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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多肽对黑鲷免疫和生长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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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渔业养殖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发展 各种鱼

病的爆发成了影响渔业养殖的制约因素之一 对鱼病

防治与控制问题也相应突出出来 ∀研究安全 !有效抗

防病药物和添加剂十分重要 ∀据 等 年报道

疫苗能降低水产养殖动物爆发疾病的危险 但现有疫

苗特异性强 尚无一种抗多种重要流行疾病的有效疫

苗 ∀抗生素和其他化学药物可用来避免和控制鱼类的

急性感染 但是由于药物残留 !环境污染 !细菌抗药性

等问题 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因此免疫增强剂的应

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免疫增强剂可以不同程度

增强鱼类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和对疾病抵抗力 ∀这些免

疫增强剂包括 葡聚糖≈ ∗ !肽聚糖≈ !脂多糖≈ !细菌

⁄
≈ !病毒双链 ≈ !几丁质 据 ≥ 年报

道 !鸡蛋产物 据 ≠ ≠ 等 年报道 !维生

素≈ !矿物质 据 年报道 !激素 据 2

≠ 等 年报道 !左旋咪唑≈ 等 ∀这些免疫增

强剂主要是一些细胞成分 !化学物质或存在于天然物

质中 存在着来源 !提取或合成等问题 且免疫增强作

用多通过注射方式实现 实施起来费时费力 ∀微生物

免疫多肽是一种微生物发酵产物 通过生物工程技术

可以实现低成本 !大规模生产 ∀它的主要成分为多肽

初步实验证明口服微生物免疫多肽可以促进对虾的

生长和增强免疫能力 ∀本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初步探讨

口服微生物免疫多肽对鱼类生长和免疫能力的影响

作用 ∀

材料和方法

实验动物与饲喂条件

实验在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小麦岛增养殖基地

进行 ∀黑鲷 Σπαρυσ µαχροχεπηαλυσ 训养 均重 ?

共 尾 桶养 每桶 尾 连续充气

每天上午 Β 时投饵 以略有剩饵为度 摄食结束

后换水 沙滤海水 ∀实验期 年 月 ∗ 月

日 水温 ? ε ∀

实验设计

共分 组 如表 ∀饲喂 后 测定各组样本生

长指标和免疫指标 ∀

样本血清采集与保藏

表 1  实验分组和药物添加量

编号 组别 黑鲷尾数 基本饵料 添加物 添加比例

空白对照 鲜杂鱼 无 无

阳性对照 鲜杂鱼 / 渔歌0牌添加剂 推荐量

≤ 多肽 鲜杂鱼 微生物免疫多肽

⁄ 多肽 鲜杂鱼 微生物免疫多肽

注 阳性对照组中所用添加剂为/ 宝来利来股份有限公司水产药品事业部 青岛 0的/ 渔歌0牌水产动物

饵料添加剂 批准文号为鲁药添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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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随机捞取黑鲷 断尾采血 全血于室温下静

置 ε 静置 离心 取

上清液 分装 ε 保藏至分析化验 ∀

免疫指标测定

溶菌酶活力测定 微板比浊法≈ 溶壁

微球菌冻干粉 ≥ 悬液 ∏ ∏

为含 ≤ 磷酸钾盐缓冲

液 加入微量培养板各孔中 每孔 Λ ε 轻微

振荡 尔后各加入 Λ 待测血清 振荡

于酶标仪 2 ⁄ ≥2

上读出 处 ⁄值 立即至于 ε 环境中 轻

微振荡反应 后 迅速置于酶标仪上 记录读

数 ∀以含 ≤ ! 的磷酸钾

盐缓冲液为空白 ∀每个血清样本设 个重复 取平均

值 ∀计算酶活力 一个酶活力单位定义为 该条件下每

分钟使反应液 ⁄值下降 的酶量 ∀

溶血素效价 倍比稀释法 据

∂ ≥ 等 年报道 ∀取微量培养板 各孔加入 Λ

生理盐水 将待测血清做倍比稀释 终体积为 Λ

再加入 Λ 人红细胞 海军 医院放射免疫中

心提供 悬液 溶于生理盐水 振荡片刻 室温静置

观察记录结果 ∀溶血素效价以能引起至少一半红细

胞溶解的血清最高稀释度表示 ∀

免疫因子 免疫消浊比浊法≈ ∀取 Λ

血清加入 Λ 生理盐水中 混匀 输入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 ≠ ° ≥ ° 分析打印结果 ∀事先设定

程序如表 所示 ∀

统计学分析

观测值以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 运用 ∞¬

≥ 对各处理组间做学生氏 τ检验 双样

本等方差假设 ∀

实验结果

微生物免疫多肽的促生长作用

如表 所示 多肽 !多肽 均有明显的促生长

的效果 ∀多肽 组 !多肽 组平均体重显著高于空白

对照组 Π 但与阳性对照组相比差异不显

著 饲料系数则以实验 组 多肽 最低 阳性对照

表 2  免疫因子测定实验设定程序

免疫因子 稀释血清 抗血清 反应时间 波长

Λ Λ

≤

≤

表 3  处理 1 个月后体重与饲料系数情况

编号 组别 黑鲷尾数
体重 体重增长

尾

总重增长

组

投饵量

组
饲料系数

空白对照 ?

阳性对照 ? 3

≤ 多肽 ? 3

⁄ 多肽 ? 3

注 黑鲷初始均重为 ? 3 表示某一指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

组 !多肽 组次之 空白对照组最高 ∀

微生物多肽的促免疫作用

溶菌酶活力和溶血素效价 如表 所

示 多肽 组及多肽 组的溶菌酶活力极显著高于空

白对照组 Π 多肽 组的溶菌酶活力极显著

高于阳性对照组 阳性对照组高于空白对照组 但无

显著性差异 ∀各组的溶血素效价无显著差异 ∀

对免疫因子 ≤ ≤ 的影

响 结果如表 所示 ∀多肽 组 !多肽 组 !阳性对照

组的 项免疫因子均高于空白对照组相应项 ∀各组间

表 4  处理 1 个月后的溶菌酶活力和溶血素效价

编号 组别
黑鲷

尾数
溶菌酶活力 溶血素效价

空白对照 ? ?

阳性对照 ? ?

≤ 多肽 ? 3 3 ?

⁄ 多肽 ? 3 3 ?

注 3 3 表示某一指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Π

表示某一指标与阳性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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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无显著差异 多肽 组的 极显著高于

空白对照组的 Π ≤ ≤ 显著高于空白

对照组的相应项 Π 多肽 组的 ≤ ≤

极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的相应项 阳性对照组的

≤ 极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的 ≤ 含量 多肽

组与多肽 组大部分测定项目高于阳性对照组的

相应项 但除多肽 组的 ≤ 含量显著高于阳性对照

组外 其他差异均不显著 ∀

讨论

两种微生物免疫多肽的促生长 !促免疫

作用评价

两种微生物免疫多肽均具有明显的促生长 ! 促

免疫作用 ∀黑鲷口服 的多肽 较空白对照组饲

料系数降低 平均体重提高 极显著提

高血清中的溶菌酶活力及 ≤ ≤ 等免疫因子的

含量 Π 和阳性对照组相比 平均体重提高

饵料系数降低 血清中的溶菌酶活力极

显著提高 Π ≤ 含量显著提高 Π ∀

黑鲷口服 的多肽 较空白对照组平均体重提高

饲料系数降低 极显著提高血清中的

溶菌酶活力及血清中 含量 Π 显著提高

血清中 ≤ ≤ 含量 ° 多肽 组与阳性对照

组的各项比较差异不显著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多肽 的促生长 !促免疫作用大于多肽 和 / 渔歌0

多肽 和/ 渔歌0相比则无显著差异 ∀

测定方法 !结果分析

溶菌酶活力 本文测定黑鲷血清中溶

菌酶活力范围为 ∗ 而 等≈

测定大西洋鲑血清中溶菌酶活力范围在 ∗

之间 ∀究其原因 可能是种属差异也可能是测

定具体条件不一致所致 如本文采用反应 而非

等 ∀

溶血素效价 本文测定的为黑鲷血清

中天然溶血素效价 所以偏低 而 ∂ ≥ 等

年测定的是为虹鳟注射 绵羊红细胞后血清中溶

血素效价 故而较高 ∀

免疫因子 本文采用免疫消浊比浊法

测定黑鲷血清中免疫因子 ∀免疫消浊比浊法是近年发

展起来的 其基本原理是抗原与相应抗体相遇 在液

相中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 从而形成一定浊度 该浊

度与抗体存在时抗原的含量成正比 ∀此法多应用于人

血清中免疫因子的测定 采用的抗体液多为羊抗人的

抗体 ∀王伟庆等≈ 借鉴此法 采用羊抗人的抗体液 测

定中国对虾血清中的免疫因子 发现中国对虾血清中

存在类 !类 !类 !类 ≤ !类 ≤ !类 ≤ °物质

并且用此法测定出健康与带病中国对虾血清中的免

疫因子含量的差异 ∀本文也采用羊抗人的抗体液 测

定出黑鲷血清中 ≤ ≤ 等因子的存在

空白对照组与其他组的黑鲷血清中 ≤

≤ 等因子含量存在一定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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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处理 1 个月后的免疫因子

编号 组别
黑鲷

尾数

含量 含量 含量 ≤ 含量 ≤ 含量

空白对照 ? ? ? ? ?

阳性对照 ? ? 3 3 ? ? 3 3 ?

≤ 多肽 ? ? 3 3 ? ? 3 ? 3

⁄ 多肽 ? ? 3 3 ? ? 3 3 ? 3 3

注 3 表示某一指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3 3 表示某一指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Π 表示某一指标

与阳性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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