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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枝原体形态结构及主要

超微病理变化
‘

杨 季 芳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

杭州 31 田12)

提要 于 199 1年 7 月一 199 2 年7 月在浙江省宁波
、

舟山两市暴发了中国对虾肠结节病
。

在宁

海等地对虾养殖场
,

采集患肠结节病中国对虾
,

运用电镜观察患病中国对虾鳃丝
、

肝胰

腺
、

中肠
、

肌肉等组织
,

检查枝原体的存在与否及其主要病理变化
。

结果表明
,

病虾近肠

壁表皮细胞细胞质和核周腔有枝原体侵入
。

细胞质内枝原体形态大小不一
,

近卵形的直径

为 0
.

12 一 1
.

知郁 弯条状的直径约 0
.

的杯m
,

长度均在 0
.

25 一 1
.

如m
。

核周腔内枝原体均为卵

形
,

直径约 0
.

12 一 0
.

1印m
。

枝原体无细胞壁
,

仅有一层膜包围
,

膜厚约 sn m
,

膜上均匀地

沉着电子致密颗粒 ; 枝原体细胞中部电子密度较浅 ; 细胞质中丝状枝原体形成分枝并在其

分枝顶端膨大成球状 ; 核周腔异常膨胀
,

核明显变形
,

有多处绕痕
,

枝原体以裂殖和芽殖

方式分裂子代
。

枝原体感染引发的肠道局部肿胀甚至梗塞是导致该发病地区中国对虾死亡

的主要原因
。

关键词 中国对虾 枝原体 超微结构 细胞病理

枝原体作为某些昆虫和植物的病原物早已被认识(N ie n h a u s et al
. ,

1979
;
Ts eh 一A n,

1970; Bl ac k et al.
,

19 72 )
。

但是
,

有关甲壳纲(对虾)的枝原体
,

尤其是枝原体作为对

虾病原物
,

近年才被认识 (K r o l et a l
. ,

199 1; 杨秀芳等
,

1992 )
。

199 1 年 7 月 一 1992

年7 月间
,

浙江宁波
、

舟山两市的一些对虾养殖场暴发了一种新病害
—

肠结节病
,

造成严重损失
。

本研究报道中国对虾枝原体的超微结构和细胞病理
,

以期为中国对虾枝

原体疾病的有效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患病中国对虾(子分
刀
ae us ch in ens is) 体长 7 一 gc m

,

中肠局部肿胀
,

出现 1一 3 个淡

粉红色结节
,

较硬 ; 病虾肝胰腺肿大
,

糜烂 ; 其余脏器无明显表观病变
。

于 1991 年 7

月
,

在浙江宁海县西店等地采集患肠结节病的中国对虾
,

选取鳃丝
、

肝胰腺
、

中肠
、

肌

肉等组织
,

用 2
.

5 % 戊二醛固定
,

以健康中国对虾的相应组织作对照
。

电镜样品制备
,

按常规方法进行(林均安
,

1988)
,

JE M 一 1200 型透射电镜观察及照相
。

2 结果

2
.

1 枝原体存在部位

国 际科学基金组织(IF S) 资助
,

A / 21 99 一 1号
。

杨季芳
,

男
,

196 3 年 7 月 31 日出生
,

助理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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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镜观察表明
,

患肠结节病中国对虾鳃
、

肌肉组织中没有观察到枝原体
。

肝胰腺上

皮细胞中枝原体检出率极低
。

近肠壁上皮细胞胞外(图 L I M ~ )和细胞质(图 L Z M )及

核周腔(图 L 3 P) 内均有大量的枝原体 (M )存在
,

但细胞核基质 中未见枝原体存

在
。

作为对照的健康中国对虾相应器官均未见枝原体存在
,

也未见明显超微病变
。

2. 2 枝原体的形态结构

透射电镜观察表明
,

患肠结节病中国对虾近肠壁上皮细胞胞质内有形态
、

数量
、

大

小不一的枝原体(图 L 4 M )
。

近卵形的直径约 0
.

12 一 1
.

2拜m; 弯条状的直径约 0. 09 拜m
,

长度约 0. 25 一 1
.

4 #二 丝状体宽约 0. 05 1翻
,

长约 L sl边111
,

有些丝状体形成分枝 (图 L

5)
,

并在局部区域形成一个膨大的基体(图 L S ~ )
,

基体 中部是一电子密度较浅的空

液泡(图 L S
,

6 B) ; 有些分枝丝状枝原体在其分枝顶端形成球状膨大(图 L 6 ~ )
,

直

径可达 0
.

3拜m
。

核周腔(P) 内枝原体均为卵形
,

直径约 0
.

12 一 0
.

16 脚(图 I
:

3 M )
。

枝原体虽形态各异
,

但其基本结构一致
。

无细胞壁
,

无真核和其它细胞器结构
,

仅有一层单位膜包围
,

并有大量电子致密颗粒沉着(图 11= I M ~ )
。

这种膜性结构与粗

面内质网 (re) 管池生物膜结构上沉着电子致密的糖蛋 白颗粒结构相类 似 (图 11: 1

r e ~ )
。

2
.

3 枝原体生殖形式

透射电镜观察显示
,

芽殖是枝原体生殖的主要方式
,

表现形式有二类
。

一类是丝状

分枝枝原体在其分枝末端形成球状膨大
,

然后出现绕痕
,

脱离母体(图 I
:

6 ~ ); 另一

类是个体较大的球状枝原体以其自身细胞胞膜 内侧为子代个体生长的附着基点(图 lI:

1
,

△ )
,

向内出芽生长
,

繁殖子代
。

裂殖生殖较少见
,

仅见不形成分枝的丝状枝原

体
。

即由丝状枝原体裂殖成球状链
,

然后再分裂成单个球状子代枝原体(图 11: 2 ~ )
。

2
.

4 宿主细胞超微结构病变特征

由于枝原体侵入宿主细胞核周腔(图 11= 3 M )
,

宿主细胞核不能正常分裂
,

呈现多

处溢痕的纽带状(图 11: 3 ~ )
。

有些宿主核周腔呈形态不一的各种突起和膨胀(图 II=

4 P)
。

这种异常的膨胀核周腔是由于细胞质中枝原体胞膜与核周腔外膜相融合所致
,

融合点清晰可见(图 11: 5 ~ )
。

由于宿主细胞质中大量的枝原体寄生与繁殖
,

细胞质结构被
“

侵蚀
”

(图 11: 6 ~ )
,

细

胞质中可见被枝原体
“

侵蚀
”

后留下的大量
“

空泡
”

样结构(图 11= 2
,

6 5)
。

宿主细胞内未

见吞噬泡等宿主免疫应答现象
。

3 讨论与结论

3
.

1 中国对虾枝原体分裂及与细胞形态变化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
,

患肠结节病的中国对虾
,

枝原体存在于虾的近肠壁上皮细胞内
。

其母

体与子代的基本形态为球形(B o at m a n et al
. ,

19 77)
。

随着生长和环境条件的改变
,

形

态会发生相应变化(M u se e t al
. ,

1976 ; R az in
,

19 73)
。

个体形态与其生长速率直接相关

(Lu sc o m be et a l
· ,

197 1; R az in
,

1969 )
。

电镜观察表明
,

随着枝原体个体的生长
,

不仅

胞体形态发生变化
,

而且胞体内超微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
。

当胞体趋向分裂时
,

其内的

电子致密颗粒显著减少
,

细胞内基质分散于枝原体胞膜的单位膜上
,

并在某一位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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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胞体外伸长生长
,

形成了丝状体
,

继而出现分枝(图 L S)
。

所以
,

丝状枝原体并不是

枝原体的一种固有形态
,

而是枝原体在一定条件下由生长发育转向分裂增殖过程的一种

特定状态
。

同样
,

枝原体母体在进行复制子代时
,

母体单位膜总与宿主细胞胞内的生物膜

相粘附
。

因为枝原体结构简单
,

许多构成细胞的物质组分自身不能合成
,

需宿主细胞提

供
。

寄生于核周腔内的枝原体也是如此 核周腔内外两膜也可成为枝原体细胞的粘附基

点(图 11
:

4 ~ )
。

由于核周腔内营养物质相对贫乏
,

枝原体细胞生长缓慢 ; 因而细胞形

态多为近球形
,

丝状体少见
。

3
.

2 枝原体侵染中国对虾的途径和致病机制

枝原体侵染中国对虾的途径与其独特的生物学特征有关
。

由于没有细胞壁
,

仅有一

层生物膜包围
,

当枝原体细胞吸附于某些组织上皮细胞表面时
,

其细胞膜就会与宿主上

皮细胞膜相粘附
,

随之融合
,

从而
,

枝原体顺利侵人宿主细胞胞质内进行生长
、

繁殖
。

K ro l等(199 1) 与笔者的研究(1992) 均发现
,

凡是枝原体参与感染
,

其病变组织病灶多

在呼吸上皮细胞和消化道粘膜上皮细胞(包括肝胰腺上皮细胞)
。

就中国对虾肠结节病而

言
,

肠道组织上皮细胞就是枝原体最敏感的靶细胞
。

因为肠道粘膜上皮细胞上遍布与食

物流动
、

营养吸收有关的微绒毛
。

微绒毛是枝原体细胞容易粘附的膜性结构 (R 面n,

197 8)
。

本研究结论与之一致
。

通过枝原体对节肢动物昆虫致病性和致病机制的研究
,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
,

枝原体

呼吸代谢终产物过氧化氢和其它代谢终产物氨是二种主要的毒性物质
。

由于枝原体的粘

附
,

宿主细胞质膜表面吸附积累过多的过氧化氢和氨
,

会使宿主细胞膜破裂直至溶解

(R aZi
n

,

1969 ;

CO h en e t al
. ,

1969
,

Se hne id e r e t a l
. ,

197 5)
。

有关中国对虾枝原体的致

病机制
,

目前国内外尚未见有报道
。

本文研究表明
,

患肠结节病的中国对虾
,

除上述枝

原体的可能的致病机制外
,

还确实存在另外的致病原因
。

由于枝原体在近肠壁上皮细胞

中大量繁殖
,

宿主细胞核分裂受影响
,

原生质中大量基质被
“

占用
” ,

细胞器减少
,

细胞呈
“

坏死
“

样
。

尤为严重的是
,

由于枝原体对近肠壁上皮细胞的感染
,

引发肠壁炎性肿胀
,

肠道局部阻塞
。

这是导致患肠结节病中国对虾急性死亡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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