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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育苗期球形病毒的感染及垂直
传播途径的初步探讨

’

汝少国 姜 明十 李永棋 马英杰
(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青岛 2 6 6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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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9 94一 19 95 年在山东文登市高岛盐厂对虾育苗池和养虾池
,

随机和定点采集中国对

虾的卵
、

无节幼体
、

搔状幼体
、

糠虾幼体
、

仔虾及幼虾
、

成虾样品
,

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对其进

行病毒的检测
。

结果表明
,

卵细胞中含有大量的卵黄
,

没有明显的细胞分化
,

卵细胞质中有球

形病毒感染 ; 无节幼体的肝胰腺 和上皮细胞的分化程度较低
,

有大量球形病毒分布 ; 糠虾幼体

已有明显的肝胰腺和上皮细胞的分化
,

肝胰腺上皮细胞的胞质中发现有球形病毒包涵体和球

形病毒存在
;

仔虾期肝胰腺上皮细胞质内有球形病毒感染
;

幼
、

成虾球形病毒感染的主要组织

为肝胰腺
、

中肠
、

肌肉等组织
。

球形病毒的直径约为 70 一 100 rim
,

具完整的核衣壳
,

核衣壳外有

不光滑的包膜
,

形成包涵体
。

育苗期和养成期对虾均有球形病毒感染
,

推测中国对虾球形病毒

有可能经卵传播给子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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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关于对虾球形病毒的研究 已有许多报道
,

陈细法等 (19 9 6) 报道了斑节对虾的

一种新球形病毒
,

张立人 (19 9 4)
、

肖连春 (1 9 9 5) 报道了中国对虾体内的一种球状病毒
。

这

些报道大多探讨了球形病毒的分类地位和病理变化
,

而关于球形病毒垂直传播途径的研

究 尚未见报道
。

研究对虾病毒的垂直传播
,

对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
、

培育健康的对虾种质

资源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C han g 。t a l
,

19 9 2 ; C h en e t “z
,

19 8 9 ; Li g htu e r 。z

al
,

199 2)
。

本文报告 中国对虾育苗期球形病毒的感染及垂直传播途径的研究结果
,

以期为

中国对虾球形病毒防治的研究提供资料
。

1 材料和方法

L l 样品采集

中国对虾 (凡
n a e u , 。h in e n sis ) (以下简称对虾 )样品于 19 9 4 年 7一 10 月及 1 9 9 5 年 3一 10

月取 自山东文登市高岛盐厂对虾养殖池和育苗池
。

卵巢
、

卵分别取 自亲虾
; 无节幼体

、

搔状

幼体
、

糠虾幼体
、

仔虾
、

幼虾和成虾为随机取样
,

同时采集弱苗
、

病苗和病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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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聚集在一起的球形病毒分布
,

尤其是皮下细胞质 中有大量球形病毒存在 (图 ld
、

e)
。

搔状幼体
:

由于样品制作不好未能观察

糠虾幼体
:

糠虾幼体 已有明显的肝胰腺和上皮细胞 的分化
,

线粒体
、

微绒毛等细胞器

的结构清晰
,

肝胰腺上皮细胞 的胞质 中疑似包涵体样结构存在 (图 lf)
,

肌细胞核内疑似包

涵体样结构存在 (图 19 )
,

其细胞质中存在大量球形病毒 (图 lh
,

图 Za)
。

仔虾
:

仔虾期的肝胰腺和上皮细胞的分化已基本完成
,

内质网
、

线粒体
、

微绒毛等细

胞器的结构清晰 (图 Zb)
,

肝胰腺上皮细胞的胞质 内球形病毒呈聚集状态 (图 2c
、

e)
,

也有散

在状态存在的 (图 Zd)
。

幼虾和成虾
:

幼虾和成虾球形病毒感染的主要组织为肝胰腺
、

中肠
、

肌肉等组织 (汝

少国等
,

19 9 7)
,

其肝胰腺上皮细胞的胞质内有球形病毒感染 (图 2 0
,

中肠上皮细胞中有大

量球形病毒存在 (图 2 9 )
,

肌细胞的肌质网中也发现球形病毒 (图 Zh)
。

2. 2 球形病毒 的形态结构

球形病毒感染的组织主要为中肠
、

肌肉和肝胰腺
,

分布在各组织细胞的细胞质中
,

大

小一 般为 70 一 1 00 nm
,

比张红卫等 (19 9 5) 报道 的球形 病毒 (50一 70 nm )要大
,

与严隽箕

(19 9 5) 在 中国对虾未 发病前的幼体期 (平均体长为 3c m )检测出似痘状病毒形态大小相

似
。

由电镜观察结果可知
,

球形病毒电子密度较低
,

具有完整的核衣壳
,

核衣壳外有不光

滑的包膜 (图 2a
、

长g )
,

具有包涵体
,

形态结构上与对虾球状病毒 (陈晋安等
,

19%
;
陈棣华

,

19 9 4) 和呼肠孤病毒相似 (薛清刚等
,

19 9 6 )
。

3 讨论与结语
1 994 年和 1995 年文登市高岛盐厂的对虾养殖病害发生频繁

,

其主要病原是对虾杆状

病毒 (汝少国等
,

19 9 8)
,

球形病毒和细小样病毒的危害亦相 当严重
。

球形病毒一般呈潜伏

性感染 (汝少 国等
,

19 9 7)
,

致病力远不如杆状病毒
,

但是
,

球形病毒与杆状病毒共同感染
,

加之养殖环境恶化时
,

对虾死亡率就会显著增高
。

目前鱼类病毒垂直传播还存在着经卵巢传播还是卵表传播的争论 (江草周三
,

19 9 4)
。

据作者 19 9 4一 19 95 年的超薄切片制样和观察结果
,

卵巢
、

卵
、

无节幼体
、

糠虾幼体
、

仔虾的

细胞质 中均有球形病毒感染
,

这表明细胞质内的球形病毒可能经卵传递给子代
。

从不同

时期球形病毒的检测情况看
,

亲虾卵细胞带有球形病毒
,

表明该病毒可以感染对虾的生殖

系统
。

一般认为
,

对虾的卵巢 和卵细胞具有较强的 自我保护能力
,

不易被病毒感染
,

但汝

少国等 (19 98) 的试验结果表明
,

对虾的卵巢和卵细胞 中有杆状病毒存在
;
包振 民等(19 9 7)

也 曾报道亲虾卵巢是杆状病毒的靶 器官 之一
。

据本文结果
,

在对虾 的无节幼体
、

糠虾幼

体
、

仔虾期均检测 出病毒
,

但幼体期却很少发生爆发性死亡
,

表 明球形病毒在育苗期呈潜

伏状态
。

近年来沿海地区不少 的对虾育苗场虾苗孵化率普遍降低
,

作者认为这可能与虾

卵及幼体等感染并携带病毒有关
,

这与桃 山和夫 (19 8 8
,

1 9 8 9) 对 日本对虾育苗期间中肠腺

坏死杆状病毒 (B MN V )的传染源进行调查结果 (B MN V 在 日本对虾体内的潜伏感染是其

重要 的传染源 )相一致
。

因此
,

作者推测 中国对虾球形病毒可能经卵传递给子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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