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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给不同组草鱼分别投喂含
、 、

和 穿心莲的人工配合饲料
,

在不 同时期取样检测各组草鱼

前
、

中
、

后肠需氧和兼性厌氧菌的种类和数量
。

结果显示
,

草鱼肠内细菌的种类
,

特别是优势菌群的种类没有受

到穿心莲的影响
。

各组草鱼肠内各部位的优势菌群均为气单胞菌 和肠杆菌 肠肠曰刀灰配切南
。

草鱼

肠内细菌数量为 护 一 护。刃
· 一 ‘ ,

分析后发现
,

各组草鱼肠内细菌数量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 尸 。

但

及 的穿心莲能降低气单胞菌的组成
。

上述结果表明
,

一定浓度的穿心莲可 以通过降低优势菌群气单胞菌

的组成而对草鱼肠内微生态系产生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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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肠炎病是较为严重的一种细菌性疾病
。

徐伯亥等曾对其发病机理进行过研究 〔’〕。

在生产实践

中
,

中草药穿心莲防治肠炎病的有效药物之一
,

但一些体外的抑菌实验指出
,

穿心莲对病原微生物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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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作用图 ①。

而有关报道认为
,

肠道细菌的存在对鱼类健康具有重大意 义〔‘
,

”一 “ 〕。 本文拟从穿心莲与

肠道细菌关系方面研究探讨穿心莲治疗肠炎病的机制
。

材料与方法

试验鱼及饲养条件

试验用草鱼体质健壮
,

体重 一 印
,

均来 自华中农业大学水产站
,

捕起后室 内暂养 再用 于试

验
。

室内盛鱼容器为塑料水族箱
,

每箱放鱼 尾
。

水源为充分曝气的 自来水
,

充

氧泵每天 不间断充氧
。

水温控制在 ℃
。

试验期间每天投喂药饵 次
,

投饵从每天上午 开

始
,

以当天投饵量全部被草鱼吃完为止
。

药饵

按每箱 尾
、

每尾 印 计
,

每组每天的投饵量为 印 印
。

分别按饲料的
,

余

同
、 、

用药
,

连喂
。

组除不含穿心莲外
,

其余处理与其它组完全一致
。

各组药饵均 次性

制好
。

将购 自武汉市中草药商店的穿心莲按组别所需量称好
、

烘干
、

量于烧杯 中
,

加水煎煮三次
,

每次煮

沸
。

集中三次的药液进一步煎煮
,

直至浓缩到 为止
。

待药液冷却后将其均匀喷洒在相应

组别的饵料上 来 自同一厂家的配合饲料
,

烘干后即成药饵
。

药饵置于干燥的白色广 口瓶中封盖
,

入烘

箱内保存
。

肠道细菌的收集计数与鉴定

取样分别在试验的第
, , , , ,

天的下午 进行
。

草鱼前
、

中
、

后肠 的区分参考文献仁

的方法
,

其余操作参考文献〔」的方法处理
。

结果与分析

经细菌鉴定 表
,

表
,

表
,

实验 草 鱼肠 内共 鉴定 出 种 需 氧 和 兼性 厌 氧 菌 气 单胞 菌属

、 此 为简 写
,

下 均仿此
,

肠 杆菌科 枷
,

葡萄球 菌 属 叩入郊优似
,

不 动 杆 菌属
,

芽胞 杆 菌属 刀讹 刀配
,

棒 状 杆 菌 属 , 记 咖
。

,

弧菌属 而
,

黄杆菌属 声谈功。
二 户轰王 以及假单胞菌属 尸兜功或〕

二 几‘ 另外

还有少量其它需氧和兼性厌氧菌 「以 。 众 表示 」
。

除 乃巴 外
,

各类细菌至少在每一组草鱼肠 内

出现过 次 尸绍 仅在摄食含 穿心莲饵料的草鱼组 组 的前肠 中出现过 次
。

依据各类细菌在各组草鱼肠 内组成百分数的大小 表
,

表 以及它们检出频率的高低 表 可 以

将已明确鉴定出的 种细菌归为两大类
。

一类包括 门才 和
。

乃材 在每一组草鱼的前
、

中
、

后肠 内

均有广泛的分布
,

而且在每一组检测到的需氧和兼性厌氧菌群 中占有很大的 比例
。

在草鱼肠 内的

分布与组成基本和 硫 相似
。

其余菌群的分布与组成根本无法和这两者相 比
。

很显然
,

与 是

每一组草鱼肠 内的优势菌群
。

这一特点并未因摄人饵料内穿心莲含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

其余各菌群

即均从属菌群
,

在从属菌群中又可以分出两类菌
,

一类包括 和
,

它们在每一组草鱼肠内的三个

部位即前
、

中
、

后肠至少均出现过 次
,

其被检获的机会在一半左右
。

从属菌群内的其它菌群归一类
,

它

们的共同特点是至少在每一组草鱼肠内的某一部位即前
、

中
、

后肠三者之一缺失过 次
,

而且被检出的

机会基本上都少于一半
。

①罗 琳
,

蔡雪峰
,

成中芹 五种常规中草药联用对鱼害粘球菌的药效研究 么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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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摄食不同含 穿心莲后草鱼肠内细菌的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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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胁

明
一 仪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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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肠中肠后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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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丈 宁
。

“ ,

八刃
邵 男

注 示组成百分数平均值
,

示组成百分数的范围
,

示前
、

中
、

后肠 三者的均值
, 一 示 未检测到

。

如果将草鱼肠内每一部位内的 和 五 ￡ 作为一个优势菌群整体看待
,

那么
,

可 以看 出 表
,

不

同部位
,

不同组别的 和 乃材 的组成百分数基本相 同
。

也就是说
,

其组成并未随摄人穿心莲含量的

变化而出现较大波动
。

但是
,

在这个优势菌群整体内部
,

和 刀￡ 各 自的组成却因摄入穿心莲含量

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的变化
,

呈现
“

此消彼长
”

的格局
。

即
,

在穿心莲含量高的组别 组
,

组 组

成偏低 之 组成偏高
,

而在穿心莲含量低的组别
、

组
、

组 情况恰好相反
,

组成偏高
,

瓜

组成偏低
。

这就意味着
,

较高浓度的穿心莲对草鱼肠 内 的生长有一定 的负面影响
,

对 比 的生长

没有影响
。

细菌计数的结果 表 显示
,

草鱼肠 内细菌数量的波动较大
,

最高值 护 与最低值 护 之间

相差 峨拟 倍
。

比较全肠细菌数量 即总体平均值
,

组 的结果高于摄人穿心莲组别 的相应结果 但统

计分析表明
,

这种差异不显著 尸
。

不同组别的草鱼前肠之间
、

中肠之间以及后肠之间的细菌数

量也存在着差异
,

但检验后发现差异也不显著
。

上述结果充分说明
,

穿心莲对肠 内细菌数量

的影响很小
。

表 还显示
,

各组前
、

中
、

后肠的细菌数量基本存在后肠值高于前
、

中肠值的现象
,

但分析

证明
,

前
、

中
、

后肠三者细菌数量之间的这种差异仍然不显著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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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摄食不同含 穿心莲后草鱼肠内细菌组成排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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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矛去王 召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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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 及配 ‘

矛轰理
场

之

〔乞

叭 声去王
,

乙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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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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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肠

前肠

中肠

后肠

全肠

前肠

中肠

后肠

全肠

注 示 前
、

中
、

后肠至 少 出现过 次的菌群种类数 币复出现者只作 次记 , 几前
、

中
、

后肠 七者均位的 比较

表 摄食不同含量穿心莲后草鱼肠内细菌检出频率

闰 硕 沈 祀 均 别绍 印

竺
比 行 〔范 召山 叭 卢拓 几咐

叭
·

︸一一︸︸一︸︸’角一角角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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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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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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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白净吻卫胜心飞伟、。、,

卜

南角角爪知’
户

俘一。︺,八,八
·月

﹃曰,刁月工汤月啥

俩,俩俩俩俩洲俩,俩俩’前肠

中肠

后肠

个肠

前肠

中肠

后肠

全肠

前肠

中肠

后肠

全肠

前肠

中肠

后肠

全肠 八

一

注 小 次抽样被检获的次数 不前
、

中
、

后肠检获次数的均值 一 尔 次抽样时均未检获
。

综上所述
,

穿心莲对草鱼肠 内的细菌种类没有明显的影响
,

对前
、

中
、

后肠的细菌数量也没有显著的

影响
。

但是
,

较高浓度的穿心莲对优势菌群 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

从 而最终改变了两种优势菌群相

互之间的组成格局
,

也就改变了草鱼肠内微生态系统的结构特点
。

从这个意义 上讲
,

穿心莲对草鱼肠 内

微生态系统具有较大影响
。

讨论

淡水鱼肠内细菌的数量基本在 护 一 护 之间
。

鱼类后肠 的细菌数量在前
、

中
、

后肠三者之中是最

高〔“一

刚
,

本文的结果与此基本一致
。

陈孝煊认为
,

这可能与内容物在肠 内的推进有关汇 。

而 和

指出
,

鱼类肠内细菌的数量与肠道组织的关系比与肠 内内容物的关系更密切
。

如果再考虑到

鱼类肠道对菌体吸收的情况
,

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
,

这有待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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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摄食不同含 , 穿心莲后草鱼肠内的细菌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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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示每次抽样时前
、

中
、

后肠三者的均值
。

表 鱼类肠内细菌的数 与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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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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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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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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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一 护

护 一 护

凡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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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句话 神而

草 鱼

草 鱼

护 一 砰 正常鱼

沪 一 , 肠炎

护 技理 云洲如

丁 及‘ ,如 笋 ℃扼

护 一 丁 空肠
护 一 伊 饱食

,

公‘ 曰刃应企 ,

“ 笼为 刀 笋 ℃

草 鱼
护 一 评 未摄抗生素
护 一 摄人抗生素

,

声去王 , , 目 ,

月
,

声去王 , ,

肠砚

草 鱼
护 一 仪摄人紫背浮萍
护 一 护 摄人人工配饵

月
,

声去王 , ,

肠越

,

户丢飞 , ,

石“

草 鱼
护 一 沪 摄人穿心莲
护 一 护 未摄穿心莲

,

及
, “

李爱杰和沈宗武仁

和

吉水守等〔’

等〔,

高 健 ,

徐伯亥等川

王红宁等 〕

陈孝煊〔

周文豪等

周文豪等〔川

本 文

优势菌群决定着肠内微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特点
,

因此
,

确定鱼类肠内微生态系统的优势菌群就

显得尤为重要
。

比较不同淡水鱼肠内的优势菌群 表 后发现
,

几乎无一例外成为肠 内的优势菌

群
,

肠“ 在许多鱼类的肠 内也是优势菌群
。

这一现象表明
,

决定鱼类肠 内优势菌群的因素更多的时候可

能是鱼类生活的水环境
。

菌群
,

在 组草鱼前
、

中
、

后肠中的组成始终排在第三位 表
,

如果将其归人该组草鱼肠内

的优势菌群行列也可以
。

然而从其组成与检出频率和 及 以 相差较大来考虑
,

还是将其归人从属

菌群中
。

比较其它作者划分优势菌群的情况
,

不难发现这一事例恰好反映 出 目前不 同研究者对优势菌

群划分所掌握尺度不尽相 同的事实
。

这恐怕也是同一种鱼类肠内优势菌群不完全一致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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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结果表明
,

草鱼摄人较高浓度的穿心莲后会对肠 内优势菌群之一 的 产生负面的影响
,

降低了其在肠内的组成
,

但对另一优势菌群 肠比 没有影响
。

结果便出现优势菌群整体的组成基本相

同
,

而整体内部出现
“

此消彼长
”

的现象
。

这一现象反映出优势菌群在肠内微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
。

徐伯亥等仁‘ 在研究草鱼肠炎病的致病机理时指出
,

在肠 内大量繁殖 占据优势地位是肠炎病发

生的必要条件之一
。

本文的结果证实草鱼摄人较高浓度的穿心莲后能降低 在肠 内的组成
,

这成为

生产中采用穿心莲防治草鱼肠炎病较好疗效的原因〔川
。

穿心莲的主要有效成份为穿心莲内醋类【‘“ 〕
,

在化学上属于二菇类化合物
,

为脂类的一种
。

按照鲤

科鱼类在肠中部充分吸收脂类的观点〔‘”〕
,

如果 是因与较高浓度的穿心莲有效成份直接接触而受抑

制
,

那么它在 组
、

组草鱼前
、

中
、

后肠 内组成的大小排序应该都表现 出前肠 中肠 后肠的现象
。

但本文的结果 表 没有证实这一假设
。

因而
,

作者认为
,

草鱼摄入较高浓度的穿心莲产生抑制 的

效果是间接的
,

并不是穿心莲在肠内直接发挥作用的结果
。

这与高汉娇等 所作穿心莲 拼 一 ’

体外抑制嗜水气单胞菌 泊州吻人而 无效的结果相一致
。

邓文龙〔’ 认为
,

穿心莲及其制剂没有什么

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

它们对传染性疾病的疗效很可能是对机体多方面进行调整 的结果
。

而鱼类生理

状态的改变会对肠 内细菌的种类和数量产生影 响「’ 。

因此
,

本文较高浓度的穿心莲对肠 内优势菌群

产生抑制作用的机制很可能与此相似
。

吴志新
、

王敏老师以及学生陆高有在试验期间提供帮助
,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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