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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连续切片的方法对患有红体病的青虾进行组织病理学研究
,

结果表明患病青虾鳃部
、

肌 肉组织和肝胰

腺部位病症 比较明显
,

不 同患病阶段组织变形差异显著
。

鳃片细胞在患病初期表现为胞质收缩
,

后期则细胞膨

胀破裂
,

细胞内物质外溢
,

细胞边缘界限不完整 肌肉组织在后期出现肌纤维束之间间隙
,

且部分肌纤维有断裂

的现象 中期肝小叶间隔出现空 隙和腺细胞变形
,

在后期则表现为小叶溃烂
。

造成青虾 因红体病死亡 的原 因
,

初期 主要是 因为鳃片的组织病变导致呼吸困难
,

进而造成青虾生理异常 后期主要是因为肝胰脏的溃烂造成消

化功能全面丧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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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而而

·

对配

青虾 。 。 是一种重要

的淡水经济养殖 品种
,

近年来 随着青虾养殖规模

的扩大
,

经常有患病情况出现
,

其中
“

红体病
”

就是

比较常见 的一 种病
。

该病 主要危 害对象是

以上 的成体青虾
,

具有传染性强
、

患病面积广和死

亡率高的特点
。

每年 一 月是流行季节
,

患病

高峰 为 一 月 和 一 月
,

患 病 率 在
,

最高可 达
。

死 亡率约 为 一 ,

最高可达 以上
。

据研究表明
,

引发青虾红体

病的病原体为拟 态弧 菌 而
,

弧 菌的

致病作用是因为它们能产生一些胞外毒素和具有

酶作用的物质〔’
, 。

有关弧菌对养殖虾蟹 的病害

研究已有较多的报告
,

主要侧重于研究弧菌种类
、

数量及水温 等对虾蟹致病率的影 响 , 〕,

组织病

理学的研究工作开展相对缺乏
一 〕。

本文 比较不

同患病时期青虾主要感染部位鳃
、

肝胰脏
、

肌肉的

组织病理学特征
,

分析拟态弧菌的致病机理
,

为青

虾红体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

潞︸州赫﹃

材料与方法

研究用 的患病青 虾与正 常青 虾 于 年

月至 月取 自湖州市下 昂镇养殖户虾塘 养 殖

面 积 为 时
,

养 殖 池 水 深 。 ,

放 养 密 度

为
· 一

和 云 巢 乡 养 殖 户 虾 塘

养 殖 面积
,

养殖池水深
,

放养密度

为
· 一 。

患病青虾体长 一 。

患

病时间为 月下旬至 月上旬
,

每 日病死青虾约
。

患病青虾体长 一 ,

组织病理学研究以

青虾 的鳃
、

肌 肉
、

肝胰脏为主
,

并取 同期正常青虾

相 同部位作为对照
。

材料先用 氏液固定
,

然后移至

酒精溶液保存
。

切片脱水后用 氏液染色
,

再用
一

复染
。

使用 数码显微成像系统

观察感染部位组织结构
、

细胞形态的变化
,

照片物

镜放大倍数为 倍
。

结果

青虾的鳃为叶鳃
,

纵 向切 片
,

鳃呈丝状
,

正常

虾的鳃丝完整
,

其边缘界 限清晰
,

细胞结构正 常

图版
一 。

患病初期
,

鳃丝细胞膜有突起
,

细胞边

缘部分因细胞质收缩而呈透 明状
,

但鳃轴组织细

胞完整
,

未见有膨大现象 图版
一 。

患病后期
,

鳃

丝细胞明显膨大
,

组织边缘界限不完整
,

细胞多数

破裂
,

细胞核有溢 出细胞外 的现象 鳃丝粗细不

均
,

鳃细胞核也有膨大现象
, 一

染色较对照组颜

色要深 图版
一 。

青虾肝胰脏均呈规则小叶状
。

正常肝胰脏的

腺细胞
,

幼虾期为柱状
,

细胞核靠近 中央静脉区

成体时
,

腺细胞核多数移至靠近小 叶间隔结缔组

织
,

腺细胞中央 因具有大型 空泡而使肝小 叶呈 网

格状 图版
一 。

初期患病青虾 的肝小叶仍能够保

持正常的完整形状
,

小 叶中央静脉 区与结缔组织

中的动脉血管仍比较明显
,

与正常肝小叶不同
,

小

叶间结缔组织 出现较大 的裂 隙
,

单核分泌细胞 明

显 比多核分泌细胞数量要多
,

具有空泡的分泌细

胞的数量与对照组减少
,

而且空 泡 比正常细胞要

小 图版
一 。

随着青 虾红体病 的感染程度加剧
,

小叶间的空隙增大
,

小叶间结缔组织也逐渐溃解
,

只能从分泌细胞 的排列与中央静脉区 的位置辨认

小叶的形状
。

到患病后期
,

分泌细胞呈分散分布
,

空泡因破裂已不存在
,

中央静脉区
、

小叶间隔的界

限不清或消失 细胞核处于残存的细胞质中央
,

核

保持完整
。

小叶间隔结缔组织 中
,

小叶间隔 中的

动脉已完全破裂 图版
一 。

在显微图像处理系统 中
,

对初期
、

中期患病青

虾肝小叶间隔的空隙最宽与最窄处的距离用 目微

尺进行测量
,

并对测得的数据统计处理 见表
。

表 青虾肝胰脏小叶间空 隙显微测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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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初期与患病 中期青虾肝胰脏小叶间空隙

最短距 离存在极显 著差异
, 。 二

,

尸 同样患病初期 与患病 中期青虾肝

胰 脏 小 叶 间空 隙最 大距 离 也 存 在 极 显 著 差 异
, , , 。

对照组青虾得 的肌束间紧密
,

肌纤维呈连续

排列状
。

肌肉组织在患病初期就开始部分出现肌

束间的分离现象 图版
一 。

随患病程度 的加重
,

肌束之间的空隙增加
,

并出现肌束断裂
,

横切显示

肌束因为断裂而呈块状分散分布 图版
一 。

讨论

青虾红体病的初期症状主要表现为步足关节

外呈浅红色
,

头部触角有似腐蚀性小黑斑
。

之后
,

患病青虾体表出现红斑是该病的典型症状
。

红斑

多为鲜红 色
,

大小不 一
,

少数患病青 虾 出现紫黑

色
,

红斑多位于后背及两侧 甲壳上
,

尾扇上也时有

出现
。

部分患病青虾的肝胰腺呈红色 在水 中呈

现红头状
。

病重时
,

虾体全身发红
。

青虾感染该

病后
,

摄食明显减少
,

活动迟缓 肌肉色泽混浊
,

失

去光泽
。

对于青虾红体病 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疗

方法
,

这与缺少该病的病理学研究
,

施用的药物针

对性不强有关
。

与患病青虾形态学观察相结合
,

进行组织病

理学研究青虾患病机理
,

以确定外部症状与 内部

组织病 理 的对 应 关 系
。

青 虾 鳃 部 受 拟 态 弧 菌

而 的侵染 最早 出现病 理异常
,

这 可

以从鳃丝在患病初期就出现部分鳃细胞细胞质收

缩
,

细胞边缘部分透明
、

轻微突起得到证实
。

患病

青虾早期因为鳃丝的组织病变而影响其正常的呼

吸代谢
,

行为上 因此表现为活动迟缓
。

从患病青

虾鳃组织的变化可 以得 出结论 早期患病青虾 因

感染而死亡的主要原 因是拟态弧菌侵染鳃部组织

后分泌的物质引起鳃丝细胞胞质异 常收缩
、

细胞

膜突起
,

进而影响虾体的正常呼吸代谢
。

后期腮

丝细胞膜破裂
,

表明鳃 已完全失去呼吸的功能
。

青虾的肝胰脏 的主要构成是肝脏组织
,

胰脏

呈弥散型分布在肝组织周围
。

对正常青虾的肝

胰脏连续组织切 片观察
,

没有观察 到完整的胰脏

结构
,

主要是肝小叶结构
。

早期患病青虾 的肝胰

脏组织切片表明 拟态弧菌对肝胰脏的侵染
,

在早

期对肝胰组织的损害相对于鳃的损害要轻
。

所以

在早期患病青虾呼吸受影响的情况下
,

肝胰脏仍

能发挥 比较正常的生理功能
。

形态学观察也表明

早期患病青虾仍能进行 比较正常的摄食 食量约

为正常虾的 一 。

但是
,

由于呼吸受到影响
,

青虾的摄食会呈现

持续减弱趋势
,

由此导致虾体生理机能的整体衰

退
。

到中后期
,

由于肝小 叶的溃烂
,

肝细胞破裂
,

小叶间的空隙不论最小距离还是最大距离
,

显著

大于早期 表
。

青虾在患病后期不能进行正常

的消化功能
,

这是造成后期青虾死亡的主要原因
。

拟态弧菌对青虾肌肉的侵染主要表现在患病

的中后期
,

肌束间的空 隙增大和大部分肌束呈 断

裂状是造成青虾后期肌肉组织松软和外观上肌肉

浑浊
、

行为上 完全失去运 动能力 的主要原 因
。

在

过去的有关弧菌对甲壳动物的组织病理学研究 中

均未提到肌肉组织的病理变化
。

从青虾的鳃
、

肌 肉和肝胰脏等组织学研究可

以表明
,

拟态弧菌主要是造成鳃部细胞 的破裂以

及未破裂鳃部细胞 的细胞质收缩
,

对细胞核未形

成破坏
。

拟态弧菌在繁殖
、

侵染过程 中产生一些

胞外毒素和具有酶作用的物质是造成肝胰脏小叶

间隙的距离增加以及肌肉组织 中肌束分离和断裂

的主要原因
。

在患病初期 以及中后期逐渐出现在

虾壳上 的红色斑点
,

则是拟态弧菌分泌胞外毒素

和具有酶作用的物质与色素蛋 白结合致使虾壳中

的虾红素沉积而成
,

与青虾的组织病变
、

青虾的死

亡没有直接的关系
。

但是
,

虾壳上 的红斑数量则

基本上可 以反映出青虾体内组织受拟态弧菌的侵

染程度
。

通过对感染
“

红体病
”

各病症时期的组织学研

究
,

表明治疗青虾
“

红体病
”

只能在早期进行
。

研

制具有抗拟态弧菌的药物
,

通过施用药饵
,

使药物

进入消化
、

循环系统
,

保护鳃部
、

消化道不受弧菌

的进一步侵染
,

可达到预防和控制病情
,

防止病害

蔓延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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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 患病中期肌肉组织 患病后期肌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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