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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作作者者 王王国国良良 出出生生于于 年年 副副教教授授 从从事事水水产产养养殖殖

经经济济动动物物病病害害防防治治技技术术研研究究 ∀∀电电话话 ∞∞

收收稿稿日日期期 修修回回日日期期

泥泥螺螺 ΒΒυυλλλλααχχτταα εεξξααρραατταα 隶隶属属于于软软体体动动物物门门 腹腹足足

纲纲 后后鳃鳃亚亚纲纲 头头盾盾目目 阿阿地地螺螺科科 ∀∀其其味味道道鲜鲜美美 具具有有较较

高高的的营营养养价价值值和和经经济济价价值值 是是浙浙江江沿沿海海重重要要的的滩滩涂涂养养

殖殖品品种种 至至 年年全全省省养养殖殖面面积积已已达达约约 ∀∀泥泥

螺螺的的生生长长是是以以不不断断吞吞食食周周围围滩滩涂涂中中的的涂涂泥泥和和底底栖栖藻藻

类类等等为为营营养养基基础础 已已知知滩滩涂涂沉沉积积物物及及动动植植物物碎碎屑屑中中所所

含含有有的的微微生生物物从从事事着着大大量量的的转转化化和和分分解解工工作作 ≈≈ 它它们们

在在泥泥螺螺体体内内又又会会怎怎样样呢呢 为为探探索索泥泥螺螺的的消消化化生生理理功功能能

及及与与养养殖殖 !!病病害害和和防防治治的的关关系系 本本文文从从泥泥螺螺消消化化道道内内

的的细细菌菌菌菌群群组组成成与与功功能能研研究究入入手手作作初初步步分分析析 ∀∀关关于于贝贝

类类体体内内的的细细菌菌学学调调查查已已有有一一些些报报道道 ≈≈ 但但未未见见有有关关泥泥

螺螺的的细细菌菌学学分分析析报报道道 ∀∀

材材料料与与方方法法

11 11 样样品品来来源源

泥泥螺螺样样品品分分别别于于 年年 月月 日日至至 月月 日日

的的养养殖殖周周期期内内 采采自自浙浙江江省省慈慈溪溪市市三三北北镇镇泥泥螺螺养养殖殖

场场 ∀∀

11 22 泥泥螺螺消消化化道道样样品品制制备备

以以无无菌菌操操作作法法解解剖剖泥泥螺螺 分分别别取取出出嗉嗉囊囊 !!胃胃和和肠肠

等等消消化化道道 ∀∀经经研研碎碎后后 分分别别加加一一定定量量的的无无菌菌海海水水充充分分

混混匀匀制制成成 浓浓度度样样品品稀稀释释液液 供供分分析析用用 ∀∀

11 33 细细菌菌的的分分离离和和鉴鉴定定

各各样样品品稀稀释释液液按按 倍倍递递增增法法进进一一步步稀稀释释成成

等等 取取 各各稀稀释释度度的的稀稀释释液液在在 °° ≠≠培培

养养基基 葡葡萄萄糖糖 !!蛋蛋白白胨胨 !!酵酵母母膏膏 !!琼琼脂脂 !!

陈陈海海水水 !!蒸蒸馏馏水水 平平板板上上涂涂布布

置置 εε 恒恒温温培培养养箱箱中中培培养养 ∀∀ 后后随随机机挑挑选选 ∗∗

个个菌菌落落 划划线线分分纯纯后后按按文文献献≈≈ 的的方方法法进进行行鉴鉴定定 ∀∀

结结果果与与讨讨论论

泥泥螺螺消消化化道道由由嗉嗉囊囊 !! 胃胃和和肠肠三三个个主主要要部部分分组组成成

各各部部分分行行使使着着一一定定的的生生理理功功能能 尤尤其其嗉嗉囊囊是是泥泥螺螺的的特特

殊殊消消化化器器官官 也也称称第第一一胃胃 食食物物首首先先在在这这里里被被初初步步消消

化化 ∀∀通通过过对对泥泥螺螺消消化化道道的的细细菌菌菌菌群群组组成成分分析析 结结果果显显

示示发发光光杆杆菌菌属属 ΠΠηηοοττ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弧弧菌菌属属 ςςιιββρριιοο !!

芽芽孢孢杆杆菌菌属属 ΒΒααχχιιλλλλυυσσ 和和假假单单胞胞菌菌属属 ΠΠσσεευυδδ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为为优优势势菌菌群群 表表 ∀∀其其次次还还有有肠肠杆杆菌菌科科 ∞∞ 22

!! 气气单单胞胞菌菌属属 ΑΑεερρ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 黄黄杆杆菌菌属属

ΦΦλλααϖϖ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不不动动杆杆菌菌属属 ΑΑχχιιννεεττ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 !!棒棒状状杆杆

菌菌属属 ΧΧοορρψψννεε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黄黄单单胞胞菌菌属属 ΞΞααννττηη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和和

邻邻单单胞胞菌菌属属 ΠΠλλεεσσιι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等等 个个菌菌属属 ∀∀最最为为突突出出的的是是

发发光光杆杆菌菌属属 占占了了消消化化道道总总菌菌株株的的 比比较较养养殖殖

滩滩涂涂泥泥样样中中该该菌菌所所占占 的的比比例例 明明显显高高出出 个个

百百分分点点 而而泥泥样样中中占占优优势势的的芽芽孢孢杆杆菌菌属属却却在在消消化化道道内内

下下降降了了近近 个个百百分分点点 ∀∀表表明明消消化化道道具具有有调调节节控控制制细细

菌菌菌菌群群与与数数量量的的作作用用 ∀∀

从从泥泥螺螺消消化化道道共共分分离离了了 株株细细菌菌 绝绝大大多多数数为为

革革兰兰氏氏阴阴性性杆杆菌菌 占占总总菌菌株株的的 它它们们在在嗉嗉囊囊 !!胃胃

和和肠肠中中的的分分布布情情况况见见表表 ∀∀表表中中可可见见嗉嗉囊囊内内的的细细菌菌种种

类类繁繁多多 组组成成广广泛泛 而而胃胃和和肠肠内内的的细细菌菌菌菌属属明明显显减减少少

但但它它们们中中的的优优势势菌菌属属仍仍是是相相同同的的 ∀∀泥泥螺螺摄摄入入的的食食物物和和

涂涂泥泥 首首先先进进入入嗉嗉囊囊被被粗粗加加工工 故故嗉嗉囊囊内内的的细细菌菌菌菌群群

组组成成与与外外界界养养殖殖滩滩涂涂中中的的相相似似 ∀∀显显然然 胃胃和和肠肠内内的的细细

菌菌组组成成具具有有较较高高的的特特异异性性 它它们们在在营营养养吸吸收收 !!排排斥斥其其

它它菌菌群群的的繁繁殖殖和和维维持持正正常常菌菌群群等等方方面面可可能能是是有有作作用用

的的 ∀∀

在在不不同同日日期期采采集集的的泥泥螺螺 其其消消化化道道菌菌群群组组成成的的分分

析析结结果果表表明明 泥泥螺螺生生长长过过程程中中消消化化道道内内的的细细菌菌组组成成比比

较较稳稳定定 始始终终以以发发光光杆杆菌菌属属 !!弧弧菌菌属属 !!芽芽孢孢杆杆菌菌属属和和假假

单单胞胞菌菌属属为为优优势势菌菌群群 表表 ∀∀说说明明泥泥螺螺消消化化道道内内的的优优

势势菌菌属属是是参参与与消消化化生生理理活活动动的的主主要要菌菌群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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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11 泥泥螺螺消消化化道道的的菌菌群群组组成成及及分分布布

ΤΤααββ ..11 ΤΤηηεε µµιιχχρροοφφλλοορραα οοφφ δδιιγγεεσσττιιϖϖεεττρρααχχττ ααννδδ ιιττσσ δδιισσττρριιββυυττιιοονν ιινν ΒΒυυλλλλααχχτταα εεξξααρραατταα

表 2 不同日期泥螺消化道的菌群组成变化

Ταβ .2 Τηε ϖαριατιον οφ µιχροφλορα οφ διγεστιϖετραχτ ιν Βυλλαχτα εξαρατα οφ διφφερεντ περιοδσ

参参考考文文献献

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微微生生物物研研究究所所细细菌菌分分类类组组 ∀∀一一般般细细菌菌常常用用鉴鉴

定定方方法法 ∀∀北北京京 科科学学出出版版社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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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属 名名
嗉嗉 囊囊 胃胃 肠 消消化化道道合合计计 滩滩涂涂泥泥样样

个数 组成 个数 组成 个数 组成 个数 组成 个数 组成

ΠΠηηοοττ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ςςιιββρριιοο

ΒΒααχχιιλλλλυυσσ

ΠΠσσεευυδδ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

ΑΑεερρ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ΦΦλλααϖϖ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ΑΑχχιιννεεττ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

ΧΧοορρψψννεε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ΞΞααννττηη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ΠΠλλεεσσιι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总总 计计

属属 名名
月月 日日 月月 日日 月月 日日 月月 日日 月月 日日

个数 组成 个数 组成 个数 组成 个数 组成 个数 组成

ΠΠηηοοττ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ςςιιββρριιοο

ΒΒααχχιιλλλλυυσσ

ΠΠσσεευυδδ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

ΑΑεερρ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ΦΦλλααϖϖ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ΑΑχχιιννεεττ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

ΧΧοορρψψννεε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ΞΞααννττηη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ΠΠλλεεσσιι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总总 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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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ΟΟΛΛΟΟΓΓΙΙΧΧΑΑΛΛ ΑΑΝΝΑΑΛΛΨΨΣΣΙΙΣΣ ΟΟΦΦ ∆∆ΙΙΓΓ ΕΕΣΣΤΤΙΙςς ΕΕ ΤΤΡΡ ΑΑΧΧΤΤ ΙΙΝΝ

ΒΒυυλλλλααχχτταα εεξξααρραατταα

•• ∏∏ ×× ¬¬ •• ≠≠ ≠≠ ≥≥

∆∆εεππααρρττµµεεννττ οοφφ ΟΟχχεεααννοογγρροοππηηψψααννδδ ΦΦιισσηηεερριιεεσσ ,, ΝΝιιννγγββοο ΥΥννιιϖϖεερρσσιιττψψ ,,

ΡΡεεχχεειιϖϖεεδδ :: ≥≥

ΚΚεεψψ ΩΩοορρδδσσ ΒΒυυλλλλααχχτταα εεξξααρραατταα ≤≤ ≥≥

ΑΑββσσττρρααχχττσσ

ΒΒυυλλλλααχχτταα εεξξααρραατταα

√√ ×× √√ √√ ×× 22

ΠΠηηοοττοοββααχχττεερριιυυµµ ,, ςςιιββρριιοο ,, ΒΒααχχιιλλλλυυσσ ΠΠσσεευυδδοοµµοονναασσ ×× ∏∏

√√ √√ ΒΒυυλλλλααχχτταα εεξξααρραατταα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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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ΝΦΛΥΕΝΧΕ ΟΝ ΤΗΕ ΧΕΛΛ ΒΙΟΜΑΣΣ ΟΦ ΡΕ∆ ΤΙ∆Ε

ΑΛΓ Α Αλεξανδριυµ ταµαρενσε ( Λεβουρ) Βαλεχη ΧΥΛ2
ΤΥΡΕ∆ ΩΙΤΗ Τ ΩΟ ΜΑΡΙΝΕ ΒΑΧΤΕΡΙΑ

÷ 2 ∞ × 2 ± 2 ∏ ≠∏2 ∏

Σχηοολ οφ Λιφε Σχιενχεσ , Ξιαµεν Υνιϖερσιτψ ,

Ρεχειϖεδ : ∏

Κεψ Ωορδσ Αλεξανδριυµ ταµαρενσε , ≤

Αβστραχτ

× ∏ ∏ Αλεξανδριυµ ταµαρενσε ∏

≥ Βαχιλλυσ µεγατεριυµ ≥ Β . ηαλµαπυλυσ √

∏ ×

≤ ≅ ∏ √ ∏ ¬

≤ ≤ ≅ ≅ √ 2

∏ ≥ ∏ ¬ ∏ ≥

Α. ταµαρενσε ƒ∏ ∏ ∏

Α. ταµαρενσ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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