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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虾感染草虾杆状病毒 (M B V )后

肝胰腺上皮细胞病理变化的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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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用改良的电镜固定液和新包埋剂制备超薄切片
,

在电镜下观察健康和感染

M B V 的肝胰腺上皮细胞的超微病理变化
,

结果发现感染细胞的核质中有 1个或多个包涵体和大量

病毒粒子
。

随着包涵体和 M B V 粒子增多
,

核染色质凝聚
,

核膜局部扩张
,

部份破裂
,

甚至完全消失
,

直至 整个核崩解
,

使得 M B V 和包涵体游离出来
。

胞质水肿
,

内质网髓鞘样变性
,

滑面内质网增生
,

脂滴增多
,

线粒体绒团样变性和并发细菌混合感染
。

作者认为核内包涵体和病毒大量存在
,

并引起

严重病变
,

可用于诊断草虾病毒病的特征性指标之一
,

而细菌混合感染是重要的辅助诊断指标之

一
。

肝胰腺脂肪代谢障碍有可能影响病后草虾的正常生长
。

关钮词 草虾
,

草虾杆状病毒
,

细胞病理变化

对虾养殖业在亚洲发展迅速
,

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

我国养虾业已有 20 多年历史
,

基本上

形成了幼苗培育
、

成虾养殖
、

饵料生产
、

加工贮藏和出口 销售一整套研究
、

生产和销售体系
。

然

而
,

近年来世界主要养殖地区的虾池老化
、

环境污染
、

赤潮频繁
、

生态失衡
、

疫 区扩大
、

疾病频

发
、

投入增加
,

使得养虾业面临新的挑战
,

尤其是暴发性流行病带给养虾业灾难性的后果
,

因此

病毒性疾病的防治 已成 为近两年来世界养虾业关注 的焦点
。

对虾病毒病 的研究始于 1 9 74年

〔C o u e h
,

1 9 7 4〕
,

其后发表 了不 少有关论著 [ L i g h t n e r
等

,

1 9 5 5 ;
陈秀男

,

2 9 9 0 ;
廖一久

,

1 9 5 9 ;

B r o e k
, 1 9 9 1 ; C h e n

等
,

1 98 6 ]
,

但对细胞超微病理研究不太 多 [ C h e n
等

,

1 9 8 9 ; L i a o
等

,

1 9 8 9 ;

eF ga
n
等

,

1 9 9 1〕
,

国内未见有类似的研究报道
。

本文着重观察感染草虾杆状病毒 (M B V )的肝

胰腺上皮细胞的超微病理变化及其在病毒性疾病诊断上的意义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染毒细胞的选择 采集患病和濒死草虾 (尸en ae u : m on 口d on F a br io i c iu s )
,

取其肝胰腺制

备超薄切片
,

在 J EM 1 20 E X 和 JE M
一

l o oC X I 透射 电镜下寻找感 染草虾杆状病毒的上皮细

胞
,

拍摄其超微病理变化
。

无 M B V 感染的健康草虾的肝胰腺相应上皮细胞作对照 比较
。

2
.

电镜超薄切片制备 把肝胰腺切片 1 m m
3

的小块
,

在常温下用多聚 甲醛和戊二醛混合

液固定 2小时
,

p H 7
.

2
,

1% 0 5 0
4
( 内含 1%氧化剂 ) 固定 1小 时以上

。

用 系列酒精
一丙酮脱 水

,

收稿 日期
:
19 9 3

一 2 1一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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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urr或者 环 氧 树脂 6 8 1包埋 液 浸 透 和 包埋
,

在 4 0
一

8 0 ℃递增 温 度 下 固化 3天
。

用 A O 或

L K B 8 8 0 0型超薄切片机切得 50 0
一

80 0 A 的超薄切片
,

用铀盐和铅盐双染色后
,

电镜下拍片〔陈

细法
,

1 9 7 9〕
。

二
、

结 果

1
.

正常肝胰腺上皮细胞的超微结构 在电镜下
,

肝胰腺管上皮细胞是单层低柱状上皮
,

底

部有基底膜与周围结缔组织隔开
,

基底膜平滑而连续
。

上皮细胞核卵园形
,

位于细胞体下方 1 3/

处
。

细胞核质均匀细密
,

异染色质不多见
。

核仁明显
,

多为团块形
。

胞质内细胞器排列有序
,

糙面

内质网
、

核糖体和线粒体丰富
,

常见囊泡
。

脂滴和其他分泌颗粒不多见 (图版 I
,

1 )
。

上皮细胞的

游离端有排列整齐
、

长短一致
、

粗细均匀的微绒毛
,

表面覆盖一薄层均质非细胞结构的外衣
。

两

上皮细胞之间的连接复合体各组份清晰可辨 (图版 I
,

2 )
。

这种观察结果与陈宽智「1 9 8 8〕描述

的相似
。

2
.

细胞核超微结构病理变化 M B V 感染肝胰腺上皮细胞核引起的超微病理变化具有特

征性
。

在均匀细颗粒状的核质中
,

散在着团块状的病毒发生基质
,

基质周 围分布着大量的核衣

壳
、

囊膜材料和组装完整的病毒粒子
。

多数情况下
,

可见核质中有 1个到多个球形 M B V 包涵体

和大量病毒粒子
。

由于包涵体和病毒粒子存在
,

使得细胞核增大 3
一

4倍
,

这时的核质变得不均

质
,

部分核膜扩张成囊状 (图版 I
,

3) 有的核周间隙充满中等电子密度的物质
,

核内膜上附着一

圈浓密染色质
,

核质严重水肿
,

使得电子密度明显降低
,

局部核膜破裂
,

M B V 粒子由此溢出

(图版 I
,

4 )
。

当 M B V 严重感染时
,

核内包涵体不仅数量多
,

而且体积急骤增大
,

核膜绝大部分

破裂
,

核质崩解 (图版 I
,

5 )
,

M B V 粒子及包涵体游离到胞质中
,

进而细胞解体
,

包涵体随之游

离到细胞间隙中 (图 I
,

5和 6 )
。

附近上皮细胞也不同程度感染上 M B V
,

但未见结缔组织细胞

中有 M B V 粒子存在
。

3
.

胞质细胞器和内容物的超徽病理变化 虽然 目前国内外尚未找到 M B V 感染后胞质中

细胞器带有特征性的病变
,

但是某些重要细胞器 的病变具有普遍性
。

M B V 感染初期
,

胞质局

部水肿
,

使得细胞器分布不均
,

水肿区域内空无细胞器
,

仅残存低电子密度的细胞基质 (图版

l
,

7 )
,

进而部份糙面 内质网脱颗粒
,

排列有序的片层状结构变得紊乱
,

且有髓鞘样变性趋向

( 图版 I
,

8 )
。

滑面 内质网明显增生
,

占据一大区域
,

增生区域内几乎无其他细胞器存在 ( 图版

l
,

9 )
。

线粒体由长形
、

卵园形变成多种形态
,

不仅体积增大
,

成为巨线粒体
,

有的分枝成树状

( 图版 l
,

1 0 )
,

有的水肿
,

密度降低
,

蜻断裂
,

部份消失
,

成为无结构的空白区
,

有的蜻变性
,

高密

度团块沉积
,

成为绒团样变性 (图版 l
,

1 1 )
。

在胞质细胞器变化的同时
,

胞质代谢产物也发生变化
,

最常见的是脂滴积聚
,

脂滴体积大

小变化颇大
,

常把细胞核挤压变形 (图版 I
,

1 2 )
,

不仅使整个细胞体积增大
,

而且呈现泡沫状
。

4
.

M B v 与细菌混合感染 在 M B V 感染的肝胰腺管腔中
、

上皮细胞之间和上皮细胞崩解

区域内
,

有大量杆状细菌存在
,

这时管腔中有大量均质渗出物和细胞碎片堆积
,

附近上皮细胞

间隙中有血细胞浸润和吞噬细胞游走 (图版 l
,

1 3 )
。

有些细菌侵入细胞质中
,

造成胞质局部固

缩和溶解
,

分不出其中细胞器的成份
,

严重感染时
,

整个细胞甚至一大片细胞崩解
,

留下一群结

构模糊的细胞团 (图版 l
,

1 4 )
,

使得腺管塌陷
,

管腔阻塞
,

失去正常肝胰腺管形态结构特点
。







4 期 陈细法等
:

草虾感染草虾杆状病毒 ( MB V )后肝胰腺上皮细胞病理变化的电镜观察 26 9

三
、

讨 论

本文观察了 MB V 感染的草虾肝胰腺上皮细胞
,

发现细胞核内有 M B V 粒子和包涵体
。

随

着 M B V 和包涵体数量增多及包涵体体积增大
,

细胞病变也加剧
,

出现染色质凝集
,

分布不均
,

核膜部份扩张和破裂
,

甚至消失
,

核质崩溃
,

M B V 和包涵体游离到胞质中和细胞间隙内
,

秧及

周围腺管和上皮细胞
,

这些观察结果与 E g us a
等 [ 1 9 8 8 ]和 C h e n

等 [ 1 9 8 9
,

1 9 8 9 ]的有关报道类

似
。

作者认为
,

胞核这些病理变化
,

特别是检出 M B V 和包涵体
,

通过结合患病草虾群体症候

〔陈细法等
,

1 9 9 3〕和死亡率
,

可以作为诊断草虾病毒性疾病的重要依据
,

也可以判别患病程度

和预后
。

应该指 出
,

本文作者也在健康草虾 的肝胰腺上皮细胞中检测到少量 M B V 和包涵体
。

但

是
,

这些包涵体不仅个数少
,

而且体积较小
,

感染细胞数也不多 (多数是单个 )
,

没有发现成片感

染坏死区
,

也难见到核 内病毒发生基质
,

这似乎提示着肝胰腺管个别上皮细胞的破坏是可以代

偿的
,

不足以严重影响肝胰腺的正常生理功能
。

由此可见
,

含 M B V 的草虾个体不一定患病毒

病
,

只有当 M B V 感染变得严重
,

腺管大面积破坏或者并发细菌感染
,

干扰和破坏草虾的消化

和吸收功能时
,

才有可能暴发流行性病毒病
。

当然
,

诱发 M B V 快速增殖
,

并造成大面积破坏和

细菌混合感染的原因相当复杂
,

既有虾体内的因素
,

也有养殖环境恶化的诱因
,

这 已超出本文

研究范围
。

M B V 与细菌混合感染是本文作者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
。

在部分健康对照组的草虾肝胰

腺上皮细胞也检测到 M B V 及包涵体
,

但未见细菌混合感染
,

更未见血细胞浸润现象
。

由此可

见
,

M B V 和细菌混合感染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诊断草虾病毒病的辅助性指标
。

但是
,

细菌混

合感染不是病毒感染特征性病变
,

有作者 [ E g u s a
等

,

1 9 5 5 ; C h e n ,

1 9 5 6 ;
W

e n d y 等
,

1 9 9 2 ]认为
,

对患败血症或者菌毒症的对虾
,

更容易观察到细菌并发病和血细胞浸润
,

也是造成对虾大量死

亡的重要原因
。

当然
,

根据本文作者的观察
,

无法判断细菌是原发或是继发病原
。

本研究所发现的胞质细胞器及内容物的变化
,

虽然具有普遍性
,

但不具有特异性
。

从大量

滑面 内质网增生
,

占据某一区域
,

脂肪滴不仅数量多
,

而且体积大
,

提示着 M B v 感染的上皮细

胞发生脂肪代谢障碍 [钟慈声等
,

1 98 4 ]
,

使得劫后余生的草虾肝胰腺发生脂肪病变
,

影响个体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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