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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溶血弧菌对文蛤的致病性及其防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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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
,

江苏南部沿海屡次发生文蛤大批死亡现象
,

使文蛤资源量急剧下降
,

生产遭受重大

损失
。

关于文蛤大批死亡的原因研究
,

目前已有几篇报道
。

郑国兴等 〔19”1〕替病文蛤体内分离到溶藻
弧菌并证实其致病性

。

王广和等(1 9肚 ) 研究证实弗尼斯弧菌是引起文蛤大批死亡的病原菌
。

杨美桂等

(19 78 ) 报道了 1盯7 年引起台湾新竹区养殖丽文蛤大量死亡的病原菌
—

副溶血弧菌
。

但有关 文蛤 病

的防治
,

国内外尚末见报道
。

为了了解副溶血弧菌对文蛤的致病性
,

探讨人工感染过程中细菌密度与文

蛤患病之间的关系以及药物治疗方法
,

作者于 1 991 年在江苏启东县黄海盐场进行了有关试验
,

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
.

病原性试验 副溶血弧菌和溶藻弧菌分别分离于中国对虾和病文蛤
。

感染方法为 浸 浴
。

每个

6 升容器放养壳长 3
.

7一4
.

4 厘米文蛤 10 只
。

细菌制成悬液
,

用里杯加入不同浓度试验组
。

细菌计数采

用 T CB S 平板涂布法
。

2
.

药物治疗试验

(1) 药歌试脸 采用纸片琼脂扩散法
,

纸片由上海医疗器械试荆供应部提供
。

(2) 抗菌素在不同 pB 条件下最低抑菌浓度浏 定 四环素 (效价 9 81 )为上海第三制药厂提供
。

培

养基为无盐蛋白陈 10 克
,

抓化钠 20 克
,

蒸馏水 1 升
。

调整 PH 值至 6
.

。
、

7
.

0
、

8
,

o 和 9
.

0
。

高压灭菌后

收稿日期 : 1以扮戒冷刃7
0

(l ) 王广和等
,
1 0 0 1

。

文蛤弗尼斯弧菌研究报告
。

全国第一届致病性弧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7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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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得相对应 p H 值分别是 6
.

2
、

7
.

3
、

8
.

1 和 8
,

s. 抗菌病物母液是将抗菌素加入相同培养基制成
,

其目的

在于不使试管中的培养基因加入药物而稀释
。

每支试管加菌液一滴
,

摇匀
,

在 30 ℃下培养四天
,

观察细

菌生长
·

,

(9) 室内治疗试脸 用副溶血弧菌感染健康文蛤获得病文蛤
。

为使感染条件相 对一致
,

将 1 10 只

文蛤放入含只盛水 20 升的大盆(细菌密度 2
.

2 x l少Z血 )中感染 48 小时
,

选出 100 只文蛤分成五组进行

药物治疗试验
。

试验期间每 24 小时换水换药
,

施药三夭
。

实验海水为水库沉淀海水
, p H 7

.

?一7
.

氏 比重 1
.

0 14 一1
.

018 ; 水温 2 3
.

8一28
.

。℃
.

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病原性试验结果

病原性试验结果表明
,

副溶血弧菌对健康文蛤具有很强的致病性
。

患病文蛤松口
、

足伸出
、

对刺激

反应迟纯
、

外壳边缘附有粘液
、

足端略为变红
、

离水不久体浪滋出
,

其症状与自然发病文蛤相似
.

感染死

亡率可高达 100 万 (表 1)
。

副溶血弧菌对文蛤致病性与感染水体中细菌密度密切相关
,

妙 值为 能
.

2 60

远远超过非常显著临界值 13
.

27 7 〔丫= 3 , p 二。
.

0 1 )( 表 2)
。

细菌密度越高
,

文蛤死亡率越高
,

而且死亡

集中
,

潜伏期相对较短 ;反之则潜伏期长
,

死亡持续时间亦长
。

表 1 跳溶血弧苗
、

溶藻弧菌感染文蛤的死亡 -

了a b l. I 班o d a lity of 河
日 r 召t护i沈 m

. 护‘tr 滚劣 e
恤Ilo n g e d 份lt h 犷

.

p “ r 。如心m o l甘t玄e “, a
nd 犷

.

“l口i牲。王梦t￡e 双 ,

菌 株 细菌密度
受试文蛤数

(只)

死 亡 数 (只 )
死亡数 /总数

1 2 3 4 5 (日)

砚溶血弧菌

溶 藻弧 菌

对 照

6
.

s x 1 o‘

9
.

8 x l护

1
.

8 x 1 0 习

7 3

2 2

11 000
11

注
:
对照组的细菌密度为海水弧菌本底执

表 2 不同浓度函洛血弧菌感染文蛤的死亡 t

T ‘ bl. 2 M o rt a lit y of 材召 护以 r通名 说 。r 召tr i劣 o h a lle n g ed , 注t h

d 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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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邝如
e

~ l甘t定e “ s

细 菌 密度
受试文蛤数

(只)

死 亡 数 (只)

1 2 3 4 6 6 7 8 9 (天)
死亡数 /总数

1
.

48
, i护(I杯)

2 x 1
.

拐
x i o ‘(1 1杯)

3 x i
,

48
x i沪 (n l杯)

氏肠
、 工护 (IV 杯)

1
.

4 x l护 对照

1 / 2 0

7 /邵

1尽
了么J

岌 . / 2 0

O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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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对照组的细菌密度为海水弧菌本底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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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药物治疗试验结果

1
.

药敏试验 副溶血弧菌对抗菌药物敏感性测定结果表明
,

本菌对氧霉素
、

四环素
、

强力霉素
、

复

方 T MP
、

映喃哇酮
、

卡那霉素
、

庆大每素
、

红霉素
、

新霉素高度敏感
,

抑菌圈大于 16 n u力 ;对麦迪霉素
、

链娜

素
、

先锋霉素 V
、

丁胺卡那霉素中度敏感
,

抑菌圈 10 一 16 m 二 ;而对青霉素 G
、

叛节青霉素显示抗性
,

抑菌

圈小于 7
~

。

2
.

不同 p只 条件下最低抑菌浓度 四环素在不同 p H 条件下对副溶血弧菌
、

溶藻弧菌和鳗弧菌的

最低抑制浓度见图 1
。

四环紊的药效受海水 pH 影响甚大
,

在碱性溶液中易破坏失效
。

当 PH 在 6
.

2 se 7
,

3

范围时
,

四环素对副溶血弧菌的最低抑制浓度(Zp p。 )保持不变
,

当 p H 从 7
.

3 上升到 8
.

1 时
,

曲线开始

上升
,

最低抑制浓度增大 ; 当 p H 值达到 8
.

8 时
,

曲线直线上升
,

最低抑制浓度达 拓p p。 ,

是原来的 7
,

乒

倍
。
四环素对溶藻弧菌的最低抑制浓度略低于副溶血弧菌

,

而鳗弧菌是三者中最易被抑制的弧菌
。

一一 副溶血弧菌

1 4

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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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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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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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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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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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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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环素在不同 p H 条件下的最低抑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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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治疗试验 四环素对文蛤弧菌病的治疗效果见表 氏 从表中可以看出
,

连续施用四环素三

夭对治疗文蛤弧菌病有效
。
当四环素浓度为 4P p 二 时

,

治疗成活率可达 90 男
。

应用统计方法检验
,

x.

值( 31 泊触)超过非常显著临界值 1 3
.

公7 (丫= 4 , p . 0
.

0 1)
,

这说明五个实验组之间的差别非常显著
。

表 3 不同四环索浓度对文蛤弧菌病治疗效果观察

T a b le 3 T r e a为m e . t e ffec ts of d如ea se d 3 f e r 召tr i劣 衍 已r 以r ‘劣 份it h

d廿fe r ent t. tr a乙yo l纽 . 加n o . n tr at to n s

浓度

p Pm )

受试文始数

(只 )

死 亡 数(只 )

死亡数/总数
4 8 6

1

2

8

4

对照

7(卿

1 1 1 / 20

4 / 2 0

日加
2 /即

1 7 / 2 0

81卫14
,二12

曰立11

1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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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盛线框内表示药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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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1
.

副溶血弧菌通常被认为条件致病菌
,

广泛存在于海水中
,

能引起虾 (叶孝经
、

王文兴
, 1 , 8的

、

蟹

〔K ra 此: , G
.

且等
,

1 9的〕及海产贝数Ba
r

lty 和 8 1a n et么 , 1 97 1」患病
。

作者在调查中
,

从海水
、

健康文蛤

内脏团中多次分离到副溶血弧菌
。

探讨副溶血弧菌对文蛤的致病性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文蛤弧菌 病
:

此

外
,
副溶血弧菌较溶藻弧菌和鳗弧菌更难抑制

,

研究副溶血弧菌引起的文蛤病治疗方祛具有普遍意义
.

2
.

文蛤具有与鱼
、

虾不同的滤水特性
。

感染试验中
,

细菌密度
、

水体大小
、

受试文蛤数最兰者中改

变任何一个因子都会影响随水流进入文蛤体内的细菌数最
。

以往感染只采用单一浓度
,

判断感染成功

率及分离菌株毒力常带有偶然性
。

对文蛤发病与水体中细菌浓度关系的探讨
,

有助于今后对分离菌 株

致病性及毒力的判断
,

提高感染成功率
。

3
.

文蛤是滩涂上自然生产的贝类
.

试图在广阔无边的滩涂进行治疗确实难以办到
。

近年来随着文

蛤价值提高
,

原先生长在滩涂的文蛤逐渐被移入堤内蓄水池
、

水渠和养殖池内 (单养或与对虾混养)
,

为

治疗文蛤弧菌病创造了有利条件
,

使之成为切实可行
。

在生产上可将池水排至 10 一田公分
,

然后施药
,

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

在探讨药物治疗过程中
,

曾使用强力霉素
、

消毒灵进行试验
。

尽管强力霉素在试管中的聂低抑菌浓

度低于四环素
,

但二者在相同浓度下治疗结果差别不显著
,

考虑到强力霉素价格是四环素的七倍
。

本文

未将结果总结入内
,

用 10P p恤 消毒灵治疗文蛤病的效果不显著
。

本研究走瑞典国际科学墓金会 (I n te rDa 伽皿I F如n面 t切。 fo r

陇
e

姗 )资助 的嘴 目 人 / 1 3 19 一l.

实脸承蒙郑国兴制研究 员
,

李何
,

盛文权及黄海盐场协助
,

谨此致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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