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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7 
摘 要 从患病高体簧病灶上分离到7株可疑致病菌，人工感染试验证明，菌株95—5—3 

和95—5—5为强毒菌株，这2株菌进行人工感染，死亡率均为 100％，症状与自然发病相似。这2 

株菌的特征一致，根据形态及生理生化特征，应归人哈维氏弧菌 (1 叭̂ )。药教实验的结果 

表明，磺胺类药物和先锋必素对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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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体蛳(＆由 出 t )俗称章红，在分类学上属于鲈形目、鲢科、饼属，分布于我国的南 

海、东中国海，日本的南部和新几内亚等地区，为海产名贵优质鱼类 。日本 5o年代中期开始 

高体姊的养殖，因其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被视为美味佳肴。近年来，香港兴起养殖高体 ． 

已有一定的产量，我国海南省的三亚、陵水以及广东省的少数沿海地区也开始高体饼的养殖， 

但养殖范围及养殖规模始终未能扩大，其原因之一就是病害严重 高体饼弧菌病是一种由弧 

菌属细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我国高体簖养殖场均有发生。病鱼的主要症状为：鱼体发黄、发 

瘦弯曲成弓形，并在水中不停旋转；体表有大小不一的溃烂面，溃烂部位脱鳞、充血、水肿； 

肠壁充血发炎，有粘液样物从肛门流出。此病春、夏季易于流行，严重发病时死亡率可达 

90％以上 。 

对高体鲕疾病的研究，日本开展得较早，已弄清其疾病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寄生 

虫病；第二类是细菌性疾病，比较典型的有弧菌病、假结核菌病、诺卡氏菌病和链球菌病[楠 

田理一等 1982]、滑走细菌病、类结节病和黄胆症[反町稔 1992]；第三类为病毒性疾病，危害 

较大的有虹彩病毒感染症[术原英辉 tT：J2]和稚鱼病毒性变形症[中岛员洋等 1993]。我国该 

研究尚属空白，本文系对海南省三亚市陵水县陵水新村高体 养殖场中所分离到的致病菌的 

研究报告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用病鱼：于1995年5月初，取自海南省三亚市陵水县陵水新村高体鲕养殖场。 

病原菌分离：取病鱼的病灶部位，以 l0倍量的稀释法作平板涂布，分别接种在普通营养 

琼脂和 TCBS培养基上，经 25—28℃培养 24小时后，挑选单个菌落，进行纯培养，然后转接在 

斜面上备用。 

致病菌致病性实验：采用培养 I8小时后的纯培养菌种，以肌肉注射方法和鱼体擦伤与不 

擦伤，同时浸泡感染方法对健康高体蛳进行攻毒感染，接种细菌量按MeF浊度管结合活菌计 

数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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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形态特征及生理生化特性：依照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1978]、Kricg和 Holt 

[1984]的方法进行。 

药敏实验：以纸片法在普通营养琼脂固体培养基平板上进行。经28℃恒温培养24小时， 

观察抑菌圈有无与大小。药敏纸片购 白杭州微生物试剂厂。 

2 结果 

2．1 致病性 

1995年 5月初 ，从患病的高体鲕病灶上分离到可疑致病菌7株。致病性试验结果表明， 

菌株 95—5—3和 95—5—5为强毒菌株，其它菌株对健康鱼体投毒性。这2株强毒菌株在浸 

泡感染时，对损伤鱼体感染率均为100％，肌肉注射感染结果见表 1。人工感染后出现的症状 

与自然发病鱼的症状近似。从人工感染的高体鲕病灶上能重新分离到较纯的这 2株菌，并以 

不同的浓度作第二次感染，第二次人工感染的结果见表 2，试验重复2次，结果一致。在被感 

染鱼的病灶上可分离到原来的菌株。因此，可确定这2株菌为高体鲫弧菌病的致病菌。 

裹1 第一次人工感染试验结果 

TⅢ el Rem~s m-tmc~l b蜘 矗 岫 缸蛔 the吐nt岫  

注：1 试验海水温度28—30t，{年球密度(1_019—1．Cs))g／c~'，下表均同a 2试验盘平均律长~14an；平均体重：45F,~ 

下表均同 3．“4-”示有症状：“++ 示症状较严重 ；“+++”示盎状量严重：“一 示无症状，下表均同 

裹2 第二次人工瞎染试验结果 

T瑚 e2 Rests 盯 耐h蛆哪 apt1．呻即扛蛔 the sem~I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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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形态特征及生理生化特性 

实验结果表明，菌株 95—5—3和 95—5— 

5的形态、培养特征及生理生化特性基本一致： 

革兰氏阴性短杆菌，菌体直或稍弯曲．两端圆 

形；运动，极端单鞭毛{单个，很少出现 2个 

或连成链条状；大小为(0．5～0．9)x(1．1～L9) 

帅(图1)。在．工(粥 培养基上生长为黄色。无 

色素、不发光，需 Na 才能生长，40℃以上及 

4℃以下不生长，最适生长温度为 30℃，对弧 

菌抑制剂无论是液体培养基中还是滤纸片， 

均是 l0 不敏感 ．150 敏感。存在细胞色素 

氧化酶、过氧化氢酶、赖氮酸脱羧酶等酶类； 

不存在脲酶。利用柠檬酸盐作为唯一碳源；利 

图1 哈维氏菌的电镜照片(x10ooo) 

Rg．1 Ela：acm商 卿 h ofIru~io m (x10 000) 

用D一果糖、麦芽糖、蔗糖、甘露醇、海藻糖等糖类；微利用纤维二糖；不利用D一木糖、蜜二 

糖、乳糖、鼠李糖等糖类 根据以E特性，这2株菌应为弧菌属中的哈维氏弧菌(m由 口̂弼t)。 

2．3 药物敏感实验 

利用纸片法测定 3o种抗菌药物对致病菌的抑菌作用结果见表 3。由表 3可知，磺胺类药 

物和先锋必素对病原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表3 不同抗菌药袖对致病菌舶抗菌活性 

1讪 3 Anlllmetar~ 簟 t峋  dl嘶f衄t mthderd~l 叫b嵋血 the呻蠢b嘈田(眦 ) 

抗菌药物 抑菌圈大小(m咀) 扰茁药物 抑蕾圈大小(衄 ) 抗菌药物 抑茁圈大小(蛐 ) 

氯洁霉素 7 先锋霉素 8 四环素 7 

麦遭霉誊 7 链霉素 I6 强力霉素 7 

新生霉素 l0 先锋必素 驰 氧傲青霉素 7 

磺胺 勰 红霉素 20 多粘菌素 B 19 

呋晌妥因 l8 唛哺瞳甯 l0 复达J欢 l7 

袋苄青霉素 7 簟嗾酸 l3 头孢呋聍 8 

荤睦青霉素 8 曹必治 ∞ 青霉素 8 

耋嚷臻青霉素 8 美福仙 l4 妥布霉素 l0 

利福平 9 万古霉素 8 丙簟嗾酸 ll 

头孢馨肟 20 簟啶酸 8 复方新诺明 l5 

3 讨论 

致病菌与(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第九版[Kaeg和 Holt 1984]中描述的哈维氏弧菌相比， 

在阿拉伯糖、半乳糖、纤维二糖等糖的利用上稍有差异，致病菌对这些糖均利用，而在<伯杰 

氏细菌鉴定手册>第九版中则描述为不规则反应，这些差异不足以影响种的特征，因此，将致 

病菌定为哈维氏弧菌。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Copland和∞  1987]的研究表明，哈维 

氏弧菌是海水网箱养殖尖吻鲈的条件致病菌。日本养殖高体鲕弧菌病的致病菌为鳗弧菌，与 

哈维氏弧菌相类似，都是条件致病菌，通过感染嘴或伤口，致使伤口溃烂化脓以及肌肉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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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器官化脓，最终导致鱼体死亡。 

由药物敏感实验可知，磺胺类药物和先锋必素对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这为进一步 

筛选有效的防治药物打下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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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esent Ip describes the symptoms of viTmi~sis and曲 d城油船 s of its · 

I吐I c bacteriawbich瓣 el】ic in鲷嘶 ＆ 删e inI-laimnProvince．Seven stndns懈  

isole~dfrom diseased fish and two stnfirs shown to be the caI of tbe disease bv卸 五d缸 

jnfbcd衄 ∞【口既iⅡ咄 ．The sympCc=ns 曲叫 盯 幻 that ofnaturalincid~c~．These slndns惴 Gr锄  

m~tive(G一)shozt rodswitfi a血glepolarfla留。l1瑚n，smsitiv~to0／129 pb0司 如(150增)．．Ihey cm 

Oll麟 ，V．Pr髓嘶衄 was negati、，e，oxidasc and caadase posiaw ， ，1 锄  

u"t~ize D-血lc OBe、maltose、StK：I'O~~、manniml、缸己I1alose。weary gti]Jz~cdloNos~，can’t utilize D- 

x3,1osc、melibiose、lactose、L-dmmmosc．A∞耐 ing to mqpl I啦 髓l features， Ql0gical and 

bi~ cal曲赶 蛔 sti璐 of t]~sc smdns．they慨 船咄 ed吣 啪 ‘̂ ．Sulfa血 Ⅲc 

~J~CtJV~in ．eIl血lg妊 粤 of pa出哩御 bac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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