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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孔扇贝大规模死亡的原因探讨
‘

王运涛 相建海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 66 0 7 1)

提要 于 19 98 年 7一9 月
,

在发生贝类大规模死亡的山东省长岛县和烟台四十里湾养殖区
,

选取濒死的栉孔扇贝
,

通过组织病理分析和电镜观察
,

发现大量寄生原核生物—
衣原体样

原核生物 (Chl田刀ydi 犷hke O rg 画
sm s ,

C LO )和类立克次氏体 (凡
c

ke tts ia-- hke o rg 丽
s m s ,

R LO )
。

病理学研究表明
,

寄生原核生物 (c L O 和 R L O )造成栉孔扇贝组织细胞严重病变
,

可能

是引起栉孔扇贝大规模死亡的重要原因
。

关键词 栉孔扇贝 衣原体样原核生物 类立克次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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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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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孔扇贝在中国海水养殖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

也是出口创汇的支柱产品
。

近年来
,

频繁

发生的栉孔扇贝大规模死亡事件
,

给中国的贝类养殖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

根据山东省海洋

与水产厅提供的资料
,

1997 年山东省 30 万亩扇贝
,

有 60 % 绝产
,

直接经济损失约 巧亿元
.

与 19 9 7 年相 比
,

1 998 年山东省的养殖扇贝发病迅速
,

死亡率高
,

受灾情况更为严重
,

直接经

济损失达 25 亿元以上
。

辽宁省扇贝养殖区发生同样严重的死亡情况
。

贝类病害(she nfis h

di se as e) 的研究最早见诸文献为 19 19 年 D 知g lade 在佛罗里达的一种牡蝠体发现一种寄生蠕

虫 (D 劝g lade
,

19 1 9) ; O心n( 192 4) 报道了 1920 一 1921 年间发生在英国牡蜗苗期异常死亡原

因的调查结果 ; F恤玲hba rg e r
等 (19 7 7) 首次在海洋双壳贝类体内发现了衣原体

、

支原体和立

克次氏体
; T址od

o re (19 8 1) 研究了纽 约长 岛地区养殖贝类的地方性病害
,

在美洲牡砺

(cr
a ss o s tr e a vi馆l.n iea

)和硬壳蛤 (油
r e en a r ia m e r c e n a r ia )体内发现了致病的节肢动物

、

寄

生蠕虫
、

寄生原虫
、

放线菌
、

原核生物等多种致病生物
.

中国国内有关贝类病害的研究刚刚

起步 (吴信忠等
,

1 9 9 7 ; 王文兴
,

1 9 9 8 )
,

研究报道较少
.

本文在对山东省养殖扇贝大规模死亡

调查的基础上
,

从病原学
、

病理学角度探讨养殖扇贝大规模死亡的原因
,

以期为贝类病害的

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L l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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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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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县和烟台四十里湾养殖区的濒死个体
,

壳长为 4c m 左右
。

肉眼观察贝壳上附着生物较

多
,

扇贝较瘦小
,

外套膜色素增多并向内收缩
,

贝壳开闭缓慢而无力
。

L Z 组织病理检查

选取濒死的栉孔扇贝
,

将一侧贝壳去掉
,

用眼科剪解剖贝体
,

分别取外套膜
、

鳃
、

肝胰

腺
、

肠
、

生殖腺
,

进行冷冻切片
,

切 片厚度为 8 “m
,

采用革兰氏 ((扮a m - W ei ge rt) 染色法和吉

姆萨 (任e m sa )染色法进行染色
,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

L 3 超微病理检查

选取濒死的栉孔扇贝
,

将贝壳去掉
,

用眼科剪解剖贝体
,

并用刀片将其外套膜
、

鳃
、

肝

胰腺
、

肠
、

生殖腺分别切成 1
~

,
左右的小组织块

,

固定于 2
.

5% 的戊二醛 中
,

然后再更换到

2% 的戊二醛固定液 中
,

再经饿酸固定
,

EP on slZ 环氧树脂包埋
,

常规超薄切片
,

醋酸铀和

柠檬酸铅双染色
,

日立 1十7 000 型透射电镜观察并拍照
。

2 结果

2. 1 组织病理切片观察

在光学显微镜下
,

栉孔扇 贝外套膜
、

鳃
、

肝胰腺
、

肠组织 中均有大量包涵体 (Inc lus ion

B o di es
)

。

该包涵体形态多样
,

内含许多大小不等
、

圆形
、

椭圆或短杆状的嗜酸性颗粒
,

有的

还形成空泡
,

使组织细胞及细胞的核膜膨大变形
。

该包涵体嗜酸性
,

吉姆萨染色呈紫色
,

革兰氏反应呈阴性
。

栉孔扇贝的生殖腺组织结构正常
,

未发现包涵体样异物
。

2. 2 超微病理观察

通过透射电镜观察
,

在濒死的栉孔扇贝体内发现二种寄生原核生物
:

(1) 衣原体样原

核生物 (C hl田爪ydi a-- h ke O rg 耐
sm s

,

c Lo )
;
(2) 类立克次氏体 (瓦

c ke tts ia--l ike o rg 耐
sm s ,

R L O )
。

CL O 主要侵染栉孔扇贝外套膜平滑肌的肌纤维间质 (图 la)
,

破坏鳃丝细胞
,

使鳃

丝细胞的线粒体膨大变形 (图 lb) ; R L O 主要存在于栉孔扇贝的肝胰腺
、

肠和鳃组织
,

侵染

这些组织细胞的核围隙(pe ri~ le ar sP ac e) 及核膜周围的膜状结构
,

使核膜及膜状结构出

现水肿
、

膨大
,

引起严重病变 (图 le
,

f)
。

这二种原核生物的寄生部位和数量见表 1
。

表 1 CL O
、

R L O在栉孔扇贝体内的寄生部位和数t

T ab
.

l Po si tion
s a n d n 叨m be rs o f CLO an d R LO in ch 勿my

‘
fa rr er i

原核生物 外套膜 肝胰腺 生殖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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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LO 一 + + 十 一

. -

一
. .

.

-
-

. 曰. . . . . ~ . . . .

一
. .

.
曰

-
. . . . . .

~ . . .

-
. . . . . 曰.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曰
一一

一
-

. . . . . .

- -
注

: + 表示病原体数量较多
; 一表示未发现病原体

3 讨论

在栉孔扇贝的外套膜
、

鳃
、

肝胰腺
、

肠组织中均发现有原核生物 (C LO 或 R LO )侵染
,

其

中外套膜
、

鳃
、

肝胰腺
、

肠的病变均十分严重
.

寄生于外套膜平滑肌的肌原纤维间质和鳃丝

细胞质中的 C LO
,

大小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
,

革兰氏染色呈阴性
,

具有细胞壁
,

形态多型
,

有二分裂
、

出芽等多种繁殖形式
,

在其生活史 中具有 三个阶段
,

如 图 la 所示
:

IB (俪tial

Bodi es )为 CLO 的初始体
,

较大的圆形颗粒
,

中央无致密的类核结构
,

而是呈纤维网状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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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较小
,

电镜下呈致密的圆球形结构(王文兴等
,

19 9 8)
。

CLO 多侵染栉孔扇贝的外套膜
、

鳃

等与外界环境接触较多的组织器官
,

充满外套膜平滑肌的肌原纤维间质
,

破坏鳃丝细胞的

线粒体
,

造成栉孔扇贝的外套膜平滑肌病变萎缩
,

鳃丝细胞的线粒体膨大变形 (图 la
,

b)
。

R L O 也是一类寄生于细胞质中的原核生物
,

大小介于细菌和病毒之 间
,

革兰氏染色呈

阴性
,

形态多型
,

有二分裂
、

出芽等多种繁殖方式
。

在生活史 中具有明显的颗粒期 (小细胞

期 )和颗粒前期 (大细胞期)
。

R LO 的颗粒期大多呈圆球形
、

短棒状或肾形
,

出现大量致密

颗粒
,

有细胞壁
,

细胞壁表面常出现荚膜样 的膨松结构
。

颗粒前期呈 圆形或不规则空泡

状
,

出现细丝状的类核区 (吴信忠等
,

19 9 7 ;
几

n
au lt 。t a l

,

1 9 9 4 )(图 l。
,

d )
。

R LO 多侵染扇

贝肝胰腺
、

肠
、

鳃组织
,

充满这些组织细胞的核围隙 (pe ri nuc le ar sP朗e) 及核膜周围的粗面

内质 网
,

使核膜出现水肿
、

膨大
,

引起严重病变 (图 le ,

f)
。

国外在牡砺及蛤类方面也有过类

似的报道 (H ars h b毗
e r e r a z

,

1 9 7 7 ; 丁七e o d o re
,

1 9 5 1)
。

在病变严重的栉孔扇贝肠壁平滑肌

肌纤维间质 中有大量 R LO
,

在肌纤维 内部也存在 R L O
,

R LO 在肌纤维 内部寄生的现象

(图 19 )
,

还未见报道
。

在栉孔扇 贝的肠组织上皮细胞 中
,

发现有少量的病毒粒子
,

该病毒粒子呈卵原形
,

直

径为 1 80 nrn 左右
,

形成两层膜的包涵体
,

外膜与核体间有一层电子密度较低的区域
。

在扇

贝肠组织上皮细胞的细胞质中发现有该病毒粒子
,

同时
,

在寄生于细胞 内的 R LO 体内也

发现有该病毒粒子
,

H ars hb arg er 等 (1 9 77) 将这种病毒也称之为噬菌体 (图 lh)
。

在濒死的栉孔扇贝体内发现的寄生原核生物 (CLO 和 R L O )
,

特别是 R LO 的侵染部位

广
,

数量多
,

很可能是造成栉孔扇贝大规模死亡的重要原因
。

本研究中发现的病毒粒子
,

数量较少
,

是否也会引起栉孔扇贝的死亡
,

还有待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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