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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动物疾病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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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动物疾病学是研究水产经济动物疾病的发病原因
、

病理机制
、

流行规律以及诊断
、

预防和治疗方法的

科学
。

它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科学
,

是随着水产经济动物养殖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

水产动物疾病的知识起源
,

可以追溯到儿千年 以前
,

尤其是对鱼类疾病
,

在不 少古藉中有过记载和描述
。

但是对于水产动物疾病采取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

却只是近一个多世纪的 事情
。

在十九世纪中叶
,

国外许多生

物学家对鱼类寄生虫作了大量研究和记述 ; 此后随着养鱼业的发展
,

逐步深人到鱼病的治疗和预防
,

在上一世

纪的最后十年
,

进到了对细菌性鱼病的研究工作
,

直到本世纪 印 年代才开始了对病毒性鱼病的研究
。

我国对

鱼病进行科学研究
,

虽然到本世纪 即 年代才开始
,

但是在近四十多年中却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

从 沁

年代开始的前so 年
,

我国的生物学家和养鱼专家开始引进了国外的鱼病学知识
,

并对我国的鱼类寄生虫进行

研究
,

但是因为受到旧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
,

对于 中国鱼病的研究始终处于零散不系统的地步
。

建国之后
,

水

产生产和科学技术事业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

在科研部 门和高等院校中建立了鱼病科研和教学的专门机构
,

在国家的科研规划和计划中列人了对鱼类疾病研究的项 目
,

这不仅对鱼病的研究工作有了保证
,

而且进入 了

系统研究阶段
。

so 年代初
,

随着淡水养鱼生产的迅速发展
,

几乎同步地开展 了对淡水鱼的寄生虫病
、

细菌性

疾病
、

真菌性疾病以及非寄生性疾病的研究
。

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

对当时淡水养殖鱼类危害较大的十多种

寄生虫病【陈启婆
,

1955 和 19 防 a 、
b ;倪达书等

,

19 以) ; 徐恭爱等
,

1灾沼; 林慕恩等
,

l货邓 ; 叶亮盛
,
195 5 ;廖翔华等

,

1性班石 ;潘金培等
,
1伙邓 ; ,

尹文英
,

1955
、
19肠

、
1 1浓 3 ;任云峰等

,

1 958 ; 徐墨耕等
,

19 55 ;王耕南
,

1958 ;水产部南海水产

研究所
,

19宝3」
,

5 种细菌性鱼病 〔王德铭
,

19 肠
、
195 7

、
19 58 ; 王 德铭等

,

19 59
、
1性延论〕

,

一种真菌性鱼病〔唐士 良
,

1佑9 」
,

以及气泡病 [万志远
,

1, 义)]
,

藻类中毒
、

化学物质中毒等非寄生性鱼病进行研究
,

基本上解决了 当时生

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鱼病问题
,

并总结出一套
“

四消四定
”

有效预防措施〔倪达书
,

195 5; 倪达书等
,

1 9汤〕
。

与

此同时
,

在高等水产院校中开设了鱼病学课程
,

上海水产学院〔1% l」出版了系统的(鱼病学)著作
,

为我国培养

了一批从事鱼病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
,

从而为我国鱼病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
。

印 年代开展了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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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调查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病研究室先后出版 了(鱼病调查手册)第一版「196 1 〕
、

第二版【l如1 〕
,

湖

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湖北省鱼病病原区 系图志》[ 197 3〕及《鱼病防治手册》【197 5 」
。

70 年代开始

了鱼类病毒病研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第三研究室病毒组
,

197 8 ;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草鱼出

血病协作组
,

lq 粥」
。

同时随着水产经济动物养殖种类的不断扩大
,

不仅对淡水温水性鱼类的疾病进行研究
,

而且对冷水性鱼类
、

海水鱼类
、

咸淡水鱼类
、

甲壳类
、

软体动物
、

两栖类
、

爬行类
、

棘皮动物
、

哺乳动物
、

以及观赏

性水产动物的疾病也都先后开展了研究 ;在高等水产院校中开设海水养殖动物病害学
、

鱼类病理学
、

鱼类免疫

学
,

并编印了讲义
,

卞伯仲等〔l呢7」出版(虾类的疾病与防治)
、

孟庆显【199 1〕编辑出版了 (对虾疾病防治手册 )

等书 ; 卯 年代初建成水产动物疾病学
,

黄琪淡等〔l卯3。」出版《水产动物疾病学》一书
。

水产动物疾病主要包

括
:

1 关于水产动物病毒病

我国 已报导的水产动物病毒病有草鱼出血病
、

青鱼出血病
、

鲤痘疮病
、

传染性胰脏坏死病
、

造血组织坏死

病
、

淋巴囊肿病
、

三角帆蚌瘟病
、

对虾肝胰腺细小病毒病
、

中肠腺白浊病和斑节对虾杆状病毒病等
。

尤其是对

草鱼出血病的研究最为系统而深人
、

对其病原根据病毒分类的八个标准进行了测定〔王 炜等
,

19喇) ;柯丽华

等
,

1 9 男〕;黄 捷等
,

l叨 2 ; 曾令兵等
,

199 1
、
l卯2」

,

发现该病原与呼肠孤病毒科中现已确立的 6 个属中任何一属

均不相同
,

系新属新种
,

暂定名为呼肠孤轮状病毒属 (凡口ro 如“。)
,

草鱼出血病病毒(G 口5 5 。刃P he 田。月坦罗

~
s ,

G C H V )
,

该定名 已提交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审批 ; 有些专家认为应属于最近定名的水生呼肠孤病毒属

(匆ua ~ 。 )
。

草鱼出血病病毒已筛选出 6 个免疫原性强的病毒株【方 勤等
,

1吸为 ; 杨先乐等
,
l望刃 ;罗毅志

等
,

l哪〕
;建立了 zc

一

卿
1
、

c IK
、

吻
、

cP
一图 等对草鱼出血病病毒敏感的细胞株 ; 初步解决了鱼类细胞克隆

培养问题【邓初夏等
,

l, 〕5」;建立了该病毒的单克隆抗体杂交瘤细胞株〔贺 路等
,

1望刃〕;建立了静止瓶培养
、

旋转管培养
、

悬浮培养及细胞生物反应器微载体培养等细胞培养和病毒培养扩增培养法〔杨先乐等
,
l望龙 ; 叶

雪平等
,
1 , 刀」

,

掌握了病毒在细胞中培养增殖的条件
、

动态和方法
,

为细胞疫苗工厂化生产建立 了坚实的技术

基础
。

在免疫途径方面也进行了注射
、

浸泡〔杨广智等
,

l性趁日」等多种方法的研究 ; 组织浆灭活疫苗在生产上应

用已取得较好效果 ;细胞疫苗的保护率在印% 以上
,

免疫力在 13 个月以上 [杨先乐等
,

1侧犯
、
l臾拍 和 1993 a 、b」;

在药物防治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 ; 用紫外线诱变建立了草鱼抗 出血病病毒的 A H刁口犯 细胞株〔李亚南等
,

19 哭)〕
,

这为进一步探索抗病原病毒的因子和培育抗病草鱼新品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 对该病的发生与环境的

关系【陈月英等
,
1988 〕

、

显微及亚显微组织病理
、

病理生理〔朱心玲等
,

l如7
、

l侧, 3 ;郑德崇等
,

11尧巧
、

1卯1 ;夏 春

等
,

19以)]也都进行了研究
,

查明发病机理
,

该病是由于小血管内皮受损
,

发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

因而引起组

织器官广泛性出血
、

缺血和坏死
,

以及肝功能代谢失调而死
,

并提出了病理诊断指标
。

初步建立了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
、

葡萄球菌 A 蛋白协同凝集试验等检测草鱼出血病病毒的血清学技术【阂淑琴等
,

1供拓 ; 杨广智等
,

1只拐]
,

这些为快速
、

准确诊断草鱼出血病打下 了基础
。

2 关于水产动物细菌性疾病

对赤皮病
、

细菌性烂鳃病
、

细菌性肠炎病
、

疖疮病
、

白皮病
、

白头白嘴病
、

打印病
、

草鱼尾柄病
、

尼罗罗非鱼

溃烂病
、

鲤细菌性白云病
、

鳗爱德华氏病
、

鳗赤鳍病
、

链球菌病
、

鱼类弧菌病
、

细菌性败血症
、

文蛤弧菌病
、

三角

帆蚌气单胞菌病
、

对虾瞎眼病
、

对虾红腿病
、

对虾幼体菌血症
、

甲壳溃疡病
、

对虾肠道细菌病
、

对虾屈挠杆菌病
、

对虾烂鳃病
、

对虾普通变形杆菌病
、

中华绒鳌蟹步足溃疡病
、

丝状细菌病
、

甲鱼红脖子病
、

牛蛙红腿病
、

刺参溃

烂病
、

白暨豚腐皮病
、

水貂新型败血性疾病等so 多种水产动物细菌性疾病进行了研究
,

多数已找到了有效的

防治方法
。

尤其是对 印 年代末在全国 20 多个省
、

市
、

自治区广为流行
、

危害极大的细菌性败血症 (原叫主要

淡水养殖鱼类暴发性流行病 )
,

国家作为
“

八五
”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

组织科研
、

教学
、

生产单位大协作
,

在不到

五年的时间内就查明其病原为嗜水气单胞菌
、

温和气单胞菌
、

产碱假单胞菌
、

鲁克氏耶尔森菌
、

河弧菌生物变

种 111 等革兰氏阴性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鱼病组
,

1卯l ; 陈怀青等
,

l卯la
、

b ; 陆承平
,

l侧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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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时等
,

19 峨); 郑成昌
,
l兜 7 ;贺 路等

,
11哭〕2 ; 徐伯亥等

,

199 1
、
199 3 ;孙其焕等

,
l卯1」; 对流行病学进行了 月查

研究
,

该病是我国养鱼史上危害淡水鱼的种类最多
、

危害鱼的年龄范围最大
、

流行地区最广
、

流行季节最长
、

危

害养鱼水域类别最多和造成损失最大的一种鱼病
,

初步查明了引起大流行的七条原因【胡益民等
,

l卯1 ;徐伯

亥等
,
1卯l ; 刘玲仪等

,
1卯4 ; 杨和荃等

,
l供拜 ; 黄琪淡等

,

1卯3 b」;查明其显微
、

亚显微组织病理及病理生理变化

〔米端芙等
,

1卯3 a
、

b ;黄琪淡等
,
199 1b

、

l少〕2
、

1卯5 ]
,

病鱼发生充血
、

出血和溶血
,

组织器官广泛发生变性
、

坏死

和解体
,

腹腔内积有大量淡黄色至红色肝性腹水
,

肝功能
、

肾功能及胰功能等发生障碍
,

最后由于肝昏迷和尿

毒症而死 ; 现已找到了有效的
“

三步曲
”

治疗方法及综合预防措施
,

并解决了滤食性鱼类投喂药饲的方法〔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鱼病组
,

199 1 ; 黄琪玫等
,

l哪口b
、

1卯5」; 对致病性嗜水气单胞菌产生的

外毒素进行研究
,

具有溶血性
、

肠毒性及细胞毒性
,

建议称之为 heC 毒素〔陈怀青等
,

199 Ic〕
,

并对毒素进行了提

纯
,

确定了它的理化特性和免疫学特性 [涂小林等
,

1卯2 ;陈怀青等
,

1卯3 c j
,

制备了嗜水气单胞菌毒素单克隆

抗体〔陈 琼等
,

l华始〕
,

建立点酶法及乳胶凝集试 验检测嗜水气单胞菌 】r c 毒素快速诊断法〔陈怀青等
,

1卯3b〕
,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嗜水气单胞菌[.钱 冬等
,

1塑)3 」; 对嗜水气单胞菌除毒素以外的致病因子进

行了研究
,

分析了表层蛋 白
、

外膜蛋白的结构
,

确定 了蛋白酶和菌毛的存在〔陈怀青等
,

l的3 a」; 黄琪淡等

〔l卯3a] 编写出版(暴发性鱼病防治技术)一书
。

3 关于由真菌及藻类引起的水产动物病

对水霉病
、

鳃霉病
、

虹缚内脏真菌病
、

镰刀菌病
、

链壶菌病
、

楔形藻病
、

针杆藻病
、

卵 甲藻病
、

淀粉卵甲藻病
、

丝状藻类附着病等 10 多种疾病进行了病原
、

流行情况及防治方法的研究
。

尤其是对水霉病的研究最为系统

和深人
,

包括水霉菌的形态派殖
、

生态
、

分类
、

致病性
、

组织病理变化及防治方法的研究
,

倪达书〔1姗〕出版了

《鱼类水霉病的防治研究》专著
。

但对寄生于组织内的真菌病
,

则至今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

4 关于水产动物寄生虫病

水产动物寄生虫现已报导的有 2 (X X) 多种
,

潘炯华等t1 9男)」的(鱼类寄生虫学》
,

对其中危害较大的 100 多

种寄生虫病进行了研究
,

除抱子虫
、

在水产动物体上形成胞囊及寄生在与外界不通的内脏
、

腔道内的寄生虫

病外
,

一般都有了有效防治方法
。

尤其是对隐鞭虫病〔陈启婆
,

1凭5 和 1 956 a 、
b ; 黄琪玫等

,
1卯3们

、

鱼波豆虫病

〔陈启婆
,

19 55 和 1 9肠 a 、 b〕
、

车轮虫病〔陈启婆
,

19 55 和 19 肠a 、
b ; 冯淑娟

,

19 85 ; 黄琪淡等
,
l卯3 a

J 、

固着类纤毛虫

病【叶妃轩
,

l侧39 ;吴友吕等
,

19明〕; 郑国兴
,

198 7」
、

小瓜虫病「倪达书等
,

19以) ;徐恭爱等
,

l卿〕
、

瓣体虫病〔黄琪淡

等
,

1阳la〕
、

丽克虫病 [孟庆显等
,

1985〕
、

艾美虫病[陈启婆
,

19 肠 a 、

b」
、

缝疯狂病 [吴宝华等
,

197 5
、

19 79
、

19的〕
、

饼

形碘泡虫病【华鼎可
,

197 9 ; 曾美棣等
,

l性廷归]
、

指环虫病【林慕恩等
,

1959 ; 黄琪淡等
,

l卯3 a ; 潘炯华等
,

1望关)」
、

血

居吸虫病〔龙祖培
,

1, 巧 ; 李连祥
,

19田〕;唐仲璋等
,

1 975 」
、

双穴吸虫病 〔吕军仪
,

1呢7
、

19哭〕; 潘金培等
,

1伙沼〕
、

侧

殖吸虫病【王伟俊等
,

1臾孙」
、

头槽绦虫病 [叶亮盛
,

1955 ;廖翔华等
,

1 9反,」
、

长棘吻虫病【黄琪淡等
,

l, 犯
、

19田〕
、

中

华鱼蚤病〔尹文英
,
1 9汤 ; 郑德祟等

,

19 3 鑫; 徐墨耕等
,

19 55 ; 黄琪玫等
,

1卯Zc
、
1卯3a 〕

、

锚头鱼蚤病〔尹文英
,

1臾沼 ;

潘金培等
,

19 为〕
、

级病【王耕南
,

1958 ;尹文英
,
1叹洽 ;黄琪淡等

,
1奥理c〕

、

鱼怪病【黄琪瑛等
,

1 9以〕
、

198 lb」等的研究

为系统和深人
,

包括病原的形态
、

分类
、

生活史
、

对寄主的危害及引起的病理变化和防治方法等
。

陈启婆等

(1如l) 对粘抱子虫提出了新的分类系统
,

根据壳片的数 目分为二 个亚纲
,

再根据极囊的数 目和排列形式划分

为目和亚目
。

对粘抱子虫生活史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
。

5 关于水产动物肿瘤及非寄生性疾病

我国已发现的肿瘤有妓软骨瘤
、

草鱼软骨瘤
、

青团杂交鱼胚胎性横纹肌肉瘤
,

团头纺多形性横纹肌肉瘤
、

白缝皮下软纤维瘤
、

细乳头状瘤
、

维脾淋巴管瘤
、

中华鲜肝癌
、

尼罗罗非鱼肝癌
、

虹鳍肝癌
、

鳗鲡肾胚胎瘤
、

鳗鲡

(1 )陈启婆等
,

1男1
。

粘抱子虫 (拟户
。

柳
r记认 )新分类系统

。
173 一 174

,

中国原生 动物学会第一 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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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性开 口病(淋巴细胞白血病 )等 10 多例
,

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人工饲养的环境条件下发生的
,

除尼罗罗非鱼

肝癌及虹鳍肝癌现已查明是由于投喂霉变食物引起的以外
,

其它病例尚不明病因 ; 青团杂交鱼胚胎性横纹肌

肉瘤仅凭肉眼检查
,

发病率就高达 50 % 左右(朱选才私人交谈 )
,

这样高的发病率是非常罕见的
,

应引起人们

的重视
。

非寄生性疾病主要包括机械的损伤
、

感冒
、

冻伤
、

窒息
、

营养不良
、

藻类引起的中毒
、

化学物质引起的中毒

等
。

其中对化学物质引起的中毒研究得最多
,

提出采用鱼类
、

姗抖的红细胞微核仁刘爱华等
,

1久巧 ; 贺维顺等
,

1, 火〕;蔡逸云等
,
1臾刃」以及鱼血清转氨酶

、

乳酸脱氢同工酶等监测水质污染【杨 端等
,

19 78
、

1始l〕
。

对三毛金

藻(又叫土栖藻)引起的中毒研究得较深人
、

系统
,

包括三毛金藻的显微及亚显微形态结构
、

生长环境
、

毒素特

性
、

影响毒素毒力的因素
、

鱼类中毒的症状和病理变化
,

找到了有效的防治方法
,

并提出水 中总氨含量可作为

监测预防的主要指标仁大连水产专科学校养殖系生物教研组
,

19 74 ; 王云祥等
,

1臾巧
、

1供甩 ; 刘茂春等
,

1性尧。 ; 何

志辉
,

1绍5 ;杨秀兰等
,

l卯3」
。

对微囊藻的生长特性
、

毒性
、

毒素的分离
、

鉴定
、

检测及防治也进行 了深入研究

「何家宛等
,
1久犯

、
1 9 X ); 何振荣等

,

1性犯目; 李仁辉等
,

1卯3 ; 张青学等
,

19a 〕;俞家禄
,

l阳7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

鱼病研究室
,

1 975」
。

6 关于水产动物病理

在病理研究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
,

已从显微组织病理深人到亚显微组织病理〔米瑞芙等
,

1 99 3 a ; 郑德崇

等
,

l叨l ; 黄琪淡等
,

l卯5〕
、

组织化学〔郑德崇等
,

l吸拓〕
、

比较病理[黄琪玫等
,

l卯la
、
199 3 a〕

、

以及肝
、

肾等功能

的病理生理研究〔朱心玲等
,

1望启 ; 黄琪淡等
,

lq 刃
、

19犯a〕; 至今已对叨 多种水产动物疾病的组织病理和 10 多

种疾病的病理生理进行了研究
,

查明了发病机理
,

从而为病理诊困 和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

本文获上海市水产学会 l卯4 年优秀论文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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