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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杆状病毒 B ac 川 。诉邝 : eP娜` ( B p ) 是 C o u he 在墨西哥湾北部自然海区的桃红对虾 尸` ” 配“ s

d

~
。 。 中首先发现的〔C o u c h , 197 4 )

。

该病毒主要流行于墨西哥湾北部沿岸
,

中美洲太平洋沿岸和夏

威夷地区
,

可危害许多种类的对虾
。

除了上述桃红对虾外
,

该病毒还侵袭墨西哥湾北部的褐对虾 .P 哪加
-

“ s 和白对虾 p
.

se `ije 邝
。 ,

中
、

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万氏对虾 P
.

怕 ”

~
时

、

蓝对虾 p
.

对班艺阳 st r云叭

长毛对虾 p 」洲困̀ c `了孟a t “ s 、

许氏对虾 p
.

s e h , 云̀亡̀
、

P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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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s落s 、

p
.

拟 b t`10 5 、

缘沟对虾 p
.

, 二夕`。 a君“ s

和加洲对虾 p
.

哪衬切
.

` e , s `s

等十余种〔L i gh ot e r
19 88 ; S i q ue i r a B ue

n o 等
,

1 9 90〕
。

该病毒是典型的杆

状病毒
,

双股 D N A 型
,

核衣壳外具包膜
,

主要侵害对虾的肝胰腺和前中肠
,

在上皮细胞核内繁殖
,

可在核

内形成一个到数个金字塔形 (四面体 )的包含体
。

被感染的细胞核显著肥大
,

核仁退化或消失
,

染色质减

少
,

核膜增生
,

最终使宿主细胞破裂或解体
。

这种流行病对虾幼体的危害极大
,

在 24 至 48 ]/咭琦内
,

可使
.

死亡率几乎达到 100 落
。

对桃红对虾 p
.

d幼。 邝. 和缘沟对虾 P
.

, ar g妞时哪 幼虾
,

疾病的表现是亚

急性型的
,

被感染的对虾在 4一 8 周内死亡 50 男以上〔iL hg etn
r , 1 98 8〕

。

有关鱼类遗传因子与疾病抗病力的关系
,

国外学者已有广泛的研究「Ch ve as s us 和 D o sr o n ,

19 00 ;

rP i ,
,

19 85 〕
,

国内也有些报道「蔡完其
、

孙佩芳
,

1 992 ; 蔡完其
、

胡静珍
,

1 998 〕
。

研究表明鱼类种间
,

种群

间和种群内对疾病抗病力都有显著差异
,

鱼类学家们还探讨了产生这些差异的机理
,

并利用它进行鱼类

育种
,

选育出高抗病力的养殖品种
。

除褐对虾 p
.

az t e” : 与对虾杆状病毒敏感性的关系 〔L e lB a on 等
,

1 99 1〕
,

对虾杆状病毒与万氏对虾 p
.

。邵“ ,
e玄年龄的关系〔 L e B l a n o 和 o v e r s tr ee t

, 1 9 9 0〕等文外
,

有

关对虾对对虾杆状病毒抗病力关系的报道并不多见
。

本文旨在阐明不同家系的万氏对虾 尸
.

“ 。 、 二成

收稿日期
: 1 99 3咬姆 - 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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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虾杆状病毒抗病力的差异
,

为选育高抗病力的品系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试验是在美国海湾沿岸研究室进行的
,

试验用对虾杆状病毒为该实验室保存的高毒力病毒株
,

原

病毒分离自野生和池养的万氏对虾
。

以后在实验室中
,

通过人工感染方法
,

在孵化万氏对虾的幼体中

大量繁殖后
,

再将带病毒的幼体存于一 70 ℃的超低温冰箱 中备 用〔0 ~ 恤 et 等
,

19 88 」
。

试验 开始

时
,

先在九小瓶冰冻的带病毒的万氏对虾幼体 (每小瓶约含幼休 1 00 尾 )中
,

分别添加 1一 2 毫升 30 乐的

梅水
,

解冻后用组织匀浆仪研碎幼体
。

然后将带病毒的匀浆物作为饵料
,

投饲经 2 6 小时孵化后的卤虫

A rt e , 协 jr 邵成
s

~
幼体

,

2 小时后
,

再将卤虫连同剩余的含病毒材料均匀分为九份
,

分别对不同家系

的万氏对虾进行口服人工感染试验 (同一天
,

喂两次 )
。

试验用万氏对虾是美国夏威夷海洋研究所孵化并确认不带病原的健康虾苗
,

编码为 1
、
1

、
2和 1

、
2

、
2

( 种群
、

家系
、

代 )
。

有关试验用虾的家系编号
,

交配状况及年龄如下 :

家系编号 交配状况 年 龄

I 琼斯 早
x

史密斯矛 幼体后 12 天 ( P L 12)

1 1 琼斯早
x
琼斯子 幼体后 1 2 天 ( P L 12 )

n l 史密斯早
x
琼斯 矛 幼体后 10 天 ( P L 10)

VI 史密斯早
x

史密斯子 幼体后 10 天 ( P L 10)

各试验组的虾苗 (每组 100 尾 )饲养在 38 升的玻璃水族箱中
,

海水盐度为 30 几
,

水温控制在 2 o4 C一

2扩C
,

充氧
,

过滤
,

但不换水
。

饵料是孵化 24 一36 小时的卤虫幼体
,

每 日投喂两次
。

试验 10 天后
,

增饲商

品配合饲料
。

各家系组设三个重复组和一个在实验条件相同
,

不进行病毒攻击的对照组
。

在人工感染试验开始后的第 6
、

10 和 15 天
,

分别从各试脸组中随机取出对虾 10 尾
,

逐个将肝胰腺

制成新鲜组织压片
,
置显微镜下观察肝胰腺组织中是否出现金字塔形的病毒包含体

,

并记录其感染程度
。

当在肝胰腺组织中仅能发现少数几个病毒包含体时为轻度感染 ( + )
,

在肝胰腺组织中到处可见大小不

等数十个病毒包含体时为严重感染+( ++ )
,

病毒包含体在 10 数个时为中度感染 (++ )
。

肝胰腺新鲜组织压

片的制作方法是
:

在载玻片上
,

放上被检活虾苗
,

在解剖镜下
,

用两只尖头小摄子
,

分别轻轻地夹住小虾

的头胸部前端 (触角和眼柄基部 )及腹部 4
、
5 节处

,

小心地向外用力
,

使头胸部与腹部分离
。

此时肝胰腺

受肠道牵带
,

会脱离头胸甲
,

随腹部拉出体外
。

然后尽量完整地挟出肝胰腺
,

滴少量水
,

盖上盖玻片
,

将肝

胰腺压扁至薄膜状
,

即可用于镜检
。

二
、

结 果

在虾苗从夏威夷运到实验室的第二天
,

由于管理不善
,

饲养密度过高
,

水质出现异常
,

家系 I I (I 史密

斯早
x 琼斯子 )全部夭亡

,

未能进行病毒感染试验
。

其它三个家系对 B P 敏感性试验表现出明显差异 (见

表 1 和图 1)
。

家系 I (琼斯早
x

史密斯矛 )对 B P 的感染率在三个家系中最低
,

感染试验开始后的第5
、

10

和 15 天三次抽样检查的结果分别是 18
.

3男
,

10
.

0落和 16
.

7劣
,

三次平均为 13
.

3男
。

在所有被检样品

中
,

除了第 16天检查的 30 尾虾中有 2 尾被严重感染外
,

其余被感染的样品均为轻度到中度感染
。

家系

n (琼斯早 x 琼斯子 )感染率最高
,

感染后第 6
、

10 和 15 夭的抽样检查结果分别高达 86
.

7劣
、

80
.

。男和

9 6
.

7男
,

三次检查的平均值是 87
.

8男
,

被感染的虾大多为中度与严重感染
。

家系 VI (史密斯早
x

史密斯

矛 )对 B P 的感染率高于家系 I而低于家系 11
,

介于两家系之间
。

感染试验开始后的第 5 天
,

抽样检查的

感染率为 62
.

2先
,

第 10 和第 15 天的检查结果分别是 46
.

7男和 33
.

3男
,

三次检查的平均值是 47
.

7劣
.

被感染的程度
,

除一例发现为严重感染外
,

其余都是轻度和中度感染
,

与家系 I相似
,

而显著低于家系 I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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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家系的万氏对虾 ( p
. ”

, 协” 而 )对 B P 抗病力的比较

T a b l e 1 C o m aP
r i s o n

of er
s i s t a n c e t o B P I n f eC t i o n s i n

p
.

。 。 n 。 。 m
e i e x OP sde a t d i f f e r e n t f a m i l i e s

家系号 感染后天数
随机取样检查数

(尾 )
感染虾数

(尾 )

感染率
(男 )

死亡率
(男 )

435803030I

(琼斯早
x
史密斯子 )

5

1 0

1 6

1 3
。

3

1 0
。

0

1 6
.

7 4
。

8

64922口
\

一
303030I I

(琼斯早
x
琼斯子 )

5

1 0

1 5

8 6
。

7

8 0
。

0

9 6
。

7 3O
。

5

IV

(史密斯早
x
史密斯子 )

5

1 0

1 6

1 9

1 4

1 0

6 3
。

3

4 6
.

7

33
。

3 16
.

2

0003
CO3

. . . . . .口口 .口 . . . . . .

10() 「

口
、 ; 率

圈
死亡率

Cù月七

ǎ承à哥余仲

家系号

圈 1 不同家系的万氏对虾 ( p
.

t’a
, 、 , 亩 )对对虾杆状病毒的感染率与死亡率之比较

F i g
.

1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m o r t a l i yt a n d s us e e p t i b i l i yt t

o
B P i n f e e it o

sn 还
P

.
公 a n加饥

e云 e x P o s e d a t d i f f e r e n t f a m i l i e s

在三个家系对照组的第 5
、

10 和 15 夭的三次抽样检查中
,

无一尾发现金字塔状的病毒包含体
。

在感染试验后的第 15 天
,

分别对三个家系的死亡率作了统计
,

其结果也有明显差异 (见表 1 和盯

1)
。

家系I 的死亡率最低 ( 4
.

8落 )
,

其次是史密斯家系 (家系VI )的死亡率 ( 15
.

2男 )
,

琼斯家系 (家系 11) 死

亡率最高 ( 30
.

5络 )
。

这一结果与三个家系对 B P 感染率的结果十分吻合
。

三个家系对照组的虾
,

活动
、

振食正常
,

死亡率低
。

家系 (I 琼斯早 x 史密斯子 )无死亡 ; 琼斯家系 ( 11) 和史密斯家系(VI )的死亡率分

别为 1
.

4男和 2
.

9男
。

三
、

讨 论

自 1974 年 Cou he 首先在墨西哥湾北部自然海区的桃红对虾 p
.

d “

~
“ , 中发现对虾杆状病毒以

后
,

在其它许多种对虾中相继发现该病毒
,

至目前已知宿主至少有 1S 种之多
。

但是
,

并非对虾属中的所

有种类对 B P 都敏感
,

根据玩 hg 恤
e r 的报道

,

在已知宿主中
,

对虾杆状病毒对桃红对虾 P
.

d . 刃了 a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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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对虾 p
.

aB “ ` 。 、

万氏对虾 p
.

, , “ , 而 和缘沟对虾 p二 , 办 . t。 可造成严:重危 害 仁L i g h net
r ,

19 88 〕
。

根据 O
ver

s t r ee t 和 oH w se 的多年调查
,

未发现美国密西西比河口的白对虾 p
.

se t ife 邝
。 被 B P

感染现象
,

而同一地区的某些褐对虾 p
.

二公ec 二 却表现受到 B P 轻度到中度感染的症状〔O ye sr 让 ee t 和

oH
w se

,

197 7〕
。

在实验室
,

对不同种对虾口服对虾杆状病毒的人工感染试验
,

也得出相似的结果
。

在人

工感染试验的褐对虾 p
.

az `ce us 中有 25 络被 B P 感染了
,

而同时进行感染试验的白对虾p
.

s et iej
r讹却

无一受害
,

这表明不同种对虾
,

对 B P 的抗病力有显著差异
,

即与它们的遗传因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旧 .

lB a n 。 等
,

199 1〕
。

对虾杆状病毒对幼体造成的危害最大
,

是中
、

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地区对虾育苗期间的严重疾病之一
。

疾病表现急性
,

在 24 一 48 小时内可使 100 男幼体死亡
。

根据 O ve sr 廿ee t 等人对万氏对虾 p
. 。

, 、 。 赫

幼体的人工感染试验
,

通常能使 100 形的幼体受到中度至严重感染
。

但不同年龄的对虾对 B P 的敏感性

有显著差异
,

随着年龄的增大
,

对 B P 的敏感度逐渐降低
。

幼体后 3 天 ( P L 3) 的虾苗对病毒的敏感性极

高
,

可达 100 男
。

幼体后 30 天 ( P L so )和 4 2 天 ( P L 4 2)
,

感染率明显下降
,

分别为 30 弓和 42 形
。

而 日龄

120 天 ( P L 1 2o )和 1 57 天 ( P L 157 )成虾的感染率只有 10形和 2 0形〔L e B l a n e 和 vO er s

etr
e t

,

1 990 〕
。

对不同家系的万氏对虾 P
.

二 ,

~
时 对 B P 抗病力的试验证明

:
不同家系的对虾对 B P 的抗病力

有显著差异
,

非同系婚配培育的后代 (家系 I
,

琼斯 早
x

史密斯古)
,

其抗病力和存活率远比同系婚配的后

代 (家系11
,

琼斯早
x

琼斯宁 ;家系Vr
,

史密斯早 x 史密斯子 )高
。

但两个同系交配繁殖的家系
,

其抗病力

和死亡率也有显著差异
,

琼斯家系 ( 11) 对 B P 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约高出史密斯家系 (VI )一倍
。

本研究

表明
,

对虾的抗病力与遗传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

对虾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一样
,

近亲繁殖的后代
,

生命力

弱
,

甚至会产生许多缺陷
,

远亲繁殖的后代
,

生命力强
,

能产生许多优势
。

因此
,

在培育虾苗时
,

应运用遗

传学的原理
,

注意亲虾的选择
,

尽且避免近亲繁殖
,

并通过不同家系的杂交和选择
,

培育出抗病力强的优

良养殖品种
。

本项 研究工作受到美国海湾沿岸研究 实 脸 室 ( T he G吐 f C oa 眺 B韶 ea r比 L a加ar ot 耳 ) 的 R
.

M

。冲旧sr tr ee 七博士和 bC ar le s 人cos at 先生的热心指导与带助
,

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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