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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99 3年 9 月至 199 5年末
,

大连地区的一龄鲍至成鲍都出现了脓疙病
,

用常规方法

从 3个养殖厂的病鲍中分离到了 3 个菌株
,

分别为 D 株
、

N 株和 T 株
。

经鉴定这 3 个菌株

为同一种— 河流弧菌 一 11
。

这 3个菌株来自3 个不同的海区
、

不同的单位
,

并且这 3 个

单位使用的抗生素种类和浓度也不同
,

所以这 3个菌株对 18 种抗生素的敏感度也不同
。

D

株对环丙沙星 (抑菌环直径 30m m )
、

复方新诺明 (抑菌环直径 27m m )等敏感
,

而对青霉素
、

青霉素且
、

氨苇青霉素( 抑菌环直径 om m )等耐药
。

N 株除对青霉素 11
、

白霉素
、

毗呱酸等

耐药外
,

对其它 12 种抗生素都敏感或中度敏感 (抑菌环直径 13
.

5一 义加 m )
。

T 株对氟派酸

(抑菌环直径 22 1l l m )
、

环丙沙星 (抑菌环直径 20
.

3m m )等敏感
,

而对氯霉素
、

复方新诺明等

耐药
。

研究发现
,

经常使用同一种抗生素很容易使病原菌产生耐药性
.

连续 3d 使用单一的

抗生素 (青霉素 )就会产生耐药的菌株
。

为证明上述 3 个菌株的抗药性是属于哪一类
,

以 T

株为例
,

提取总 D N A
,

并对总 D N A 进行 E co R 工酶切图谱分析
,

图谱有明显的异同
,

说明 3个菌株的抗药性不同可能与基因突变有关
。

不管是非遗传型还是遗传型
,

都是由于

抗生素为细菌提供了耐药突变株的选择环境
,

从而使耐药菌株得以大量繁殖
。

关键词 皱纹盘鲍 河流弧菌 一 11 脓疙病 抗药机制

鲍类病害的研究报道不多 ( 孟庆显
,

19 88)
,

引起鲍类大批死亡的病因各异
,

有细菌

性的 ( lE s t o n 。 t a l
. ,

1983 )
,

有寄生虫感染所致的 ( B o w e r e t a l
. ,

1989 a
,

b )
,

也有附着

敌害生物造成的间接死亡 (夏福祖
,

19 92) 等等
。

但弧菌抗药的机制至今未见报道
。

从

199 0 年以来
,

养殖的皱纹盘鲍出现了大批死亡的现象
。

从稚鲍 (鲍苗 ) 发生
“

暴死
” ,

发

展到一龄鲍至成鲍也大批死亡
。

不仅是养殖的
,

天然的鲍也同样未能幸免
。

稚鲍的死

亡
,

主要是由于食性的不适转变引起的(李太武等
,

19 9a5
,

b)
。

一龄至成鲍
、

亲鲍的死

亡主要是脓鲍病所致
,

而脓疤病是由河流弧菌 一 11 (励 ior fl vu 翻 ils 一 n )引起的 (刘金

屏等
,

1995
;
聂丽萍等

,

1995 )
,

用抗生素可 以有效地杀死该弧菌
。

本文为河流弧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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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且抗药机制的初步探讨
,

以期为使用抗生素
、

减少污染
、

降低成本提供一些数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实验所用病鲍 (从 21必瓜 而cu 、 从 Znn a i) 于 19 93 年 9 月
,

19 95 年 12 月取 自大连水产

养殖公司
、

大连新港养殖公司
、

太平洋海珍品养殖公司
,

壳长为 3 一 cs m
。

病原菌的

分离 : 用无菌水冲洗病鲍 3一 4 次
,

70 % 酒精擦洗后
,

用灭菌的解剖器解剖取出足 (含

病灶 )
、

外套膜
、

消化管
、

肝脏等器官
,

无菌水冲洗后匀浆
,

然后用液体稀释法按 or 倍

稀释后
,

接种在下述的培养基上
,

26 一 37 ℃ 培养 (恒温 ) 2 一 d3 后观察记录菌落形

态
,

挑取优势单菌落
,

利用液体稀释法纯化后接人牛肉浸汤琼脂斜面
,

冷冻干燥保存
。

从 3 个单位病鲍分离到的病原菌均为河流弧菌 一 n ( iVb
r io afl

v故价 一 11 )
,

分别为 D

株
、

N 株
、

T 株
。

1
.

2 方法
1

.

2
.

1 病原菌对 18 种抗生素的敏感试验 培养基
,

M H (M ue lle r 一 iH nt o动 肉汤和

M H 琼脂 (其 中水 改用海水
,

测定磺胺类药物时不 加脉 )
。

菌液
,

纸片扩散法按

K ibr y 一 B a ue r 法要求制备
。

试管稀释法用菌液
,

是先取 1 环 己纯化的试验菌接种于

Iinl M H 肉汤培养基中
,

于 37 ℃ 培养 6h( 菌液浓度为 9 x 10 8ee l l /m l)
,

再用 M H 肉汤按

1 : l (X )0 稀释备用
。

以上述 3 种菌株为代表菌株
。

固体抗生 素稀释液 : 青霉素
,

0
.

l m ol / L
,

p H = 6
.

5 磷酸缓冲液 ; 氨节青霉素
,

0
.

l m ol / L
,

p H =
.80 磷酸缓冲液 ; 庆大霉素

,

无菌蒸馏水 ; 红霉素
,

70 % 乙醇 ; 痢特

灵
,

70 % 乙醇
。

用 幻 br y 一 aB u er 纸片扩散法 (李影林
,

1989) 测定病原菌对 18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度

(对照标准菌株为大肠埃希氏菌 ACT C 25922)
。

结果判定是量取各药物的抑菌环直径

后
,

按 K i r b y 一 B a ue r 方法的解释标准确定敏感
、

中度敏感
、

耐药的药物
。

药敏纸片购

自大连大学医学院专科学校
。

根据敏感度测定结果
,

选择 8种敏感药物和 1种中度敏感

药物
,

用试管两倍稀释法测定其最小抑菌浓度 ( M I)C 和最小杀菌浓度 ( M B )C (张颖悟

等
,

1990 )
。

1
.

2
.

2 抗青霉素菌株的敏感试验 选取腹足上具明显脓疤 的成鲍 (仅上足对刺激有反

应
,

接近死亡 )
,

足浅表肌肉注射青霉素
,

0
.

5 万单位 / g (g 为体重
,

卜同 )
,

每天注射一

次
,

共注射 7天
。

从第 8 天开始
,

用 6
.

5 x 1-0
“
青霉素浸泡

,

浸泡 4天
,

每天 1次 巧~
。

取注射和浸泡后第 3
,

5
,

7
,

9 和 n 天的病鲍
,

按上述方法分离病原菌及做抗生素敏

感试验
。

取未经注射或浸泡的病鲍作为对照
,

也分别在第 3
,

5
,

7
,

9 和 11 天取出病鲍

并同样做分离病原菌等试验
。

1
.

2
.

3 3个病原菌株总 D N A 的 cE
o R I 酶切图谱分析 总 D N A 的提取按下述步骤

进行
。

( 1 )挑取 T 菌株的单菌落
,

接人 2m l前述液体培养基中
,

37 ℃ 过夜
。

将这 2m l扩

增的菌液接种于 50 m l 同样的液体培养基中
,

37 ℃ 过夜
。

取 50() m 1液体培养基
,

预温到

37 ℃
,

将 50 m l菌液全部接人这 50 0m l 培养基中
,

37 ℃
,

过夜
。

( 2) 用 5X() m l离心管
,

于 4 ℃
,

4 500 r / In i n 离心 15m i n
,

弃上清
。

( 3 )加人 20nr l T
NE ( sm m o l / L T r i s 一 H a

,

100 吻m o l / L ED认
,

Zoo m m o l / L N a e l
,

p H = 9
.

0 ) 和 R N a s e ( 100 0 9 /m l )
,

混合均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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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10m g 蛋白酶 K 粉末
,

温和使之溶解并混匀
,

加人 2m l l0 % S D S
,

将离心管颠倒

几次
,

并继续轻摇 10 而 n
。

( 4) 于 55 ℃ 保温 2一 h4
,

其间不时地轻摇
。

( 5) 当细菌充分消

解后
,

加人等体积 T ir S 一 H a 饱合酚
,

温和颠倒离心管
,

使两相充分混合
。

( 6) 室 温

( 20 ℃ )
,

or 00 0r /m in 离心 l o im n
,

使混合液清晰分相
。

(7 )用大 口吸管将上层水相转

至另一只离心管中
,

弃去界面和酚相
。

( 8) 将步骤 ( 5) 一 ( 7) 重复几次
,

直至中间相完全

消失
。

( 9) 将上清转至另一离心管中
,

加人 3m ol / L N a A c( 醋酸钠 ) 溶液
,

p H = .4 0
,

使

其终浓度为 o
.

3m ol / L
,

再加人 0
.

8体积的异丙醇
,

温和混匀
。

( 10) 用玻璃钩钩出纤维状

的 D N A
,

干燥后
,

在 2 一 s m lT E 中完全溶解
。

测 O D 洲计算浓度
。

玫 o R 工酶切图谱制备 : 样品
,

10尸l ( 含 4户g )
;

玫 o R I
,

l# l (Zo u 扭 l)
; 10 x L

B u

ffe r
,

2拼l ; 无菌水
,

7尽l; 总体积 20拜l ; 37 ℃ 保温 l 一 Zh
。

电泳 : 琼脂糖 l%
,

19 琼

脂糖溶于 l 0() m 1T A E 中
。

酶切样品
,

20拜l ; T A E
,

如 l ; 助
a d i n g uB ffe r

,

l拜l , 60 一 70V

稳压电泳 1
.

5一 h2
。

E B染色
,

拍照
。

2 结果

2
.

1 3 个病原菌株对 18 种抗生素的敏感度
、

最低抑菌浓度和最低杀菌浓度结果

2
.

2
.

I D
,

N
,

T 3 个菌株对 18 种抗生素的敏感度见表 1
。

结果可见
,

D
,

N
,

T 3 个菌株

虽然是同一种弧菌
,

但由于分离自不同海区和养殖单位
,

并且这 3 个单位使用抗生素的

种类和浓度的背景不同
,

因而这 3个菌株的抗药性也不同
。

以氯霉素为例
,

大连水产养

殖公司在 1993 年曾使用过
,

故 D 株对其敏感度不高
,

而太平洋海珍品养殖公司在 1994,

199 5年都大量使用氯霉素药浴
,

因此 T 株已对氯霉素耐药
。

2
.

1
.

2 9 种抗生素对 T 菌株的最低抑菌浓度和最低杀菌浓度 根据上述敏感度结果
,

以太平洋海珍品养殖公司的病原菌 ( )T 为代表
,

选出敏感和中度敏感的药物 9 种
,

进行

M CI 和 M B C 的研究
,

结果如表 2
。

可以看出 : M IC 值和 M BC 值最低的药物是新生产

的环丙沙星
,

仅需 0
.

3 1雌 / m l
,

0
.

63井g / m ;l 其次是氨节青霉素和青霉素 (分别为 0
.

78
,

1
.

56户g /m l ; l
·

2 5
,

2
·

5拜g /m l )

2
.

2 抗青霉素菌株 ( )T 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在用青霉素做药敏试验的过程中
,

出现了菌落透明度的变化
。

从药物 (青霉素 )处理

3
,

5
,

d7 的病鲍体内分出的菌落有两种
,

1种菌落不透明
,

数量较多 ; 另 1 种菌落的周

边透明而中央不透明
,

这种菌落数量较少 (半透明菌落 )
。

从处理 9
,

l ld 的病鲍体内分

出 4 种菌落
,

第一种为不透明菌落
,

数量较少 ; 第二种是半透明的菌落
,

数量较多 ; 第

三种是整个菌落都透明
,

不仔细观察看不清楚它们的位置 (全透明 )
,

数量最多 ; 第四种

菌落也不透明 (同第一种 )
,

但菌落的边缘出现许多缺刻
,

数量较少
。

对照组对其前后 5

次分离出的菌落只有 1种
,

其透明度没有变化 (不透明 )
。

为了研究透 明度的变化与抗药

性的关系
,

又用 16 种抗生素研究了处理 9
,

l ld 所出现的前 3 种菌落的敏感度
,

结果如

表 3
。

可以看出
,

随着菌落透明度的增加
,

其耐药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有的敏感度大

幅度增加 (如环丙沙星
、

庆大霉素
、

痢特灵等 )
,

有的由原来的敏感和中度敏感变为耐药

(如青霉素
、

头饱菌素
、

氨节青霉素等 )
,

有的由耐药一变而为非常敏感 (复方新诺明 )或

敏感 (链霉素 )等等
。

2
.

3 D
,

N
,

T 3 个菌株总 D N A 的 cE o R I 酶切图谱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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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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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T 3个菌株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dr ug se ns iit

v
i yt et s st o f D

,

N
,

T s tr ia ns

DDDDD 药 物物 纸片含药量(咫))) 抑菌环直径( m m ))) 敏感度度

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

株株株 环丙沙星星 l000 30
.

000 SSS

复复复方新诺明明 2555 27
.

000 SSS

痢痢痢特灵灵 555 .26 000 SSS

氟氟氟呢酸酸 l000 25 000 SSS

氯氯氯霉素素 l000 为
.

000 SSS

庆庆庆大霉素素 l000 加 000 SSS

红红红霉素素 l555 20
.

000 SSS

卡卡卡那霉素素 l 000 14
.

000 M SSS

毗毗毗呢酸酸 l 000 12 000 RRR

丁丁丁胺卡那霉素素 3000 8
.

000 RRR

链链链霉素素 l 000 7
.

000 RRR

氨氨氨苇青霉素素 l 000 000 RRR

青青青霉素素 l 000 000 RRR

头头头抱菌素素 3000 000 RRR

土土土霉素素 l 000 000 RRR

先先先锋霉素素 3000 000 RRR

白白白霉素素 加加 000 RRR

青青青霉素且且 l 000 000 RRR

NNNNN 氯霉素素 l 000 30
.

000 SSS

菌菌菌 复方新诺明明 2555 25
.

555 SSS

株株株 环丙沙星星 l000 2 1
.

555 SSS

氟氟氟呱酸酸 l000 加
.

000 SSS

庆庆庆大霉素素 I000 19
.

000 SSS

痢痢痢特灵灵 555 19
.

000 SSS

氨氨氨节青霉素素 l000 17
.

555 SSS

卡卡卡那霉素素 l000 17
.

000 M SSS

青青青霉素素 l000 16
.

000 M SSS

丁丁丁胺卡那霉素素 3000 15
.

000 M SSS

红红红霉素素 l555 14乃乃 M SSS

土土土霉素素 l000 13
.

555 M SSS

先先先锋霉素素 3000 11
.

555 RRR

链链链霉素素 l000 1 1
.

000 RRR

头头头抱菌素素 3000 000 RRR

白白白霉素素 2DDD 000 RRR

青青青霉素 nnn l 000 000 RRR

毗毗毗呱酸酸 l 000 000 RRR

TTTTT 氯呱酸酸 l 000 22
.

000 SSS

菌菌菌 环丙沙星星 l 000 龙 333 SSS

株株株 庆大霉素素 l 000 19
.

333 SSS

青青青霉素素 l 000 19
.

333 SSS

红红红霉素素 巧巧 18
.

777 SSS

痢痢痢特灵灵 555 18
.

555 SSS

头头头抱菌素素 3000 18
.

000 SSS

卡卡卡那霉素素 l000 17
.

777 SSS

先先先锋霉素素 3000 16
.

000 SSS

氨氨氨节青霉素素 l000 15
.

000 M SSS

丁丁丁胺卡那霉素素 3000 14
.

000 RRR

复复复方新诺明明 2 555 000 RRR

氯氯氯霉素素 l000 000 RRR

链链链霉素素 l000 000 RRR

土土土霉素素 l000 000 RRR

白白白霉素素 2000 000 RRR

青青青霉素 nnn l000 000 RRR

毗毗毗呢酸酸 l 000 00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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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种抗生素对 T菌株的 M I C和 M C B值

T a b
.

T 2 heM I Ca nd M BCv
a lu es of n in ea n t ii ho

t i
s n c oT s tra in

药药物名称称 药 物 浓 度 (此 / m l )))对照照 M I CCCM BCCC

(((((((((((((((((((((((((((((((((((((((((((((((((((((((((((((((((((((((((((((咫 / m l( )))咫 / m l ))) 11111田田 刃刃 菊菊 12
.

555 6 .555 23
.

1222 1
.

6665 0
.

龙龙 0
.

999 0 3
.

999 0 1
.

的的的的的

氨氨节青霉素素素素素素 +++ +++ +++ +++ +++ +++ +++ +++0
.

7 888 1
.

6665

庆庆大霉素素素素素素 +++ +++ +++ +++ +++十十 +++十十 3
.

6 2221
.

555 2

痢痢 特 灵灵灵灵灵灵灵 +++ +++ +++ +++
-LLL +++十十 3

.

16 222
,

2555
红红 霉 素素素素素素素 十十 +++ +++ +++

...

十十 +++ 6
.

2555 12
.

555

卡卡那霉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 +++ 6 2555 12
.

555

头头抱菌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 十十 +++ 十十 +++ 十十 12
.

555 2 5刀刀

丁丁胺卡那霉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 +++ +++ +++ 12
.

555 25
.

000

+++++++++++++++++++++++++++++++++

环环丙沙星星 l 000 555 2
,

555 1
.

2 555 .0 6333 0
.

3 111 0
.

1666 0
.

呢呢 .0 以以 .0 0222 0 0 111111111

青青霉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 +++ +++ +++ +++ 0
.

3 111 0
.

6333

+++++++++++++++ +++ 十十 +++ +++ +++ +++ +++ 1
.

2555 2
.

555

+ 表示有菌生长 ; 一 表示无菌生长; 对照
,

不加药物
。

表 3 抗青霉素菌株 ( )T 对 16 种抗生素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aT b
.

3 hT
e s e n s it iv i ty t e s t s o f T s t r ia ns r e s i s tan

t t o 16 ik nd
s

o f an t iib o t ic s

aft
e r t r e at ing 勿 eP in e ilil n

药药 物物 不透明菌落(原菌落 ))) 半透明菌落落 全透明菌落落 对 照照

((((((((((((((((((((((((((((((((((((((((((((((((((((((((((((((((( T 菌株药敏敏抑抑抑菌环直径径 敏感度度 抑菌环直径径 敏感度度 抑菌环直径径 敏感度度 试验的抑菌菌

((((( m m ))))) (
n飞n l

))))) ( m m ))))) 环直径 m m )))

环环丙沙星星 20 333 SSS 22
.

333 SSS 27
.

555 SSS 20
.

333

青青 霉 素素 19
.

333 SSS 为
.

333 SSS 000 RRR 19
.

333

庆庆大霉素素 19
.

333 SSS 为
.

000 SSS 22
.

000 SSS 19
.

333

红红 霉 素素 18
.

777 SSS 18刃刃 SSS 18
.

888 SSS 18
.

777

痢痢 特 灵灵 18
.

555 SSS 16
,

000 M SSS 22
.

000 SSS 18
.

555

头头饱菌素素 18
.

000 SSS 17
.

555 M SSS 13
.

777 RRR 18
.

000

卡卡那霉素素 17
.

777 SSS 15
.

777 M SSS 17
.

333 M SSS 17
.

777

先先锋霉素素 16
`

000 M SSS 16
,

000 M SSS 14
.

333 M SSS 16乃乃

氨氨苇青霉素素 15
.

000 M SSS 15
.

777 M SSS 000 RRR 15
.

000

白白 霉 素素 000 RRR 000 RRR 000 RRR 000

氯氯 霉 素素 000 RRR 000 RRR 000 RRR 000

青青霉素且且 000 RRR 000 RRR OOO RRR 000

毗毗 呱 酸酸 000 RRR 000 RRR 000 RRR 000

复复方新诺明明 OOO RRR OOO RRR 32
.

777 SSS 000

链链 霉 素素 000 RRR 11 000 RRR 17 000 SSS 000

土土 霉 素素 000 RRR 000 RRR 000 RR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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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b k

2 3
.

1 3b k

9
.

2 4b k

6
.

5 6kb

4
.

6 3b k

提 出 这 3个 菌 株 的 总

D N A
,

然后用 cE
o R I 核酸内

切酶酶切 h4
,

结果发现 3 个菌

株的酶切图谱异同明显
。

相同之

处 : 3 个菌株的总 D N A 约长为

30 k b
。

酶切后
,

3 个菌株的大多

数条带都是相同的
,

只不过有的

带清楚
,

有的带模糊
。

不 同之

处 : D 株和 T 株在 23
.

1一 2
.

3k b

处有 4 条带
,

不明显
,

而 N 株

在此区间有 6条带
,

第 3 条带明

显
。

在 2
.

0 一 0
.

56k b 区 间

内
,

D
,

T 只有明显的 3 条带
,

而 N 有 5 条之多
,

而 且十分 明

显 (见图 l )
。

3 讨论与结语

3
.

1 科学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是目前海水养殖中用

于疾病防治的一种主要药物
,

它

:l一

卜
.

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二ìù匕ìó一匕一一.一一ù一ù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
.

32 k b

2
.

0 3 k b

.一..ù.

阶.

ùù一ù一一

0
.

5 6k b

图 I D
,

N
,

T 3个菌株总 D N A E c o R 工酶切模式图

iF g
,

1 hT
e illus tr at io n of OT alt D N A of D

,

N a n d T s t r ia ns

id 罗 s te d 勿 丘
O R I

M
,

标准样 ; 琢
,

D 株总 D N A ; D
,

D 株酶切样品 ; 片
,

N 株总 D N A ;

N
,

N 株酶切样品 ; 升
,

T 株总 D N A ; T
,

T 株酶切样品
。

使用简单而且能马上见效
。

目前普遍采用氯霉素
、

土霉素等
。

由于超量
、

连续使用单一

的抗生素
,

使细菌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
。

在研究中发现
,

大连水产养殖公司开始使用的

抗生素剂量小
,

不是连续大剂量的使用
,

所以分离出的病原菌抗青霉素
、

青霉素 n
、

氨节青霉素
、

头抱菌素
、

白霉素
、

先锋霉素等
,

而对氯霉素敏感
。

所以在剥离后的初

期
,

用 6
.

5拜g /m l氯霉素药浴可以明显降低稚鲍的死亡率
,

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
,

效果

逐渐减弱
。

原来药浴 1次可以停几天
,

后来加大药量
,

间隔时间也要缩短仍然不能完全控

制病情
,

只好在用药的同时
,

也减少饵料量和饵料在水中停留时间
,

才能暂时稳定了稚鲍

的
“

暴死
” 。

太平洋海珍品养殖公司的亲鲍促熟是深池笼式集中养殖
,

数量多
,

密度大
。

又由于鲍

喜集堆
,

所以很难及时发现病鲍和死鲍
,

等发现时死亡之数已很多了
。

用氯霉素处理 3

次
,

没有效果
。

分离出病原菌测药敏感度时发现
,

从这一海区分离出来的病原菌 (脓疤

病菌 )抗氯霉素
、

白霉素
、

链霉素
、

青霉素 11
、

复方新诺明
、

土霉素
、

毗呱酸等
,

而对环

丙沙星等敏感
。

亲鲍足上的脓疤越来越多
,

病灶深
,

脓汁多
,

最后鲍的所有组织器官内都

有河流弧菌 一 11 存在
,

它的传播是通过血淋巴进行的
。

大连新港养殖公司是靠天然海水养殖
,

未使用抗生 素
,

所 以此海区的病原菌 (河

流弧菌 一 n )只抗青霉素 11
、

白霉素
、

毗呱酸
,

而土霉素在此却是中度敏感
。

从上述几个养殖单位
,

几个不同海区分离得到的河流弧菌 一 11 对抗生素的敏感度

各异
,

并且只要连续用一种抗生素 (如青霉素 )处理病原菌就会产生抗药性 ; 不仅抗这一

种抗生素
,

原来它对其它抗生素的敏感度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

原来敏感的变成了抗性的
,



6期 李太武等 :皱纹盘鲍脓疙病病原菌— 河流弧菌一 11的抗药机制的初步研究 麟 3

原来抗性的变为非常敏感的等等
。

在研究中还发现
,

有些抗生素的作用一样
,

如青霉素

和氨节青霉素
、

头饱菌素等
,

如果对其中的一 种敏感
,

其它两种肯定也敏感
,

否则
,

如

果对其中的一种有抗性
,

则对其余两种一定也有抗性
。

所以在使用抗生素时
,

应该注意

下列几点 :

( l) 要经常检测优势致病菌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

这样可 以保证对症下药
,

既节约经

费
,

又防止污染
。

搞清敏感性之后
,

再确定该药的 M IC 和 M B C
。

( 2) 不要长时间使用单一的抗生素
,

要对两种有累加作用的抗生素配合或交替使

用
,

以避免抗药菌株的产生
。

( 3) 亲鲍在促熟和养殖过程中
,

要密度合理
,

尽量不用大笼式养殖
,

因为这样易于

发现病鲍并将其及时隔离
,

从而避免造成交叉感染
,

得病的机会大大减少
,

会明显提高

成活率
。

3
.

2 河流弧菌 一 n 抗药性的类型
,

实验初步证明 D
,

N
,

3T 个菌株的抗药性均属遗传
型

。

cE
o R I 酶谱的不同

,

说明 3个菌株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

而这种突变是由于抗生

素为其提供了耐药突变株的选择环境
,

从而使耐药菌株得以大量繁殖
。

参 考 文 献

刘金屏等
,

l卯5
,

中国水产科学
,

2 (2)
:

78 一 84
。

李太武等
,

l卯s a
,

海洋科学
,

1
:

52 一 57
。

李太武等
,

l卯s b
,

水产科学
,

1 4 ( 5)
:

3一 7
。

李影林
,

198 9
,

临床医学检验手册
,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春 )
,

526 一 5 350

张颖悟等
,

1朔
,

临床微生物学( 上
,

下 )
,

大连出版社( 大连)
,

40 一 49 (上 )
;

翎一 砧 l( 下 )
。

孟庆显
,

198 8
,

海洋湖沼通报
,

1
:

47 一 49
。

聂丽平等
,

1卯 5
,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

7( l)
:

33 一 36
.

夏福祖
,

1叨 2
,

水产科学
,

n (6)
:

23 一 24
。

B o w e r
,

S
.

M 二 19 89
,

A q u a川 Il u er
,

谁 20 7一 2 15
.

B o w e r
,

5
.

M
.

,

W l l i tak
e r

.

D
.

J
.

V o l t o li n a
,

D
.

,

l佣 9
,

A q u a cu l t u re
,

很 14 7一 152

E ls t o n
,

R
.

A
.

e t 沮
.

,

19 8 3
,

工 儿人历ea s e
,

` 川 一 l邓
.



翻 4 海 洋 与 湖 沼 2 7卷

P R E L IM I N A R Y S T U D I E S O N T H E M E C H A N IS M O F附 B R I口

声艺 U附月 L IS一 11 R E S I S T A N C E T O A N T IB I O T I C S

Li Tai
w u

,

D i n g M i n自i n , , S o n g iX e而 n ` ,

iX
a n g J i a hn ia 什 ,

iL
u R ul y u 什

(及尹art 。蒯 of Bot l卿
,

L故 , 吨 刀 d片力 al un i。 妙
,

山ial
。 11 团29 )

,

(A 叮
。 a a, z ru ar z 〔初矛沪 a

即 of 加 zia n ,

伪 zian l一印 2 3)

, ’

(nI istt ut
。

of 口“ u
耐卿

,

ch in配 A田咸黔 , of &应刃姗
,

孕力脚
2 0 2闭〕7 1)

A加 tr ac t Th e 1993 t o 1995 o u t b r e a k o f P u s t u l e d i s e a s e o f a b a l o n e H d l io r is 南 e us

H a nn 由
,

d i s e o命e r e d in t址 n a l ia n
co

a s t (A q u ac u l t u r a l co m p a n y o f D a l i a n
,

p a e i if e A q u ac u l t u r a l co m p a叮
,

N e w H a r切 r A q u a

浏 tur a l o m p a n y o r n a l i a n)L w a s

e
au

s e d by t hr e e s t r ia sn (D
,

N an d )T o f the bac t e r i a s p e ic e s

励 ior flu 血z勿一 11
,

a dn w e r e i s o l a t e d w i th th e r o llt i n e m e th o d fr o m th e a b a l o n e fo o t
.

In t hi s w o r k
,

t h e

s e n s i t i v i t y o f .V if u v必l台一 11 t o 1 8 ik dsn 了 a in i玩ot ie s a记 tbe ir

iumumnn
i由h t

oyr
e o n ce n t r a t i o n (M I )C a dn 而 in m um bac t e ir e id a l e o

een
n t r a it o n (M B C ) w e er s tud i e d

.

T卜e s e n s i t i v i t y o f .V if u v故 l台一 11 w a s d e t e mr ien d b y u s i gn d r u
gP

a P e r t o i喇 b i t

P r o l i fe r a t i o n o f th e b a e t e ir a a n d th e n th e d iam
e t e r o f th e r ign fo r b a e t e r i a ihin b i t o n w a s

m e a t u r e d
.

hT
e r e s u l t s s h ow

e d th a t id ffe r e n t s t r ia n s h a v e d iffe r e n t s e n s i t i
v
i t y

.

hT
e D

s t r ia n (i s o l a t e d fr o m th e 山 s e a s e d a b a l o n e o r th e A q u ac u l t u r习 。 m p a n y o f D a li a n )

w a s s e n s i t i v e t o C ip r o fl o x a e i n 【t h e d i a me t e r o f ir n g fo r b a e t e r i a ihin b i t i o n (n R B I )

w a s 30刀
~ 」

,

oC t r im o x az o l e (n R H w a s 27众m m )
,

F u r az o l jd o n e (D R B I) w a s

2 6
·

伽叮 n l )
,

N o r n o x a c i n (D R B I w a s 25
.

m0 动
,

a耐 咧
o r

am p h e in c o l (o R B I w a s

20众m n l )
,

G e n t am y e i n ( n R B I w a s
_

20
.

腼m )
,

B y t址。

卿
c i n (n R B x w a s 20

.

伽m )
; a n d

r e s i s t a n t t o A m p i e i l l in
,

P e in e i l l i n a n d ce p h a l o sp o ir n ( n R B I w a s
on un )

,

仆
e N s t r a in

(i s o l a t e d rr o m t h e d i s e a s e d a b a l o n e o f th e N e w H a r bo r A q u ac u l t r u a l O m p a n y o f

D a l i a n ) w a s s e n s i t i v e a n d m o d e r a t e ly s e n s i t i v e t o the 12 h n d s o r a n t ib i o t i e s
,

icn liud
n g C川 o r

am p h e in e o l (D R B I w as 30众m m )
,

bC t r im o x az o le (D R B I w a s 25
.

s
fmn )

,

a p r o n o x ac i n (D R B I w a s Z I
.

s
unn )

,

N o r n o x ac i n (n R B I w a s Zo
.

om m )
,

G e n t
am i e i n

(D R B I w a s 19
.

0 1l lm )
,

F u r a z o l id o n e
(D R B I w a s 19

.

伽m m )
; a n d r e s i s t a n t t o

Q fo p e r az o n e
,

S t r e p t o m y c i n
,

Q p ha l o s p o r i n
,

址uc o m y e i n
,

P ip e而 d ie A e id a n d

P e in e i l l i n 11
.

hT
e T s t r ia n ( i s o l a t e d fr o m th e id s e a s e d a b a l o en o f t h e P ac i if e

A q u ac u l t u r a l C o m p a n y ) w a s s e n s i t i v e t o N o r n o x ac i n (n R B x w a s 22
.

0m l l l )
,

a p r o n o
-

x a e i n (D R B I w a s 20
.

3
unn )

,

G e n t a而 e i n (D R B I w a s 19
.

3
nun )

,

P e in e i l l i n (D R B I w a s

19
.

3
unn )

,

D y th r o m y e i n (D R B I w a s l s
.

7
mm )

; a n d r e s i s t a n t t o co t r im o x a x o l e
,

011
0

-

r a m lp h e in e o l
,

M e t h a c y e l i n e (D R B I w a s 伽rn m )
.

Th e M I C a dn M BC t e s t o f th e T

s t r ia n w a s P e r fo mr
e d b y u s i n g 9 ik n d s o f a n t ib i o t i c s id l u t i o n

.

hT
e r e s u l t s sh o w e d t h a t



6 期 李太武等: 皱纹盘鲍脓疤病病原菌— 河流弧菌一 11 的抗药机制的初步研究 研5

fo r C IP r o fl o x a c i n M I C w a s 0
.

3 1拜g / m l
,

M BC w a s 0
.

63拜g /m l ; fo r A m P i e i l l i n M I C

w a s o
·

78拼g /m l
,

M B C w a s l
·

5印 g /m l ; fo r P e in e i ll in M IC w a 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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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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