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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中华鱼蚤病的组织病理研究
’

郑德崇黄琪澳 蔡完其 陆宏达

(上海水产学院)

提 要

草鱼中华鱼蚤病是由大中华鱼蚤寄生所引起的鳃病
。

虫体以其第二对触肢插入鳃组 织而

牢固地附着于寄主的鳃丝上
。

病鱼的血浆总蛋白含量和葡萄糖含量
、

红细胞数
、

血红蛋白含量

以及红细胞比积均低于健康草鱼 ;红细胞沉降率和白细胞数则高于健康草鱼 ; 白细胞的血式也

有明显变化
。

病鱼鳃上的粘液很多
,

鳃丝末端膨大成棒褪状
,

苍白而无血色
。

鳃组织的病变
,

主

要为炎性水肿和呼吸上皮细胞
、

粘浪细胞及间充质细胞增生
,

并有大量嗜酸性粒细胞渗出
。

炎

性水肿的发生使鳃小片的呼吸机能受到障碍和破坏 ; 由细胞增生引起的鳃小片融合大大缩小

了鳃的气体交换面积
,

因此当大中华鱼蚤大盆寄生时
,

导致病鱼窒息死亡

由大中华鱼蚤 习俪
犷夕“丽ha 。叮。二 (M a rk

,
1 9 4 0) 寄生引起的草鱼中华鱼蚤病

,

是我

国的常见鱼病之一
。

它主要危害 2 足龄以上的草鱼
。

当有大量大中华鱼蚤寄生时
,

能引

起病鱼焦躁不安
、

消瘦以至窒息死亡
。

对寄生性鱼蚤的研究工作
,
在国外开始得很早

。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
,

就陆续有形

态学和分类学方面的报导 [’. 了, . “。 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

才有人对其中某些种类进行解

剖学和生活史的研究 〔

二
。

对于由寄生性鱼蚤引起的鱼病的研究工炸则晚得多
。

Ha 决血
(19 39 )川 对 E 护邪“ha 饥如时 的形态学

、

生理学和由于这种鱼蚤寄生所引起的鱼病防治

进行了颇为系统的研究 , 瓜印石姗(1 952 )〔1o] 指出因鱼蚤寄生可引起器官的发炎
,

因而破

坏了气体交换并引起贫血
,
进一步能引起鳃器官的部分坏死

。

瓜让

~ (1 9 49 )帕 的看法

和 班e卫血二 并无多大差别
,

他认为鱼蚤的寄生引起鳃组织溃烂
、

出血
、

贫血以至死亡
。

国

内对鱼蚤的研究工作是和鱼病的防治密切结合起来的
。

任云峰等 (1 9 5 3 )〔幻 解决了中华鱼

蚤病的有效防治方法
。

尹文英(1 9 5 6 )〔
: 〕对鱼蚤的形态

、

分类
、

生活史
、

生活习性以及它对寄

主的影响作了系统研究
,

认为鱼蚤的第二对触肢深深插入寄主的鳃组织使其受到机械损

伤
,

并认为鱼蚤可能使鳃的表皮破坏
,

引起微生物感染而导致局部性发炎或化脓
,
严重时

可造成鱼蚤寄生部位鳃组织极度变形
。

尽管对于鱼蚤及由鱼蚤引起的鱼病的研究报导已

经不少
,

但迄今尚未见到关于由于鱼蚤寄生引起病鱼血液和鳃组织病理变化的详细报告
。

本文对患有中华鱼蚤病的草鱼的血液和鳃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叙述

如下
。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工作条件
,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生化室帮助代测血浆的总蛋白和

荀萄糖含t
,

本院淡水渔业专业 8 2 年毕业生胡益民
、

刘统锦
、

杨宁生
、

李禾参加了部分工作
,

一并于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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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1
.

实验鱼的来源

用于血液病理研究的病鱼和对照观察的健康鱼
,

均采自浙江菱湖
。

病鱼的体重每尾

为 1
.

5一 2
.

5 公斤 (3一 4 足龄 )
,

每尾病鱼的鳃部都有许多大中华鱼蚤寄生
。

用于鳃组织

病理研究的病鱼
,

除同时采用进行血液病理研究的菱湖病鱼外
,

还从上海市南汇县取得 1

足龄的病鱼
。

2
.

取血和测定方法

(1 ) 取血 用装有 5 号或 7 号针头的注射器
,

直接从鱼的尾动脉抽取 l一 2 毫升血

液
,

立即注入预先洗净并经 1
.

5另 肝素钠盐溶液湿润后在 37 一 4 0吧 恒温箱中烘干的采血

瓶中
。

(2) 红 细胞计数 用红细胞吸管吸取抗凝血至刻度
,

以 0
.

8那 的生理盐水稀释 20 0

倍
,

用 N eu bau er 计数室在显微镜下计数
。

(3 ) 白细胞计数 用 白细胞吸管吸取抗凝血至刻度
,

以改良液〔幻稀释 20 倍
,

用 N eu
-

bau er 计数室在显微镜下计数
。

(4) 红细胞沉降年和红细胞比积的浏 定 用毛细吸管吸取抗凝血注入温氏压积管内

至刻度
“
5 ”
处

,

不使产生气泡
。

然后固定在 4 5
。

倾斜的斜面上
,

室温下静置 30 分钟
,

读出

红细胞沉降的毫米数
,

再以 3
,
0 00 转/分的速度离心沉淀 3 0 分钟

,

直到红细胞层的高度不

再下降为止
,

读出红细胞层的高度
,

计数红细胞沉降率和红细胞比积
。

(6) 血红蛋 白的浏 定 用经过校正的沙利氏比色计比色测定
。

(6 ) 血装总蛋白和蔺萄糖含童的浏定 将抗凝血吸 入洁 净的 小试管 气 以 3
,
。00

转/分速度离心 30 分钟
,

吸取上层淡黄色透明血浆
。

用双缩脉法测定总蛋自含量
,

用邻甲

苯胺法测定葡萄糖含量
。

3
.

组织切片的制备

从活的病鱼鳃上
,
取下数小块有大中华鱼蚤寄生的鳃瓣和单根鳃丝

,

用 H ell y 氏洛

液固定
,

石蜡包埋切片
,

切片厚度为 5一6林。 ,
分别用苏木素和伊红

、

M撇。ry 氏三色染

色法和高碘酸谢夫氏反应 (P A s, r ea 。饭on )等方法染色
。

结 果

(一) 血液的病理变化

对病鱼和健康鱼血液测定的结果如表 工所示
。

患中华鱼蚤病的草鱼血浆总蛋白和葡

萄糖含量
、

红细胞数量
、

血红蛋白含量及红细胞比积等数值都低于健康草鱼
,

而红细胞沉

降率
、

自细胞数量则较健康草鱼为高 , 病鱼白细胞血式中的嗜酸粒细胞明显减少
,

中性粒

细胞和单核细胞明显增多
,

淋巴细胞稍有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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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
.

大中华鱼蚤寄生引起患病草鱼的鳃组织发生炎性水肿和细胞增生
,

但是
,

细胞坏

死的现象极为少见
,

更未发现整个鳃小片坏死崩解现象
。

由此可见中华鱼蚤病的危害
,

主

要是病原寄生引起的直接机械损伤引起的慢性炎症
。

局部受损伤鳃组织产生的病理变化
,

使呼吸功能受到障碍
,

未发生病理变化的部位的鳃组织则仍保持呼吸功能
,

因此短期内由

中华鱼蚤病引起大量草鱼死亡的例子不多
。

但是当大中华鱼蚤大量寄生
,

发生炎性水肿

和增生的区域过大
,

影响到鱼类正常生活甚至造成呼吸严重障碍时
,

则可能导致鱼体消瘦

以至窒息死亡
。

2
.

大中华鱼蚤寄生所引起的鳃组织的病理变化
, 主要是炎性水肿和细胞增生

。

在我

们所观察到的
,

有上皮细胞
、

粘液细胞和间充质细胞增生和嗜酸粒细胞浸润
,

而不存在化

脓现象
。

凡是细胞增生严重的部位
,

肉眼可以看到鳃丝粗大
、

融合成棒褪状
,

而且呈白色
。

因此
,

我们认为
,

过去有的文献川以为的鱼蚤侵袭化脓现象
,

恐系误将鳃组织病变为白色

棒褪状认为是化脓的结果
。

【

3
.

在细胞增生中未发现有细胞的有丝分裂相
。

无丝分裂能够迅速增加细胞的数量
,

使受损组织得以及时修补及膨大
。

由于上皮及间充质细胞的迅速增生
,

使大中华鱼蚤附

着的第二触肢周围及鱼蚤口器相对部位的鳃组织
,

迅速被增生的细胞所包裹充填
,

得以使

血管不直接暴露于伤 口
,

避免了病鱼的大量出血
。

从此也证明尹文英 (1 9 5 6) 关于鱼蚤并

非靠直接吸吮寄主血液来得到营养的看法
。

这和 E a lis比(19 39 )
、

班ep 五

娜 (1 9 5 2 ) 等人

认为鱼蚤直接吸血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

4
.

患中华鱼蚤病的草鱼
,

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含量减少
,

红细胞沉降率和白细胞数

上升
,

是符合一般炎症引起的病理变化的
。

在鳃组织中有大量嗜酸粒细胞浸很
,

符合一般

寄生虫病的特点
,

并同嗜酸粒细胞在循环中的血液里所占的百分比下降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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