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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爱德华氏菌病病原和组织病理研究

蔡完其 孙佩芳 刘至治
(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

,

2(X 联刀

摘 要 从中华鳖(乃勿哪 ~ is) 病鳖的肝脏分离得到菌株 s 一 1
。

用菌株 卜 1 进行人工感

染
,

100 % 的鳖患病
。

从感染的病鳌的肝脏分离到菌株 s ’ 一 1
,

经生理生化反应测定
,

它与菌株 s 一 1

特性一致
。

经鉴定
,

菌株 s 一 1是迟钝爱德华氏菌(及如留山交级王 :〔扔故王)
,

野生型
。

爱德华氏菌感染会引

起鳖的脏器发生变质性病变
。

主要症状呈肝脏型
,

肝局部坏死
,

有结节状肉芽肿
。

关键词 中华鳌
,

爱德华氏菌病
,

迟钝爱德华氏菌
,

病理

随着养鳖业的发展
,

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
,

鳖赤斑病 [蔡完其等 19男)
,

Cai l99 1 ]
、

鳖穿孔病

[蔡完其等 199 5
,

孙佩芳等 199 6」
、

鳖鳃腺炎 [蔡完其 1985
,

叶普仁 199 6〕及鳖疖疮病【肖克宇等

19 91 ]等鳖病广泛流行
,

给养鳖业带来很大损失
。

爱德华氏菌能引起多种水产动物如鳗鲡等

患病【韩先朴 1989
、

199 5
,

陈奖励等 199 3〕
,

有关爱德华氏菌引起鳖病的报道 [林 禹等 199 5」较

少
。

笔者发现
,

爱德华氏菌引起的鳖病已在一些大型养鳖场发生
,

并造成较大危害
。

因此
,

对

此病进行 了细菌分离
、

毒力感染试验
、

细菌分类鉴定及组织病理观察等试验
,

以弄清中华鳖爱

德华 氏菌病的病原采取防治措施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来源

病鳖来源于某养鳖场
,

体重为 巧 一
20 9

。

健康鳌来源于上海嘉定三友鳖业公司
,

体重为 n

一
70 9

。

在水温为 (28 士 l) ℃的水族箱内饲养两周后备用
。

1
.

2 方法

1
.

2
.

1 病原分离

在无菌操作下解剖病鳖
,

取肝组织少许
,

平板划线分离
,

28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2 4 h
。

从

平板上形态一致的优势菌落选取单个菌落
,

再次进行平板划线
,

直至获得纯培养
。

1
.

2
.

2 人工感染试验

将纯培养菌株接种于新鲜营养琼脂斜面上
,

28 ℃下培养 16 一 18 h
。

用无菌生理盐水洗下

菌台
,

制成细菌悬液
,

以 M CF 3 号管测得菌株 s 一 1 菌液浓度为 9 x l护 Q 刃/ 止山
。

取健康鳖 4

只
,

体重为 n 一
24 9

,

腹腔注射 s 一 l 菌液
,

剂量分别为 0
.

1
、

0
.

2
mIJ

,

各 2 只 ; 另取同样大小健

康鳌 2 只
,

作为对照组
,

分别注射生理盐水 0
.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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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3 卜 1 菌株生理生化反应

氧化酶阴性
,

接触酶阳性
,

不利用柠檬酸盐为唯一碳源
。

发酵葡萄糖产酸产气
,

发酵麦芽

糖
。

不发酵乳糖
、

甘露醇
、

蔗糖和阿拉伯糖
。

赖氨酸与鸟氨酸脱竣酶阳性
,

精氨酸脱梭酶和苯

丙氨酸脱氨酶阴性
。

在三糖铁 (飞I) 培养基上产生 玩S
,

在含 l % 陈水 中产生叫噪
。

M
.

R 阳

性
,

V
.

P 阴性
。

不分解尿素
,

不液化明胶
,

不利用酒石酸盐等 (表 l )
。

这同 R 叮叱r 和 M c w ho rt e r

〔19以 ]对迟钝爱德华氏菌的描述一致
。

根据菌株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生化反应
,

鉴定 s 一 l 菌株

为迟钝爱德华氏菌 (乙加厄rds ic l勿 如阳阮 E w in g et M‘七o血
r
)

,

且为野生型
。

表 1 5 一 1 菌株与迟钝爱德华氏菌
‘

生理生化特性的比较

T ab le I C劝口碑山On of 户州 0 一 加“山. 曲川 d . n玫te d 川后 加如代. 】s 一 1 5臼习111 田xl 云加叨汤洲勿 勿血
...

_
_ _ _ 菌 名 {{{}

.

_
_ _ _ 菌 名名

釜釜足狈 日 一一一t 甲二二万 , 一一二丁丁万二二

1 釜龙
邺 丁

,

了奋森- 玉瓦夏露率瓦畜---sss 一 l 国株 还饨发讼华 比 困 }}}}}
氧氧化酶 一 一一 { 肌醇 - ---

接接触酶 十 十十

} 卫矛醇 一 一一

葡葡萄糖氧化发酵(o/ F) F FFF
{ , 氨酸脱”酶

+ ,,

葡葡萄糖产气 + +++

{ 鸟氨酸脱瀚
, ,,

蔗蔗糖 一 一一 }
精“酸脱”酶 一 ___

麦麦芽糖
+ +++

} M
,

R.
+ +++

甘甘露糖 一 一一 }
v

·

P
·

一 ___

乳乳糖 一 一一 }在含
‘% 脉水 中产生叫噪 + 斗斗

阿阿拉伯糖 一 一一 }柠檬酸盐利用 (西蒙氏 ) 一 一一

纤纤维二糖 一 一一 }
d 一晒石酸盐利用 一 ___

水水杨昔 一 一一 } 尿 , 水解 一 ___

七七叶昔 一 一一 }
在翻 上产生邸

+ +++

木木糖 一 一一 } 硝酸盐还原 + 十十

棉棉子搪 一 一一 } 明胶液似22 ℃ ) 一 一一

侧侧金盏花醇 一 一一

{
“培养基上生· + +++

苯苯丙氨酸脱氨酶 一 一一一
二 R 川n e r 和 M口即卜艾te r

〔19 3毛〕

2
.

3 组织病理观察

各脏器发生变质性病变
,

肝脏病变尤其明显
,

故该病为肝脏型病变
。

2
.

3
.

1 肝脏

由于爱德华 氏菌的作用
,

肝淤血
,

形成典型的肉芽肿
,

成团的类上皮细胞积集成结节状病

灶
,

其中央有坏死物及细菌块(革兰氏染色呈红色 )
,

周 围有淋巴细胞 (图版
一

l) ; 同时可见肉芽

肿融合灶 (图版
一

2 ) ;肝赃局部坏死
,

肝细胞肿大
,

核碎裂
,

嗜中性 白细胞浸润 (图版
一

a)
。

2
.

3
.

2 心脏

部分心肌弯曲
,

断裂
,

横纹消失
。

心肌间有渗出液
,

红细胞及嗜中性白细胞浸润(图版
一

4
、

5 )
。

2
.

3
.

3 肺

肺炎性水肿
,

肺泡肿大
,

肺泡壁血管充血
,

肺泡内充满红细胞
、

嗜中性 白细胞及渗出液 (图

版
一

6 )
。

2
.

3
.

4 脾

脾窦扩大
,

脾窦间充满炎症细胞
,

使红髓和白髓界限不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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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分离到的菌株
s ’

一 l 的各种特性均与
s 一 l 菌株相 同

,

证明菌株
s 一 1 为鳖爱德华 氏菌病

的致病菌
。

不过
,

从试验过程的观察结果看
,

此病为非暴发性
,

病情发展相对缓慢
。

如果鳖的

体质较强或侵袭鳖体的病原菌数量较少
,

饲养条件较好
,

则可能通过鳖 自身的免疫与防御系

统逐渐康复
。

3
.

2 鳖患爱德华氏菌病的可能性

迟钝爱德华氏菌是鱼类爱德华病的病原菌
。

196 2 年爱德华氏菌病首次在 日本鳗鲡中发

现
,

后来在多种人工养殖的淡水鱼和海水鱼中相继发现
。

此外
,

从蛇
、

龟等冷血动物肠道和粪

便中
,

从鸟类
、

猪等温血动物的肠内以及人的粪便
、

尿或血液中也常分离到该菌
,

可见其宿主范

围十分广泛
,

是水陆常见菌
。

陈奖励等【1卯3」报道养鳗池水中一般含有爱德华氏菌 1护
·

”口刃/

m L
。

可见 中华鳖接触该病原和患病的机会是广泛的
。

爱德华氏菌在 14 ℃以下不繁殖
,

繁殖温度为 巧
一

4D ℃
,

30 ℃最适 [郭雄光等 19 88 ]
,

恰好是

目前温室养鳖的温度
,

这又给爱德华氏菌的繁殖创造 了良好 的环境条件
,

因此
,

在整个温室养

鳖过程中
,

鳖都有可能感染爱德华氏菌而患病
,

这是同养殖环境分不开的
。

韩先朴等〔199 5」用人工经 口感染的方法使鳗鲡患爱德华 氏菌病获得成功
,

说明该病原菌

可通过饲料经消化道感染鱼体
,

鳌也有可能通过摄食而感染爱德华氏菌
,

所以
,

把好饲料关是

预防该病发生的重要措施
。

3
.

3 组织病理变化的探讨

鳖受爱德华 氏菌侵袭
,

使肝脏局部坏死
,

遭受损伤
。

由于鳖的 自身免疫力较强
,

能以增

生方式进行抗损伤
,

在坏死灶周围
,

成团的类上皮细胞集积成结节状的肉芽肿
,

这是 鳖的一种

抗损伤反应
。

但 肉芽肿过多或过大会压迫周围的血管
,

特别是壁薄而且没有结缔组织支持的

肝静脉分支
,

从而加重肝脏的血循环障碍
。

此外
,

肝脏受损后
,

白蛋 白的合成功能降低
,

导致

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
,

形成腹水
。

此为鳌即将死亡的症兆
,

已无法治疗
。

据韩先朴 [ 1卯5」报道
,

爱德华 氏菌引起鳗鲡患病的病症表现为肝脏型或肾脏型两种类型
。

作者所见的鳖爱德华 氏菌病均为肝脏型
,

是否有 肾脏型有待进一步研究
。

韩先朴 [ 199 5」又报

道说
,

鳗鲡仅仅感染爱德华 氏菌时
,

只引起肝脏灶性坏死
,

而爱德华氏菌和气单胞菌同时感染

时
,

则引起脓肿
,

此乃气单胞菌继发感染的结果
。

作者在患爱德华氏菌病的 中华鳖看到
,

肝

脏 中不但有灶性坏死
,

而且形成结节状肉芽肿 ;各脏器均有嗜中性 白细胞浸润
,

但尚未见到脓

肿
。

本次试验所取组织切片材料
,

是仅由爱德华氏菌人工感染的
,

这可能是未见脓肿 的原因
。

由于气单胞菌在水体中广泛存在
,

所以
,

在 自然环境中
,

不排除鳖同时感染爱德华 氏菌和气单

胞菌
,

从而出现更复杂的病理变化的可能性
。

3
.

4 中华鳖爱德华氏菌病的防治

保持 良好的生长环境
,

尤其是净化水质及投喂优质饲料
,

是预防该病的主要方法
。

发病初

期可用药物治疗
。

采用二倍稀释法
,

以 n 种药物为对象
,

测定它们对爱德华氏菌的最低抑菌

浓度 (N且C )
,

经筛选
,

确定
“

鳖必康
” 1 和 4 号为最佳药物

,

其最低抑菌浓度 (h且C )值均为 0
.

39

“g / n 1L
,

生产应用试验 已取得 了良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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