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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雄牙鲆不同组织中溶菌酶比活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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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菌酶 是鱼类非特异性免疫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 ∀据 年报道 溶菌酶能够破坏

细菌的胞壁结构 增强由补体介导的溶菌作用 同时

对真菌 !寄生物以及病毒也具有破坏作用 因此 溶菌

酶对于鱼类抵抗各种病原体的侵袭具有重要意义 了

解溶菌酶在鱼体内的分布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鱼类抵

抗各种疾病的机制 ∀以往的实验对溶菌酶在鱼体不同

组织中的分布研究得较少 对于牙鲆体内不同组织中

溶菌酶活力的比较则未见报道 ∀本实验以 龄假雄

牙鲆为实验材料 研究溶菌酶在不同组织中的分布

并初步比较其比活性的差别 ∀

材料和方法

假雄牙鲆的饲养

假雄牙鲆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实验海洋生

物学开放室人工诱导 ∀通过组织切片检查其性腺发

育 确定实验用鱼为雄性 ∀实验前将 条鱼在约 ≅

≅ 的水体中饲养 通气 换水 ∀鱼平均体重

? ∀

血清的获取

用无菌注射器从牙鲆的尾动脉中抽取血液 于

ε 冰箱中放置 使血细胞凝结 并与血清分离 ∀收

集上层血清 于 ε 保存备用 ∀

体表黏液中酶粗提液的制备

用蒸馏水冲洗鱼体 用干净的载玻片将体表黏

液轻轻刮下 防止体表损伤 然后与生理盐水一起于

冰水浴中匀浆 ς/ Ω 匀浆液于 ε 条件

下 以 的速度离心 取上清液于

ε 保存备用 ∀

其他组织中酶粗提液的制备

解剖鱼体 取出相应的鱼体组织 与生理盐水混

合匀浆 ς/ Ω 匀浆液于 ε 以

的速度离心 取上清液于 ε 保存备

用 ∀在提取牙鲆肠中的溶菌酶时 将肠分为三部分 肠

后端膨大部分为后肠 肠前端非膨大部分平均分为两

截 分别作为前肠和中肠 ∀

溶菌酶比活力的测定

参考有关文献≈ 并进行相应的修改 具体做法

如下 将溶壁微球菌 Μιχροχοχυσλψσοδεικτιουσ ≥ 产

品 用 的磷酸缓冲液 ° ≥ 稀释

至波长为 时吸光度为 的菌悬液 ∀将

菌悬液与 一定浓度的粗酶提液或血清混合

测定反应开始时于 的吸光度 然后将混合液

于 ε 保温 冰浴冷却使反应停止 于

处测其吸光度 以每毫克酶粗提液蛋白每分钟使混合

液吸光度降低的数值来表示溶菌酶的比活力 单位为

∏ # ∀

酶粗提液中蛋白质浓度的测定

以牛血清蛋白作标准蛋白 用 ≤ 亮蓝染

色法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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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结果
溶菌酶在假雄牙鲆的体表黏液 !血清 !脾脏 !肾脏

中的比活性分别为 ? ≅ ?

≅ ? ≅ ? ≅

∏ # ∀

溶菌酶在假雄牙鲆的肝脏 !胆汁 !胃以及前肠 !

中肠 !后肠的比活性为 ? ≅ ?

≅ ? ≅ ? ≅

? ≅ ? ≅ ∏

# ∀

溶菌酶在假雄牙鲆的鳃中的比活性为 ?

≅ ∏ # 肌肉中未发现溶菌酶

的活性 ∀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溶菌酶在牙鲆体内不同的

组织中广泛分布着 但它们的比活性并不相同 ∀在实

验条件下 体表黏液 !血清 !肾 !肝脏 !前肠以及鳃中溶

菌酶比活性较高 胃 !中肠 !后肠 !脾脏中溶菌酶比活

性较前述组织中的低 胆汁中溶菌酶的比活性较上述

器官的都低 肌肉中没有检测出溶菌酶的活性 ∀

讨论

ƒ 等于 年 ! ∏ 和 ƒ 于 年

在对淡水鱼和海水鱼的研究中发现 溶菌酶在鱼的黏

液 !血清和某些淋巴组织中广泛分布着 ∀本实验中发

现 不但在通常认定的免疫组织中可以检测出溶菌酶

的活力 在肠 !腮 !肝 !胃等组织中同样可以检测出溶

菌酶的活力 ∀因此 就非特异性免疫能力而言 鱼类具

有相当完善的功能 ∀

于 年报道 鱼体中溶菌酶的产生与

哺乳类动物相似 主要由嗜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产

生 少量由巨噬细胞生成 ∀吴维宁 年 !°∏ 等

年 ! ∏等 年在对鱼类的研究中发现

血液 !肝 !脾 !肾 !肠黏膜等组织和器官中含有丰富的

血细胞 因此 这些组织中的溶菌酶可能是由这些血

细胞分泌的 ∀血液在鱼体中各部位的循环流动能够使

溶菌酶分布得更加广泛 使那些自身不能产生血细胞

的组织同样可以含有溶菌酶 ∀

ƒ 等 年 ! ∏ 年 ! ∏ 2

年研究报道 性别和季节 !遗传≈ !温度≈ !

食性等诸多因素都可以影响鱼体内溶菌酶的活性 ∀生

活环境的不同 也使得鱼体同一组织中溶菌酶的适宜

反应条件不同 ∀例如 ≥ 和 ∏ 于 年研

究发现 淡水鱼肝脏中溶菌酶的活性在 最高

海水鱼肝脏中溶菌酶的活性在 为 和 时最

高 ∀同一种鱼 其不同组织中溶菌酶的适宜反应条件

是否相同 以及体外实验对于不同组织中溶菌酶的活

力进行比较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适合于鱼体内的自

然生理过程 都需进一步实验研究 ∀另外 由于实验材

料的缺乏 本实验只是研究了人工诱导的假雄牙鲆体

内的溶菌酶活性 ∀将来把这一实验结果与自然条件下

生长的牙鲆体内的溶菌酶活性进行比较 对于尝试通

过遗传育种的方式来提高牙鲆的抗病能力可能会有

借鉴作用 ∀

鱼类所生活的环境较陆地动物的生活环境而言

流动性更大 成分变化更快 鱼类接触各种病原体的

机率也增大 ∀溶菌酶在鱼体中的广泛分布 及其对不

同病原体的广泛破坏能力使得鱼体有能力抵御各种

病原体的侵袭 ∀基于本实验结果以及牙鲆的生理结

构 作者对牙鲆体内溶菌酶的防御机制作下述设想

鳃 !体表 !肠黏膜 !胃构成牙鲆的第一道防御屏障 阻

止有害病原体进入鱼体中 血液构成第二道防御屏

障 对通过消化道进入循环系统中的病原微生物进行

灭活 ∀肝 !脾 !肾等其他组织形成第三道防御屏障 对

通过循环系统进入组织内的病原体进行杀灭 ∀各种组

织间的作用并非孤立的 它们相互联系 共同作用 以

提高鱼体的抗病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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