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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 年调查的基础上 首次报道了浙江海水网箱养殖鲈鱼淋巴囊肿病的发病情

况 发病季节在 ∗ 月 龄鱼苗发病率 死亡率 ∀ 电镜观察表明 体表和鳍上的

疣状物主要由淋巴囊肿细胞组成 细胞内充满虹彩病毒颗粒∀ 肝细胞和肠上皮细胞内没有发

现病毒颗粒 但溶酶体数量增多 肝细胞结构有部分损伤∀ 本文还描述了虹彩病毒在肥大细

胞内的增殖过程∀

关键词   海水网养鲈鱼 淋巴囊肿病 电镜观察

Ξ  鲈鱼 Λατεολαβραξ ϕαπονιχυσ 生长快 肉质好 养

殖的经济效益高 故近年来浙江省鲈鱼的海水网箱养

殖发展很快 仅宁波市 年的海水养殖鲈鱼已达

余网箱∀但是 随着鲈鱼养殖业的迅速发展 其

病害种类!发病频率及其危害性亦逐年增加 给养殖

单位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由虹彩病毒引起的鲈鱼

淋巴囊肿病就是一例∀ 有关该病在我国的情况报道甚

少 在浙江是首次发现∀为此在 年调查了鲈鱼淋

巴囊肿病的发病情况 并对病鱼进行了电镜观察∀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鲈鱼取自乐清湾的养殖网箱 体长 ∗ 体

重 ∗ ∀ 取材病鱼的体表及鳍条上均有疣状肿

块物 个别鱼尾鳍溃烂出血有缺损 内脏无明显病症∀

1 2 方法

取病鱼的肝!肠以及体表和鳍条上的疣状肿块用

戊二醛固定 锇酸固定 梯度丙酮脱

水 ∞ 包埋 超簿切片机切片 醋酸双氧铀及

柠檬酸铅双重染色 日立 2 型电镜观察并摄影∀

 结果

2 1 病症

患病鱼从吻部!鱼体两侧至尾鳍的身体表面散布

许多大而易见的单个疣状物 部分鱼有脱鳞!体表充

血等症状∀ 病鱼鳍上的疣状物常成群存在 病变严重

时 鳍条形成缺损或脱落 图 2 !图 2 ∀ 由于鳍条

溃烂充血 以致感染鳍条的疣状物常呈粉红色∀ 体表

两侧的疣状物大多呈白色 中间夹有红色的血丝 用

力挤擦疣状物能脱离鱼体 并造成出血∀ 单个疣状物

的直径约 ∗ ∀ 取少数疣状物在高倍光镜下观

察 可很清楚地观察到典型的肥大细胞 外围具一均

质性的透明膜 肥大细胞的直径为 ∗ Λ ∀解

剖观察 在肠!肝!肾!心脏等内脏器官上没有发现肉

眼可见的淋巴囊肿 部分病鱼肠道充血∀

2 2 流行情况

调查发现乐清湾和象山港的网箱养殖鲈鱼均有

该病发生 患病对象主要是 龄的幼鱼 发病季节在

∗ 月∀ 象山港养殖鲈鱼的发病情况较轻 病鱼数目

较少 时间上也是零星发生 没有暴发性 据介绍

年 ∗ 月也出现过该症状的病鱼∀ 在乐清湾病

情较为严重 如在温岭有一养殖场 月中下旬购进体

长约 的鱼苗 月初就出现病鱼 至 月底发病

率达 死亡率为 此时 龄鱼的体长已达

左右∀ 而同一海区相邻网箱的红鳍东方 则无

该病发生∀ 在调查中还发现 ∗ 龄的鲈鱼也偶而发

生该病∀ 当鱼体达 左右时 发病时间推迟 以

∗ 月间的降水温期为多∀

2 3 电镜观察

体表和鳍条上的疣状物在电镜下观察 主要是由

肿胀的淋巴囊肿细胞即肥大细胞构成 肥大细胞之间

分布着毛细血管∀ 肥大细胞外层的均质透明膜厚约

∗ Λ 透明膜下有一清晰且增大的细胞核 其直径

可达 Λ 以上 核内基质清亮 具 ∗ 个核仁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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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着形态各异的染色质 图 2 ∀ 细胞质内有许多形

状不规则的包涵体 包涵体内有空泡 泡内含数个到

数十个病毒颗粒 包涵体外的细胞质基质中分布着大

批量的病毒颗粒 图 2 !图 2 !图 2 ∀ 病毒颗粒的

形态近似球状 由电子密度中等的衣壳及致密的核心

两部分构成 没有囊膜 衣壳直径 ∗ 核心

∗ 图 2 ∀ 有些病毒为没有核心的空壳∀

病鱼肝细胞中没有见到病毒颗粒 但细胞结构有

损 内质网轻微水肿 线粒体内嵴肿胀 少量线粒体瓦

解 图 2 ∀ 肠细胞结构正常 没有发现病毒颗粒 但

细胞内初级溶酶体数目增多 图 2 活性增强 初

级溶酶体与吞噬泡融合形成多泡体或次级溶酶体 图

2 ∀

图  淋巴囊肿病鲈鱼的外部形态及电镜观察

2 病鱼体表及鳍上的疣状物 2 病鱼尾鳍溃烂出血 2 淋巴囊肿细胞核及核仁 ≅ 2 淋巴囊肿细胞质中病毒包涵体 ≅ 2 淋巴囊肿细胞

质中的病毒包涵体 ≅ 2 病毒粒子离开包涵体进入胞质 ≅ 2 淋巴囊肿病毒颗粒 ≅ 2 肝细胞中部分瓦解的线粒体 ≅ 2 肠

上皮细胞的初级溶酶体增多 ≅ 2 肠上皮细胞中的多泡体或次级溶酶体 ≅

ƒ  √ Λατεολαβραξ ϕαπονιχυ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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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淋巴囊肿病是最早发现的鱼类病毒病 现在知道

至少有 科 种以上的鱼已发现患淋巴囊肿病

日本养殖的鱼师鱼!真鲷!鲈鱼和我国养殖的真鲷都有

病例报道≈ 台湾也在 年首次发现养殖鲈鱼的

淋巴囊肿病≈ ∀ 但从流行时间及死亡率来看 本文的

结果与其他文献的报道有一些差异 国外文献认为该

病是在初夏或夏季的高水温期流行 不造成死亡≈

张永嘉等报道我国广东海区养殖鱼类该病的流行季

节是在 月份至翌年 月的低水温期 ∗ ε

苗种发病时死亡率达 ≈ ∀ 作者对浙江海区养殖

鲈鱼的研究结果是鲈鱼在 月初 水温低于 ε 开

始发病 在高水温季节流行 但 龄鱼发病时的死亡

率与张永嘉等的结果一致 达 严重时超过

这些差异可能与养殖海区的环境有关∀ 调查中还

发现 个别患病鱼即使不予治疗也能自行痊愈∀

张永嘉等 年指出 病鱼死亡的原因主要是

肾功能衰竭 造成排泄障碍 但继发性的细菌感染也

是一个重要因素∀ 虹彩病毒侵入鲈鱼体后 造成鱼体

抵抗力降低 易被细菌感染 同时水质恶化以及交换

量的不足 必然导致霉菌的发生与繁衍 因而该病的

出现常是水霉菌病2弧菌2淋巴囊肿病的并发症∀ 作者

在病鱼体表疣状物上分离到了较多的弧菌 同时病鱼

肠上皮细胞溶酶体增多 肝细胞结构受损 这些现象

可能都与病鱼在病毒侵染后受到细菌的继发性感染

有关∀该病发生的根本前提是生产操作!运输! 倒网捞

鱼时造成鱼体体表的损伤 导致病毒的入侵所致∀ 当

养殖密度过大 水质恶化 细菌便进一步感染鱼体 则

显得该病暴发性强 死亡率增高 难以医治∀

鱼类淋巴囊肿病毒一般认为属于虹彩病毒科

√ 是无囊膜的 ⁄ 病毒 面体对称∀

对该病毒在鱼体感染细胞内的增殖情况没有见到描

述∀ 通过电镜观察 认为病毒侵入鱼体后 首先在受感

染的表皮细胞的细胞质内形成包涵体 同时表皮细胞

也开始肿胀 形成淋巴囊肿细胞∀ 包涵体是病毒在细

胞内的增殖基地 当病毒粒子在此装配完毕后 脱离

包涵体进入胞质 图 2 ∀ 开始衰老的淋巴囊肿细胞

细胞核衰退!消失 细胞质中的包涵体也消失 均质的

胞质中只有散在分布的大量病毒颗粒∀ 最终 淋巴囊

肿细胞膜破裂 病毒颗粒散发到海水中 继而感染体

表受损的健康鱼∀

淋巴囊肿病在我国还是刚开始研究 现有的资料

非常少∀ 从发病情况看 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养殖鲈鱼

中均有该病发生 与其他严重的鱼类流行病比较 死

亡率并不是最高的 但该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 丑

陋的外观使得患病鱼出售困难 几乎完全丧失商品价

值∀ 台湾地区自 年首次在养殖鲈鱼和石斑鱼发

现淋巴囊肿病例后 每年均有此病例的陆续报道 经

调查认为鲈鱼发病与进口的鱼苗有关 这一情况应当

引起水产养殖者和研究人员的重视∀ 淋巴囊肿病的潜

伏期较长 一般鱼被病毒感染后要经过 ∗ 个月才

可在体表上发现症状 因此在购买鱼苗时需要特别注

意∀ 该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以水为媒介 病鱼肥大细

胞破裂后释放的病毒继而感染体表! 鳍等受伤的其他

鱼类 因而在发病季节要尽量避免生产操作造成鱼体

表的损伤 一发现网箱内已有病鱼时要采取隔离措

施 并施药防止细菌性的继发感染∀ 用诺氟沙星投喂

鲈鱼 剂量每日每公斤鲈鱼 能有效底抑制病

鱼的细菌性继发感染 降低病鱼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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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结核结壳中的锶铅同位素关系研究

孙志国  郭卫东  刘昌岭  韩昌甫  许东禹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 青岛

提要  依据多金属结核!铁锰结壳的记录 研究了太平洋海水结核结壳中锶!铅同位素的关

系 结果表明 太平洋海水中锶同位素与铅同位素无明显的相关性∀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太平洋

海水中锶!铅的滞留时间相差很大 达 个数量级 锶同位素记录了 至百万年时间

尺度上全球性大洋范围内海水物质来源的变化 而铅同位素能在较小的时间尺度上反映局部

的大洋海水物质来源的信号 是高分辨率的物源示踪剂∀

关键词  锶同位素 铅同位素 古环境记录 太平洋

α  对海洋沉积物的锶铅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 国内

作了些零星的研究≈ ∗ 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本文依

据多金属结核!铁锰结壳的锶铅同位素记录 研究太

平洋海水锶铅同位素的关系 并探讨锶铅同位素示踪

的差异性∀

 样品及分析方法

研究对象为采自东太平洋海盆的 个多金属结

核 ≤ ≤ ≤ χ ! 一 块 铁 锰 结 壳

以及采自中太平洋约翰斯顿群岛卡林海山的

铁锰结壳 ⁄ 2 ∀

将多金属结核!铁锰结壳分层取样 共刮取 个

样品∀ 每个样品磨细!混合均匀后既作锶同位素分析

又作铅同位素分析∀

锶同位素分析方法 取样品 用稀 浸

泡处理后 取其中不溶物用 ≤ 溶解 经标

准阳离子交换处理 ⁄ ¬ 阳离子树脂 分离出

≥ 供质谱测量 ≥ 同位素在 ∂ 质谱上用多接收

方法测量 采用 ≥ 标准监测∀

铅同位素分析方法 取样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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