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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牙鲆养殖业在我国的蓬勃发展 牙鲆疾病日

趋严重 成为养殖业的重大障碍 ≈ ∀据池上裕治

年报道 在牙鲆最常发生的 种细菌性疾病 即爱德

华氏菌病 !链球菌病和弧菌病中 迟缓爱德华氏菌病

又名腹水病 是牙鲆养殖中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疾

病 每年 ∗ 月 ε 以上的高水温期为发病高峰

期 ∀夏季水温越高发病期越长 秋 !冬季的危害也越

大 ∀若 ε 以上水温长期持续 则发病危险性更大
≈ ∀一旦发病 高密度饲养的小型鱼死亡率高 ∀改善养

殖环境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病害 但更积极的方

法是预防免疫 ∀马久地隆幸等 年以及 等

年对牙鲆迟缓爱德华氏菌病原性实验已有报道

但都为慢性毒性实验 并且由于环境温度 !剂量 !注射

方法和鱼体大小等不同 结果也不尽相同 ∀本研究为

牙鲆对迟缓爱德华氏菌的急性感染实验 目的就是建

立迟缓爱德华氏菌对牙鲆的致死模型 为筛选对迟缓

爱德华氏菌具有保护性的疫苗做好前期准备 ∀

材料和方法

1 1 菌种及试验用鱼

迟缓爱德华氏菌来自天津动植物检疫所 ∀将迟缓

爱德华氏菌纯化 口腔灌注 从发病鱼中分离出致病

力较高的病原菌 在 ≥≥培养基上检验 同时在

ε 冷冻干燥保存 ∀实验用牙鲆幼鱼购自山东威海海珍

品养殖公司 平均体长 平均体重 ∀每次

购得鱼苗都置于 水族箱里暂养 周 换水 充氧

并用颗粒饵料饲喂 水温 ? ε ∀实验期间鱼

停止进食 ∀

1 2 试验方法

将菌株活化 !复壮 !分离 转接淡水的 ∞斜面

∗ ε 培养 用无颗粒生理盐水洗下菌苔 进

行 倍稀释 制成 ∗ 个浓度梯度 ∀用平板

涂布法和荧光染色显微计数法 ⁄≤法 计数菌液

浓度 ∀

将牙鲆分组后 分别用 种方法对其进行人工感

染 即口腔灌注法 !肌肉注射法 !腹腔注射法和腹腔加

肌肉注射法 ∀每种注射方法都根据需要设 ∗ 个梯

度 并对每一注射方法设定一组对照组 注射同等量

的无菌生理盐水 并保留不做注射的空白对照组 ∀每

尾鱼的注射量为 ∀同时记录当天水温 ∀实验重

复 ∗ 次 ∀口腔灌注法采用微量取液器取 通

过口腔和食道缓缓送入胃里 肌肉注射法是用灭过菌

的针在背鳍下方 !侧线上方注射 腹腔注射法是从腹

鳍之间插入腹腔 腹腔加肌肉注射法是将针头从泄殖

腔后进入 顺腹壁向后插入肌肉 注射 后针头

推到腹腔再注射 ∀

牙鲆迟缓爱德华氏菌急性感染实验 种不同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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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为了检验疫苗对牙鲆免疫效果 探讨有效的注射途径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采用迟缓

爱德华氏菌 Εδωαρδσιελλα ταρδα)对牙鲆( Παραλιχητηψσολιϖαχευσ 进行感染实验 对口腔 !肌肉 !腹

腔和腹腔加肌肉 种注射方法进行了评价比较 ∀其半致死浓度 ⁄ 分别为口腔灌注法

≤ƒ !肌肉注射法 ≤ƒ !腹腔注射法 ≤ƒ 和腹腔加肌肉注射法

≤ƒ ∀结果表明牙鲆对迟缓爱德华氏菌敏感 在这 种注射方法中 以腹腔注射法这种人工

感染方式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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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半数致死量(Λ∆ 50)的测定

观察记录 内鱼的发病及死亡情况 对口腔灌

注法记录 内的发病情况 ∀同时取样 ! 分离病原

菌 鉴定 ∀计算鱼的半数致死量 ⁄ 计算方法参考

∏ 法 ≈ ∀

结果

2 1 主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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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先朴等 年研究表明 鱼病的

症状表现为两大类型 一种是肾脏型 另一

种是肝脏型 实验中人工感染后造成牙鲆

发生病变 经解剖有肝肾脓肿 !充血 腹水

现象 特别是腹水现象明显 ∀

2 2 病原菌的特征

革兰氏阴性杆菌 菌体直 !单个 ∀ ∗

ε 培养 菌体 ∗ Λ ≅

∗ Λ 多数为 ∗ Λ ≅

∗ Λ 随培养时间延长菌体缩

短 ∀长时间培养菌体很多呈球形 ∀周鞭毛 运动 无荚

膜 无芽孢 ∀在普通培养基上 ∗ ε 培养 菌落

直径为 左右 ∀正圆形灰白色透明隆起 周缘光

滑 ∀能在 ≥≥培养基上生长 ∀

2 3 感染实验

本实验通过 种方法 用迟缓爱德华氏菌对牙鲆

进行感染 ∀这 种方法分别为 口腔灌注法 !肌肉注射

法 !腹腔注射法和腹腔加肌肉注射法 ∀实验期间水温为

? ε ∀通过感染得出 内 口腔灌注为

牙鲆的死亡情况 得到每种注射方法的半数致死浓

度 ∀通过半致死浓度对各种注射方法加以分析比较如

下 见表 ∀

口腔灌注法 因口腔灌注反应较慢 故观

察 内的死亡情况 得到的平均半致死浓度为

≤ƒ 通过两次实验的观察 发现当浓度达到

≅ ≤ƒ 时有 的死亡率 但在此浓度下

之内达不到 的死亡率 ∀

肌肉注射法 平均半致死浓度为

≤ƒ 通过 次实验 得出当浓度达到 ≅

≤ƒ 时 能达到 的死亡率 当浓度达到 ≅

≤ƒ 时 达到 的死亡率 ∀

腹腔注射法 平均半致死浓度为

≤ƒ 当浓度为 ≅ ≤ƒ 时 能达到

死亡率 浓度为 ≅ ≤ƒ 时 死亡率为

∀

腹腔加肌肉注射法 平均半致死浓度为

≤ƒ 当浓度为 ≅ ≤ƒ 时 内

死亡 ∀

种注射方法的半数致死浓度测定值见表 ∀

讨论

迟缓爱德华氏菌是侵染牙鲆的一种重要菌种 ∀

据马久地隆幸等 年报道 它的胞外产物及菌体

均含有毒素 该菌分布于血液 !肠 !肝 !肾中 ∀通过

种方法用迟缓爱德华氏菌对牙鲆进行感染实验 每

种方法都重复实验二到三次 每次结果都有很高的

相近性 除口腔灌注法外 且每种方法都能在一定的

浓度内 ! 中达到 的死亡率 ∀所以无论哪种方

法 都具有死亡率高 存活率低 重现性高的特点 都

可以作为人工感染的注射方法 ∀比较这 种注射方

法 半致死浓度分别为腹腔加肌肉注射法

≤ƒ 腹腔注射法 ≤ƒ 肌肉注射法

≤ƒ 和口腔灌注法 ≤ƒ ∀腹腔加

肌肉注射法对牙鲆的致死效果最好 其次为腹腔注

射 !肌肉注射和口腔灌注法 ∀这种顺序与 等 ≈

的慢性毒性结果 即腹腔法 ∗ !浸泡法 ∗

和口服法 ∗ 大体相同 由于他未做半致死

浓度 因而无法进行直接的比较 ∀综合来看 腹腔加

肌肉注射法虽然致死效果最好 但容易对牙鲆造成

较大的物理伤害 肌肉注射法的注射剂量不易过大

口腔灌注对鱼体造成的物理伤害虽然最小而且是最

接近自然感染的人工感染方式 但致死效果最差 ∀因

此 对牙鲆的迟缓爱德华氏菌人工感染方式还是以

腹腔注射法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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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虾 Πανυλιρυσστιµπσονι)是我国海区特有而

重要的经济种类 ∀由于中国龙虾个体较大 !肉味鲜美 !

营养丰富 !市场广阔 因此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随着

龙虾消费量的日益增加 人们期望将其开发为近海增

养殖对象 ≈ ∀中国龙虾分布于我国东南海区 自然条

件下栖息于 深以内的沿岸水域 隐匿于岩礁的

洞穴内 昼伏夜出 具有典型的隐匿行为 ∀迄今为止未

见有关于中国龙虾栖息习性的研究报道 本文对中国

龙虾的栖息行为及其对隐蔽物的具体要求进行研究

中国龙虾栖息习性的观察

陈政强 陈昌生 吴仲庆 林楚城 贾锡伟

集美大学水产生物技术研究所 厦门

提要 于 年 月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海水养殖试验场进行中国龙虾栖息习性的试验

观察 ∀结果表明 正常温度 !盐度条件下 中国龙虾有隐匿穴居 !昼伏夜出的栖息习性 喜欢栖

息于紧身或身体易于找到依靠的水平洞穴中 并有同穴共居现象 低层洞穴的栖息率高于高

层洞穴 温度低于 ε 时 中国龙虾夜间也很少离穴活动 温度低于 ε 或高于 ε 盐度

低于 或高于 时 中国龙虾都会逃离洞穴 ∀

关键词 中国龙虾 栖息习性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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