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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理化因子对斑节对虾白斑杆状病毒 ( ΩΣΒς ) 感染力的影

响

谢数涛 邱德全 何建国 杨晓明 江静波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广州

湛江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提要 将部分纯化的 • ≥ ∂ 暴露于不同理化条件下 通过人工感染的方法测定 • ≥ ∂ 的感

染力 ∀结果表明 病毒在纯水中 能保持感染活性 但在 ≤ 的高盐溶液中 失去

感染力 • ≥ ∂ 在 ε 中 感染活性丧失 在 ∗ ε 中 均失去感染力 当环境

值为 以下或 以上时 • ≥ ∂ 在 后丧失感染活性 °2 × ÷2 ≤ 或甲醛等均

能灭活 • ≥ ∂ ∀

关键词 白斑杆状病毒 斑节对虾 理化因子 感染力

白斑病是近年来危害包括我国在内的整个亚洲

地区对虾养殖业的主要流行病≈ 国内外有关学者大

多认为其病原是一种不形成包涵体的杆状病毒
≈ ∀ 年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第六次报告取

消了裸杆状病毒亚科 同时也没有建立新的分类阶元

将原裸杆状病毒亚科的病毒收录≈ 因此这种对虾病

毒的分类地位尚待确定 ∀本文使用白斑杆状病毒

• ∏ √ ∏ • ≥ ∂ 作为此病原的命名 ∀

病毒在不同理化条件下的稳定性 是病毒生理生

化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病毒分类的重要依据之

一≈ 目前 • ≥ ∂ 有关此方面的报道较少 ∀研究 • ≥ ∂

在不同理化条件下的稳定性 不仅能为 • ≥ ∂ 提供分

类依据 同时也能为生产实践提供灭活 • ≥ ∂ 的手段

和方法 ∀本文以我国南方的主要养殖对虾 ) ) ) 斑节对

虾为材料 将部分纯化的 • ≥ ∂ 暴露于不同理化条件

下 再通过人工感染测定了 • ≥ ∂ 在不同理化条件下

的稳定性 ∀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健康斑节对虾取自广东省遂溪县一未发病对虾

养殖场 体长 ∗ 实验前暂养 内没

有出现死亡等异常现象 ∀患白斑病的濒死斑节对虾取

自广东省廉江市一发病对虾养殖场 体长 ∗

∀

• ≥ ∂ 的部分纯化

取病虾的鳃 剪碎后按约 • ∂ 的比例 加

入 × 缓冲液 × 2 ≤

≤ 制备成匀浆液 ∀经 ε 离心

去渣 细菌滤器过滤 再 ε 离心

沉淀即为部分纯化的 • ≥ ∂ ∀

人工感染实验

≤ 浓度对 • ≥ ∂ 感染力的影响 部

分纯化的病毒沉淀 分别用 倍体积的无菌水 天然

海水 盐度为 经细菌滤器过滤

和 ≤ 的缓冲液 × 2 ≤

悬浮 后进行注射感染 ∀每组斑节对虾 ∗

尾 于对虾第 和第 腹节间肌肉注射 经

不同盐浓度处理的 • ≥ ∂ 悬浮液 ∀

• ≥ ∂ 在不同 条件下的稳定性 病

毒沉淀分别用 倍体积的天然海水及不同 值的

缓冲液 × 2 ≤ ≤ 悬浮

值分别为 和 ∀

后进行注射感染 ∀

• ≥ ∂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稳定性病

毒沉淀用 倍体积的 × 缓冲液悬浮后 分别暴露于

和 ε 等不同温度条件

下 至预定时间后置 ε 冷却 再进行注射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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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几种化学试剂对 • ≥ ∂ 感染力的影响

病毒沉淀用 倍体积的 × 缓冲液悬浮后 分别加

入 °2 终浓度为 ! × ÷2 终浓度为

! ≤ 终浓度为 ≅ 和甲醛 终浓度为

混匀 ε 放置 后进行注射感染 ∀

以上每个实验组各取 尾发病死亡对虾用于

光镜组织病理检查和 °≤ 检测 方法分别参见文献

≈ 和文献≈ ∀

结果

≤ 浓度对 • ≥ ∂ 感染力的影响

差速离心纯化的 • ≥ ∂ 用不同 ≤ 浓度的溶

液于 ε 悬浮 再用病毒悬浮液进行注射感染 结果

见表 ∀

从表 可知 • ≥ ∂ 在 ∗ ≤ 的溶液中

内 其感染活性不受影响 其中在相当于对虾血淋

巴盐离子浓度 即 ≤ 的条件下 • ≥ ∂ 的

感染力 内没有变化 ∀表明在从淡水到

≤ 的环境中 • ≥ ∂ 均能较稳定地保持活力 可见

• ≥ ∂ 能抵抗较宽范围的盐浓度变化 ∀但 • ≥ ∂ 在

≤ 的溶液中 失去感染力 ∀

• ≥ ∂ 在不同 条件下的稳定性

• ≥ ∂ 用不同 值的溶液于 ε 悬浮 再进行

注射感染 结果见表 ∀

从表 可知 • ≥ ∂ 在 值为 ∗ 的缓冲

液中 内 病毒具有感染活性 但在 值小于 或

大于 的条件下 失去感染力 ∀

属弱酸 属中强碱 ∀ • ≥ ∂ 在弱酸

性的环境中易失去感染活性 而在中强碱的条件下

可保持感染能力 表明低的 对游离 • ≥ ∂ 的存活

有更大影响 即 • ≥ ∂ 对酸较为敏感 对碱性环境则

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 ∀

• ≥ ∂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稳定性

• ≥ ∂ 经不同温度处理后 于 ε 冷却 再进行

注射感染 结果见表 ∀

从表 可知 当温度为 ε 时 内 • ≥ ∂ 有

感染活性 后失去感染力 当温度为 ε 时

内 • ≥ ∂ 有感染活性 后失去感染力 ∀提示在

同一温度下 随时间的延长 • ≥ ∂ 的感染活性逐渐

降低 ∀

• ≥ ∂ 在 ε 中 失去感染力 但在 ε

中 仍具感染活性 ∀提示随温度升高 • ≥ ∂ 的

感染力下降 ∀

• ≥ ∂ 在 ε 中处理仅 其致病性即消失

说明 • ≥ ∂ 对 ε 的高温非常敏感 ∀推测 ε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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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临界点 因此用热灭活的方法进行 • ≥ ∂ 消毒

时 可选择 ε 或更高的温度 ∀

部分化学试剂对 • ≥ ∂ 感染力的影响

• ≥ ∂ 经几种化学试剂处理后 进行注射感染

结果见表 ∀

从表 可知 经 °2 或 × ÷2 处理 • ≥ ∂

失去感染力 ∀ °2 和 × ÷2 属去污剂类试剂

它们均能破坏病毒粒子的囊膜 可见囊膜受破坏的

• ≥ ∂ 没有感染力 ∀

能使蛋白质变性的 ≤ 和甲醛也能使 • ≥ ∂ 失

去感染活性 ∀这可能与病毒囊膜上与侵染有关的蛋白

质被破坏有关 ∀

发病对虾的检测

以上各组感染实验中 发病对虾均表现出与自

然发病对虾相似的外观病症及病程变化 对死亡对虾

进行组织切片和 ∞染色 在 • ≥ ∂ 的靶细胞中均发

现细胞核肿大和深染等白斑病病理变化 用 °≤ 法

对死亡对虾进行 • ≥ ∂ 检测 也得到阳性结果 ∀说明

以上的各组感染实验中 对虾的发病及死亡均由 • ≥2

∂ 引起 ∀

讨论

作者制备病虾匀浆液及纯化 • ≥ ∂ 时 均在

ε 或冰浴下完成所有操作 ∀本文的感染实验发现

• ≥ ∂ 置 ε 下 能保持其感染活性 而在 ε

下 • ≥ ∂ 失去感染力 ∀因此在进行注射感染或病

毒纯化等相关实验时 应尽量保持低温 并尽快完成

操作 ∀

本文结果表明 • ≥ ∂ 在 ε 时易失去感染

力 ∀有囊膜的病毒是借助其囊膜上的蛋白质与宿主细

胞膜上的病毒受体相互识别后 再侵入细胞内部的
≈ ∀ ε 时 • ≥ ∂ 失去感染活性 可能是 • ≥ ∂ 囊膜

上与侵染有关的蛋白质因高温变性所致 ∀但 ε

下 • ≥ ∂ 也丧失感染力 则不大可能是囊膜蛋白质热

变性的缘故 • ≥ ∂ 在此温度条件时失去感染活性的

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另外 能破坏病毒囊膜的试剂如 °2 ×

÷2 ≤ 或甲醛等均可使 • ≥ ∂ 丧失感染力 其原

因可能也是囊膜受损的 • ≥ ∂ 无法侵入宿主细胞 ∀这

一结果与黄 等≈ 用乙醚进行的实验相符 而与周国

瑛等≈ 用病毒核衣壳成功进行感染实验不同 但其文

中所描述的发病对虾的病程及病症似与白斑病相

异 ∀

在适宜条件下 如在 ε 下的 × 缓冲液中

• ≥ ∂ 能至少保持感染活性数小时 表明离开对虾组

织的 • ≥ ∂ 具有一定的存活能力 ∀这是 • ≥ ∂ 逃避宿

主消化液的破坏 成功进入对虾体内所必需的 ∀但

• ≥ ∂ 的这种存活能力并不强 如与形成包涵体的对

虾杆状病毒 Βαχυλοϖιρυσ πεναει , ° 相比 °在 ∗

ε 的条件下能保持感染活性 以上≈ ∀可见在

自然环境中 • ≥ ∂ 抗逆境的能力不强 当环境温度

稍高或 偏酸时 病毒粒子即易失去感染活性 普

通的去污剂或蛋白质变性剂 均能灭活 • ≥ ∂ ∀提示

• ≥ ∂ 在虾塘或自然海域中可能不以离体传播为主

要方式 病毒更可能以存在于组织内的形式 通过生

物间的相互摄食 来完成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的

转换和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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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ΦΦΕΧΤ ΟΦ ΣΕς ΕΡ ΑΛ ΠΗΨΣΙΧΑΛ ΑΝ∆ ΧΗΕ ΜΙΧΑΛ ΦΑΧ2
ΤΟΡΣ ΟΝ ςΙΑΒΛΙΤΨ ΟΦ ΩΗΙΤΕ ΣΠΟΤ ΒΑΧΥΛΟςΙΡ ΥΣ ΟΦ

Πεναευσ µονοδον

÷ ∞ ≥ ∏2 ± ⁄2 ∏ ∞ 2 ∏ ≠ ÷ 2 2
(1 Σχηοολοφ Λιφε Σχιενχεσ, Ζηονγση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Γυανγζηου

(2 Φισηεριεσ Χολλεγε , Οχε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οφ Ζηανϕιανγ
Ρεχειϖεδ :

Κεψ Ωορδσ: • ∏ √ ∏ Πεναευσ µονοδον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 √ ∏ Πεναευσ

µονοδον • ≥ ∂ √ ∏ ¬ ∏ ∏ ≤

√ ¬ ∏ ε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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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 船漂至 海区 小区时 被

韩国渔政 船查扣 该船老大

林 ≅ ≅ 至今仍被扣 ∀

对策

尽快与友邻周边国家建

立海事纠纷处理协调机

制 制订和完善有关渔

事纠纷处置法规

根据国际法原则 在采取属人

法或属地法为准 引据冲突法规范

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既不能

给偷渡 !抢劫等违法犯罪分子以可

乘之机 又能有助于解决纠纷 保

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同时

对已发生的纠纷案件 要积极地予

以妥善解决 并吸取经验教训 编

发案例 教育当事国渔民群众 ∀

切实加强对渔民的法

制宣传教育

加强对渔民的法制教育 是各

级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的责任 也

是当前涉外渔事纠纷案件处理中

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各级有关部

门要通过多种渠道 利用休渔期及

其他开展群众工作的机会 采取多

种方式对渔民进行宣传教育 ∀要求

渔民不论在渔场生产 还是在进出

港航行途中 尤其是在邻近外国渔

场作业时 都要严格遵守 5国际海

上避碰规则6 和渔船安全管理制

度 一旦发生纠纷 应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妥善处置 及时和中国有关

职能部门取得联系 切不可鲁莽行

事 酿成惨祸 ∀

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

义倾向 积极解决本国

已发生的重特大渔事纠

纷治安案件 确保海上

渔场治安的安全

处理悬案 !积案 应在各级党

委 !政府的领导下 边防 !渔政 !船

管等职能部门要加强联系和协作

积极开展好综合治理工作 及时消

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将因渔事

纠纷引发的海上治安案件降下来

使渔民群众养成依法作业 依法处

理的习惯 从而引导渔民在处理涉

外渔事纠纷的时候也能依法得到

/说法0 减少损失 以维护各地渔

场的正常生产秩序和治安秩序 ∀

全面加强我国领海 !毗

邻区海洋管理工作

相比较而言 目前 在我国领

海及毗邻区发生涉外渔事纠纷的

案件较少 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邻

国对我国渔民的粗暴处理给我们

上了生动的一课 ∀值得关注的是英

国和美国等许多国家曾长期有一

些税收和卫生法规 不仅对它们本

国船舶 而且对于驶往其港口 正

在驶进但未驶入领海的外国船舶

加以某种义务 ∀在 /克罗夫诉邓飞

案0 中 麦克来伦勋爵称

/ ,,为了某些目的 特别是为了

警察 !税收 !公共卫生和渔业 国家

可以制定法律 影响其海岸周围的

海域 内海超过其领土的通常界

限0 ∀这些做法和论述都是极其有

益的启示和可鉴之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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