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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淋巴组织培养细胞中立克次氏体增殖的形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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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以来 引发对虾病害发生和流行的病

原体日趋复杂 病毒 !原核生物的混合型感染成为病

害的主要特点 ∀立克次氏体是一种原核生物 是导致

对虾发病的重要病原体之一 ∀目前关于对虾立克次氏

体样病原的研究国内外系统报道的较少 现有报告主

要是自然发病的对虾个体的病灶组织病原体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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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控制

年石岛海带育苗场曾经报道过在实际的采

苗过程中 遇到了排卵不排精的实际困难 他们观察

到精子和卵子的排放有一定的周期性 ∀作者的室内培

养实验结果表明 常用的阴干的方法对于这种海藻并

不是促进卵子和精子排放的必须手段 ∀即使培养在水

体中 也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卵精排放和受精 ∀多次的

室内实验观察结果表明 卵子和精子的排放有一定的

周期性 生殖托需要一定的培养周期才能完成排卵

其中的生物学机制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大体上来看

有两个阶段是必定无疑的 第一个阶段是卵子和精子

的同步成熟 第二个阶段是一定环境条件诱导卵子和

精子的排放 ∀根据已经有的资料和这项研究的结果所

推测的可能生物学过程是 在同一批成熟的雌生殖托

当中 部分前期排放卵子 引发其他生殖托的排放 正

反馈过程 ∀排放的卵子和同时分泌的黏液中含有某

种能够促进精子的排放或者激化精子的化学物质 使

得精子能够和卵子结合完成受精过程 这个假设需要

进一步的实验证实 ∀

无论具体的过程如何 离体的生殖托可以在控制

的条件下完成性成熟 并完成多次排卵和受精表明

利用离体培养的生殖托来实现高效率的受精和种苗

生产是可能的 ∀同直接使用种菜藻体进行采苗相比

使用离体培养的生殖托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很容易的

实现卵子和精子的性成熟诱导以及同步排放 从而可

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种菜采集幼体 实现高效率的种

苗培育 其次 受精卵的采收技术可以保证每一个受

精卵都能发育生长成正常的植株 最后 生殖托离体

培养在技术上使得不同品系之间的杂交变的容易实

现 提高了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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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病理学的研究≈ ∀在对虾细胞培养环境条件下

立克次氏体的增殖方式及致病性等方面的研究尚未

见报道 ∀作者在细胞培养条件下 系统地研究了立克

次氏体的形态 !病理及其增殖规律 ∀本文报道中国对

虾淋巴组织培养细胞中立克次氏体增殖的形态学研

究 ∀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实验用对虾为中国对虾 Πεναευσ χηινενσισ) ,

于 年的 ∗ 月采自青岛地区对虾养殖场活对

虾 ∀养殖对虾体长为 ∗ ∀

1 2 方法

淋巴器官的组织培养 将对虾放于消

毒海水 其中含有青霉素 链霉素

Λ 中过夜 再用 的酒精浸泡 ∗ 进一

步消毒体表 在无菌条件下摘取淋巴器官 放入自制

的 对 虾 培 养 基 ∏ ° ≥

°≥ ∀培养基内含有青霉素 链霉素

Λ ∀将组织剪碎成 左右的碎块 放入

进口塑料培养瓶中 加入 °≥ 生长培养基 含

小牛血清 在 ε 培养箱中培养 ∀每 ∗

换一次培养液 每天观察细胞生长状况 ∀

培养细胞超薄切片的制备 用培养液

将培养瓶内贴壁生长的对虾淋巴组织细胞洗 次 用

细胞刮刀将培养的细胞刮下 放入 ε 的 戊二

醛固定 ∀用 磷酸盐缓冲液 漂洗 次后

再用 锇酸溶液固定 !梯度乙醇脱水 !∞ 树

脂包埋 ! 超薄切片 ! 醋酸铀和柠檬酸铅双重染

色 样品在日立 2 型透射电镜下观察并摄影 ∀

结果

2 1 对虾健康情况与组织培养结果

所用对虾从表面上看均健康 肝胰腺 !心脏未发

现异常 但有些个体的淋巴器官肿大 ∀体外对虾淋巴

器官培养细胞为成纤维样贴壁细胞 在培养 后细

胞内出现颗粒 并逐渐增多 培养液未见混浊 ∀培养

周左右 部分细胞脱落 ∀

2 2 电镜检查

培养 周左右 将仍然贴壁的细胞刮下 进行超

薄切片和透射电镜观察 ∀研究表明 大量立克次氏体

布满培养细胞的细胞质 图 2 大小约 ∗

Λ 细胞核内未发现立克次氏体 图 2 表明立克

次氏体主要在细胞质内增殖 ∀同时 我们还观察到立

克次氏体的增殖方式 有的进行典型的二分裂 在个

体中央横裂成两个相等大小的子代 图 2 也可不

对称地在偏于一端处分裂 图 2 有时延长的立克

次氏体可出现多个分裂点 图 2 有的立克次氏体

呈典型的出芽生殖 图 2 以出芽方式进行增殖的

立克次氏体形成小球形的个体 直径 Λ 左右

电子密度较高 ∀立克次氏体一般在包涵体内增殖 包

涵体周围包有一层膜 内部有大量不同形态 !大小和

电子密度的立克次氏体 图 2 ∀在包涵体之外 也可

观察到许多散在的立克次氏体 图 2 ∀从立克次氏

体增殖的形态学研究表明 立克次氏体在培养细胞内

增殖的规模大且速度快 ∀大量增殖的立克次氏体充满

细胞质 对细胞结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表现为

细胞膨大或变形 细胞器溶解 图 2 ∀

讨论

立克次氏体在对虾淋巴组织培养细胞中增殖的

方式 主要有 种 一种是典型的二分裂增殖 一种是

出芽增殖 ∀以二分裂方式进行的增殖形成较大的个

体 以出芽方式进行的增殖则形成电子密度较高的小

球形个体 ∀两种个体在感染能力等方面是否有差别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某些立克次氏体可以在细胞核内繁殖 但本文未

在细胞核内发现立克次氏体 而在细胞质内发现大量

立克次氏体 作者认为对虾立克次氏体不易通过核膜

或者是细胞质较细胞核更利于立克次氏体繁殖 ∀在细

胞质内我们观察到大量包涵体 包涵体的膜可能是细

胞膜 是立克次氏体进入细胞时 由于细胞胞饮作用

而形而增大 机理还不清 ∀立克次氏体在培养细胞中

以散在的和包涵体的方式存在 其形态较组织内的立

克次氏体形态更为多样 ∀

立克次氏体感染细胞 造成培养细胞的病变及死

亡 表明立克次氏体具有一定的感染能力及致病性

可以导致细胞死亡 ∀立克次氏体在培养细胞中快速和

大面积感染的机理有待于深入研究 ∀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我们在实验室环境下实现了

研究立克次氏体及其增殖方式的可能性 为我们进一

步研究立克次氏体的增殖规律及致病途径提供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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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研究条件 对深入开展对虾病害综合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

图 中国对虾淋巴组织培养细胞中的立克次氏体及感染立克次氏体细胞的细胞核电镜照片

2 电镜观察下的中国对虾淋巴组织培养细胞的细胞质中大量立克次氏体 及其包涵体 2包涵体的膜 ≅ 2 在细

胞核 内未观察到立克次氏体 ≅ 2 在个体中间正在进行二分裂的立克次氏体 和正在进行出芽生殖的立克次氏体

≅ 2 在个体一端正在进行二分裂的立克次氏体 和具有多个分裂点的立克次氏体 ≅ 2 包涵体外散在的立

克次氏体 ≅ 2 感染立克次氏体细胞的细胞核 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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