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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病害防治新技术

—
口服多糖类免疫药物研制成功

随着对虾人工养殖企业化的发展
,

疾病特别是大规模暴发性流行疾病成了阻碍这一

海洋水产养殖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如东南亚某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台湾省
,

由于虾病的严

重不得不 转营其他养殖种类
。

因此
,

对虾病害的病因及防治成为我国乃至国际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

早在 80 年代初
,

中科院海洋所以李光友研究员为主的课题组
,

面对方兴未艾的中国

对虾养殖业
,

即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远见
,

提出如何提高养殖虾贝的品质
,

如何通过提高

养殖生物自身抗病能力而达到预防病害的 目的
。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

在国际上未见无脊

推动物免疫成功的情况下
,

确立从提高虾贝的免疫功能人手
,

增强其自身抵抗各种病害的

能力的新思路
,

并从某些养殖虾贝上开始了免疫防治探索试验
。

截止 1 9 8 9年
,

这个课题

组已取得
“

甲壳动物类淋巴细胞 (免疫细胞 )结构的研究
” 、 “

对虾诱饵促生长剂
”

及
“
药物饵

料的研制
”

等成果和论文
,

均发表在国内外有关刊物
,

或通过鉴定
,

或获国际
、

中科院等奖

励
。

正是在前期研究奠定的基础上
,

该课题组承担了中科院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

水产增

养殖农牧化技术研究
”

中
“

养殖虾贝的病害病因及防治技术研究
”

及
“

中国对虾病害的免

疫防治研究
” 。

他们不仅提前完成任务
,

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于 1 9 9 3 年 10 月 13 日
,

通

过了由中科院组织的专家鉴定
。

该项研究成果的关键所在
,

即是向海洋水产养殖界提供了一种极有实用价值的提高

对虾免疫功能的口 服免疫药物
。

为探讨增强对虾的抗病能力
,

他们首先较深入地研究中国对虾免疫系统的结构
、

特点

及免疫方式
。

如
,

应用化学发光法进行中国对虾细胞吞噬活性的定量测定 ;测定了中国对

虾血淋巴中的抗菌
、

溶菌活力
,

类 I g M 因子和酚氧化酶活力
: 通过上两项研究初步确立

了中国对虾免疫功能的定量测定指标
。

再如
,

用纸片法定量测定 n 种天然药物的提取物

对主要致病菌之一的弧菌的体外抑制效果 ;对 中国对虾注射外源刺激物
,

如大肠杆菌 ( .E
c o l i D 3 1)

、

海洋弧菌 ( V i b r i o s p
.

) 和酵母聚糖 (
z y m o s a n A ) 等

: 后两项研究证明某

些天然药物可以提高中国对虾的免疫功能
,

对病原菌有抑制作用
。

这些研究为免疫药物

的选择提供了依据 ; 为免疫效果的衡量提供了较客观的指标
。

这是中国对虾免疫研究领

域中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

丰富了无脊椎动物免疫学的科学内容
。

该项研究依据药物学
、

免疫学理论
,

借鉴高等动物免疫防治的最新成果
,

结合中国对

虾养殖生态情况
,

设计药物研制方案
,

并通过生产实践不断总结
、

不断改进
。

已系统地进

行了口服免疫药物的筛选
、

制备
、

免疫效果和生产应用等工作
。

已总结出一套简便可行的

生产工艺和研制出以海藻多糖
、

微生物脂多糖等主要成分的 A , B
,

C , D 等数种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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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药物为纯天然的多糖类活性物质
。

经对虾 口服后的测定表明
,

可激活其免疫系统
,

提高

各种抗病因子的活性及含量 ;保护对虾的肝胰脏
,

增强其解毒功能 ;并有明显的促生长
、

增

重效果
。

自 1 9 9 2一 1 9 9 3年在山东省乳山市海阳所镇有关 3 个虾场的 2 1 0 0 亩试验和生产

应 用表明
,

基本未发生任何病害
。

特别在 1 9 9 3年二
、

三季度暴发虾病的情况下
, 3 个虾场

均安然无恙
,

并且生长良好
,

获得丰收
。

生产应用的实践和成功的事实
,

进一步证实
,

由

于免疫药
、

肝胰脏保护剂的作用
,

对虾增强了自身的免疫抗病能力及肝胰脏解毒功能
,

从

群体水平上可以有效地抵御大规模流行性疾病
。

与已有的对虾病害的防治研究相比
, 口服免疫药物技术有它的新特点

。

目前在国际

对无脊椎动物
、

甲壳动物的免疫研究
,

多着重于基础
,

已取得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

丰富和发

展了无脊稚动物免疫学学科
。

但在如何防病治病方面尚无实质性的突破
。

在国内
,

多侧

重于对虾病原生物学
、

发病症状及抗菌素或消毒剂治疗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

由于对虾

病害的病 因复杂
,

目前大量使用药物尚存盲目性 ; 还有一些化学药品有效面窄 (对病毒性

疾病无效 )
,

预防作用弱
、

有毒副作用
、

成本高等
,

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虾病防治问题
。

同

时
,

食用和接触过各种药物的对虾
,

由于过多地积累某些有毒副作用的药品又可能转害于

人体
。

等等
。

相比之下
,

中国对虾病害 口服免疫药物
,

是天然多糖类活性物质
,

无毒副作

用
,

具有疫苗和抗菌的双重作用
,

广谱而高效
。

在 目前病因尚未阐明的情况下
,

通过增强

对虾体质及 自身抗病能力来抵御疾病
,

可以说是一条根本有效的途径
。

根据使用国际联机数据库检索结果
,

未查出对虾类病害 口服免疫药物防治研究的报

道
。

为此
,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所研制的多糖类对虾 口服免疫药物
,

具国际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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