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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头鱼蚤病是国内外流行的常见鱼病之一
,

该寄生虫对寄主专性寄生[尹文英
,

1 9 6 3」
。

寄生在鲤
、

卿

上的为鲤锚头鱼蚤(L
“

~
““ ‘
”八

, “。 L i肋”二)
,

但它对鲤
、

螂鱼的寄生的差异性尚未见报道
。

作者于 19 叭一199 2 年研究鲤
、

卿等鱼类的种质时
,

发现它们在种间和种内对锚头鱼落的自然感染

具有 明显差异
。

现将对白螂
、

异育银卿
、

彭泽娜
、

方正卿
、

荷包红鲤
、

散鳞镜鲤及鲤卿杂交种 (自螂早
、

镜

鲤曰 )的规察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试验鱼 除鲤卿杂交种由江苏省淮阴水产研究所提供外
,

余均来自上海市南汇县」: 海水产大学

种质研究试验站
。

体长 16
.

5一 18
.

。厘米
,

体重 87 一1 10 克
,

一足龄
。

2
.

试验观察方法 本试验均为自然感染
,

可分二类三组
。

鱼饲养在 2s 平方米水泥池内
,

发现有锚

头鱼蚤病后
,

全部捕出观察和统计
。

¹ 原发性感染 : 第I 组
,

方正螂
、

荷包红鲤及钝鲤
。

均为健康鱼
。

同

池饲养二个月后患锚头鱼蚤病
,

两池重复对照 ; 第11 组
,

白卿
、

异育银纫
、

彭泽螂及鲤纫杂交种
。

也都是

健康鱼
。

同池饲养二个月后
,

亦发生锚头鱼蚤病
。

º继发性感染 : 第I 工工组
,

白细
、

异育银卿
、

彭泽螂及

鲤卿杂交种
。

都是经嗜水气单胞菌 (滋。
o 。哪. 甸 d 了叩h‘乙a) 隐性感染后存活下来的[蔡完其

、

孙佩芳
,

19 9 3〕
。

也放在同一水池内
,

二个月后
,

发现被锚头鱼蚤继发性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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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第I组的统计结果如表 1.

表 1 荷包红鲤
、

镜鲤
、

方正螂鱼体上锚头鱼蚤数

(括弧内为统计鱼数 )

了a b le 1 o b s e r v ed n u m b e r s of L 召节蛇。 e “ o n t h e bod y Of r e d

匹
r 昌e co m tn o n ca r P , 吕e a tte r o d co m m o n 眺r P a

nd f a n g z h eng
cr u c ia n 份rP (in Pa re n th e se s a s th e o b s e r ved f妇h nu m b

e r 。)

荷包红鲤
池号

镜 鲤 方正卿

范圈 均值士标准差 范围 均值士标准差 均值土标准差

0 一4

0 一6

0
.

6 1 士 1
。

1 2(呢
二 1 3 )

3
.

0() 士 2
.

的(怜
二 1 1 )

0 (件
二 1 0 )

0 (
。 二 10 〕

6
.

2 1 士2
·

8 9(。
二 1 4)

8
.

42 士3
.

即(” 二 1 9)

招拐

两样本差异显著性比较[ Z。
, 1 974 〕表明

,

在锚头鱼蚤寄生数上
,

荷包红蜓与镜鲤
、

荷包红鳗与方正

细
、

镜鲤与方正螂之间
,

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0
.

01 )
。

未见镜鲤体表有锚头鱼蚤寄生
。

第11
、

11 1组的统计结果如表 2
。

表 2 白螂
、

异育银卿
、

彭泽螂及鲤螂杂交鱼鱼体上

锚头鱼蚤数(括弧内为统计鱼数)

T a U e 2 o b s e r v e d nu 也b
e r s Of L e 犷几 a 君“ o n th e b o d y of

w h it e 份u ela n 帆r p , a ll吃yn 啥
e n et ic cr u c纽n e压rP

,

Pe n g z h i eru o认 n e a印 a n d w h it e o ruc ia n 傀r p x 名份tter e d co 扣。r o o n ca rP

(认 件
r e n t h o ses a s th e o b s e rve d f拓h n u r口b e rs ) ,

白 卿

范 围 均值士标准差 范围

异育银卿

均值土标准差 范围

彭泽生印

均值士标准差

鲤里即杂交种

范围 均值 士标准差

第 11 组 12-- 3 3 18.6 0 士 8夕9(” = 1 0 ) l-- 工2 6 .06
士 4叮(

怜 ! 2 2 ) 2-- 1 1 4.3 1 士2夕o (, 二 1 6 )0-- 9 3
甲

6 0 上段朋 (
。 = 10 )

第I班组 2 3 - 80 4 6 3 3 士2民2 6 (。
= 1仑) 3

~ 2 0 1石.0 6 士反2 石〔”
二 1 6 ) 4

51 2 3 1戈即 士 6万0(
。 二 18 ) 3召3 1 0即 士1万9 (

。 二
10 )

第H 组(原发性感染)各种鱼鱼体上寄生的锚头鱼蚤数都极显著地少于第I工I组 (继发性感染) (, <

0
.

01 )
。

样本差异显著性分析表明
,

鱼休上寄生的锚头鱼蚤数是白螂> 异育银卿> 彭泽螂> 鲤卿杂交种(, <

0
.

0 1 或 0
.

05 )
0

三
、

小 结 与 讨 论

1
.

关于鲤
、

卿的种间差异
。

鲤同卿相比
,

鲤不易患锚头鱼蚤病
。

鲤卿杂交种鱼体上所寄生的锚头

鱼蚤数显著地少于三种螂鱼(白螂
、

异育银卿
、

彭泽螂 )
,

可能系父木镜鲤的遗传因子所致
。

2
.

关于鲤
、

螂的种内差异
。

本试验来见镜鲤有锚头鱼蚤寄生
。

它和荷包红鲤相比
,

对锚头鱼蚤病

的免疫力显然较强
。

白卿同异育银卿
、

彭泽螂对锚头鱼蚤病的免疫力存在显著的种内差异
。

白卿最差
。

异育银卿与彭泽螂稍有差异
。

这同作者就这三种螂鱼对暴发性鱼病的抗病力的研究结果〔蔡完其
、

孙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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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

19 93〕一致
。

3
.

关于原发性感染对继发性感染的影响
。

本试验发现
,

暴发性鱼病隐性感染的鱼较原发性感染的

鱼更易患锚头鱼蚤病
。

在生产上
,

我们则发现感染了锚头鱼蚤病的细鱼比较容易继发暴发性鱼病
。

可

以认为
,

原发性病为继发性病打开了门户
。

4
.

本观察结果和先前的研究[安德森
,
1 9艇年译本〕可充分证明

,

无论是对细菌性病
,

还是对寄生

虫病
,

鱼类的免疫力既有种间差异
,

也存在种内差异
。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

除了传统的药物防治和

生态防治外
,

选择和选育抗病力较强的品种应当是今后鱼病防治的方向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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