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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溶菌酶是治疗和防御各种细菌感染的有益武器

在人及动物组织中均有存在≈ ∀本文研究了久效磷对

中国对虾血淋巴的溶菌活力和细菌含量影响 为农药

污染与虾病防治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试 验 生 物 为 中 国 对 虾 Πεναευσ

χηινενσισ 实验用有机磷农药为久效磷 参见文献

≈ ∀

 致病菌株 分离自发病的中国对虾血淋

巴 经鉴定为溶藻弧菌 2⁄∀

 培 养 基  异 氧 菌! 弧 菌 分 别 采 用

/ ∞0≈ 和 × ≤ ≥ 据叶孝经等 培养基培养∀

 方法

 试验条件 参照文献≈ ∀

 试验分组 试验共分 组 第 ∗ 组为

正常对虾久效磷胁迫组 药物浓度按对数等比积方法

计算≈ 分别为 和 Λ 第

组对虾感染弧菌后再经 Λ 久效磷胁迫 第

组只感染细菌 第 组为空白对照组∀

 对虾感染细菌 菌悬液制作及注射方法

参照文献≈ 含菌量为 ≅ 个 注射剂量为

Λ 尾∀

 溶菌活力测定 取血 参照文献≈ ∀

于试验开始后 和 取样 同时作一平行样∀

测定方法 以溶壁微球菌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丁美丽先生提供 为底物 按 ∏ 等≈ 的方法

进行 具体操作参照文献≈ ∀

 细菌含量检测 对虾血淋巴 于试验

开始后 分别取第 组和空白对照组对

虾 无菌操作定量取其血淋巴 分别接种于/ ∞0和

× ≤ ≥ 培养基培养∀ 水体 对第 组和对照组水体

进行菌量检测 检测时间!方法同上∀

 结果与分析

 久效磷对正常中国对虾血淋巴溶菌活力

的影响

∗ Λ 久效磷胁迫 对虾血淋巴的

溶菌活力有随药物浓度的增加先略增强后逐渐降低

的趋势∀胁迫 影响只表现为降低作用 这种作用

随药物浓度的增加渐增强∀ 结果见图 ∀

图  久效磷胁迫对中国对虾血淋巴溶菌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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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效磷胁迫对感染细菌后的中国对虾血

淋巴溶菌活力的影响

肌肉注射感染致病性弧菌后 对虾血淋巴溶菌活

力明显降低 见表 第 组 与王雷等 年报道

的对虾注射弧菌后其血淋巴的溶菌活力迅速降低的

结果基本一致∀感染细菌的同时经 Λ 久效磷胁

迫 其溶菌活力的降低幅度明显大于第 两组 表

明久效磷胁迫对感染细菌后的中国对虾体内溶菌活

力的降低作用更强 见表 ∀

表 1  久效磷胁迫及感染细菌的中国对虾血淋巴溶

菌活力 单位

组别 细菌感染量 药物浓度 溶菌活力

Λ 尾 Λ

对照

 久效磷对中国对虾血淋巴细菌含量的影

响

正常对虾血淋巴中含有一定量的细菌 异养菌

但未检出弧菌∀ 经 Λ 久效磷胁迫 第 组 对

虾血淋巴中的细菌总量较对照组高近 个数量级 但

仍未检出弧菌∀ 对虾感染致病性弧菌同时经 Λ

久效磷胁迫 第 组 其血淋巴的总菌数!弧菌数均

较只感染组 第 组 的显著增多 特别是在胁迫

后的作用更明显 见表 ∀

在检测对虾血淋巴细菌含量的同时 对胁迫组

第 组 和对照组养虾水体的菌量也进行了检测

结果见表 表明久效磷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也

表明对虾体内菌量的增多与水体菌量变化无明显关

系∀

 讨论

 久效磷降低对虾体内溶菌活力的原因

本研究结果表明 久效磷胁迫可降低对虾血淋巴

的溶菌活力 其原因可能与久效磷的毒性作用破坏了

对虾组织细胞结构≈ !使其合成酶类的功能受损有

关∀但有报道戊烷可改变溶菌酶结构!阻抑酶活性≈

久效磷是否也具有相同作用需进一步研究∀

 久效磷对中国对虾抗感染能力的影响

对虾没有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它的防御反应主要

靠酚氧化酶和溶菌酶等非特异性免疫因子来完成≈ ∀

溶菌酶可溶解细菌细胞壁 在机体抵御细菌侵害的

免疫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活力降低后 侵入

机体的细菌不能被及时清除并可在体内大量繁殖 本

文久效磷胁迫组对虾血淋巴细菌含量明显增多的结

果可能与此有关∀ 另外 对虾体内细菌含量的增加也

与久效磷使对虾体内酚氧化酶活力降低≈ 机体识

别!清除侵入体内的细菌等异物的能力降低有关∀

表 2  对虾血淋巴及水体细菌含量 个

检测

项目

组

别

细菌总数 弧菌数

血
淋
巴
液

≅ ≅

≅ ≅ ≅ ≅

≅ ≅ ≅ ≅

对照 ≅ ≅

水
体

≅ ≅ ≅ ≅

对照 ≅ ≅ ≅ ≅

 久效磷胁迫是对虾细菌性疾病暴发的可

能诱因

虾病的发生是病原体!环境因素和虾体自身防御

功能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恶劣的环境影响可使其抵

抗力下降 有利于有害生物在其体内繁殖 自然容易

引起疾病的发生≈ ∀ 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 久效磷胁

迫使对虾血淋巴溶菌活力降低! 细菌含量增多 而且

对感染细菌后的对虾作用更明显 说明久效磷与致病

因子协同作用后果将更为严重∀ 因此认为 久效磷胁

迫是对虾细菌性疾病暴发的可能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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