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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箱养殖石斑鱼病毒性神经坏死病流行调查

苏亚玲

厦门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

福建 厦门

摘要 厦 门海水网 箱养殖石斑鱼春
、

夏季节暴发性疾病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检测
,

确认主要病原 为病

毒性神经坏死病毒
,

病鱼外观表现典型 的神经异常症状
。

应 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一

技术检

坝仍 种石斑鱼 赤点石 斑鱼 助
“ 、

青石斑鱼
、

云纹石 斑鱼
、

紫

石斑鱼
、

马拉巴石 斑鱼 脚 、 。

检测 条石斑鱼
,

检出率 病鱼的脑
、

视网膜
、 ’

肾脏
、

肝脏
、

脾脏等组织均能检出神经坏死病毒 卜
,

以脑和视网膜检出率最高
, ’

牙脏次之
,

肝脏
、

脾脏检出率较少
,

鳃未检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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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石斑鱼属妒形 目 允
,

鱼旨科

石斑鱼属
。

其 肉质细嫩鲜美
,

是名

贵海水养殖经济鱼类
。

年厦门地区海水养殖网

箱约 万个
, 一 放养石斑鱼

。

随着养殖规

模的扩大
,

石斑鱼的病害呈流行趋势
,

每年的夏
、

秋季节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死亡
,

给从业者带来严重

的经济损 失
,

同时也造成养殖海域生态环境的污

染
,

制约了渔业生产的发展
。

为 了弄清石斑鱼患病

死 亡的原因
,

年和 年作者在网箱养殖的

主要海区
,

对养殖石斑鱼进行跟踪调查
,

分析发病

原因和流行规律
,

建立
、

优化病原检测方法
,

提醒
、

指导生产者采取综合防范措施
,

预防
、

控制病害的

流行
、

蔓延
,

减少经济损失
,

减轻病害发生对养殖

水体的污染
,

降低养殖海域的环境压力
。

本研究为

鱼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

材料和方法

调查时间和地点

年 月至 年 月
,

厦门鳄渔屿网箱

养殖海区和潘涂港网箱养殖海区
。

调查方法

点面结合

在鳄渔屿和潘涂港 个网箱养殖海区
,

布设

个监测点
,

个渔排
,

多个网箱
,

聘请渔排

的养殖户协助观察
、

记录养殖海域水色及水质变

化
,

监测常规水质理化因子
,

巡视周边渔排病害发

生情况
,

及时反馈病情
。

监测 内容

水温
、

每 日测定 次 一 时和 一 时

各 次
,

海水质量密度根据气候情况进行不定期

测定
。

现场调查

在病害高发季节
,

每周 一 次
,

深入网箱养殖

海区
,

现场检测养殖海区水温
、

盐度
、 、

等

水质理化因子
。

调查
、

了解鱼类病害情况 患病鱼

类
、

数量
、

规格
、

外观症状及季节消长变化等
。

采

集病鱼
,

带回实验室解剖
,

进行病原学检测
。

调查品种
包括赤点石斑鱼

、

青石

斑鱼
、

云纹石斑鱼
、

紫石

斑 鱼
、

马 拉 巴 石 斑 鱼 丑

共 种
。

检测 方法

病毒

应用
一

检测法
。

细菌

无菌操作取石斑鱼的鳃丝
、

血液
、

肝脏
、

肾脏

收稿 期
一 一

修 叫刁期
一 一

作者简介 苏亚玲
一 ,

女
,

福建厦门人
,

高级工程师
,

主要研究方

向为水产养殖动物病害学
,

电话
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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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织
,

按常规方法分离
、

纯化
,

用 自动微生物检

测仪进行鉴定
。

寄生虫

水浸片镜检法
。

结果与分析

石 斑鱼繁殖季节

厦门海区网箱养殖的赤点石斑鱼 月底
、

月

初就有产卵行为
,

繁殖期一般在 月下旬一 月初
,

赤点石斑鱼生物学最小型体长为 一 ,

体质量

为 一 ,

即 龄鱼就可成熟产卵
,

盛产期为
一 月 青石斑鱼的繁殖期为 月中旬一 月中旬

,

盛产期为 一 月 青石斑鱼 生物学最小型体长为
一 ,

体质量 一 ,

即 一 龄鱼 产卵

时间一般在清晨 一 时和下午 一 时 刚开始
,

雌

鱼和雄鱼紧贴着
,

鳃对鳃并列缓慢环游
,

产卵时
,

雌鱼和雄鱼跳离水面 一 次
,

产卵后
,

雄鱼离开
,

雌鱼留在原处
,

整个过程 一 。

疾病流行情况

年 月下旬鳄渔屿网箱养殖海区发现病

情
,

约 周时间
,

发病渔排迅速增加
,

约 周时间
,

的渔排均有病情发生 月 日潘涂港网箱养

殖海区的信息员报告石斑鱼出现病情
,

至 月

日
,

潘涂港海域所有渔排的石斑鱼均不同程度发生

病情
。

现场调查发现
,

从 月 日至 月 日
,

厦门海区 以上的渔排出现石斑鱼发病死 亡
,

少

的每个渔排每 日死鱼数十尾
,

多的死鱼上百尾
,

最

高死亡率
,

病情持续 个多月
,

累计死 亡率

左右
。

病鱼外观 腹部明显膨胀
、

朝上
,

厌食
、

停

食
,

漂浮水面
,

在水面上旋转或间歇性在水面上扫

转
,

反应迟钝
,

活力低下
。

剖检病鱼
,

肝脏呈土黄

色
,

脾脏暗红色
,

鳃胀气
、

血管充血
、

粗大
,

前肾
、

中肾坏死
、

糜烂
,

脑组织红变
,

部分病鱼性腺硬化
、

坏死 后期
,

体鱼消瘦
、

头大体小
,

体色晦黯
,

部

分病鱼的背鳍
、

尾鳍轻微充血
,

下领部位红肿
, 一

周后衰竭死亡
。

发病期间海区水温 一 ,

盐度
一 ,

值 一 ,

阴天
、

闷热天气
、

溶解氧低

于 时
,

病鱼
、

死鱼数量明显增加
。

至 月中

旬
,

病情有所缓解
,

死亡数明显减少
。

海区网箱养

殖的石斑鱼均有发病
,

病情最严重的是赤点石斑

鱼
,

其次是青石斑鱼和云纹石斑鱼
,

生殖期和 龄

以上的成鱼发病率
、

死亡率 比较高
,

从外地购买放

养 一 个月的鱼苗病死率 一 。

病原检测 结果
病毒检测结果

将采 自 个渔排的 个样品
,

做 和

的检测
,

个样品的 结果均呈阳性
,

均

未检出
。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见图
。

个

样品在 附近均出现明显亮带
,

显示 卜 阳
’

哇 , 。

图 神经坏死病毒检测琼脂糖电泳图谱

卜

标记 一 采 自 个渔排的样品

二 一

一 月 的检 出率 以上
, 一 月检出率

以上
,

月 日至 月 日
,

共检测 个批

次 条石斑鱼
,

平均感染率为 种石斑鱼

的检出率基本相同 图
。

病鱼的脑
、

视网膜
、

肾

脏
、

肝脏
、

脾脏等组织均能检出
,

以脑和视网

膜检出率最高
, ‘

肾脏次之
,

肝脏
、

脾脏检出率较少
,

鳃未检出 图
。

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取病鱼的鳃
、

肝脏
、 ‘

肾脏
、

血液接种分离病原

菌
,

多数未检出致病菌
,

少数病鱼检出溶藻弧菌和

希瓦氏菌
,

基本可 以排除细菌致病的可能性
。

寄生虫检查结果

部分病鱼腹腔内有微抱子虫抱囊
,

抱囊表面黑

色
,

圆形或椭圆型
,

质软
,

大小不一
,

大的直径为
一 有的袍囊银灰色

、

蓝绿色
,

呈多角型
,

质

硬
。

抱囊多数在肠系膜
,

有的在肝脏
、

卵巢
、

鱼鳃

等内脏器官
,

少数游离于腹腔
。

感染数量为数个至

数十个不等
,

有的高达 多个
。

切开包囊
,

内有

大量子抱子
。

子抱子呈梨形或长椭圆形
,

大小 娜
娜

。

微抱子虫抱囊在厦门海水网箱的多种养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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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鱼类 如花妒
、

真绸

尸“ 可
、

眼斑拟 石 首鱼 叩
、

高体狮 内。
、

黑绸 助
。 、 等的腹腔中

,

一年四季均有发现
,

调查和解剖发现
,

体内寄生大量微抱子虫抱囊的鱼

体
,

外观腹部隆起
,

内脏器官受抱囊挤压
,

鱼体消

瘦
,

体色晦黯
,

但不会引起突发大量死 亡
。

解剖检

查时在石斑鱼体表
、

口腔
、

鳃丝检出少数本尼登虫
、

车轮虫和鱼虱
、

感染密度不高
,

低倍镜下每个视野
一 个虫体

,

不足以引起石斑鱼的大量发病死 亡
。

图 各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检测 电泳图谱
一

如
标 记 紫石斑鱼 马拉 巴石斑鱼二 青石斑鱼

赤点石斑鱼 石纹石斑色

‘
·

印
、 。 ,

五 五 二

图 青石斑鱼不同组织神经坏死病毒检测电泳图谱

标记 视网膜 脾二 肾 脑 肝 鳃

儿 飞 山 仍
,

七代吭

讨论
研究资料显示

,

病毒性神经坏死病毒存在于野

生和人工养殖的多种海水鱼体内
,

流行地区很广
,

是除美洲和非洲外几乎世界所有地区的海水鱼类
的严重疾病

,

至少在 个科 种鱼中流行
。

近

年来大陆及 中国台湾等地海水 网箱养殖石斑鱼 的

疾病流行情况显示
,

病毒性神经坏死病
,

在许多海

域时有发生
,

是养殖石斑鱼危害 比较严重 的流行

病 等 报道
,

神经坏死病毒似乎没有严格的

鱼 类 宿 主 特 异 性
,

己 经 对 台湾 淡 水 养殖 的姑

造成 了危害
,

表 明此病毒不

仅危害海洋鱼类
,

也有 向淡水养殖鱼类蔓延 的趋

势
。

厦门海区的网箱养殖始于 世纪 年代
,

苗

种来 自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
,

病原来 自海

区的海水或通过购买苗种带来
。

应激是疾病发生的诱因

疾病的发生是综合因素的反应
,

病原是主要因

素
,

环境是诱导因素
, 一 月是厦门地区雨水充沛

的季节
,

也是海区赤潮多发的季节
,

降水和赤潮引

起的环境因子变化
,

是应激反应的应激原
,

是疾病

发生的诱因
。

低氧综合应激
年 月中旬至 月

,

厦门地区下 了 次雨

量 比较大
,

时间比较长的大
、

暴雨
,

网箱养殖海区

在雨后的小潮期间发生了 次赤潮
,

赤潮生物是硅

藻
,

每次 一 ,

在赤潮发生期间
, 、

昼夜

起伏大
,

夜间由于光合作用停止
,

水中氧气的补给

中断
,

而鱼类和海洋生物包括赤潮生物在 内的呼吸

对氧的消耗没有停止
,

卜降
,

随之而产生的大

量
,

使海水 下降
,

环境胁迫
,

应激强烈
,

呼吸频率加速
,

耗氧增加
,

产生的 也增加
,

处

于低氧环境条件下的石斑鱼
,

生长
、

生理功能受阻
,

组织
、

器官受损或坏死
,

敏感性增强
,

抗病力下降
。

亚峭酸盆应激
赤潮消退期间

,

赤潮生物死 亡分解大量消耗氧

气释放
,

海水 下降
、

下降
、 一

上升
,

亚硝酸盐促使血液中的血红蛋 白转化为高铁血红

蛋 白
,

高铁血红蛋白不能与氧气结合
,

致使血液输

送氧气的能力下降
,

导致石斑鱼产生应激
。

水体发私 呼吸受阻

赤潮发生和消亡期间
,

水体粘性增加
,

有机碎

屑
、

悬浮物勃附鳃丝
,

阻塞呼吸通道
,

影响
、

损害

正常生理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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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苗对环境因子的耐受力低下

月初从外地引进的数百万尾青石斑鱼苗因携

带神经坏死病毒
,

又经长途运输
,

鱼苗体能消耗大
,

体质弱
,

对养殖环境的耐受度下降
,

导致大量死亡
。

繁殖期石 斑鱼对环境的耐受度降低

同一个渔排
,

处 于性腺发育期
、

繁殖期和

龄以上的成鱼发病率高于未成熟的同一种石斑鱼
,

根据现场采样调查和解剖病鱼统计
,

条病
、

死

鱼
,

处于性腺发育成熟期
,

生殖期的石斑鱼对

环境因子的耐受度 比较低
,

病死率比较高
,

这一现

象与海洋生物在生殖期敏感性增强 相吻合
。

月

中旬至 月是赤点石斑鱼和青石斑鱼成熟产卵季

节
,

处于生理期的石斑鱼
,

对营养的需求增加
,

代

谢旺盛
,

消耗大
,

自身的免疫力
、

抗病力
、

对环境

的耐受力下降
,

养殖海区因受雨水和赤潮影响
,

水

质不稳定
, 、

昼夜变化大
,

环境胁迫
,

石斑

鱼正常生理功能受到扰乱和损害
,

产生应激反应
,

诱导神经坏死病暴发
。

国内外有关鱼类神经坏死病 已有较多的研究
,

已对
、 、 、 、

和

等 种鱼类病毒疫苗进行研究和利用
,

几乎全部朝

基因重组疫苗发展
,

取得 了一些研究进展
。

等 研究表明
,

在欧洲妒中存在无症状的携带者
,

它们所携带的神经坏死病毒能传播给其他鱼类

等 通 过 调 查 研 究 发现
,

网 箱 养殖 金 绸

携带有神经坏死病毒
,

却没有明显

的发病症状
,

但是其所携带的神经坏死病毒能传播

给附近的海妒
,

导致其发病
。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起

步较晚
,

年 等 首次报道了石斑鱼病毒性神

经坏死病
,

并对该病的组织病理学进行了研究 ‘。】
。

养殖鱼类病毒性疾病 目前 尚无有效 的治疗方

法
,

应以防为主
,

防控结合
,

海区网箱养殖
,

要根

据养殖海域环境容量合理布局
,

保证水流畅通
,

有

效利用海水的 自然交换
,

对污染物进行稀释和扩

散
,

维护海水的 自净能力 加强种苗检疫
,

严把苗

种质量关
,

严禁从疫区进苗
,

不进携带病原的鱼苗

强化养殖管理
,

科学养殖
,

规范养殖
,

放养密度适

当
,

切勿过密
,

投喂优质饵料
,

投饵量适中
,

尽量

减少
、

避免残饵沉积对海区的污染 发现病
、

死鱼
,

及时捞离水面
,

消毒
、

掩埋处理
,

防止病原传播
、

扩散 减少应激原
,

改善
、

稳定养殖生态环境
,

增

强养殖鱼类 自身的兔疫力
,

加强生产过程中的病害

监视
、

监测
、

发现疫情及时采取隔离
、

防控措施
。

致谢 余秀霞
、

黄丽 莎参加本调查
,

陈信忠
、

龚艳清对病

原的 实验室检侧提供帮助和支持
,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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