
。

(四) 人工感染病鱼血清中内毒素定性测定

五尾病鱼血清均测定为阳性结果
,

而四尾正常鱼血清均测定为阴性结果
。

测定结果见

表 8

表 S N 一1一 苗株人工感染病鱼血清内毒紊测定

T a b】e 8 T h e e n d o to x ln of d l吕e as ed fls h , e r u l口

in f6O t e d 勿
忍七a ln N 一 1卫

编编号号 1 0’
ttt 1尸尸 1 0 一习习 1 0一一 1 0礴礴 1 0 -... 1 0月月 1O ,, 1 0一一 10 一 , ooo

阳性性 阴性性
11111 十十 十十 +++ +++ +++ 十十 _ {艺,,,, +++ 对照照 对照照

22222 +++ +++ +++ _ (I李李 +++ +++ +++++++ +++ + + +++++

33333 士 (1,, 士士士士 十十 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44444 士 (1)))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斗+++ + ... + +++++++++++++++++ + + +++++

11111 + + +++ 奄+ +++
门日 ... . . ...

+++ +++ 十十 十十 +++++ + + +++++

22222 + (: ,, +++ +++ +++ + +++ . +++ . +++ +++ +++++ 今 . +++++

88888 + (l ,, +++ 士士 十十十十十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 +++++

555555555 + +++ + +++++++++ + 444 十十 十十 + 十 +++++

+++++++++ +++ ‘ +++++++++++ 十十 十十 + + +++++

曰曰曰曰曰. . . . .甲~ ‘. 户甲护 .
rrr

二二二二二二 +++ +++ + +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 +++++

注
:
(l ) 由于血摘标本酸化法预处理不彻底

,

在血倩中尚有抑制物存在
。

而其存在址常和血清浓度成正比
,

故使

试验中出现跳跃现象
。

(2) 认为在血清稀释度 10 一“
之后

,

检侧结果呈阴性者
,

仍可判断为阴性反应
。

(五) 菌体破碎液的鱼体注射试验结果

通过对五条健康鱼背部肌肉注射
,

1 1
.

5小时后出现症状
, 1 8小时先后死亡

。

症状和细

胞状病原感染一致
。

说明无细胞状病原的菌体破碎液
,

与活菌体一样同样能诱发疾病
,

症

状基本一致
。

小 结 与 讨 论

1
.

运动型气单胞菌属细菌 (A 。,

,
。
航: sp p

.

)是引起上海市郊县和江苏省吴江县池

养异育银卿溶血性腹水病的致病菌
。

经不同地区病原的比较研究
,

致病菌分别为苏伯利

气单胞菌和嗜水气单胞菌
。

运动型气单胞菌是淡水鱼类的条件致病菌
工, , “ ,

1o 邢 , 其发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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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澹环境及鱼体状况密切有关
。

故此
,

在选择有效药物防治的同时
,

加强饲养管理是十

分重要的
。

2
.

运动型气单胞菌广泛存在于水体
,

可使鱼类致病是众所周知的
。

近年证明也是人

类急性胃肠道感染的病原之一仁. , 。 它们的主要致病因子是产生各种溶血毒素与肠 毒 素
,

多见于嗜水气单胞菌及苏伯利气单胞菌〔3 , , 盛, 。

这些毒素具多种生物学活性
,

能引起生物

体严重
、

广泛而复什的病理变化t’]
。

目前对鱼类致病性气单胞菌的毒素性质尚在 逐 步深

入研究的阶段仁, , ,
。

在本试验中
,

试用 内毒素测定方法
,

对 N 一 1 一2 菌株人工感染病鱼 血清

进行测定 , 同时用菌体破碎液注射健康鱼体的试验[8]
。

初步认为其在鱼体内生长
、

繁殖和

自溶过程中
,

内毒素类物质的产生与释放是致使银细发病
、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有关外

毒性质的研究尚在进行中
。

3
.

关于运动型气单胞菌的分种
,

是较复什和 困难的 〔一川
。

许多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

观点 , .] ,

该书编者采纳了 PoP of f 等 (1 9 8 1) 的意见
,

将其分为三个种
:

嗜水气单胞菌
、

苏伯

利气单胞菌
、

豚鼠气单胞菌 (A
.

c。落。 )
。

运动型气单胞菌引起淡水鱼类疾病
,

其中多数被

鉴定为嗜水气单胞菌氏
‘ ,

10 ,lz 〕,

如本研究中的 8争7一 14 及D 一11一 1菌株
。

而本研究中的 N 一1 -

2 菌株
,

根据其生化表型的某些差异
,

被鉴定为苏伯利气单胞菌
〔‘. 1。

La lli
o r 等 (1 9 8 0) 人

工感染加氏河蛙
,

在 1。
,

C和 1 8a C水温下的试验结果
,

苏伯利气单胞菌的致病力低于嗜水

气单胞菌
。

其认为苏伯利气单胞菌为运动型气单胞菌的弱毒菌株〔们
。

从本研究中以N we l一 2

菌株用不同剂量及不同方式感染异育银卿情况看
,

其致病力是相当强的
。

国内也有报导

苏伯利气单胞菌对中温性鱼类具较强的致病力 〔9 ,
。

故此
,

我们认为毒力强弱的差异
,

不仅

存在于运动型气单胞菌种间
,

也存在于种内的不同菌株
。

同时
,

其毒力的表现又和水温及

鱼类品种有密切关系
.

[ 1 了

[ 2 了

[ 3 J

[ 4 ]

[ 6 ]

[ 6 了

〔7 丁

, IJ, .卫, .J, .少

[ 1幻

[1 3 ]

{14 1

I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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