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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出血病病毒的研究进展
’

李 军 王铁辉 陆仁后 陈宏溪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4 30 0 72)

提要 根据 80 一 90 年代中国关于草鱼出血病病毒研究的进展
,

就草鱼出血病病毒的发现
、

形

态结构特征
、

理化特性
、

基因组结构及其所编码的多肤
、

基因组的转录和翻译过程
,

病毒的繁

殖动态
、

体外细胞培养特性
,

病毒对鱼体的致病机理和宿主范围
,

草鱼出血病的诊断和防治等

问题进行综合评述
,

总结概括了草鱼出血病病毒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中需要巫待解决的间

题
,

并提出该领域以后的重点研究方向
。

关键词 草鱼出血病病毒 水生动物呼肠孤病毒 研究进展

学科分类号 5 9 45
.

1

草鱼出血病病毒隶属水生呼肠孤病毒属 (A qua
reo vi r

ida
。)

,

是中国分离的第一种鱼类

病毒
,

目前 已经 报道 了 10 多 个分离株
。

该 病毒主要 引起 中国淡水养殖 主要 品种 草鱼

(cle
n
op ha ry ng

口
do

n ide llu
、)在鱼种阶段发生出血病

,

死亡率高达 90 % 以上
,

给水产养殖业

造成巨大损失
。

近 20 年来
,

随着鱼类病毒学的不断发展以及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鱼类

病毒研究领域 的广泛应用
,

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对草鱼 出血病毒 (CC H V )的研究和认识也

愈来愈深人
,

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
,

丰富了鱼类病毒学 的知识
,

尤其是进一步加深了

人们对于水生呼肠孤病毒特殊性的认识
。

本文对此进行综合评述
,

以期 为进一步深人开

展 G C HV 以及其它有关水生呼肠孤病毒的研究提供参考
。

1 G C H V 的发现

关于草鱼出血病 的研究最早始于本世纪 50 年代
。

但正式对其病原体进行分离研究则

始于 70 年代末期
,

由于抗菌素和磺胺类药物治疗无效
,

同时采用细菌学方法分离病原并

进行感染实验
,

不能使感染鱼发生出血病死亡
,

因此
,

怀疑病原可能是病毒 (湖北省水生生

物研究所三室
,

19 7 7)
。

后来
,

用分离病毒的方法从病鱼组织得到 的滤液感染草鱼
,

复制出

典型的出血病症状
,

并通过 电镜直接观察到了病毒颗粒
,

证实了草鱼 出血病的病原为病毒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三室病毒组
,

19 7 8
,

19 80)
。

通过对其形态结构和理化特性 的

进 一 步 研究
,

定 名 为草 鱼 呼肠 孤病毒 (Re ov iru s of G r ass c a rp
,

CC Rv ) (陈燕 新 等
,

198 3)
。

中国科学 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 (19 8 3
,

19 84 b) 也从患出血病的草鱼 中分离到一株

类似的病毒
,

定名为鱼 呼肠孤病毒 (R sh Re ov iru s ,

FR V )
,

后来又有一些关于草鱼 出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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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病毒分离株的报道 (毛树坚等
,

19 88
,

19 89a ; 柯丽华等
,

19 9 0 ; 王炜等
,

1990
;
曾令兵

等
,

一9 9 1
,

19 9 2 ; 王铁辉等
,

19 9 3
,

19 9 4 )
。

现 在习惯统称为草鱼 出血病病毒 (He m o
rrh 鲍ie

V iru s o f G ra ss C a ll)
,

CC llV ) (王铁辉等
,

19 9 5 )
。

2 G C H V 的形态结构特征

王炜等 (199 0) 对 C C H V 87 3 毒株进行 了电镜观察
,

发现病毒颗粒呈 5 : 3 :2 对称的正廿

面体
,

双层衣壳
,

外径分别为 72 土 3nm 和 50 士 Znm
;
外层衣壳厚 12

.

3 士 0
.

4
nm

,

内层衣壳厚

7
.

2 士 0. 7nm
; 外层衣壳由 92 个中空型子粒组成

,

其中有 12 个五邻体和 80 个六邻体
,

结构

亚单位总数为 6
.

0 士 0
.

4
nm

;六邻体直径 为 12
.

6 士 0
.

4 n m
,

中心孔径为 7
,

5 士 O
.

4nln
; 衣壳三

角形面边长为 4 2
.

5nm
,

每边共有 4 个子粒
。

G C H V 其它毒株均有类似的结构
,

但报道的病

毒颗粒大小有较大 的差异
,

直径范围在 55 一80 nm (陈燕新等
,

19 8 3 ;
中国科学 院武汉病毒

研究所等
,

19 8 4 a ; 毛树坚等
,

19 8 9 a ;
柯丽华等

,

19 9 0)
。

这可能是因为各毒株大小的确存在

差异
,

也可能是由于实验误差造成的
。

另外
,

毛树坚等 (1989 b) 报道
,

从患 出血病草鱼病变组织 中观察到直径分别为 70 nm 和

20 nm 左右的两种病毒颗粒
,

并经分离纯化获得病毒
。

通过形态学观察
、

致病性分析
、

核酸

定性测定
,

以及在鱼类细胞 中的增殖特性研究
,

证实两者均为草鱼出血病的病原
,

并认为

前者为草鱼呼肠孤病毒
,

后者为草鱼小核糖核酸病毒
。

关于草鱼小核糖核酸病毒导致草

鱼 出血病的病理机制以及病原和病症的关系
,

尚需进一步 的探讨 (邵健忠等
,

19 9 0
,

19 9 2)
。

电镜下还可看 到 G C H V 的内层核衣壳及所附着的中空圆柱形钉状物
,

它们位于正廿

面体的 12 个顶点上
,

同五邻体子粒的位置一致
,

长度不及外层衣壳的厚度
,

不能伸到完整

病毒的外表面
,

其功能可能与复制时病毒核酸的释放有关
,

是病毒基 因组片段的释放通道

(王炜等
,

1 9 9 0 )
。

3 G C H V 的化学组成及理化特性
G C H V 主要 由蛋 白质和核酸组成

,

还含有少量的糖类
,

以糖蛋白的形成存在
,

不含脂

类 (陈延等
,

1 9 9 2)
。

完 整病毒在氯化艳 中的浮力密度约为 1
.

369 / m l(柯 丽华等
,

1 9 90)
。

CC H V 对温度有一定的稳定性
,

但反复冻融会对病毒感染力有较大影响
。

病毒对氯仿
、

乙

醚等有机溶剂有一定的抗性
,

对酸 (p H = 3)
、

碱 (PH 二 10) 处理不敏感 (陈燕新等
,

19 8 3 ; 张

念慈等
,

1 9 8 6)
。

另外
,

用胰凝乳蛋 白酶和酸性溶液处理 G C H V
,

病毒滴度都略有上升 (曾

令兵等
,

19 9 2 )
。

4 G C H V 的基因组及其所编码的多肤
C C】IV 基因组 由 11 个 ds R N A (双链核糖核酸)片段组成

,

不 同的毒株之间
,

病毒基 因

组的总分子量差异不大 (约 巧 只 10
6
D )

,

而各片段分子量有所差异
。

按分子量大小
,

11 个

片段可分为三组
,

即较大片段 (L
,
、

L Z、 L 3 )
、

中等片段 (M
l 、

M
Z 、

M 3)和小片段 (S
,
、

5 2
、

5 3 、 5
4 、

5
5

)
,

见表 l
。

柯丽华等 (19 9 2) 对 C C H V 一87 3完整病毒颗粒及其双层 衣壳的多肤组成研究结果显

示
,

组成核病毒颗粒的结构多肤链有 11 条
,

按其分子量大小分别为 V P1 30 (V P表示病毒多

肤
,

数据为分子量
,

单位 为 kd
,

即 13Okd
,

下 同)
、

V P lls
、

V P 10O
、

V P9 0
、

V P8 0
、

V P7 3
、

V P6 7
、

V PSO
、

V P4 3
、

V P3 6 和 V P2 7
。

其中 V P 13 0
、

V P lls
、

V P6 7
、

V P3 6
、

V P2 7 为主要成分
,

这与国

外报道的鱼类水生呼肠孤病毒的多肤组成基本相 同 (w in to n 。t al
,

1 9 87 )
。

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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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

l) 陈燕新等 ( 19 9 1)
* ; 2 )王炜等 ( 19 9 0 )

; 3 )柯丽华等 (19 9 0 ) ; 4 )李军等 (1 99 5 )
; 5 )曾令兵等( 19 9 1 )

。

表

中后4株均引自Wi
n to n
等 ( 19 7 8)

。

表明
,

内层核衣壳由 V P1 3 0
、

V P lls
、

V P 10 0
、

V P9 0
、

V P8 0 和 V P 3 6 等 6 种多肤组成
,

可见余

下 的 V P7 3
、

V P6 7
、

V P5 0
、

V P4 3 和

V P2 7 为外层衣壳所特有
。

通过对

G C H V 87 3 毒株基因组及其所编码

的多肤链 的研究表明
:

基因组片段

L
I 、

L Z
、

L 3 、 M
, 、

M
Z
和 5

4

分别编码病

毒核心衣壳的 6 种多肤
,

即 V P 13 0
、

V P I 15
、

V P 1 0 0
、

V P9 0
、

V P8 0 和

V p 3 6 ; 片段 M 3和 S
,

分别编码病毒

外 层 衣 壳 的 结 构 多 肤 V P73 和

V P6 7
。

片段 5 2
、

5 3
分别编码分子量

为 5 2 k d 和 4I kd 的多肤链
; 片段 5 5

编码分子量分别为 2 9 k d 和 19
.

5 kd

的两种多肤链
,

说明 5
5
可能有两个

翻译起始位 点 (王炜等
,

19 9 4)
,

见

图 1
。

CC H V 8 7 3 基 因组共编码 12

条多肤链
,

其中除片段 5
2 、

5
3
和 S

。
图 1

编码 的多肤链 与病毒衣 壳中的结 瑰

构多肤链在分子量上有所差异外
,

结构多肚 R N A 片段 编码多肤

肠场绮

一一一一一一
V P1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V P 130

V P I 15

V PI《洲)

V P I 15

V PI (X)

V 凶0

V P80

M I

— -M Z

— 一M 3

— 一

V 尸X】

V P8 0

V P73 V P7 3

V P67

V P5 2

V P4 1

V P3 6

V P2 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sl凡凡乳昆

V P ] 9石

(〕C】IV 87 3基因组片段及其所编码的多肤和病毒结构多肤

1 Th
e R NA fr ag m e

nts
an d th e ir e nc o de d P e Pti de s ,

an d

s t l飞】C tu ral pe 如de
s in ( 兀)11勺8 7 3

其它多肤链大小都是一致的
。

推测片段 5 2 、 S 。和 S 。编码 的这些多肤链可能为结构多肤的

非成熟 中间产物
,

需要在宿主细胞内通过后加工造成分子量的增大或减小
,

抑或为非结构

.

陈燕新
,

19 9 1
.

草鱼出血病病毒R N A基因组的分析
.

鱼类病害研究
,

13 ( 1)
:
1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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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肤
,

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

另外
,

关于 G C llv 的基 因克 隆与序 列分析 方面 的研究 工作才 刚 刚起步
,

W an g 等

(199 4) 在国内率先克隆了 B C
HV 基因组的 M

3

和 5
3

片断
,

并对已克隆的病毒基因组片段进

行了序列分析
,

进一步的工作正在进行 中
。

5 草鱼出血病病毒基因组的转录和翻译

关于 CC H V 在宿主细胞内的复制过程
,

特别是基因组的转录和翻译还知之甚少
。

近

年来的研究表 明
:
C C H V 核心 内含有 R N A 转录酶

,

可催化 ds R N A 中的一条链转录合成

m R N A
,

该酶 在 28 ℃ 时的反应活性最 高且 能保持 较长的时间 (柯丽华等
,

1 992
;
黄捷等

,

19 9 2)
。

在体外转 录条件下
,

R N A 转 录酶需要低 离子浓度活化
,

其机制可能是低离子浓

度溶液处理
,

使病毒粒子外层衣 壳子粒松散脱落
,

暴露 出核 心上的 R N A 转录酶活性基

因
,

更利于催化 ds R N A 转录合成 m R N A
。

G C H V 转录酶的上述特征
,

有别于呼肠孤病毒

科的其它 成员
,

这是 由于它们 各 自所适应 不同的宿主 的结构 (黄捷 等
,

19 92
; 张保焰等

,

19 9 3 )
。

张保焰等 (19 93 )研究还发现
,

C毛H V 基因组的体内转录分为早晚两期
,

早期转录是在病毒

感染细胞后 4 h 开始的
,

8h 后开始晚期转录
。

转录产物 m R N A 的大小和数 目大体上与病毒基因

组的一致
。

早期转录是 R NA 转录酶以初始感染的病毒 ds R N A 为模板进行的转录 ; 晚期转录则

是以子代病毒基因组为模板进行的转录
,

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

只是转录模板的来源不同
。

G C H V 基因组的转录和翻译过程都是在宿主细胞质中完成的
,

病毒核酸可穿过核心上的中空

钉状物释放到宿主细胞的细胞质中
。

通过对人工释放病毒基因组的电子显微镜观察
,

往往可

以看到三种情形
, : R N A 双链一端与核心衣壳相连

,

构成类似反应核心的形态 ; 有些 R NA 双链

似乎与核心上的钉状物相连接 ; 还有的在细胞质中游离存在
。

这可能是释放中的病毒基因组

所处的阶段不同所致
。

目前
,

尚未见到关于 C C H V 体内翻译的报道
。

但是对 C C llV 8 73 毒株体外翻译的研究果

表明 (柯丽华等
,

19 9 2)
:

草鱼出血病病毒 ds R N A 的一条链具有 m R NA 的性质
,

可在体外进行

翻译
,

其翻译产物为 11 条多肤链
,

与病毒的结构多肤是一致的
,

只是片段 5 2
、

5 3和 5 5编码的

多肤与病毒衣壳 中的结构多肤在分子量上有所差异
。

推测这些体外翻译产物可能为结构多

肤的非成熟 中间产物
,

在宿主细胞内装配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的修饰加工
,

这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

6 草鱼出血病病毒的繁殖动态及细胞培养特性

CC llV 在鱼类细胞 中的增殖过程
,

目前 尚无详细报道
,

初步研究结果表 明
,

(工二H V 可

能通过细胞吞 噬作用进人宿主细胞
,

在细胞质中完成 R N A 的复制
,

然后
,

随着 R N A 及其

蛋 白质的合成
,

集 中到细胞核附近的被称为毒浆结构的区域
,

病毒在此结构中装配并发育

成熟
,

随宿主细胞 的迸裂而释放出来
,

重新感染其它正常细胞 (毛树坚等
,

19 8 9a)
。

CC I」V

能感染培养细胞并增殖和传代
,

产生合胞体状细胞病变效应 (cy to p a tllic e
ffe

c t
,

CPE) (陈

燕新等
,

19 8 6 ” ; 方勤等
,

19 89)
。

G C H V 在体外培养细胞 中的最适增殖温度为 28 ℃
,

一般感

染 1 2 h 后即开始增殖
,

2 4一 7 2h 大量增殖
,

培养细胞 出现典型的 CPE
,

5d 左右达到最大增

l) 陈燕新
,

李正秋
,

19 86
.

草鱼呼肠孤病毒的离体培养及超微病变
.

鱼病简讯
,

2
:

1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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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

此时病毒 的滴度最高
,

以后逐渐趋于平缓 (曾令兵等
,

19 9 3 )
。

现已建立起多株对 C CH v 敏感的细胞系 / 株 (表 2)
。

对于野生毒株
,

一开始对培养

细胞的感染力 较弱
,

往往没有 C PE
,

盲传几代甚至 十几代后
,

病毒感染力 随传代逐渐增

强
,

才 出现 明显而稳 定 的 CP E
。

C C IW 感 染细胞
,

有 的毒株可感 染单层培养 细胞产生

CPE
,

而有的毒株 不产生 CPE 但能在培养细胞 中复制 (李军等
,

1 9 9 8)
。

G C H V 感染 细胞

的能力与其感染鱼体的毒力并不都是一致的
:

其一
,

有 的毒株 (如 G C l lV 87 3) 对培养细胞

的感染力 较强
,

但是对鱼体的毒力却较弱
;
有的毒株恰恰相 反 (如 (〕C H V 8 6 1 ) (李军等

,

表2 对草鱼出血病病毒敏感的细胞系

Ta b
.

2 S en siti v e e e ll lin es to 〔湘as s C a rp o f H ae m o

rrh ag ie V irus

细胞系

Z C es 7 9 O I

细胞系

CF二8 4

CCK , 8 4

G C CF
~

2

文 献

张念慈等 (1 9 8 6 )

左文功等 (19 84 )

邓初夏等 (19 8 5 )

魏彦章等 (19 8 7 )

陈燕新等 (19 5 6 )
’)

C℃B

C R E

C〔O

组织来源

草鱼吻端组织

草鱼肾脏组织

草鱼肾脏组织

草鱼尾鳍组织

草鱼卵巢组织

G 气B 一 8 0

B CC

组织来源

草鱼鳍条组织

草鱼囊胚组织

稀有卿囊胚组织

鳃p鱼胚胎组织

团头舫尾鳍组织

文 献

王迎喜等 (19 5 6 )
’)

Wan g等 (1 99 3 )

王铁辉 (19 9 5 )

陈敏容等 (19 8 5 )

邓初夏等 (19 8 5 )

l) 王迎喜
,

19 8 6
.

草鱼呼肠孤病毒 (称ov iru s) 感染鳍条细胞株
,

鱼病简讯
,

4
:
2一5

2) 陈燕新
,

李正秋
,

19 8 6
.

草鱼呼肠孤病毒的离体培养及超微病变
.

鱼病简讯
,

2
:
1一2

1 9 9 8 ) ;
其二

,

G C llV 对培养细胞的特异性往往较对鱼体的特异性差
,

例如
,

6 C LIV 不能感

染 团头妨但能感染其组织细胞系 B CC (邓初夏等
,

198 5 )
。

7 草鱼出血病病毒的致病机理及宿主范围

围草鱼鱼种感染 CC H V 后
,

在潜伏期和发展期
,

鱼体红血球
、

血浆总蛋 白
、

血和尿素

氮明显减少
,

病鱼乳酸脱氢酶 (S LD H )同功酶紊乱
。

在某些感染鱼 中
,

S LD H 明显多 出一

条区带 (朱心玲等
,

19 87 )
。

在 出血病流行期 间
,

其它血液学指标也有相 似的变化
,

如
:

血

清钾含量增加
,

钙含量减少
;
病鱼 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百分率降低

,

单核细胞和 中性粒细胞

百分率增 高
。

各脏器小血管 内皮广泛受损
,

引起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并形成微血栓
,

耗去

大量凝血 因子
,

引起出血
,

使循环血量大为减少
,

由于微血栓形成和血液淤带
,

阻 闭了局

部的微循环
,

使正常代谢发生障碍
,

导致脏器组织病变 (郑崇德等
,

198 6 )
。

组织病理学研究结果 表明
,

病毒能在草鱼血管及微血管 内皮 细胞
、

脾网状细胞
、

肾
、

肠道等组织 中复制
,

而在肝脏
、

肌 肉和鳃未发现病毒颗粒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三

室病毒组
,

19 80
; 丁清泉等

,

199 0)
。

但是王铁辉等 (19 9 3) 在研究感染 出血病的稀有驹 螂

的细胞病理 中发现
,

鳃是 C C H V 侵袭的主要组织
,

并认为也可能是 (汇H V 感染草鱼及其

它鱼类的主要人侵途径
。

另外
,

毛树坚等 (1 9 88) 通过电镜也有关于在病鱼 的肌 内等组织

中观察到 G C HV 颗粒 的报道
。

李军等 (19 9 7) 应用 R T 匕PC R 技术对人工感染的草鱼 出血

病病鱼的不 同组织进行了检测
。

结果显示
,

肝脏
、

肾脏和肠道 的扩增条带较亮
,

肌肉和鳃

次之
,

脾脏最弱
。

说明前几种组织中 G C H丫 含量较高
。

邵健忠等 (19 9 6) 应用 D o卜ELI S A

技术对患出血病草鱼的不 同组织进行检测
,

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

都说明肝脏中含有 较多

的病毒颗粒
。

证实肝脏也是 G C H】 侵染的主要器官
。

这同以往 电镜观察结果不一致
,

其

原 因可能是其它组织中的病毒颗粒释放到血液 中
,

随血液循环抵达这些器官并在这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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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器官的血管
、

微 血管内皮细胞内增殖的结果
。

除上述分析外
,

也不能排除 G C llV 可以

在上述器官和组织中增殖 的可能性
,

因为 R T ‘PC R 和 1) o t-- E LI SA技术的灵敏度较电镜技

术要高得多
,

况且 电镜观察结果与电镜样品的制备有很大的关系
,

往往有较大的漏检性
。

关于 C C H V 可寄生的敏感组织和器官间题
,

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

(〕C H V 除能感染草鱼外
,

还能感染青鱼
、

麦穗鱼
、

布 氏餐条
、

稀有如 螂和鳞等
,

并能

使这几种鱼发生出血病而死亡 (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三室病毒组
,

19 78
; 丁清泉

等
,

19 9 1 )
,

尤其是稀有如 勿p死亡率高达 1 0 0% (王铁辉等
,

19 9 4 )
。

丁清泉等 (19 9 1 )报道
,

G C H V 能在鳞和布 氏餐条体内复制
,

但不发生出血病
,

不能感染鲤
、

团头妨
、

泥鳅
、

缩和螂

等
。

8 G CH V 的检测

关于 〔〔H V 的检测
,

电镜观察是最直观而有效的方法
,

所以在最初的研究 中应用较

多
,

但是存在着技术和仪器要求复杂
、

样品制备较麻烦等问题
。

随着现代免疫学和分子生

物学技术在鱼类病毒检测和诊断 中的应用
,

使 (〕C H V 的检测和诊断变得 日益简便和快速

(李军等
,

1 9 9 6 b)
。

杨广志等 (199 1) 首先将葡萄球菌 A 蛋白协同凝集试验 (SPA , c o A )应用

于 G C HV 的快速检测
,

具有方法简便
、

易操作且不需要特殊仪器设备等优点
,

可以检测纯

化的病毒
、

培养细胞 中感 染的病毒以及病鱼组织中的病毒
,

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

后来
,

江 育林等 (19 93 )
‘’
利 用荧光 抗体技 术 (FA )和酶 联 免 疫 吸 附试 验 (EU SA )检测

GC HV
,

也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

检测灵敏度达到 1 0
4
T CI D

S。 / m l
。

最近
,

邵健忠等 (19 9 6) 报

道了快速检测 C〔H V 的 Do 卜E LI S A方法
,

并系统比较了该方法与 S PA 一c 0 A及常规 ELI SA

方法的灵敏度
,

结果显示
,

Do 卜ELI sA 检出 C C H V 的最低量为 3 p g
,

其灵敏度较 SP舟co A

和常规 ELI S A 分别提 高了 10 倍和 20 倍
,

而且快速易行
,

更适合于生产应用
。

王铁辉等

(19 9 7) 根据已克隆的 GC HV 86 1 病毒株基因组 M
3

和 5 3片段的部分
cD N A 序列

,

设计合成

了两对引物
,

首先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R T匕P CR) 技术成功地扩增 了 6 C H V 基因

组的特异片段
,

建立 了快速检测 CC H V 的新方法
。

应用该技术对纯化的 C CH V 核酸进行

R 卜PC R 扩增
,

最小 检测量 可达 o
.

IPg 病 毒核 酸对人工感 染 CC H V 8 61 毒株 的草鱼进行

R T es PC R 扩增
,

不仅能检测到发病期显症病鱼中病毒的存在
,

还能检测发病前期及愈后病

毒携带者中 C〔11V 的存在
。

该法还能检测 自然发病鱼及染毒细胞中 C C IW 的存在 (李军

等
,

19 9 6 a ,

b
,

1 9 9 7 ; Li 。t al
,

19 9 7)
。

可见
,

R T 匕Pc R技术是 目前检测 Gc Hv 最为灵敏而特异

的方法
,

对草鱼出血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
,

及抗病育种都具有重要意义
。

9 草鱼出血病的防治及抗病毒药物的研究
事实上

,

至今人们还没有研制 出能有效抑制和杀灭病毒的药物
。

目前所采用的只是

一些被动防御措施
,

或加强机体的免疫防护功能
;
或创造不利于病毒快速增殖的寄宿内环

境
。

在 70 年代
,

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对草鱼 出血病进行了大量的

药物筛选工作
,

初步证实了某些药物有抗病毒效能
。

近年来
,

朱心玲等 (1993 )对水产药品

克列奥鱼服康的主药 87 一05 和 88 刁 1的抗病毒作用的研究结果表明
,

两种药对 6 C H V 具有

l) 江育林
,

李 艳
,

李正秋
,

19 93
.

两种快速检测技术试验条件的探索及特性比较
.

中国水产学会鱼病学分会第

三次鱼病研讨论会论文摘要 汇编
.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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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抑毒效果
,

并具有协同作用
。

免疫防治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

但是 由于对草鱼出血病

病毒各地流行株 的免疫原性尚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
,

因而 尚未制备出能广泛使用的鱼用

疫苗
。

免疫防治草鱼出血病 目前主要应用灭活组织浆疫苗
,

由于费时
、

费力或效价难 以稳

定
,

所以虽已于生产实践中应用
,

但范围有 限
。

关于草鱼 出血病的免疫及中草药 防治
,

曾

有系统的综述 (王铁辉等
,

19 95 )
。

干扰素是至今发现的最为理想的一种抗病毒生物活性物质
,

目前研究较为活跃
,

在人

及高等脊椎动物 中已有大量 的研究和研制
,

部分 已形成商品化生产
。

鱼类干扰素的研究

较少
。

江育林等 (199 1) 在大马哈鱼呼肠孤病毒感染的草鱼鳍条细胞 中检测到类干扰素物

质
。

邵健忠等 (19 9 3) 从人工诱变筛选的抗出血病病毒的草鱼细胞 中也检测到一种高效抗

病毒蛋白因子
,

与高等脊椎动物干扰素的理化性质和生物学特性相似
。

该蛋 白因子在体

外敏感细胞株上表现 出很强的抗病毒活性
,

在鱼体中也有明显的抗病毒感染作用
,

主要表

现在能延缓发病时间
,

降低死亡率
。

进一步深人开展鱼类干扰素的研究
,

对有效防治鱼类

病毒性疾病具有积极意义
。

另外
,

关于抗出血病草鱼的细胞和基因工程育种研究
,

已取得

很多有价值的基础性资料
,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病害的有效途径
,

值得作深人探索
。

致谢 王俊伟研究员审阅全文
,

并帮助修改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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