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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免疫型药物对养殖中国对虾

病害防治作用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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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张海岩
2 6 6 0 7 1 )

提要 于 1 9 9 2 年 8一 9 月在山东乳山县海阳所镇虾场
,

使用复合口 服免疫药物防治中

国对虾病害
,

在现场观察对虾的发病情况
、

生长及增重速度 ; 在实验室测定对虾血淋巴中的抗

菌
、

溶菌活力和酚氧化酶活力
。

研咒表明
,

对虾服用
“ 口服免疫型

”
药物后具有明显的抗病防病

能力及促生长等作用
。

关键词 中国对虾 口服免疫药物 病害防治

关于对虾病害的防治
,

目前养殖单位所普遍采用的抗菌素等药物存在许多缺点
,

如预

防作用弱
,

有毒副作用等
,

不能全面有效地防治各种病害
。

鉴于此
,

国内外一些学者从免

疫学角度对虾病进行防治研究
,

此方面已有一些试验取得了成功 (叶孝经
, 1 9 9 ;0 lB an d

C r o w d e r ,

1 9 8 2 )
。

本试验系采用富含免疫多糖
、

生物碱及氨基酸等成分的数种免疫药物
制成药饵使中国对虾服用

,

刺激其 免疫系统
,

提高其防御能力
,

进浦达到防病治病的 目的
。

另外
,

本试验中通过测定对虾血淋巴中的抗菌
、

溶菌活力及酚氧化酶活力等作为免疫指

标
,

以衡量对虾的免疫功能状态及不同免疫药物的抗病作用机理
,

同时为对虾病害的监测

提供手段
。

l 材料与方法

L l 实验地点及概况 于 1 9 9 2 年 8一 9 月在山东省乳山县海阳所镇虾场进行中国对虾

( p
o
an eu , ` ih ne o is ) 免疫型药物试验

。

该虾场位于乳山口外
,

系全部自然纳水
,

水质条件

较好
。

全场虾池有 8个
,

共计 60 0 亩
,

水深 1一 1
.

, m
。

选定 3号池为试验池
,

面积 48 亩
,

放

苗 9 0 00 尾 /亩
,

该池底质
、

水质情况一般
,

历年对虾的规格
、

产量属全场中等
。

选定 2 号池

作为对照池
,

面积为 73 亩
,

放苗密度同试验池
,

其各项环境条件及往年虾规格
、

产量均优

于试验池
。

L Z 免疫药物与管理方法 选用富含多糖及生物碱等的 4 种药物 ( A
, B , C , D )

,

以一

定配比混合 ( A : :B C : D 、 3 : 2 : 2 :
l) 后

,

按 1% 用量直接加人饵料中
,

其他成分同一般饵

料
,

包括饼粕
、

虾糠
、

面粉
、

鲜杂鱼
、

引诱剂
、

微量元素及维生素等
。

试验池自 8 月 8 日起开始投喂药饵
,

其他一切管理均同全场各池
。

在预防病害方面
,

全场视情况向池中施放数次漂白粉和生石灰
,

在高温期还数次用氯霉素针剂喷洒饵料表

面
,

试验池饵料也作同样处理
。

*

巾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2 3今9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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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 19 9 3 年 7 月 21 日 ,

接受 日期 : 19 , 4 年 , 月 4 日
。



5期 王 雷等 :口服免疫型药物对养殖中国对虾病害防治作用的研究

3 L生物学测量及观察 每隔 5天进行一次生物体长测量
,

后期测定体重
,

方法按一

般操作规程进行
。

体 重以每公斤所称虾数及平均每尾虾的重量两种方式表示
。

L 4 抗菌
、

溶菌活力及酚氧化酶活力的测定 每隔 5 天分别从试验池和对照池中用旋

网随机取虾
,

用 5 号针头及 l m l 或 2 m l 注射器由头胸甲后插入 心 脏取 血
,

置 于 1
.

5 lm
E p eP n d o r f 离心管中

。

一般为清晨取血
,

置冰瓶中带回实验室
,

当天下午将样品略为离心

后取出血清
,

进行如下测定
。

1
.

4
.

1 抗菌活力测定 以 E
.

c o l i
.

D 3 1 (抗链霉素 )为底物
,

采 用 B o m a n
( 1 9 7 4 ) 及

H ul t m ar k 等人的方法 ( 19 8 0 )
。

将底物用 0
.

l m ol / L
, p H 一 6

.

4 的磷酸钾盐缓冲 液 配 成

一定 浓度的悬浊液 ( 0
.

D
.

” 。
~ 。

.

3一 0
.

5 )
。

取 3 m l 该悬液与 50 川 待测血清于试管中混

匀
,

测定其保温前在 5 7 0n m 处的光密度值 ( 0A )
,

然后置于 3 7℃ 水浴保温 30 m访
,

取出后

立刻置冰浴中 10 m in 以终止反应
,

测定其保温后在 5 7 0n m 处的光密度值 ( A )
。

抗菌活力

U
。

按下式计算
:

厉不二蕊
U

`

一
`

,

—
V A

为消除血蓝素的干扰
,

用空 白血清为对照
,

于 5 7 0n m 处测其光密度值
,

以校正 A 。 ,
A 值

。

1
.

4
.

2 溶菌活力测定 以溶壁微球菌 ( M i c r o c o c c u s l y s o l e i天, i c u s ,

S i g m a
) 冻干 粉 为

底物
,

按 H u l t m a r k 等人 ( 1 9 5 0 )的方法进行
。

将底物用 o
.

l m o l / L
, p H ~ 6

.

4 的磷酸钾盐

缓冲液配成一定浓度的悬液 ( O
.

D
.

57 。
、 0

.

3 )
。

取 3m l 该悬液与 , O川 待测血清于试管中

混匀
,

测 A 。 ,

然后置 37 ℃ 水浴保温 30 m in
,

取出后立刻置冰浴中 10 m in 以终止反应
,

测

A ,

溶菌活力 U L
按下式计算

:

U L
A 。
一 A

A

L .4 3 酚氧化酶活力的测定 以 L
一

d o p a 为底物
,

参照 sA h i da 方法 ( 1 9 7 1)进行
。

将

0
.

l m o l / L
, p H 一 6

.

0 的磷酸钾盐缓冲液 3 m l 分别与 o
.

o l m o l / L 的 L一 d o p a 1 0 0件l及 1 0 0卜l

待测血清于室温下混匀
,

每隔 2 分钟读取 4 9 0n m 处的光密度值
,

以 0
.

.D 49 。
对反应时间

( m in )作图
,

酶活力以试验条件下每分钟 O
.

D
.

。 。

增加 0
.

0 01 为一个酶活力单位
。

2 结果

.2 1 中国对虾的生长及增重 对虾体长测定结果见 图 1 、

表 1。

其中只 取 8 月 4一 ”

日的测量数据
。
由于 1 号池原为暂养池

,

基础饵料及水质条件好
,

前期长势居全场之首
,

故一并列人表中比较
,

其余各池生长情况均不如 1 , 2 , 3 号池
,

故表中略去
。

体重测定结果

见表 2 。

体长
、

体重旬增长结果见表 3。

表 1 中国对虾体长 (
。 m ) 测 t 结果

M
e a s u r e m 呢n t o f b i o l o g i c a l l e n g t b o f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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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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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

农 2 中国对虾体盆浦 t 结果 ( 1 , , 2
.

8
.

24 )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w e i g卜t o f P
.

c几i” e . , 15

池 号

每公斤称虾数
(尾 Ik g )

平均休重
( g /尾 )

7 ,
。

4 1 1 2 1
。

6

测 量 二兰}
”

`

8

}
’ 0

’

`

{
一

i兰
一

}士立 }
-
兰二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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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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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对虾体长
、

体 , 旬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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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病害发生情况及观察结果 本年度

全场未发生大规模流行病害
,

但局部发现

有红腿
、

黑鳃
、

褐斑等病症
。

高温期内
,

在

对照池 ( 2 号 )及其他各池边
,

每天早晨可

拣到 l一 l
.

sk g 病死虾 ;在试验池 ( 3 号 ) 则

基本未发现死虾
,

偶尔见到个别红腿症状

对虾
,

未有感染流行
,

逐步痊愈消失
。

另据观察
,

自投喂药饵后
,

试验池对虾

长势为全场最好
,

除表现在增长增重快 以

外
,

对虾摄食及活动能力强
,

体色和肥满度

好
,

与其他各池有明显不同
。

.2 3 抗菌活力
、

溶菌活力
、

酚氧化酶活力

测定结果 依次见表 4
、

图 2
、

表 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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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中国对虾体长增长
F i g

.

1 T h e i n e r e a s e m e n t o f b i o l o g i e a l

l e n g th o f P
. ` h i n亡 n了 i万

3 讨论与结语

.3 1 口服 免疫型药物具有防治病害和促生长效果 口 服免疫型药物后的 测 定 结 果 表

明
,

同期内对虾的生长及增重速度均大于条件优越的对照池及全场各池 (表 1一表 3 )
。

以

8 月 2 4 日测量为例
,

试验池的平均体长为 9
.

9 c9 m
,

而对照池的为 9
.

9 c0 m
,

原暂养池为

9
.

7 c6 m ; 平均体重
,

试验池的为 14
.

19 /尾
,

而对照池的为 13
.

7 9 /尾
,

原暂养池的为 ”
.

4 9 /

尾
。

尤其是 9 月 1 日强热带风暴将试验池部分堤坝冲垮以后
,

由于忙于加固堤坝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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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国对虾血淋巴中的抗菌活力和溶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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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对虾血淋巴中的酚级化阵活力 ( un 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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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管理
,

造成对虾消瘦
, 9 月 9 日测虾时

,

试

验池对虾的体长及体重均低于对照池和 1 号

池 ; 但恢复投喂药饵并将免疫药物用量增至

1
.

,多 以后
,

对虾迅速增长增重
,

体长旬 增

o
.

7 7 c m (全场平均为 0
.

5 3 e m )
,

体重旬增 3
.

6

g /尾 (全场平均为 3
.

0 9 /尾 )
,

速度重新超过对

照池和 l 号池
。 9 月 20 日以后收虾时

,

试验

池收虾共约 2 5 00 余公斤
,

根据测量存虾数为

十万尾左右
,

对虾规格在 40 一 44 尾 /kg
,

而全

场平均在 52 一 56 尾 / k g
。

在高温期内
,

试验

池内对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低于对照池

和其他各池
,

提高成活率
。

实验室内所测对

虾的免疫功能增强
,

与现场结果相吻合
。

本试验采用的 4 种免疫药物
,

其中 A , B

富含免疫多糖
、

生物碱
、

有机酸
、

醇及多种氨

基酸等
,

可有效地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
,

提高

其抵抗能力
。 C , D 为抑菌药物

,

经作者对对

虾的主要致病菌— 弧菌所做的体外抑制试

验表明
,

具有极强的抗菌消炎作用并优于多

种抗菌素
` )。 4 种药物均无毒副作用

,

按恰当

比例配合服用后
,

既可提高对虾的免疫抗病

能力
,

又具抗菌消炎作用
,

还对生长增重有显

7 0
.

0

6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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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0
.

0

3 0
.

0

20 .0

O。工x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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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

1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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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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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工X
司
知

、 尹 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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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画幻了下西

5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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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0
.

0

3 号池 C

1 0
一

0

0
.

0 0

20 .0俘号池

ǎ月ō口己长胆住

8
.

8 8
.

1 3 8
.

1 8
.

2 3 8
.

29

日期 (月
.

日 )

图 2 中国对虾血淋巴中的抗菌活 力

(
。

)
、

溶菌活力 ( b )和酚氧化酶活力 (
。
)

F i乡
y [ l `

2 T h e a n t i b a e t e r i a l
,

b a e t e r i o l
-

a n d P h e n o l o x i d a s e a e t i v i t i e s i n

t h e h a e m o l y m P h o f P
.

c h `月 亡”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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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效果
,

这是一般抗菌素药物所不及的
。

另外
,

该药物的生产费用低 (每公斤饵料约增加

成本 0
.

07 元 )
,

价格大大低于各种抗菌素
,

并且制作和使用方便
,

易于大面积推广使用
。

.3 2 口服免疫型药物可增强对虾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通过对抗菌
、

溶菌活力的测定结

果可看出
,

服用免疫药物后
,

对虾血淋巴中的免疫因子活力显著提高 (表 4 及图 a2
,

b)
,

其

中抗菌活力 U
。

随时间推移可增高至 0
.

7 4 ,

而对照池平均始终在 0
.

30 左右 ; 溶菌活力 U :

基本呈同样变化规律
,

最高可达 0
.

4 6 2 ,

而对照池的平均在 0
.

1 3。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

释药物的作用机理
,

即提高了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

上述测定系借鉴昆虫免疫研究

中较为成熟的抗菌肤
、

溶菌酶活性测定方法
,

至于将其应用于对虾免疫本研究在国内外尚

属首次
。
由于本试验只进行了活力测定而未做分离纯化及分析鉴定

,

故称谓抗菌活力和

溶菌活力
,

详见作者另文讨论
2) 。

但由试验结果可初步断定
,

以此作为一种指标来衡量对虾

的体液免疫状态及药物作用机理是可行的
。

至于表现抗菌
、

溶菌活力的是何种体液免疫

因子 以及与细胞免疫的关系等
,

有待于深人研究
。

本试验测定结果 (表 5 及图 c2 ) 初步表

明
,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
,

环境条件变差
,

对虾体内的酶活力有所降低
,

这与我们 以前所做

中国对虾亲虾产卵后酶活力下降以及向体内注射弧菌后酶活力下降的结果是一 致 的 ao)

另外
,
口服免疫药物后对虾血淋巴 中的酶活力比对照略高

,

此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
。

国内

外的研究结果表明 (程振衡等
, 一9 9 0 ; A s h id a e t a l

. ,

19 8 3 : s 6 d e r h二11 e t a l
. ,

1 9 7 9 )
,

甲

壳动物血淋巴 中的酚氧化酶活力与其免疫系统有某种相关性
,

但其作用机理及变化规律

尚未搞清
。

.3 3 口服免疫型药物的持续性 本试验的整个过程系采取连续用药的方 式
。

根 据 人

体免疫作用的特点
,

免疫系统被激活后其活性一般可持续一定时间并有免疫记忆等特点
。

st
e w a dr 博士 (叶孝经

, 19 9 0 )在研究 G af fk e m ia 病疫苗时也发现
,

注射疫苗后 4个月 内
,

龙虾仍保持免疫力
。

本试验所用的免疫药物是否也有作用的持续性尚未作研究
,

但推测

以一定的时间间隔
、

合适的剂量进行口服免疫应该具有同样的作用
。

.3 4 口服免疫型药物是全面有效防治对虾病害的新途径 数年来
,

虾病问题始终未得

到全面有效的控制
。

面对有增无减的病害
,

养殖单位基本仍采用抗菌素类药物治疗
,

以及

通过改善生态环境
、

强化饵料营养
、

加强管理等综合措施防止病害的发生
。

近几年虽有人

从免疫学角度进行虾病防治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但这些工作多由人体免疫学演变

而来
,

如 L e w i s 教授 ( B l
a n d C r o w d e r ,

19 8 2 ) 等的发明
,

均系将弧菌等病原菌灭活后作

为疫苗
,

注射给虾体
,

使其产生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

这种方法操作繁琐且费用较高
,

难于

在生产中在规模使用
。
而本试验所用的药物为 口服免疫型

,

易分离制取
,

成本低
,

无毒副

作用
,

便于在大面积养殖中使用
。

这为全面有效地防治对虾疾病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

) 王雷
、

李光友
、

毛远兴 , 1 9 93 ,
11 种天然药物对弧菌的体外拟制效果研究

, 海洋与湖沼
。

( 待刊 )

) 王雷
、

李光友
, l , 9 2 ,

中国对虾血淋巴中的抗菌
、

溶菌活力及酚氧化酶的测定及其特性研究
。
(待刊 )

) 李光友
、

王雷
, 1 9 9 2 ,

中国对虾体内酚氧化酶性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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