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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假单胞菌病的初步研究

刘家富，余祚溅，林永添，陈洪清，谢文秋

（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试验场，福建 宁德 352100）

摘要：从网箱养殖的患病大黄鱼 ( Pseudosciaena crocea ) 的脾、肾内分离到 2 株优势菌 BP - 1，

BS - 2，经人工感染试验，证实所分离的 2 株菌均为大黄鱼的致病菌。经形态、生理、生化等几项

指标鉴定，该 2 株菌均为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的细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表明 , 氟哌酸、庆

大霉素、乙基西羧霉素、妥布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氟嗪酸、环丙沙星、四环素、多粘菌素等 17 种

药物对该 2 株菌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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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黄鱼养殖业的迅速发展，病害的发生日益

频繁，各种新的致病菌不断地被发现。目前已有许多

学者对引起大黄鱼腐败假单胞菌、哈维氏弧菌 [1 ]、副

溶血弧菌 [2 ] 、溶藻弧菌 [3 ,4 ] 等细菌性疾病先后进行了

报道。2002 年 3 ～ 4 月，福建省宁德市三都湾内的青

山、渔坛等海域网箱养殖的大黄鱼发生了内脏白点

病，主要危害 20 ～ 200 g 的鱼种。病鱼体表无明显的症

状，仅下颌及鳃盖充血发红，解剖观察，脾脏、肾脏有

大量白点，直径 1 ～ 2 mm，肠道有炎症。此病目前发病

率不高，但大黄鱼一旦感染此病，在自然状态下死亡

率可达 70% ～ 80%。 作者对引起大黄鱼内脏白点病

的病原菌进行研究，以期为大黄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病鱼来源

2002 年 3 ～ 4 月取自福建省宁德市三都镇青山

海域网箱养殖的大黄鱼。

1. 2 病原菌的分离

无菌操作，取症状典型病鱼的脾、肾在牛肉膏蛋

白胨培养基上划线分离，置 28 ℃生化培养箱中恒温

培养 24 h，挑取形态一致的优势菌落，进一步划线纯

化，经纯化培养后保存在斜面培养基上，供进一步试

验备用。

1. 3 人工感染试验

感染用大黄鱼为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试验场

网箱养殖的健康鱼种，体质量为 100 ～ 200 g。将试验

鱼在 2 m3 的实验池内暂养稳定后，进行感染试验。分

离菌株在 28 ℃恒温培养 24 h，用 0. 85%无菌生理盐

水洗下菌苔，稀释成所需浓度的菌悬液（采用活菌平

板计数法计菌悬液浓度），进行腹腔注射感染，每尾注

射 0. 5 mL；对照组 1 注射等量的无菌生理盐水，对照

组 2 不注射。每 7 尾一组，每日记录死亡情况，发现死

鱼立即收集。试验期间水温为 20. 2 ℃，质量密度为

1. 020，不投饵，连续充气，日换水量 50%。

1. 4 菌株再分离

用同上细菌分离方法，对人工感染出现症状的

病鱼进行菌株再分离。

1. 5 病原菌的分类鉴定

病原菌理化特性的测定和鉴定按一般细菌常用

鉴定方法 [5 ]和伯杰细菌鉴定手册 [6 ]的方法进行。并应

用法国梅里埃公司 VITEK32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NFC 测试卡）进行综合分析鉴定。

1. 6 药物敏感试验

用纸片法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上测定待测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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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对药物的敏感性。每皿 5 片，28 ℃培养 24 h，观测有

无抑菌圈及其直径大小。供试验的 34 种药敏纸片购

自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 结果

2. 1 病原菌的分离及人工感染试验

分别从患病大黄鱼的脾和肾内分离到 2 株优势

菌BP- 1和 BS - 2，经人工感染试验证实，这 2株菌对健

康的大黄鱼均具有极强的致病作用（表 1），感染 4 d
后，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为 100%，且人工感染症状与自

然发病症状相同，即脾和肾内都出现明显的白点。

2. 2 菌株再分离

从人工感染的病鱼的脾、肾等组织内均分离到

优势菌，它们的菌落特征、菌体形态及理化性状与从

自然发病鱼体分离的原菌株完全一致。

2. 3 病原菌的鉴定

经形态、生理生化特征鉴定（表 2），BP - 1, BS -

2 的特征基本相同，菌落圆形、灰白、不透明、大小约

1. 0 mm, 菌体短杆状，革兰氏阴性，有动力，葡萄糖氧

化分解，氧化酶阳性，BP - 1, BS - 2 均可确定为假单

胞菌属 Pseudomonas 的细菌。应用法国梅里埃公司

VITEK32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NFC 测试卡）进行

综 合 分 析 鉴 定 （ 表 3）。BP - 1 为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P.aeruginosa , 概率为 92%；BS - 2 鉴定为门多萨假单

胞菌 P.mendocina，概率为 61%。

2. 4 药物敏感试验

采用纸片法测定 BP - 1,BS - 2 两株致病菌对 34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表 4），BP - 1, BS - 2 的抗菌谱

基本相同，都对其中的四环素、妥布霉素、氟哌酸、乙

基西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氟嗪酸、庆大霉素、环丙

沙星、多粘菌素等高度敏感。

3 讨论

从自然发病的大黄鱼脾和肾内分离到 2 株优势

菌 BP - 1，BS - 2，经人工感染试验证实这 2 株菌对健

康的大黄鱼具有致病作用 , 且有较强的毒力。菌株

BP - 1、BS - 2 经过形态和生理生化特性测定和仪器

分析结果，参照文献[ 6] 所描述的假单胞菌属的属性，

均可鉴定为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的细菌。其中

BP - 1 经 仪 器 分 析 鉴 定 为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P.aeruginosa，概率为 92%；BS - 2 经仪器分析鉴定为

门多萨假单胞菌 P.mendocina，概率不高（61%）, 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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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对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进行。

假单胞菌是海水中的正常菌群，为条件致病菌，

其致病性主要取决于鱼体的生理状态及水环境的理

化条件。假单胞菌病在世界各地的温水性或冷水性的

海、淡水鱼中都可能发生。在日本养殖的鲀鱼从稚鱼

到成鱼都可发病 [7 ]。还可引起欧洲鳗鲡烂鳃病 [8 ]、暗

纹东方鲀“脱粘病”[9 ]等。

经药敏试验，2 株病原菌对氟哌酸、庆大霉素、乙

基西羧霉素、妥布霉素、丁胺卡那霉素等 17 种药物较

敏感 , 对氯霉素、复方新诺明、痢特灵、磺胺甲基异恶

唑、氨苄青霉素等 17 种常见药物不敏感。在敏感药物

中 , 目前大部分属禁用药物，因此，在养殖过程中切勿

滥用。此病应以预防为主，合理布局网箱密度，保持良

好的水质，使用健康苗种，实施健康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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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关数据的功能，使生产建设单位能充分自如地接

受沙洲遥感信息系统提供的遥感信息产品服务。可见

它不仅能为沙洲环境特点及其规律的研究提供大量

的实时数据，大大提高研究的深度、广度与精度，而且

还能成功地应用于海洋环境评价、规划、预测和智能

化管理、决策等方面。第三，将野外实际考察与遥感资

料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互为补充。目前对于辐射沙

洲动态变化的研究往往处于室内卫片处理分析与野

外实际考察相脱节的状态，对两方面的研究结果进行

相互验证难度较大。今后应注重加强野外测量与卫星

过境同步进行的工作，提高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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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seudomonas disease of large yellow cro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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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ficial infection experiment on the two predominated strains BP - 1 and BS - 2, which were isolated
from the spleen and kidney of diseased caged large yellow croaker , proved that the two strains were the pathogen . After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experiments , it was found that both were Pseudomonas . The result of medicament sensitivity
experiment indicated that seventeen types of medications such as Norfloxacin , Gentamicin , Tobramycin , Ciprofloxacin ,
Tetracyclin , Tetracyclin , Polymyxin , and so on ,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bacteriostatic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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