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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的组织病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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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澳 郑德崇 蔡完其 陆宏达

(上海水产学院 )

提 要

草鱼细菌性烂鳃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常见鱼病
。

其组织病理变化可以分为慢性和急性两

种类型
。

鳃组织病理变化
,

经过炎性水肿
、

细胞增生和坏死三个进程
。

慢性型以增生为主 ; 急

性型的鳃组织病理变化
,

由于病程短
,

炎性水肿迅速转入坏死
,

增生不严重或几乎不出现
,

以炎

性水肿和坏死为主
。

患细菌性烂鳃病的草鱼的肝脏
、

肾脏也发生病理变化
。

肝细胞发生颗粒变性
、

水样变性
、

璐元颗粒消失
,

以至坏死 ;其肾组织主要发生近曲小管上皮细胞颗粒变性
、

水样变性
、

坏死
,

在

坏死的肾小管周围的造血组织中的一些细胞核固缩
,

个别肾小球萎缩
。

人工感染患细菌性烂鳃病的当年草鱼的白细胞数显著地低于对照组
,

而红细胞数和 血红

蛋白量虽低于对照组
,

但没有显著性差异
。

鳃是鱼类的呼吸器官
,

其组织极为娇嫩
,

又因在呼吸运动中直接同鳃腔的水流接触
,

所以极易遭受物理
、

化学和生物等各种外界因子的损害
,

而引起鳃组织的病理变化
,

造成

鱼类呼吸机能障碍
,

严重时可导致鱼类死亡
。

人们对鱼类鳃组织病理变化的研究
,

较其它组织器官的病理研究为早
。

在本世纪初
,

伽bu rn (1 9 10) 〔‘S J发现银大麻哈鱼的幼鱼
,

因鳃盖缩短
,

鳃丝裸露而发生病变
,

使鳃小片的

扁平上皮细胞被 2一 3 层立方形或柱形上皮 细 胞 所取代
,

出 现 鳃丝 的 棍棒化
。

妞山 n

(19 24 )〔明发现化学物质会引起鳃小 片上皮细胞 增生
,

鳃 小 片融 合
。

F招h 和 R ue ker

(1 9 4 3 )脚 1报导了感染柱形粒球粘菌 以伽俞

~
。郎劫二肌而s( Da

v切 O
.

R 即ker 的冷水

性鱼的鳃组织
,

会发生上皮细胞增生
,

严重时使鳃小片坏死脱落
,

最终导致软骨组织坏死
。

W ol f (1 9 4 4 ) ,
‘」
研究了营养性的鳃病

,

发现缚鱼 因饵料中缺乏泛酸
,

可引起上皮细胞增

生
。

P a u l叮 (1 9 6 7 )「
活1」
报导

,

由于肤抱霉 (及
护。 o卿雨而二 ,

。P
,

) 在大鳞大麻哈鱼鳃上寄

生
,

会引起饱囊周围的组织亚急性炎症反应
,

并形成肉芽肿
。

B ro w n (1 9 3 4 )二10: 报导
,

似眼

卵甲藻 (O。而。俪二 卿乙la 如, ) 寄生可引起鳃出血
、

发炎和坏死
。

M二k ev 记五 (1肠 1户月 报

导
,

幼 鲤被鲤隐鞭虫 (伪歹, 勿b勿 卿 , 而丽 ) 感染引起急性贫血
。

国外有关鱼类各种鳃 损

这项研究工作得到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领导和鱼病组同志的大力支持
,

上海水产学院淡水渔业 专 业

77 级同学李禾
、

胡益民
、

刘统锦和杨宁生等参加部分工作
,

周平凡和张敏同志协助拍摄照片
,

特此一并致谢
。



9 6 水 产 学 报 7 卷

害的病理研究报告
,

至今 已多达百余篇
,

其中由细菌所引起的鳃组织病理变化的报告也

已不少 , ” ’‘, 一 ’‘” , , “。
,

”一 , , , , 了
·

哟
,

但多为冷水性鱼类和鳗鲡鳃病的研究
。

在国内
,

对草鱼细

菌性烂鳃病的研究
,

已进行多年
,

如王德铭 (1 9 5 8 ) 〔, ] ,

卢全章及倪达书等 <1 9 7 5 ) 川
,

湖北

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病研究室 (1 9 7 5 ) 〔? J ,

以及陈月英等 ( 19 8 1 )仁
‘1
在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的

病原
、

检测
、

免疫及防治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

但在组织病理学方面
,

至今尚未见有正式

的研究报告
。

为进一步弄清细菌性烂鳃病的机理
,

为改进防治方法
,

提供参考
,

将我们对

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的组织病理变化的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试验鱼来源

本试验所用的病鱼有两部分
,

一部分是 自然发病的病鱼
,

另一部分是将健康鱼用草鱼

烂鳃病的病原

—
鱼害粘球菌以人工感染的方法致病的病鱼

。

所有这两部分病鱼都是来

自浙江省菱湖地区池塘养殖的草鱼
。

用于鳃
、

肝
、

肾组织病理试验的为一足龄草鱼
,

用于

血液测定的为当年草鱼
。

2
.

人工感染方法

试验分两批进行
,

第一批于 1 9 8 1 年 6 月 2 日至 6 月 10 日分五组进行
,

用于人工感染

试验的鱼为一足龄草鱼
,

共 28 尾
,

其体重为 26 一75 克
。

试验鱼先经镜检确证无病
,

然后

用 2 %食盐溶液浸洗 15 分钟
,

分别移入盛有曝气自来水的水泥池中暂养一天
。

水泥池在

赊水前用 40 pPm 漂 白粉溶液浸泡消毒 2 4 小时
,

然后用 自来水洗净
。

试验开始时
,

在每个

水泥池中加入经充分曝气的 自来水 2 0一40 公斤
,

水中加入鱼害粘球菌 (几匆不韶口即砒 娜邪奋

即玩 Lu ,

攻ie a 瓦d K 。 , 1 9 7 5 )的胰拣培养液 2 00 一4 00 毫升
,

使池水内的含菌密度达到每毫

升 3 00 万个左右
。

每一试验池放入试验鱼 3一8 尾
,

试验期间的水温为 19 一3 1
O

C (主要为

2 0一2 6
O

C )
。

密切注视鱼体显症情况
,

当发现试验鱼严重浮头时
,

加注曝气自来水或将试

验鱼移入曝气自来水中
。

当鱼发病垂死时(鱼将死但尚未死 )
,

即进行解剖检查
,

并取组织

块固定
。

第二批试验于 9 月 1 2 日至 9 月 22 日进行
,

分 10 组作人工感染试验
。

用当 年草鱼

1的 尾 (体重 n 一 3 1
.

5 克 )
,

仍按上法将试验鱼放入含菌的水泥池中浸泡 12 一24 小时
。

另

用当年草鱼 50 尾作为对照组
,

对照组鱼除用无菌胰膝培养液代替鱼害粘球菌胰拣培养液

外
,

均同试验组
。

当时水温 20 一2 5o C
。

在试验组的鱼显症后
,

即进行血液测定
,

并和对照

组的鱼作对比研究
。

3
.

病理组织切片 的制备

将自然发病或人工感染致病而濒于死亡的病鱼
,

剪去鳃盖
,

取下小块病变的鳃组织
,

经检查证明已呈现烂鳃病症状后 即将病鱼解剖
,

剪取数小块病变的鱼鳃和肝
、

肾组织
,

用

H ell y 氏溶液固定
。

因鳃弓尚未骨化
,

所以对鳃组织的切片无需经过脱钙处理
,

而直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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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酒精脱水
,

二甲苯透明
,

石蜡包埋
,

切片
,

染色和封片各步骤
。

切片用苏木素一伊红染色

法 (H 一E )
、

M二 llo r y 氏三色染色法和革兰氏染色法
,

并用 P e r io d je a o id S eh iff 反应 (P
.

A
.

S
、

反应 )显示酪元
,

汞溪酚兰 (H于B P B )显示蛋白质
,

W ei g er 乞氏染色法显 示纤维蛋 白
。

另外还将肝组织用 10 环福尔马林固定
,

冰冻切片
,

苏丹黑 B 染色以显示脂肪
。

所有切片

的厚度都为 5一6 微米
。

4
,

血液测定方法

(1) 取血方 法 剖开当年草鱼的围心腔
,

用装有
书
4 或

#
5 针头的注射器插入动脉球

取血 0
.

1一O
,

5 毫升
,

立即注入采血瓶
。

取血用 的注射器和采血瓶均经洗净 烘干
,

并 用

1
.

5 % 的肝素钠盐溶液湿润 内壁
,

再于 3 7一4 0o C 的恒温箱中烘干
。

(2 ) 红细胞计数 用红细胞吸管将抗凝血用 0
。

8终生 理盐水稀 释 200 倍
,

用 N eu
-

b o er 计算室计数
。

(3 ) 白细 胞计数 用白细胞吸管将抗凝血用改良液 石, 1 稀释 20 倍
,

用 N eu b a
ue

r
计

算室计数
。

(4 ) 血红 蛋白的测 定 用经校准的沙利氏比色计比色测定
。

结 果

(一 ) 临 诊 症 状

病鱼体色发黑
,

尤以头部为甚
。

病鱼常常离群独游水面
,

游动缓慢
,

对外界刺激的反

应迟钝
,

呼吸困难
,

食欲减退
,

病情严重时不吃食
。

发病缓慢
,

病程较长者
,

鱼体消瘦
。

鳃盖

内面的皮肤往往发炎充血
,

中间部分常被腐蚀成一圆形或不规则形的透明小窗(俗称
“

开

天窗
”
)
。

鳃上的粘液增多
,

鳃丝肿胀
,

鳃的某些部位因局部缺血而呈淡红色或灰白色
,

有

的部位则因局部充血而呈暗红色
。

严重时
,

鳃小片坏死脱落
,

鳃丝软骨裸露
,

鳃丝末端缺

损
。

在病变鳃丝的周围常粘附着坏死脱落的细胞
、

粘液
、

鱼害粘球菌和水中各种杂物
,

当

这些附着物主要是粘液和鱼害粘球菌时则呈淡黄色或白色
。

鳍的边缘的色泽常变淡
,

呈

现
“

镶边
”

现象
。

(二) 组 织 病 理 变 化

1
.

鳃组织病理变化

通过鳃组织的切片观察
,

草鱼细菌性烂鳃病按其组织病理变化上的不 同
,

可区分为急

性和慢性两种
。

经人工感染的草鱼细菌性烂鳃病
,

由于水中含菌密度高 ( 3 00 万个细菌/

毫升 )
,

所以多属急性类型 ; 自然发病的草鱼细菌性烂鳃病则既有慢性类型
,

也有急性类

型
。

(1) 慢 性型 慢性型草鱼细菌性烂鳃病
,

鳃组织的病理变化可分为
:
炎性水肿

、

增生

和坏死三个病理进程
,

这三进程不仅在同一条病鱼的不同鳃瓣上 出现
,

而且常可在同一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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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的不同鳃丝上
,

及在同一鳃丝的不同部位上出现 (图版 1-- 1 )
。

组织病理变化的这三个

进程的特征是
:

¹ 炎性水肿
:
在鳃组织病变早期

,

鳃小片上的一部分单层扁平上皮细胞 (亦称呼吸

上皮细胞 )肿大变性
,

鳃小片中的毛细血管 (亦称窦状隙 ) 扩张
、

轻度充血及渗出 (图版

卜2 ) ,

随着病情的发展
,

几乎全部呼吸上皮细胞都肿大变性
,

毛细血管进一步充血
,

其中的

液体进一步渗出
,

甚至纤维蛋白及白细胞也渗出
,

使原来紧密附着于毛细血管上的呼吸上

皮全部分离 (图版 I 一3 ) ,

接着嗜酸性粒细胞和淋 巴细胞渗出到鳃上皮组织
,

尤 以鳃丝的末

端为多 (图版卜5 ) ;更严重时红细胞也被动地渗出
,

甚至造成局部大量出血 (图版 I 一4 ) ,

而

另一些鳃小片则出现局部缺血的现象 ( 图版 1-- 6 )
。

º 增生
:

在发生炎性水肿时
,

上皮细胞也出现增生现象
。

由于上皮细胞增生
,

病变

部位的几片鳃小片之间的隙缝逐渐被上皮细胞所填满
,

鳃小片融合
,

使鳃丝呈棍棒状 (图

版 卜7》
。

从鳃小片上皮细胞增生到鳃丝棍棒化过程有两种发生类型
:

第一种类型是从鳃

小片端部的上皮细胞开始增生
,

使鳃小片端部先融合 ( 图版 I 一8 )
,

但这种情况较少见
,

在

我们的观察中不到 10 %
。

第二 种类型是上皮细胞从鳃小片的基部开始增生
,

逐渐向鳃小

片顶端推进
,

直至鳃小片的顶端
,

使鳃小片之间的隙缝完全填满
,

使整条鳃丝成为一条

不再分得出鳃小片的棍棒 (图版11一 g ) ,

这种类型比较常见
,

在我们观察到的病理变化中
,

90 % 以上属于这一类型
。

当上皮细胞增生再进一步发展时
,

更能使相邻的几条鳃丝也融

合起来
,

形成一片上皮细胞板 ( 图版 IT 一1。)
。

这一融合过程是从鳃丝顶端开始
,

逐渐 向鳃丝

的基部推进
。

在上皮细胞增生的同时
,

粘液细胞也出现增生现象
。

但粘液细胞增生的数量远较上

皮细胞为少
,

增生的粘液细胞位于增生上皮细胞的表层 ( 图版 11-- 11 ) 。

在上皮细胞大量增生并形成上皮细胞板时
,

间充质细胞也出现增生现象(图版 11 一10
左下角 )

。

À 坏死
: 当炎性水肿严重时

,

肿大变性的上皮细胞发生坏死脱落
,

毛细血管裸露
、

破

坏
。

接着
,

脱落的上皮细胞及从毛细血管中溢出的血细胞
,

很快发生解体
。

此时
,

鳃丝上

只残留下被破坏了的毛细血管痕迹
、

颗粒状的细胞核碎屑
、

细长的鱼害粘球菌 以及由胶原

纤维坏死
、

血浆蛋白渗出并凝固形成的纤维素样物质
,

软骨尚完好 (图版 11一 12 , a ; 11一13 )

当上皮细胞过度增生
,

尤其是相邻鳃丝融合成
」

一片上皮细胞板时
,

在鳃丝末端增生的

上皮细胞及渗出的白细胞也发生变性和坏死
,

毛细血管萎缩消失
。

以上炎性水肿
、

增生和坏死三个组织病理变化进程是按病变发展程度相继发生的
,

但

彼此之间又交错重迭
。

<2) 急性型 急性型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的鳃组织病理变化过程
,

基本上只有炎性水

肿和坏死二个病变进程
,

增生的情况 即使有
,

也是不严重的
。

在急性型细菌性烂鳃病病变的初期
,

病鱼鳃小片上皮细胞很快出现肿大变性
,

伴随着

毛细血管就发生充血
、

渗出
,

由于急性型的烂鳃病发展迅速
,

渗出现象表现得特别严重
,

很

快使上皮破裂
,

因此在鳃小片上皮细胞还来不及出现增生现象时
,

就已经开始坏死脱落
,

而且其坏死的面积和程度也常比慢性型的大而严重
,

不仅脱落的上皮细胞坏死崩解
,

而且

毛细血管
、

结缔组织和软骨膜等软组织也都坏死崩解
,

从而失去其原有的形态结构和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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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

在用苏木素一伊红染色的切片上
,

呈现为一片灰暗而无光泽的粉染物质
,

和带有少

许深紫色颗粒状的细胞核碎屑
,

仅支持鳃丝的棒状透明软骨尚可辨认
,

不过其软骨细胞和

软骨基质则因变性而着色浅淡(图版 I卜 12
,

b )
。

当病变更严重时
,

则软骨细胞也坏死崩

解
,

甚至烂去一截透明软骨 (图版 11一 1 2
,

e)
。

在我们试验中
,

经采用人工感染方法发病的

病鱼
,

由于池水的含菌密度高
,

发病猛烈
,

因此多属于急性型细菌性烂鳃病
,

这些病鱼从感

染到垂死仅 7
.

5一 74
,

25 小时
,

其中发病较慢的病鱼
,

鳃小片虽出现上皮细胞增生现象
,

但

在它们尚未发展到鳃丝棍棒化时就 已经出现坏死现象
,

所以更没有出现相邻鳃丝融合成

上皮细胞板的现象
。

其中病程在一天以 内的病鱼
,

则完全不出现上皮细胞增生现象
。

2
.

肝组织病理变化

草鱼细菌性烂鳃病
,

不仅使鳃组织发生严重病变
,

当鱼病发展至一定阶段
,

肝组织也

发生病变
。

肝组织的病变最初是部分肝细胞发生颗粒变性
、

水样变性 (图版 11一14 )和在肝

细胞中原赊存的酪元消失 (图版 I工一 1 5 )
。

颗粒变性的肝细胞为细胞肿大
,

胞浆中出现颗粒
,

用汞一澳酚蓝 (H 牙BP B )染色呈蓝色
,

由此证明这些颗粒为蛋 白性物质 ; 发生水样变性的

肝细胞中出现小空泡
,

经苏丹黑 B 染色和 P
.

A
.

S
.

反应
,

均属阴性
,

表明空泡中没有脂肪

和醋元
。

当病情更严重时
,

发生病变的范围扩大
,

发生颗粒变性
、

水样变性和酷元消失的

肝细胞增多
,

细胞体积增大
,

细胞核肿大
,

染色变浅
,

并出现部分肝细胞的核溶解消失
,

细

胞坏死
。

由于肝细胞肿大
,

使本来已变得狭窄的肝血窦变得更为狭窄或消失
。

在 P
.

A
·

S
-

反应切片上
,

表现出细胞中的酷元完全消失
。

3
.

肾组织病理变化

肾组织的病理变化以近曲小管最为明显
,

最初只有少数近曲小管的上皮细胞变性
,

低

柱状肾小管上皮细胞肿大成圆形或不规则形
,

胞浆中出现蛋白性颗粒
、

空泡
,

细胞游离面

的刷状缘消失
,

上皮细胞排列不规则
。

严重时
,

大部分近曲小管的上皮细胞发生颗粒变

性
、

水样变性
,

也有一些上皮细胞坏死
。

肾实质中的毛细血管扩张
。

在坏死的肾小管周围

的造血组织中
,

有些细胞核固缩
。

还有个别肾小球萎缩
,

被苏木素深染 (图版 Jl一 1 6 )
。

(三) 血 液 病 理 变 化

经人工感染患细菌性烂鳃病的当年草鱼 59 尾
,

同 22 尾健康的当年草鱼对照
,

对主要

的血液值作了统计学上的比较
,

结果见表 1 。 表 1 的数据表明
,

病鱼的白细胞数大大低于

对照组
,

而红细胞和血红蛋白量虽略低于对照组
,

但无显著的差异
。

表 1 人工感染息细菌性烂鳃病的当年草鱼同对照组血液值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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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从我们的试验结果看来
,

由鱼害粘球菌所引起的草鱼烂鳃病的病理变化
,

实质上

是一种炎症反应
。

其鳃组织的病理变化表现为变质 (包括变性
、

坏死 )
、

渗出和增生
。

共中

变质是鳃上皮细胞受到细菌侵袭而损坏的表现
,

但渗出和增生可以起到稀释致病菌及其

毒素的作用
,

白细胞的渗出可以起到肃清致病菌和坏死细胞等有害物质的作用
。

但是当

渗出过度时则会给鱼体带来损害
,

渗出液可成为致病菌的培养基
,

过多的渗出使鳃小片上

皮细胞和毛细血管分离
,

使鳃的呼吸功能发生障碍 ; 更严重时则可引起上皮细胞坏死脱

落
。

增生的作用也有两重性
,

它既使受损部位同外界隔绝
,

起到防止继续受到损害和炎症

区蔓延
,

又有利于鳃组织的重建
,

但过度增生所造成的鳃丝棍棒化和相邻鳃丝融合成上皮

细胞板
,

则又严重地影响呼吸
,

并引起细胞变性坏死
。

因此当病原数量较少
,

毒力较低
,

而

鱼体抵抗力较强
,

环境对鱼体有利时
,

则病情较轻
,

病鱼就有可能自愈
,

即使局部病变较

重
,

但只要病变面积不大
,

那么鳃的其余部位的呼吸功能基本正常
,

病鱼不致迅速死亡
,

在

这种情况下
, 自愈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 然而如果病变虽不很严重

,

但是病变部位的面积很

大时
,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使处于炎性水肿和增生状态而未达到坏死地步
,

但因全部或大部

分鳃组织的呼吸功能 已受到障碍
,

也能造成病鱼死亡
。

因此
,

细菌性烂鳃病对鱼的危害不

仅要看鳃组织局部病变的严重程度
,

还要看鳃组织病变面积的大小
。

此外
,

由于组织的轻

度水肿和渗出是可复的
,

坏死是不可复的
,

因此细菌性烂鳃病必须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和

无病先防
、

有病早治的原则
。

2
.

嗜酸性粒细胞在炎症灶内渗出
,

可能与其它动物一样
,

是由于抗原抗体复合物的

存在
,

特别是抗体的存在有关 [句。

3
.

当草鱼患细菌性烂鳃病严重时
,

肝和肾也发生病理变化
。

这是 由于全身缺氧
,

组

织呼吸障碍
,

产生能量不足
,

呈现组织器官的机能代谢紊乱
。

而肝脏和肾脏的功能受到

影响
,

又加速了病鱼死亡
。

4
.

细菌性烂鳃病 损坏鳃组织
,

影响鱼的呼吸
,

造成鱼缺氧
,

缺氧可引起血液中红细胞

和血红蛋白量增多
,

但当长期严重缺氧
,

则抑制造血机能 ; 局部的肾脏造血组织发生变性

和坏死
,

这就更抑制了造血机能
,

从而引起病鱼红细胞数和血红蛋 白量减少
。

5
.

在我们进行病鱼血液和对照组血液对比观察中
,

发现人工感染患细菌性烂鳃病的

当年草鱼的白细胞数大大地低于对照组
。

根据对病鱼鳃组织切片的观察
,

发现病变部位

有很多白细胞浸润
,

这可能是血液中白细胞数减少 的原因之一
。

参 考 文 献

〔1 〕 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组
:

加帕
。

病理检验技术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2 〕 王德铭
,

19 58
。

鱿
、

青鱼烂鳃及赤皮病致病菌的研究
。

水生生物学集刊
,
9 一2 氏

〔3 〕 中山医学院主编
,
1价8

。

病理学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4 〕 陈月英等
,
19 81

。

用酶免疫测定法检测鱼害粘球菌的试验
。

水产学报 5 (1 )
: 7 5一8。

。

〔6 」 郭植森
,
1 0 8。

。

一种改良的鱼类血球计数的稀释液
。

淡水渔业 5 : 3 5
。

〔6 〕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病研究室
,
1 9 76

。

草鱼(。部。p加印叼时叭 似川韶)烂鳃病的研究
。

1
.

细菌性病原的



2 期 黄琪瑛
、

郑德崇
、

蔡完其
、

陆宏达
:

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的组织病理研究 10 1

研究
。
水生生物学集刊 5(3 )

: 3 1导一3 3 4
。

〔7 〕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病研究室
,
1 9 7 6

。

鱼病防治手册
。

科学出版社
。

〔8 〕 江草周兰
、

庄田三郎
、

宫崎照雄
,
I的9

。

鱼仍病理组织学
,
6 5一10 9

。

东京大学出版社
,

〔9 〕 舟桥纪男
,
1洲。

。

鳃刃病理组织学的研究
一

工
· 。

少少不分鳃令言扎病
。

鱼病研究 (几娇 Pa 上加l叩 , )1 4(幻
:

10 7一1 15
。

〔1 0 ] B r o w n ,
E

.

M
. ,

1 9料
.

O n O翻伽而仍 。口e艺协才“娜 B r o w n , 番 p a r a s i七10 d i n o fl舀 g e ll a t o c a往5 1丘9 eP id e -

m ie d is o 自名e i n m a r i。。 f至息h
.

P r o口
甲

2 0 0 2
.

召。c
.

L 郭汉。此 2 : 5 53 一6 0 7
.

[1 1 ] D a v is
)

H
.

3
.

,

19邹
.

人 立e w g ill d 王s o a 3 e o 主七r o u 七
.

T 犷a 玲s
,

J 仍 er
甲

万菌: 儿
.

5 0 ‘
.

5 6 : i与尽一 1 6 0
.

〔扮〕 刀 a v i日
,

H
,

g
·

,

1蛇7
甲

F a r七h e 上 。

加e r v a t io n 3 o n 七h e 9 1 11 d ls 仑a , e o f 七r o u 七
.

全尹“玲:
,

A伽
r

.

尸落‘九
.

名o e
.

5 7 : 2 1住一2 1 2
,

[1 3 ] D a v 主s
,

H
.

3
. ,

1 9朋
.

C u l七a r o a n d d is o a s o 3 o f g a m e fi h e 日,

26 1一2 6 5
.

B e r k e le y
,

U n iv
.

Ca li f
.

p r e 日日
.

〔14 ) E lle 了
,
L

甲

L
. ,

1 9伟
甲

G i l王lo 3 3 io n , i n fr e : h w a t e r 七e le o s七吕
,

In : R ib e li。
,

W
,

E
.

舌 M lg a k i
,

G
.

,

T he
Pa t h o lo g y o f l定s h e s ,

3临一3匆
.

U n 定v
.

W is o o n s ln P 刃。 3日
.

〔1 6 〕 F ls h
,
万

.

F
. ,

1 9肠
.

人 w e 3七e r n 七y Pe o f b 吕亡加 ri a l官111 d l, e a se
,

外
a
彻

.

滩饥贯
甲

爪比
.

万。‘
.

肠
: 8 5一8 7

.

汇1 6 ) F ls h
,
卫

.

F
.

a
nd R u e k e r ,

R
甲

R
. ,
工烈 3

.

山lu m n a r is 吕 5 a d i3 e a so o f c o ld w a七e r fj白h 。,
,

介
a 她5

.

A哪 er
.

F 落‘无
.

尽。乙
.

7 3 沼2
~

~ 3 6
.

[ 1 7〕 M a r k o v 呈e h
,

人
.

P
,

, 1沥 1
甲

p a r 吕5 1七ie fa u n a o ￡fr e s h w a七e : 王i , h o f 七h e U k r a in ia n 9
.

s
.

R
. ,

1一3 8 8
,

[ 1 8〕 o s b u r n ,

R
.

C
. ,

1 9 1 0
.

T h o e ffe 。七昂 o f e叉Po 3 u r e o n 9 1 11 fil台m e往 t o o f 11吕h e 。
,

全邝 移。
.

通仍。犷
.

F落添
甲

8 0 心
.

40
: 3 7 1一3 7 6

.

汇19 ] Pa e h a ,

R
.

E
.

a n d o r d a l
,

E
.

J
, ,

1 邻3
.

E Pid e tu 主o lo g y o f e o lu m n a r is d 主。e 岛。e 主n o a lm o n
.

B 。刃之君r‘o了
甲

P 犷O c
,

63 : 3
.

[2 0 〕 P a e h a ,

R
‘

E
.

a n d o r d 肠正
。
E

.

J
. ,

i洲7
.

H 主s t o P台th o lo g y o f e 二p e r im e n 七a l e o lu m n a r 13 d 豆s e a s e 定让

了o u n g 日a l仍o n
.

J
.

C o 协p
甲

尸。才为。忍
.

7 7 :4 1 9
.

[2 1了 P a u lo y
,

G
,

B
, ,
又9 67

.

P r e , p a w n in g a d u lt 吕a lrn o 皿 m o r 七a lity a s so o ia 七。d w i th a fu n g u 日 o f t h e

g e n u 日 D e r m o e y 3 七王d i u m
甲

J
.

夕侈台孔
.

丑es
.

刀d
.

Ca 愧a
.

24
: 8铝一8 4 5

.

〔22 〕 功e b 卫
,

M
. ,
工昵4

.

P r a k 七ik u皿 d e r fioe h k r a n k h e i七e n ,

1 7 ,
,

S七妞七七g a r t
,
E

,

浅h w 。至z e r b a r t
.

〔2 3 ] R o b 日 r t日
,

R
,

J
. ,

1 9 78
.

F l, h Pa 七加lo g y
,

B a illle r e T ln d a ll L o 口d o n
.

〔邪 1 W a k a b a y a 日h l
,

H
, ,

工i r a ,

K
甲

a n d E g u 吕a ,

5
. ,

1 9 70
.

5 七u d 至朗 o n e o lu m n a r主3 d ls . as o o f P o n d -

c u llu r e d e o ls
‘

1
.

C h a r韶 七e r is七ie s a n d Pa 七h o g e n 主e i右y 0 1 助洲汉
犷o e o口州

吕 亡。忍鹉

~
r ‘吕 王吕o la 七e d fr o m

p o n 小。u ltu red
o e l臼

.

刀材了之
.

J o P
.

名。‘
.

习e落
.

刃‘吕而
.

3 6 : 1 4 7
.

〔幼了 W a k 吕b a y 舀s h i
,

R
. ,

K l r a ,

K
甲

舀n d E g 璐a ,

5
.

,

1 9 7 0
.

St u d 豆a s o n e o lu m n a r主, d i: 。朋e o f Po n d -

。n ltu r e d e e功
.

1 1
,

T玩
r e la t lo n b e七w e e n 9 111 d is e a s o a n d C孙。吃d 扩o e o e

邝
名 e o正倪仍”a r落5

.

五似Z王
.

而 p
.

S o c
.

万e 德
甲

万该泞为
,

3 0 : 6犯
.

[艺6 1 勺犷o lf
,
L

.

E
, ,

1 94 4
.

人n n u a l r e p o r t
,

1驰3
,

1 1 1一1 1 2
.

N
,

Y
.

Co n , e r y
.

D e p
.

上2 7 1 W o lk 。
。

R
.

E
, ,

1 9 76
,

P a th o lo g y o戈 b a o 七e r ia l a n d fu n g a l d 玉马o a s o s a tfe e 七in g li 3h
,

In : R 主b e l支n
,

W
.

E
.

a 拉d M主g
a k i

,

G
. ,

T h e P a t h o lo g y 0 1 fioh o s ,
3 3一8 7

.

U 几iv
.

w 宜s eo n 3 i红 P 了e吕。
‘

丁胎 1 W o o d
,

E
.

M
.

,
a n d y a s u 七a k e ,

W
,

T
. ,

1 筋7
.

H 土3七o p . t h o lo g y o f fj日h
.

V
甲

G i ll d i日ea s e
,

卫r o g r
.

F is h c u lt u r e 1 9 : 7一1 3
.

A H IS T O L O G IC A L S T U D Y O N T H E B A C T E R IA L

G IL L R O T D IS E A S E O F G R A S S C A R P

H u

幼9 Q i了a n ,
Z h e n g D印ho n g

,
C缸 W

a

叫i 她d L u H o
ng 血

(名h
a ”夕为a ‘万钻几巴犷蜘 C o万耘口君

A为3 tr 岛吐

T h e b a e te r ia l 9 111一r ot d io e a o e 伯 a e o m 扭o n d j。姐 s e o f g r 吕朋 。比r P
, i乙 , 1飞几k图 , e r至o u ,



功 2 水 产 学 报 7 卷

ha r m fu ln 粥s to 七h e fi比
.

T h e r e a r e tw o tyPe s o f h i日to P毗hO lo g ie a l e h a 迫g 朗 : c h r o n ie

a n d a e u ten
e日$

.

T h e 9 1工1 tissu
e o f the e五r o n ie g en e r ally u n d e r g o es 伍

r e e w o r 日叨i刀g

就e P : ,

1
.

e
,

牙n fla m m a to r y e d e m 岛 ,
h yp er PI朋ia an d n e o r侧i。 , b ut th e a o u te o 刀。 助ly

p a s s e s th r o u g h tw o s tep g : ed em a

如d n e c r o s至s ,
b e c a u se 场。 c a u s e d js e a se d jg 5 0 s h o r七

th a t th e e dem
a P韶。朋 d ir e o tly to n e o r o o i,

an d 吃h e r e jo n o h冲
e r Pl a o ia 就即

.

T 五e liv e r a n d k id n ey o f th o d ioeas
ed fioh 眺

0 o

ho w h拍to p良t五o lo gi e al o h a n g e 。 ,

th e g r a n u la r d e n a tu r就io n a n d y幼 u o l时io n w e r e o c c u r e d
, g lye o g e n w a s d 妇叩详

么r e d
,

u P u nt il the n e e r帕10 in liv e r e e llo
.

T h e
eP ith e lia l e e l伪 in 七h e Pr o x jm a l e o n v o

lut ed

tu b u l招 o f th e k id n ey
a lo o m 易

ke o a m e e h知 g e
.

A n u m b e r o f n u e lei a r
ou n d 刀 ee r o tie

tu b u俪 of 场 d n 盯 冲p e

眠d e o n d en : a ‘ed
.

入 few o f g 正o m er u li o f k id D叮
a tr o p h jed

.

T h e q u a n tity o f leu k o e yte o o f a r tifieia l正y i刀fe d e d f允h 铂 m u e h l韶。
伍

a n 伍e

e
on tr o lled 仙

e ,
b u t th e e r对h r o oy te s a n d h y m o g lo b in o f e x p e : im 叨 ta l g r o u P w 佗e

5 1宝g h tly Ie ss th a n 艺h e e o n 七r o 孟
.

图版 1

〔1 〕 只条相邻鳃丝的病理变化
:
上面二条为轻度充血

、

渗出及增生
,

下面一条为鳃小片坏死
。

H
一E

, 又 1 00
。

〔2 〕 部分鳃小片上皮细胞肿大变性
,

毛细血管轻度充血及渗出
。

H
一 E

, x 4 00
。

〔3 少 毛细血管充血
、

渗出
,

上皮细胞 与毛细血管全部分离
,

邻分鳃小片基部上皮细胞轻度增生
。

H一
, 义 4 00

0

〔4 〕 鳃小片严重充血及出血
,

并有坏死
。

H司
, 只 200

。

〔5 〕 根捧状鳃丝末端
,

嗜酸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浸润
。

H
一E

, 荞 4 O0a

〔6 二 棍棒状鳃丝(中间一条 )内的毛细血管缺血
。

R
- E

, 欠筋0o

〔7 二 上皮细胞严重增生
,

使鳃丝呈棍捧状
。

M从IO ry 氏三色染色
, x 3 6 00

〔8 〕 鳃小片上皮细胞从端部开始增生
,

使鳃小片端部先融合
。

Mal lo 了y 氏三色染色
, 火 3 600

性9 二
Ll()

洲

〔11 〕

L12 )

〔1 3〕

〔14 〕

〔1 5二

〔丈6〕

图版 n

鳃小片上皮绍胞从基部开始增上
,

逐渐向鳃小片顶端推进
。

H 一卫
, 、 3 600

相邻的鳃丝融合
,

形成一片上皮细胞板
。

H
一E

, 、 6 30

右上党示相邻二鳃丝融合的放大 ;左下角示上皮细胞及间充质细胞增生的放大
。

棍棒状鳃丝
,

示边缘粘液细胞增生
。

1 1一E
,

x 4 0 0
0

三条坏死鳃丝 的软骨
: a

.

软骨尚完好 ; b
.

软骨膜及鳃小片己坏死
、

崩解
,

软骨细胞开始

变性
,

浅染 ; c
.

软骨膜及软骨细胞都已坏死
、

崩解
。

H
一E

, x 2 5 0( 相差显微镜)o

鳃小片坏死
,

有很多鱼害粘球菌
。

革兰氏染色
, 、 1以洲1。

部分肝细胞颗粒变性
,

水样变性
,

坏死
。

H
一E

, “ 1仄x 〕
。

部分肝细胞内的瞻元颖粒减少或消失
。

r
.

人
.

5
. , x 4 O0o

肾近曲小管部分上皮细胞颗粒变性
、

水样变性
,

个别肾小球萎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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