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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了同一养殖池中的感染白斑综合征病毒（WSSV）和未感染 WSSV 的凡纳滨对虾的肠道菌群，旨在

探讨对虾肠道菌群与机体健康状态之间的关系。感染 WSSV 对虾肠道的细菌总数为 1. 06 × 106 CFU /尾，显著

高于未感染 WSSV 的对虾（1.78 × 105 CFU /尾；P < 0.05），且其肠道中的细菌分别属于弧菌属、气单胞菌属、海

水球菌属、盐水球菌属和乳酸杆菌属；染 WSSV 的对虾（P < 0 .05），气单胞菌的比例显著的低于感染 WSSV 的

对虾（P < 0 .05）；盐球菌所占的比例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结果显示，两种对虾在肠道菌群组成和细菌组成

和细菌数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初步表明对虾肠道菌群区系和机体的健康状态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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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outbreak in cultured shrimp（Penaeus ’anna(ei）and the composition
of aerobic heterotrophic bacterium communities in shrimp inte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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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College of Aqua-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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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outbreak
in shrimp intestine . In intestine of the shrimp infeCted by WSSV，the total baCteria Count was 1 . 05 × 106 CFU /
shrimp，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hrimp uninfeCted by WSSV（1 . 78 × 105 CFU / shrimp，P < 0.
05）；Five genus baCteria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dominant genus were Bibrionaceae and Aeromonas，followed by
Marinococcus，Salinicoccus and Lactobacillus . In intestine of the shrimp uninfeCted by WSSV，four genus baCteria
were identified exCepting Marinococcus，the perCentages of Bibrionaceae and Lactobacillu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 perCentages of Aeromona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hrimp infeCted by WSSV（P < 0 . 05）.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erCentage of Salinicoccus in the shrimp intestine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testine miCroflora between the shrimp infeCted with WSSV and the normal，



and there is a form of linkage between the intestinal miCroflora and WSSV.
Key words：Penaeus vannamei；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intestinal baCterium Community

动物的消化道具有营养和防御疾病的双重功能［1］。肠道中寄居着大量的微生物，共同生存于一定

空间内组成了一个处于动态平衡的微生态系统［2］。在人和畜禽上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参与并调节宿

主生化反应和生理反应，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抵制宿主疾病发生［3］。由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的生物学特

点与陆生动物不同，对虾肠道的菌群容易受环境的影响［4］。目前，对虾肠道菌群的研究多局限于对正常

对虾肠道菌群区系的研究［5 - 7］，不同种类间对虾肠道菌群区系组成的差异［8］，以及养殖水体温度、盐度

等对正常菌群的影响［9 - 11］等方面。但是，对于不同健康状态下，对虾肠道菌群区系差异的研究尚未见

报道。本实验对从同一对虾养殖池中采集到的感染白斑综合征病毒（WSSV）的对虾和未感染 WSSV 凡

纳滨对虾的肠道微生物区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目的在于探讨肠道微生物区系与对虾健康状态之间是否

密切相关，为水产益生菌的开发和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样品的采集

试验用虾为凡纳滨对虾（Penaeus vannamei），体长为 6 ~ 8 Cm。取自山东省胶南市对虾养殖场。该对

虾养殖池为水泥池，采样前，虾池没有施加任何抗生素和微生态制剂产品。盐度约为 20，温度约 28 ℃。

将采集到的活虾放入氧气袋中迅速运回实验室进行样品处理。

1.2 样品的处理

首先用 75%的酒精擦拭活虾体表进行消毒，无菌操作将活虾解剖，取出对虾的头部软组织和肠道，

分别用于白斑综合征病毒（WSSV）检测和肠道菌群区系分析。取感染 WSSV 的对虾和未感染 WSSV 的

对虾各 9 尾，每 3 尾为一个重复，进行肠道细菌的计数和鉴定。

1.3 WSSV 的检测

参照文献［12］的方法，从对虾头部软组织中提取用于 WSSV 病毒检测的 DNA，然后按照 Yoganandhan
等［13］所描述的方法进行 WSSV 病毒 DNA 的检测。

1.4 肠道细菌的计数和分离

取出的肠道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 3 次，分别置于无菌匀浆器中加 1 mL 无菌生理盐水匀浆，取匀浆

液进行 10 倍系列稀释，分别取 0 .1 mL 涂布 2216E 平板，28 ℃培养 48 h 后统计细菌菌落（CFU）。

挑取菌落分布均匀且菌落数为 300 左右的平板，平均划分几个区域，每个区域大约含 30 个菌落的

区域，随机挑取一个区域的细菌用于菌群区系研究。从 2216E 平板上挑取的菌落通过划线进一步纯化。

纯化后的菌种置于含 15%甘油的生理盐水中保存于 - 80 ℃的冰箱中。

1.5 细菌鉴定

参照 0liver［14］和 Muroga 等［15］海洋细菌鉴定系统，对细菌的形态、生理和生化特征进行测定，然后根

据《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16］将菌株鉴定到属。鉴定指标主要有：格兰氏染色、鞭毛、运动性、菌落形态、

抗生素敏感性、0 / 129（弧菌抑制剂的敏感性）、氧化酶、接触酶、葡萄糖氧化发酵、吲哚产生反应、鸟氨酸、

赖氨酸和精氨酸脱羧、精氨酸双水解酶和硫化氢等反应。

1.6 统计分析

利用 SPSS 11 .0 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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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图 1 对虾样品 PCR 产物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Fig.1 Determination of WSSV DNA in head
solt tissue ColleCted from samples

- ：阴性对照；+ ：阳性对照；H1，H2，H3：未感染 WSSV 的对虾；

V1，V2，V3：感染 WSSV 的对虾。

2.1 WSSV 的检测结果

通过对样品 PCR 产物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可知

对虾 WSSV 检测结果（图 1）。V1，V2，V3 三条带表明

被检测的对虾样品感染了 WSSV，未感染 WSSV 的对

虾样品的 PCR 产物没有电泳条带出现（H1，H2，H3）。

2.2 肠道细菌数

感染 WSSV 对虾的肠道细菌总数为 1 . 06 × 106

CFU /尾，显著 高 于 未 感 染 WSSV 的 肠 道 细 菌 总 数

（1 .78 × 105 CFU /尾；P < 0.05）。

2.3 肠道菌群组成测定结果

从感染 WSSV 的对虾肠道中分离到了弧菌属、

气单胞菌属、海水球菌属、盐水球菌属、乳酸杆菌属

图 2 对虾肠道细菌的各属细菌组成

Fig.2 FrequenCy of baCteria isolated from
moribund and healthy shrimp

以 P > 0.05 为标准，对 3 个重复的平均数进行 LDS
多重比较，差异不显著的处理标有相同的字母；

“其他”为用本研究方法不能鉴定的细菌。

等 5 个属的细菌，分别占肠道总菌数的 18 . 75%、

17 .19%、15 . 62%、7 . 81% 和 4 . 69%。 从 未 感 染

WSSV 的对虾肠道中分离了弧菌属、乳酸杆菌属、气

单胞菌属和盐水球菌属等 4 个属的细菌，分别占肠

道总菌数的 51 .78%、14 .29%、8 . 93%和 8 . 93%。其

中，未感染 WSSV 对虾肠道中弧菌和乳酸菌所占比

例显著地高于感染 WSSV 对虾（P < 0 .05），而气单胞

菌的比例显著的低于感染 WSSV 对虾（P < 0. 05）。

两者之间盐球菌所占的比例差异不显著。对虾肠道

细菌鉴定结果见图 2。

3 讨论

本试验所有用虾均来自同一养殖池，因此管理

和饲养条件完全相同。通过对肠道菌群的分析，发

现感染 WSSV 的对虾和未感染 WSSV 的对虾的肠道菌群组成和细菌数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说明

WSSV 是导致肠道菌群区系差异的主要因素。

肠道正常菌群是微生物与其宿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态系。在健康的对虾肠道微生物区系

中，只有一到两个属的细菌占优势。在野生的中国对虾成虾肠道中弧菌和发光杆菌为优势菌［7］；Yasuda
和 Kitao［5］发现在日本对虾的!状幼体期弧菌属是优势菌属；0xley 等［17］报道无论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

墨吉对虾，健康的对虾肠道中的优势菌都是弧菌属。由此可知，弧菌是海水养殖对虾肠道中的优势菌属

之一。本实验结果也证实，无论是在感染 WSSV 的还是未感染 WSSV 的对虾肠道中弧菌都是优势菌。

虽然，两者之间盐球菌所占的比例差异不显著，但是，未感染 WSSV 对虾肠道中弧菌和乳酸菌所占比例

显著的高于感染 WSSV 对虾，而气单胞菌的比例显著的低于感染 WSSV 对虾，并且，在未感染 WSSV 对虾

的肠道中未发现海水球菌。大量研究证明，乳酸杆菌是罕见致病的细菌，在水产动物上用作益生菌可起

促进机体生长和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18，19］。气单胞菌和弧菌都是条件性致病菌［20］。条件致病菌可

能是过路菌，也可能是机体内正常微生物菌群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其数量超过正常值或其所在部位不是

正常生境，或者宿主抵抗力下降时等条件下才能致病［21］。在对虾养殖中，病原菌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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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环境或对虾肠道中的正常菌群［22］。SkJermo 和 Vadstein［23］证实条件性致病菌的大量繁殖是水产动物

发生疾病的主要原因，其造成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往往要大于专性病原菌。Yasuda 和 Kitao［5］研究发现，

以气单胞菌和弧菌为肠道优势菌的日本对虾的生长速度比以假单胞菌为肠道优势菌的慢。从数量上比

较，感染 WSSV 的对虾肠道总细菌数约为未感染 WSSV 对虾的 10 倍，差异显著。TannoCk［1］在哺乳动物

上做了肠道中正常菌群对宿主健康状况影响的实验，证实了动物肠道中的正常菌群对宿主的生化反应、

生理状况以及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重大影响。正常菌群的失衡会引起不同类型的疾病，反之，不同类型

的疾病也有可能造成正常微生物的失衡［21］。由以上试验结果可推断，感染 WSSV 的对虾和未感染

WSSV 的对虾肠道菌群区系的差异是肠道正常菌群的失衡的具体表现。进一步说明了对虾肠道正常菌

群、病原体（就本实验具体而言指 WSSV）和机体的健康状态存在者必然联系。

在人和畜禽上的研究表明，消化道中的菌群在维持宿主健康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动物肠道内菌

群是肠道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参与并调节许多与化学环境有关的反应，如生物化学反应，生

理反应，免疫调节反应和疾病的抵制［3］。大量且种类繁多的细菌共同生存于一定空间内组成了一个处

于动态平衡的微生态系统［2］。系统中的生态因子通过竞争性排斥和拮抗作用来调节菌群的平衡，同时

有助于抑制肠道中病原性微生物［24］。而益生菌是指那些能通过改善微生物生态平衡或改进原有微生

物区系属性的对养殖动物施加有利影响的活微生物细胞［25］。因此，通过饲喂益生菌来改善动物肠道菌

群平衡也是提高机体免疫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开展水产动物肠道菌群的研究可为水产饲用益生菌研究

和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本实验得到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生态实验室李健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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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水产品安全生产与品质控制》出版

广东海洋大学洪鹏志、章超桦教授主编的《水产品安全生产与品质控制》一书，近期由化学工

业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生产过程中的流程为主线，按生产原料、生产环境、生产过程及人员、设备、

储运、包装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害及控制途径来进行分别叙述。在各个环节中，围绕各关键点

容易出现的各种危害，如化学性危害、物理性危害、生物性危害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各种危害分析

及其控制方法，在系统、详细地介绍 GAP、GMP、HACCP 等概念和知识的同时，着重为读者提供一

个有参考价值并能够应用到实际的操作文本和实例。该书内容新颖、实用，体现了食品生产过程

中的危害分析、控制方法、最终达到食品安全的主题思想。

全书共分六章。介绍了国内外水产品的安全现状及水产品安全的重要性，详细阐述了水产

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体系、水产品中存在的危害以及水产品危害的控制方法，最后介绍了实际生产

中的危害控制及水产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体系文件的编写。另外，还有七个附录，分别是《中国水

产品卫生要求》、《日本水产品卫生要求》、《欧盟水产品卫生要求》、《俄罗斯水产品卫生要求》、《美

国水产品卫生要求》、《韩国水产品卫生要求》、《国外 × × 官员检查水产公司冷冻制品厂百问》。

本书语言通俗易懂，注重逻辑的连贯性，将危害分析与预防方式融合在操作中，更加符合生

产实际。适用于水产品加工企业、科研单位、水产品贸易机构、食品卫生和水产品大中专院校等

相关单位。定价 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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