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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海水 !淡水养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水

产养殖中疾病的危害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趋势 ∀为了对

各种暴发病 !流行病进行深入研究和监控 将现代生

物技术应用于各种病原诊断和防治 建立灵敏 !准确 !

快速的病原检测技术已迫在眉睫 ∀本文简要对目前的

水产养殖病原微生物检测技术进行介绍 ∀

免疫学检测技术

免疫学检测技术利用抗原抗体间能发生特异性

免疫反应的原理来检测病原 是运用较为广泛 !成熟

的检测技术 ∀在抗原抗体反应当中 应用的抗体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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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抗血清 及单抗 ∀抗血清制备相对简便易行 然而

易发生血清交叉反应 需利用吸附法除去产生交叉反

应的一部分抗体 ∀单抗的优点在于它对抗原决定位点

的特异性及保持细胞系重复获得相同抗体的能力 它

的特异性 !敏感性比多抗高得多 ∀但单抗对抗原决定

簇的高度特异性有时也成为缺点 ) ) ) 多抗可与包括

变异抗原在内的抗原决定簇特异性结合 而单抗有时

不与变异抗原反应 导致误诊 ∀

免疫荧光技术

免疫荧光技术是利用某些荧光素通过化学方法

与特异性抗体结合制成荧光抗体 荧光抗体与被检抗

原特异性结合后 形成的免疫复合物在一定波长光的

激发下可产生荧光 借助荧光显微镜可检测或定位被

检抗原 ∀免疫荧光技术将免疫化学和血清学的高度特

异性和敏感性与显微术的高度精确性相结合 在水产

养殖病原的检测上得到一定应用 ≈ ∀张晓华等 ≈ 报

道了利用副溶血弧菌免疫家兔制备多克隆血清 建立

中国对虾病原菌 副溶血弧菌的间接荧光抗体检测

技术 不仅可用于诊断发病的感染对虾 也可用于检

测带菌状态或未发病的感染对虾 ∀

免疫荧光技术的主要特点是 特异性强 !速度快 !

灵敏度高 ∀但也存在缺点 如非特异性染色问题难以

完全解决 操作程序较繁琐 需要特殊的昂贵仪器 荧

光显微镜 染色标本不能长期保存等 ∀

免疫酶技术

免疫酶技术也是免疫学诊断的一条新途径 与免

疫荧光技术相比 它只需普通光学显微镜即可进行观

察 ∀它利用了抗原 2抗体反应的高度特异性和酶促反

应的高度敏感性 通过肉眼或显微镜观察及分光光度

计测定 达到在细胞或亚细胞水平上示踪抗原或抗体

的部位 以及对其进行定量的目的 ∀该方法具有高效 !

经济 !方便等特点 ∀按是否将抗原或抗体结合到固相

载体上 免疫酶技术可分为固相 !均相和双抗体酶免

疫测定技术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 是目前应用

广泛的固相免疫酶测定技术 ∀ ≥ 等 ≈ 建立了出

血性败血症病毒 ∂ ≥∂ 的 ∞ ≥ 检测方法 用来检

测感染的大菱鲆 ∀作者利用人工感染实验确定了

∂ ≥∂ 在海水中的传播及感染模式 从死亡实验鱼的

肾 !脾 !脑组织均检测出了 ∂ ≥∂ 实验结果对于重要

经济鱼品种 如大菱鲆 的 ∂ ≥∂ 感染的防治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

• 印迹法

• 印迹 也称免疫印迹或转移印迹技术 ∀

该技术是以生物物理学方法 凝胶电泳高效分离 和

特异性免疫反应 固相免疫测定 相结合而建立的技

术 ∀它借助高分辩率的 ° ∞电泳将混合蛋白质样品

有效分离成许多蛋白区带 分离后的蛋白经电转移至

固相支持物 通过与特异性抗体的结合 即可定性或

定量检测靶蛋白 ∀利用 • 印迹法进行诊断 可直

接观察到抗血清与特异性抗原的反应 减少了假阳性

的出现 ∀张晓华等 ≈ 在 年报道利用 • 印迹

法对 株不同来源的副溶血弧菌的外膜蛋白及其抗

原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发现它们有相似的 ≥⁄≥2° ∞

图谱 其中一条 ⁄ 的免疫反应带几乎是所有副溶

血弧菌菌株共有的 推测极有可能与副溶血弧菌抗原

的特异性有关 ∀ • 印迹法还被应用于鳗弧菌 !假

单胞菌 !霍乱弧菌 !创收弧菌等流行病学诊断检

测上 ≈ ∀

核酸检测技术

核酸检测技术是以病原的核酸为研究对象 通过

鉴定病原的核酸分子来证实病原 ∀近几年 运用核酸

技术对环境中病原进行检测的发展非常迅速 尤其是

⁄ 分离技术的提高 !°≤ 技术的日趋完善 !各种探

针标记方法的发展 使得核酸检测技术检测各种病原

微生物更为方便 !安全 !快捷 ∀

直接核酸杂交技术

核酸杂交是利用特异性的标记 ⁄ 片断为指示

探针 与其互补链退火杂交 从而达到检查核酸样品

中特定基因序列的检测 ∀按杂交的方式可分为点杂

交 !≥ ∏ 转移杂交 !原位杂交等 ∀核根据酸分子探

针的来源和性质可分为基因组 ⁄ 探针 ! ⁄ 探

针 ! 探针及人工合成的寡聚合苷酸探针等 ∀探针

的标记包括同位素标记以及非同位素标记 由于后者

具有较多优越性 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

直接核酸杂交技术一般是根据病原 ⁄ 所具有

的特定碱基排列顺序 人工合成一段能与病原 ⁄

碱基序列互补的特异性探针 再经标记后与从待测组

织中提取的核酸进行杂交 或直接在取样组织切片上

进行原位杂交 确定病原在组织 !细胞内外的分布 进

而分析病原的侵染途径 ∀目前 核酸杂交检测方法已

经在多种病原检测中应用 ≈ 也成为多种核酸检

测方法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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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基因片段的 °≤ 检测技术

聚合酶链式反应 °≤ 技术 又称 ⁄ 体外扩增

技术 ∀自 年代初发明以来 °≤ 及其相关技术的发

展速度是惊人的 没有一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之快能

与 °≤ 相比 在多种核酸检测技术中均有它的运用 ∀

当我们知道待检病原具有某一特定基因片段时

即可利用特异的引物对样品中微量的目标 ⁄ 进行

°≤ 扩增 通过电泳检测扩增出的特定片断 即可确

定感染的病原 ∀战文斌等 ≈ 采用 ∏ 引物 用 °≤

技术对不同生长期的中国对虾进行了白斑病毒 • ≥≥∂

的检测 同时检测了对虾发病时养殖池中多见的野生

厚蟹和矛尾刺 虎鱼 ∀结果表明 • ≥≥∂ 感染的亲虾有

可能是病毒的宿主 而野生厚蟹则有可能是病毒中间

宿主或病毒的携带者 对 • ≥≥∂ 的感染 !传播中起了

重要的作用 ∀夏春等 ≈ 根据鱼源嗜水气单胞菌 Β2溶血

素基因序列设计了两对引物 采用 2°≤ 法证实

了我国嗜水气单胞菌流行株亦存在 Β2溶血素的基

因 并建立了 °≤ 检测产 Β2溶血素嗜水气单胞菌的

方法 ∀

⁄ 指纹技术

所谓 ⁄ 指纹是指限制性酶消化产物在电泳图

谱或 ∏ 杂交中产生的一系列带纹 不同带纹代

表了在染色体不同位置上的不同长度的 ⁄ 序列 ∀

目前在病原微生物检测上应用的 ⁄ 指纹技术主要

包括 ƒ ° ƒ °和 °⁄等技术 ∀

ƒ °称为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是指用某一

种限制性内切酶切割来自不同个体的基因组 ⁄ 或

某一个基因 会得到不同长度的 ⁄ 片段 ∀ ƒ °在

基因组分析上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可作为一种广泛的

遗传标记 特别适合于作遗传分析 !构建遗传连锁图

目前在病原微生物的区分种群 !分型中应用较广 ≈ ∀
≈ 等利用 限制性内切酶消化分析用 °≤

扩增出的 ≥ ⁄ 依此区分发光细菌种属和弧菌种

群 ∀结果显示发光细菌种属基因型的独特性 与弧

菌种属可以明确地区分开来 ∀ ƒ °实验方法简单 不

需要其它的诸如 ≥ ∏ 转移 ! 探针杂交之类的程

序 提供了一个可以在日常鉴定系统中快速区分发光

细菌与弧菌种群的工具 其缺点则是提供的信息量稍

少 ∀

ƒ °是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的简称 ∀它首先是

把基因组 ⁄ 用特定的限制性内切酶消化 将产生

的限制性片断与特异设计的接头连接 当用专一设计

的引物进行 °≤ 反应 经电泳染色即可呈现片断长

度的多态性 ∀与 ƒ °分析相比 用 °≤ 反应检测

⁄ 的多态性有一些明显优点 需要的基因组 ⁄

量少 对制备 ⁄ 的纯度要求不高 操作的程序简

单 !分析的周期大大减少 ∀ ƒ °继承了 ƒ °的可靠

性和 °≤ 的优势 可以提供较丰富的信息 有较好的

发展前途 在水产养殖病害微生物的检测上已开始运

用 ≈ ∀实际应用中 ƒ °的 大限制因素是必需根

据基因组中被扩增的 ⁄ 片段两端的序列设计合成

相应的引物 ∀ 等 ≈ 利用 系统及 ƒ °指纹

技术研究了在孵化场及虾池中不同发育时期对虾感

染和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动力学变化 ∀结果发现溶藻

胶弧菌主要出现仔虾的无节幼体与 状期 哈维氏弧

菌则与仔虾后期 !孵化期病症相关 一未知弧菌和另

一未鉴定菌种被怀疑是仅在仔虾后期才出现的病原

而副溶血弧菌 !美人鱼发光杆菌和 小弧菌则与仔虾

后期及成虾期病症相关 ∀

°⁄技术 即随机扩增多态性 ⁄ 技术 ∀它是

利用一系列随机排列碱基顺序的引物 通常为十聚

体 对所研究的目的 ⁄ 进行 °≤ 扩增 通过电泳

分离 ! 染色或放射自现影来检测扩增产物的多态性

得到模板 ⁄ 核酸序列的多态性 ∀ °⁄技术无需事

先了解所研究的目的 ⁄ 序列 也不需要制作特异

的探针进行杂交检测 减少了多态性分析的预备性工

作 ∀目前 它主要运用于微生物种属特异性鉴定 !分

型 !遗传关系的确定 !基因图谱的构建及基因定位和

分离等方面 在水产病原微生物的鉴定分类上已有许

多成功的例子 ≈ ∀ °⁄技术操作简单快速 节省

时间和经费 但也有不足 即每个 °⁄标记提供的

信息量少 检测受反应条件如模板 ⁄ 质量 !引物浓

度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稳定性重现性差 ∀

≥ 检测技术

为所有生物体生存所必需的基因序列并

且也是较保守的序列之一 ∀ ≥ 的序列检测已

被成功地建立为一种鉴定微生物种 !属 !家族种类的

标准方法 ∀同时 由于种间 ≥ ∗ ≥ 之间的间

隔区 ×≥ 在长度 !序列上具有相对多变性 利用 ≥

及 ≥ 基因中的保守区为引物 对此间隔区进

行克隆和分析 就能为病原微生物各菌株 !种 !属的鉴

定 !分型提供依据 ∀

目前 ≥ 技术在人医及兽医开始得到广泛

应用 在水产病害方面也开始运用 ≈ 并将快速

发展 ∀≤ 等 ≈ 通过对 株不同地理及不同来源菌

株的 ≥ 基因进行了分析 确定了鱼出血性败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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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病原美人鱼发光杆菌的分类地位 并建立了基于

≥ 基因的巢式 °≤ 病原检测方法 ∀利用此方

法可检测到被感染鱼组织里病原菌 至 ⁄

∗ 个菌 可以从怀疑带菌但又无症状的鱼体

检测出病原 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特异性 ∀

核酸技术与免疫学相结合方法

免疫 °≤

荧光标记 !酶标记和放射性同位素标记这三大抗

体标记技术是目前应用 广泛的常规抗原检测手

段 ∀但是 在某些极微量抗原检测上 荧光标记及酶标

记技术还缺乏足够的灵敏度 而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技

术由于需要特殊的设备和防护措施 在实际操作中受

到限制 ∀ ≥ 等 ≈ 在 年首创的免疫 °≤

∏ 2°≤ 弥补了它们的不足之处 ∀免疫 °≤ 关键

在于用一个连接分子将一段特定的 ⁄ 序列连接到

抗体上 通过普通 ∞ ≥ 的抗原抗体反应 在抗原和

⁄ 分子之间建立相对应关系 将对蛋白质的检测转

化为对核酸的检测 从而可以运用 °≤ 的高度敏感

性来放大抗原抗体反应的特异性 由 °≤ 反应产物

的量反映抗原分子的量 ∀免疫 °≤ 结合了抗原抗体

反应的特异性和 °≤ 的高度敏感性 成为了一种极

为敏感的抗体依赖的抗原检测技术 在理论上可检测

到一至数个抗原分子 使免疫检测技术达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 ∀

等人 ≈ 报道了在感染的 鱼中运用免

疫 °≤ 检测病原巴斯德氏菌 ∀结果表明 利用它可检

测出 ∏ 的病原菌 而对照使用的 ∞ ≥ 方法

只能检测出 ≅ ∏ 的菌 ∀徐平西等 ≈ 用戊

二醛作连接剂 将蛋白质高效率包被在普通 °≤ 管

内壁 使免疫 °≤ 反应用普通 °≤ 仪得以在管中连

贯地进行 ∀实验结果与 ∞ ≥ 方法比较敏感度高出约

∀这一改良法的建立可望促进免疫 °≤ 的普及应

用 ∀

°≤ 2∞ ≥

°≤ 2∞ ≥ 法是 °≤ 技术与 ∞ ≥ 技术结合的

又一检测方法 主要是用于检测样品中的特定基因 ∀

它引入地高辛 或生物素 标记的 ×°进行 °≤ 扩

增 利用酶标抗地高辛抗体 或酶标记亲和素 进行

∞ ≥ 检测 代替了用于常规 °≤ 产物检测的电泳方

法 方便快捷 易于处理大量样品 且其灵敏度比使用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方法高 倍 ∀当有适当的标准

品时 还可进行定量测定 ≈ ∀

等 ≈ 描述了一种基于 基因的

°≤ 2∞ ≥ 快速分析牡蛎中大肠杆菌的检测手段 ∀分

析感染大肠杆菌的牡蛎样品时 该方法检测范围可达

∗ ∏ 样品 ∀实验结果说明 °≤ 2∞ ≥ 法是一

种快速 !精确 !可定量的检测感染抗原的方法 并且将

来可以进行自动化操作 ∀

评价

可以看出 病原的检测方法多种多样 各种方法

都有其优缺点 提高灵敏度和去除假阳性是检测方法

发展的趋势 ∀

在考虑选择何种检测方法时 应该考虑到自身拥

有的实际条件 检测所要求达到的灵敏度 ∀使用免疫

学方法需要制备抗体 单抗与多抗的不同选择意味着

工作量大小的不同 核酸检测方法则需提前制备特异

性探针或引物等等 ∀为了弥补各自方法的不足 进一

步提高灵敏度及特异性 可以采用多种方法结合使用

的策略 ∀例如文献中的免疫 °≤ !°≤ 2∞ ≥ 等 ∀又如

在作核酸杂交时 可利用 °≤ 法扩增探针 使其量增

加 把荧光标记技术应用于 °≤ 产物的检测 可以使

观测的结果更加直观等等 ∀总之 应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选取符合实际 !易于应用的方法 不能过于死板

拘泥于教科书和文献 也不可一味追求技术的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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