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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效磷对中国对虾血淋巴酚氧化酶活力影响的初步研究3

白 洁  李永祺  李岿然

青岛海洋大学

提要  初步研究了低浓度久效磷 胁迫对中国对虾 Πεναευσ χηινενσισ 血

淋巴酚氧化酶 ° 活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 低浓度久效磷短时间胁迫 对中国对虾血淋巴的

° 活力有刺激增强的作用 增大药物浓度和延长胁迫时间 可使其活力降低 且随药物浓度

的增加和胁迫时间的延长 这种降低作用逐渐增强∀ 因此认为 久效磷胁迫会抑制机体识别

和清除病原体的能力 将可能导致对虾疾病的发生 是虾病暴发的可能诱因∀

关键词  中国对虾 酚氧化酶 久效磷

Ξ  目前 随着有机磷农药使用剂量和使用范围的不

断扩大 由此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 李永

祺 指出 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鱼!虾!贝类因有

机 磷农药中毒死亡事件屡有发生∀ ° ∏

⁄ 对有机磷农药对鱼类等水生生

物的免疫功能及代谢酶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等研究了有机磷农药对对虾的致死效应或

部分组织病理结构的影响≈ 而对其免疫功能的影响

研究尚未见报道∀ 因此 作者以中国对虾血淋巴 ≥ ⁄

活力为指标 以常用的有机磷农药久效磷为胁迫因

子 初步探讨了有机磷农药对中国对虾免疫功能的影

响 为对虾病害的综合防治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 验 生 物  中 国 对 虾 Πεναευσ

χηινενσισ 取自山东省文登市高岛盐场养虾场 体长

∗ ∀

 实验用有机磷农药  久效磷 化学名称

2二甲基2 2 2甲基2 2甲胺基甲酰 乙烯基磷酸

酯 分子式 ≤ ° 为青岛农药厂生产的含有效

成分 的水溶性市售产品∀

1 2 方法

 试验分组 按周永欣等 药物浓度

对数等比积方法≈ 共分 个试验组 同时设一对照

组 详见表 ∀

表 1 试验分组方法

Ταβ 1  Τηε µ ετηοδ οφ διϖισιον οφ εξπεριµ ενταλ

γρουπ

组别 药物浓度

Λ

对照

 试验条件  试验在盛 海水的玻璃

缸中进行 每组养虾 尾 水温 ∗ ε ∀ 试验进行

并进行一次重复实验∀

 取材 分别于试验开始后 从中

国对虾心脏取血 置于 ∞ 管中 ε 过夜 离心

ε 后吸出血清测定其 ° 活力∀同

时做一平行样∀

 ° 活力的测定 以 2多巴 2⁄ 为

底物 参照 的方法进行 具体操作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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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久效磷胁迫对中国对虾血淋巴 ° 活力的影响

ƒ  × √ °

Π χηινενσισ

 结果

久效磷胁迫 药物浓度低于 Λ 时对

虾血淋巴的 ° 活力无明显变化 但从 Λ 组

起 其活力有所增强 且随药物浓度的加大其增强幅

度逐渐增大 至胁迫 Λ 组对虾血淋巴的

° 活力即有降低 而且随药物浓度的增加降低幅度

不断增大 Λ 组的° 活力比对照组降低了

结果见图 ∀

 讨论

3 1 久效磷胁迫与虾体的免疫应答

周韫珍 指出 机体接触某种毒物后 在低

剂量时即可引起免疫功能的变化∀ 张琉琪 指

出 环境污染物可使动物免疫功能受到抑制 改变动

物的防御机制 降低机体抵抗力∀ 对虾的免疫功能没

有哺乳动物那么复杂 它的防御反应主要是靠循环血

细胞及存在或释放到血浆中的多种因子的活性而产

生≈ ∀ 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 一定浓度久效磷短时间

胁迫 对中国对虾血淋巴的 ° 活力有刺激增强作用

推测这主要与对虾的免疫应答作用有关∀ 对虾的血细

胞有缺乏酚氧化酶活性的透明细胞!含有少量酚氧化

酶原的半颗粒细胞和含有大量酚氧化酶原组分的颗

粒细胞 种类型 进入虾体的异物分子作用于宿主的

半颗粒细胞 刺激细胞产生胞吐作用进行脱颗粒 激

活酚氧化酶原 该酶又诱导邻近细胞脱颗粒释放到周

围介质中 以此连锁反应放大了对外界因素的细胞应

答≈ ∀

随胁迫时间的延长和久效磷浓度的增大 对虾血

淋巴的 ° 活力逐渐降低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久效磷

的毒性作用使对虾组织细胞结构受到破坏≈ 使其合

成酶类等物质的能力受损所至 是否存在久效磷对

° 活力的直接抑制作用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 2 久效磷胁迫与对虾疾病

虾病的发生是病原体!环境因子和虾体自身免疫

功能综合作用的结果∀ 酚氧化酶 ° 在虾体识别!包

囊和清除病原体等异物的免疫反应中发挥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 是对虾重要的免疫因子≈ ∀ 久效磷胁迫降

低对虾体内的 ° 活力 将抑制机体识别!包囊和清除

细菌及病毒等异物的能力 可使条件致病菌活跃 此

时一旦有病原体侵入 因虾体抵抗力下降会加速疾病

的发生和发展∀ 因此 久效磷胁迫 将是虾病流行的可

能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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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多糖对 Χ∆ 3ΑΚ 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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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研究了螺旋藻多糖 °≥ 对 ≤⁄ 激活的杀伤细胞 ≤⁄ √

≤ ≤⁄ ≤ 增殖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 当 °≥ 浓度为 Λ # 培养体系条件

下 对 ≤⁄ 细胞具有明显的刺激细胞增殖作用 Π 对培养长达 的 ≤⁄ 细

胞杀伤肿瘤细胞 细胞 的活性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 ∀提示 °≥ 对辐射损

伤和化疗引起的造血功能损伤及在肿瘤的生物治疗领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螺旋藻多糖 ≤⁄ 细胞

α  螺旋藻多糖 ° ≥ ∏ °≥ 是

从钝顶螺旋藻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中提取的具有多种

生物活性的天然糖蛋白类物质∀ 日本≈ 用聚丙烯酰胺

凝胶电泳确认为纯品时 测得 °≥ 的主要成分及含量

为鼠李糖 !核酸 !木糖 !甘露糖

!葡萄糖 !半乳糖 ∀由于藻种及

分析方法的不同 其组分略有不同∀作者研究了 °≥ 对

≤⁄ 细胞的增殖作用及杀伤瘤细胞的活性表明 °≥

对辐射损伤及对化学剂损伤 另文报道 所引起的造

血功能损伤确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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