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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箱养殖青石斑鱼河流弧菌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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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 病害问题日益严重 严重

地制约着石斑鱼养殖业健康发展 ∀刘秀珍等 年

报道创伤弧菌是石斑鱼的病害弧菌病的病原 ∀本文作

者对 年夏季厦门市同安区琼头村网箱养殖石斑

鱼的严重病害进行了研究 试图能为养殖青石斑鱼

Επινεπηελυσ αωοαρα 的病害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用鱼

患病石斑鱼取自同安区琼头村养殖网箱 体重

∗ 健康石斑鱼购自厦门火烧屿养殖网箱 体

重 ∗ 暂养备用 ∀

病原菌的分离

将病鱼体表清洗消毒后 用无菌操作方法从肝

脏 ! 肾脏部位及血液取材 在营养琼脂平板和 ×≤ ≥

琼脂平板上划线分离 ε 培养 挑取优势菌落

分别在营养琼脂和 ×≤ ≥琼脂平板上划线分离培养

数次 获得纯培养物后接种到营养琼脂斜面备用 ∀

人工感染试验

菌悬液 Α 值标准曲线绘制

将已纯化的菌株接种到营养琼脂斜面 ε 培

养 用无菌生理盐水洗脱菌苔 制成菌悬液 再用

无菌生理盐水稀释成不同浓度 ∀以无菌生理盐水为对

照 测定各浓度菌悬液在 波长处的吸收值

Α ∀同时用平板计数法测定菌悬液的浓度 以 Α 值

为纵坐标 菌浓度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

菌悬液人工感染试验

注射感染 供试菌株经培养后 制成

菌悬液 光谱法测定菌浓度 稀释成 ≅ 和 ≅

∏ 对试验鱼 已暂养 进行肌肉注射 每尾注

射 对照组每尾注射无菌生理盐水 ∀通

气喂养 连续观察 ∀

浸泡感染 将制备好的菌悬液倒入饲

养石斑鱼的水族箱中 使海水中的菌浓度达到

∏ 通气喂养 每天换水后加入一定量的菌悬

液 使海水中的菌浓度维持在 ∏ ∀

感染菌株的分离

从人工感染患病死亡的石斑鱼内脏部位和血液中

同上法分离致病菌 与人工感染试验所用菌株进行比较∀

病原菌的鉴定

病原菌的形态及生理生化特征的检测和鉴定按

文献≈ !≥ • ƒ生化板及相关文献 ≈ 等方法鉴定 ∀

药敏试验

将菌悬液均匀涂布于营养琼脂平板上 然后贴

上不同药物的药敏纸片 购自上海市卫生防疫站

ε 恒温培养 后检测抑菌效果 ∀

结果与讨论

病症

年 月中旬至 月 在厦门地区持续高温

天气下 同安网箱养殖石斑鱼开始出现死亡 从起初

的每个网箱每天死亡 ∗ 尾 增加到二三十尾 ∀现场

检测发现 病鱼活动能力下降 摄食减少甚至不摄食

有的体色变黑 ∀解剖发现病鱼肝脏呈土黄色 略有肿

大 胃肠内容物很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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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病原菌的电镜照片 ≅

病原菌的分离和回归感染

从病鱼的肝 !肾和血液中分离出大量细菌 这些

细菌在营养琼脂和 ×≤ ≥琼脂上形成的菌落一致 从

中挑选 株细菌 编号为 ×≥2 和 ×≥2 ∀

用肌肉注射和菌液浸泡两种人工感染方法都能

使石斑鱼发病 感染病鱼的症状表现与养殖网箱病鱼

基本一致 都表现为体色变深 !活动能力减弱 !进食减

少甚至不进食 ∀解剖发现病鱼肝肿大 呈土黄色 从内

脏中分离培养出大量细菌 ∀人工感染的结果见表 ∀

菌株再分离与鉴定

从人工感染患病即将死亡的石斑鱼的内脏和血

液中分离出大量细菌 这些细菌的菌落特征与人工感

染所用菌株的菌落特征一致 ∀

菌体的形态特征

电镜下观察到菌株 ×≥2 和 ×≥2 的菌体细胞呈短

杆状或略有弯曲 在菌体的一端有单根鞭毛 图 ∀

菌体细胞的大小为 ∗ Λ ≅ ∗

Λ ∀两株细菌皆无荚膜 无鞭毛 细胞分散排列 ∀

菌株的生理生化特性

对菌株 ×≥2 和 ×≥2 进行了 项生理生化

特性的测定 结果见表 ∀从表 可以看出 菌

株 ×≥2 和 ×≥2 的各项生化特性非常相似 超过

∀以上各项试验结果与5伯杰氏细菌鉴定

手册6 第 版 对河流弧菌 的描述基本一

致 而与其他弧菌有较大区别 因此确定这两

株病原菌为河流弧菌 ∀

药敏试验

应用药敏纸片法测定了病原菌对 种抗

菌药物的敏感性 结果见表 ∀

表 2  2 株病原菌的生理生化特性

菌株 ×≥2 ×≥2 河流弧菌

革兰氏染色
游动现象
敏感 Λ
敏感 Λ

× ≤ ≥上形成菌落 黄 黄 黄
ε 生长
ε 生长
ε 生长
≤ 生长
≤ 生长
≤ 生长
≤ 生长
≤ 生长

氧化酶
赖氨酸脱羧酶
鸟氨酸脱羧酶

精氨酸双水解酶
≥

⁄

∂ °

× ⁄

柠檬酸盐利用
甘露醇

纤维二糖
°

硝酸盐还原
尿素

⁄2葡萄糖产气
≤

≥ ≤

酶的产生
淀粉酶
明胶酶
脂酶

藻酸酶
几丁质酶
糖类利用

木糖
阿拉伯糖
半乳糖
蜜二糖
甘露糖
海藻糖
水杨苷

注 / 0表示阴性 / 0表示阳性 / 0表示弱阳性 / 0表示可

变化 即有的菌株为阳性 有的为阴性 ∀

表 1  青石斑鱼人工感染试验结果

试验 菌株 感染方式 菌浓度 剂量 试验数 死亡数

组别 ∏ 尾 尾

×≥2 肌肉注射 ≅
×≥2 肌肉注射 ≅
×≥2 肌肉注射 ≅
×≥2 肌肉注射 ≅
×≥2 菌液浸泡 ≅
×≥2 菌液浸泡 ≅

对照组 肌肉注射 生理盐水

对照组 浸泡 自然海水

/ 0 代表采取浸泡感染 没有注射剂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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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可知 病原菌对丁胺卡那霉素 !氯霉素 !

氟哌酸等 种药物敏感 而麦迪霉素 !乙酰螺旋霉

素 !青霉素 等 种药物对病原菌没有抑制作用 ∀

对于5渔药手册6 ≈ 中的药物 两株病原菌只对氯霉

素和磺胺甲基异恶唑两种药物敏感 青霉素和氨苄

青霉素对病原菌没有作用 其他的渔用药物 如四

环素 !红霉素 !链霉素 !庆大霉素 !吡哌酸 !痢特灵

等 病原菌均有一定的耐药性 ∀两株病原菌的药敏

结果基本相同 这也间接说明两株病原菌属于同一

种菌 ∀

弧菌是海水环境中的正常菌群 广泛分布在自

然海区中 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养殖动物发生病

害 ∀但在养殖海域环境条件恶化引起这些条件致病

菌大量繁殖 而养殖动物抗病力低下的情况下就会

暴发弧菌病 ∀ × 等 年与 • °

等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病原菌的致病性取决于

海水中细菌数量 !养殖动物的免疫力及海水理化物

质等环境条件的影响 ∀现场调研得知 由于长期大

量使用抗生素 会导致水体正常微生物菌群失调

也使养殖环境中的许多细菌对常用抗生素产生了抗

药性 给疾病的治疗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 长期使用

抗生素给养殖动物内脏机能造成损伤 导致机体免

疫力下降 这些都增加了细菌病暴发的可能性 ≈ ∀

因此 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对海洋生物的弧菌病应

以预防为主 ≈ 具体措施如 合理控制养殖密度 !改

善水质环境 维持一定量的藻类和有益微生物 保

持养殖环境生态平衡 !合理使用抗生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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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菌株 ×≥2 ×≥2
四环素 3

氯霉素 3 ≥ ≥

红霉素 3

庆大霉素 3

链霉素 3

吡哌酸 3

痢特灵 3

青霉素 3

氨苄青霉素 3

磺胺甲基异恶唑 3 ≥ ≥

林可霉素

丁胺卡那霉素 ≥ ≥

新生霉素

麦迪霉素

壮观霉素 ≥

妥布霉素

柱晶白霉素

新霉素

乙酰螺旋霉素

克林霉素

强力霉素 ≥

氟嗪酸 ≥ ≥

萘啶酸

头孢拉定

头孢氨苄

头孢克洛

头孢孟多

头孢呋新

头孢三嗪 ≥ ≥

头孢哌酮 ≥ ≥

头孢噻吩

头孢噻肟 ≥ ≥

头孢噻甲羧肟 ≥ ≥

头孢唑啉

多粘菌素

利复平

杆菌肽

复方新诺明 ≥ ≥

氨曲南

奥格门丁

环丙沙星

苯唑青霉素

羧苄青霉素

氧哌嗪青霉素

呋喃妥因 ≥ ≥

Λ

Λ ≥ ≥

优力欣

注 / ≥0表示敏感 / 0表示中等敏感 / 0表示不敏感 / 0表示没

有抑制作用 / 3 0为5渔药手册6中的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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