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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藻酸降解菌对海带感染能力差异性分析

刘成圣 王丽丽 王 蒙 唐学玺

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提要 对分离得到的 株褐藻酸降解菌进行了感染海带的实验 确定 株菌均为海带病烂

的致病菌 ∀对其降解能力和感染能力的实验表明 株菌对褐藻酸钠的降解能力存有差异 它

们对海带感染能力的差异与其对褐藻酸钠的降解情况相类似 ∀在褐藻酸降解菌的感染下 海

带光合速率下降 感染能力强的菌株对光合作用的影响明显大于感染能力弱的菌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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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海带养殖事业中 苗种几乎全部都是由人

工育苗提供的 海带人工育苗是发展我国海带养殖事

业的一个重要环节 ≈ ∀在人工培育海带幼苗过程中

海带病害较为突出 主要集中在苗期病烂和幼苗脱落

上 ≈ ∀这一问题严重时甚至可以使整个育苗工作陷入

困境 人们将无法得到苗种 给育苗和供苗工作带来

威胁 给海带栽培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 ∀过去 有

关育苗单位力图从管理措施上严加控制 但由于对烂

苗或掉苗的基本原因认识不足 工作有些盲目 效果

也不够理想 ∀烂苗或掉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原发因

素不外乎微生物的 !生理的或生态的 与培养技术有

关 其中养殖水系中致病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及其作

用是引起海带病烂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 ∀研究

表明 海带病烂 尤其在育苗期出现的病烂与褐藻酸

降解菌的大量繁殖有关 ≈ ∀褐藻酸降解菌是海带藻体

上的主要附生细菌 ∀在正常的情况下 由于藻体保持

着较高的抗感染能力 限制了褐藻酸降解菌的大量繁

殖及其对藻体的侵染 从而在藻 2菌间形成一种动态

平衡关系 这时并不能引起病烂的发生 ≈ ∀但是 如果

养殖水体恶化 !水温过高 !养殖密度过大或出现机械

损伤时 往往造成海带的抵抗力下降 细菌易于侵入

并大量繁殖而导致病害 ≈ ∀本文对海带病烂的主要致

病微生物 ) ) ) 褐藻酸降解菌的降解能力 !对海带感染

能力以及对海带光合作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以期为

海带病烂的防治和海带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

指导 ∀

材料和方法

海带的选择

实验选择日本真海带 Λαµιναριαϕαπονιχα 取自

烟台育苗厂 苗体长为 ∗ ∀

菌株的选择及培养基

选用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生化室分离保

存的 株褐藻酸降解菌 筛选培养基及其配方参照丁

美丽的方法进行 ≈ ∀根据伯杰氏手册将 株褐藻酸降

解菌定为埃氏交替单胞菌 Αλτεροµονασεσπεϕιανα ∀其

特性如表 ∀

回染

将 株褐藻酸降解菌回染到海带上 观察其能

否引起病烂 ∀具体操作如下 取菌划斜面 ε 培

养 菌长出后待用 ∀ 取小片海带置于无菌海水

中用无菌棉球正反面反复擦洗 ∀此操作于 个灭菌培

养皿中依次进行后 用无菌海水冲洗 然后置于灭菌

培养皿中 ∀ 将海带表面用刀尖刺伤一小口 然后取

菌接种到刺伤处 接着加入无菌海水 置于室内非阳

光直射处培养 ∀

回染后菌株的验证

若回染后的海带在刺伤处发生病烂 则从该处

取菌接种到平板上 待菌长出后 观察优势菌的菌落

形态 并对其进行液体培养基检测 !革兰氏染色及细

胞形态观察 ∀

褐藻酸降解菌降解能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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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褐藻酸降解菌接种到含有褐藻酸钠的液体培

养基上 使其培养基中菌的含量相同 ≅ 个

培养一段时间后观察培养基的透明度判断其降解能

力 ∀

褐藻酸降解菌感染能力的分析
用灭过菌的棉球沾取无菌海水擦洗海带小苗反

复多次 并经无菌海水冲洗后 置于灭菌培养皿中待

用 ∀取灭过菌的小刀在海带片上划 左右的刀口

然后取褐藻酸降解菌菌悬液 浓度为 ≅ 个

Λ 接种到海带刺伤处 加入适量的无菌海水并置于

无光线直射处静置培养 ∀在感染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

间取划伤部位用于光合作用的测定 并在感染后的第

天统计肉眼可见的已被感染的海带片数 感染能力

感染的片数 总片数 ≅ ∀

光合作用的测定

光合作用的测定采用黑白瓶法 将处理后的藻

体 分别放入 的黑白瓶中 用虹吸的方法

充满海水 把所有的空气赶出后 将白瓶和黑瓶密

闭 ∀在 ? ε 光照 Λ
2 2的条件下反应

用定氧法分别测定光合前后黑白瓶中溶解氧的浓

度 ∀根据溶解氧浓度的变化 !光合时间及藻体的鲜重

求出海带的净光合速率 ∀相对光合速率 处理

组光合速率 对照组光合速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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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褐藻酸降解菌感染对海带光合作用的影响

ƒ ×

Λαµιναριαϕαπονιχα

结果与讨论

回染后菌株的验证
比较表 和表 不难发现 通过回染实验从回

染海带上重新分离出来的 株菌与回染前菌的菌落

形态及细胞形态相同 且海带的病烂症状相似 那么

就可证明这 株菌均为海带病烂的主要致病菌 表

∀ 回染效果与接菌量多少 ! 菌降解能力强弱 ! 海

带自身的生理状况等有关 ∀在反接实验中 要力求接

菌量一致 并选用新鲜海带的相似部位 !相似厚度和

色泽等 从而使实验结果具有对比性 ∀回染效果好的

经 ∗ 培养后 刺伤处变绿 后变白腐烂掉 ∀回染

实验中对海带片的清洗不能达到完全彻底 其表面可

能留有杂菌 因此在对菌进行验证时只对优势菌进行

观察 ∀

降解能力分析
将上述 株菌接种到液体培养基上 测定其降

解强度 ∀表 显示 号菌株对褐藻酸钠的降解能力

强 其次为 号和 号菌株 号菌株对褐藻酸钠的

降解能力 低 ∀

感染能力分析

通过对海带的感染实验证明 号菌株对海带的

感染能力 强 号 弱 号 ! 号和 号居中 ∀这一

结果与它们对褐藻酸钠的降解情况相类似 表 ∀

褐藻酸降解菌感染对海带光合作用的

影响

褐藻酸降解菌感染能够抑制海带的光合作用 且

随着感染时间的延长 光合速率逐渐下降 ∀ 株菌株

间的比较发现 感染能力强的菌株 号 对海带的光

合作用影响较大 而感染能力弱的菌株 号 影响较

小 图 ∀光合作用是指示海带生理状态好坏的一个

重要的生理指标 光合速率的降低说明海带在褐藻酸

降解菌的感染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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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 的一种细菌病病原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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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从患病的杜氏 肾脏分离出 ≠2 菌 ∀人工感染试验 当注射 ≅ ≤ƒ 尾时 ≠2
菌可致试验鱼 死亡 注射 ≅ ≤ƒ 尾 时 死亡率为 症状与自然发病相似 结

果表明该分离菌为致病菌 ∀ ≠2 菌为 革兰氏阴性 有动力 杆状 极生单鞭毛 发酵葡萄糖 还

原硝酸盐 氧化酶 !触酶阳性 赖氨酸脱羧酶 !鸟氨酸脱羧酶 !精氨酸双水解酶阴性 ∀根据形态

及生理生化特性 ≠2 菌应为弧菌 ςιβριο ∀药敏试验结果表明 该菌对氨基糖甙类 !呋喃类 !
喹诺酮类及大环内脂类药物敏感 ∀

关键词 杜氏 细菌病 生化特性 药敏试验 弧菌

随着我国海水养殖业的不断发展 鱼类养殖品

种也日益增多 ∀近年来 海南 !广东 !福建省南部沿

海地区兴起了杜氏 Σεριολα δυµεριλι 的养殖 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但随着养殖范围及养殖规模的

扩大 各种病害也不断发生 给杜氏 养殖生产带

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制约了该鱼类养殖的进一步

发展 ∀ 年春 厦门西海域一带网箱养殖的杜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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