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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虹缚 IH N 和 I P N

流行病学的初步研究
’

牛鲁祺 赵志壮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 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虹蹲鱼病毒性疾病 I U 汉 和 I P N 的流行与危害情况
,

对这二种病

毒性疾病的症伏和病理变化作了初步的 研究
,

并进行 了病原学鉴 定
。

文中建议严格地把住进口

鱼卵或鱼苗的检疫工作
,

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

多层次地防止疫病的传播和蔓延
。

主题词 虹鳃
,

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症
,

传染性胰脏坏死症

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症 (工旦N ) 和传染性胰脏坏死症 ( I P瓦 ) 是分布广泛
、

发病率高
、

危

害极大的鱼类病毒性疾病
,

国外已有大量研究
〔 ,一 各〕。 1 9 8 5 年开始在我国东北地区各养蹲

场陆续发现
,

目前有蔓延和加剧的趋势
,

已引起从业人员的关注和不安
。

为了弄清它们的

流行
、

危害情况和发病规律
,

寻 找生产上行之有效的控制和减少传播的可能性
,

在 1 9 8 6~

1 9 8 7 年间
,

作者曾多次对发生过 IHN 和 I P N 的虹蹲鱼场的孵化鱼苗
、

幼鱼进行追踪调

查
,

分析疫情的动态变化情况
,

为有关部门更加重视虹鳍鱼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
,

提供了

理论和事实依据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细胞培养 采用敏感的 R T G 一 2 和 C H S卫一 2 14 细胞
,

使用美国产培养液 R P M l l已40
,

内含 10男

胎牛血清
.

青霉素 10 。 单位 /毫升
,

链霉素 1 00 微克 /毫升
,

卡那霉素 10 。 单位 /毫升
,

p l l 7
.

3
,
20a c 下培

养
。

2 病原材料 将患有典型症状的 I HN 患鱼置于 一 2 0℃下冰冻
,

工P N 患鱼置于 5 0芳磷酸甘油缓冲

液中
、

在 一 ZoQ C贮存待用
。

3
:

病寻悬液的制备 将 工H N 息鱼体表用酒精消毒
。

I P N 患鱼用无菌的。
.

6 5形氯化钠溶液冲洗 3一

4次后 用无菌方法剪碎
,

匀浆
,

加入 P B S 悬俘
,

以后均按 人毗 dn 氏法
。

4
。

细胞感来和鱼休感染 细胞感染是将病毒悬液接种 毗 G 一
2 和 C H曲

一
21生细胞

,

置于 1 6
o

C下培

养
,

至出现典型的 C P 习
。

鱼体感染是在未曾息病的鱼群中
,

挑选 5 月龄的健康幼鱼
,

腹控注射病毒悬

液
。

6
『

组织病理检查 将人工感染出现症状的病色与追踪调查患病鱼群中采到的保有症状的 残 存 病

本文曾提交给中国水产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里学术年会 ( 1 9盯 年11 月5~ o1 日 )
,

并在毕术讨论的

分组会上宣读
.



水 产 3 2色 水 产 学 报学 报 1 2卷

鱼
,

取其肾
、

肝
、

胰
、

脾等
,

采用 B ou i n, “ 液固定
,

石腊包埋
,

切片
,

H
一
E 染色

。

6
.

电子显微镜检查 将出现 C P E 的细胞培养物
,

用 2
,

5男戊二醛预固定
,

再用饿酸固定
,

E po 浦招

包埋
,

按常规超薄切片
,

染色后电镜观察
。

流 行 与 危 害

东北地区四个虹缚鱼场的 工H N 和 IP N 的流行情况如表 1
。

(营口县建一鱼场 的 资

料未统计在内 )
。

传染性造血楼官坏死症 ( I HN )最早于 1 98 5 年在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渤海冷水鱼 试验

站虹缚稚鱼高密度饲养技术试验池中发现 (表 1 )
,

因系试验池
,

故采取了加大水流量和饲

料中添加维生素的办法制止了死亡
,

同年 8~ 9 月
,

对该池零星的患病幼鱼做组织病理学

检查
,

更进一步确诊为 班N
。

据悉
,

同年 5 月初营 口建一鱼场的虹缚稚鱼也患了 IH N
。

本

溪市虹鳍鱼场在 1 0 8 6 年 3 月 27 日
,

卵黄囊吸收 1 / 2~ 2邝 的上浮稚鱼出现 工n N 症状
,

4

月 1 日开始死亡
,

因尚未开食
,

采取措施无效
,

于 4 月 10 日死亡达到 3 00
,

00 0 尾
,

持续到

4 月 1 9 日
,

全场的 6 0 0
, 。 0 0 尾上浮稚鱼全部死亡

,

使该场苗种生产中断一年
,

造成严
一

屯

经济损失
。 1 9 8 7 年 4 月初

,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渤海冷水鱼试验站在水温 o4 C 时出现 更H N

症状
,
4 月 6 日水温达 5~ 扩C时

,

每天死亡数达 5 00 余尾
, 4 月 12 ~ 15 日邀请在黑龙江省

表 1 19 3 5~ 1 987年东北地区虹鲜 I H N 和 I p 班 发生情况

T a b
.

1 T h e o u t b r e a k s o f I H N 执 n d I r 万 o f r 压 i n bo w t r o u t ln

n o rt h e a就 e r n Ch in
a d u r i n g 198 5一 19 87

病病别别 年份份 发病地点点 发病日期期 水温〔七 ))) 稚鱼规格格 死亡数 (尾〕〕友眼卵来源源 备 注注
士士 y p e sss

Y
e几 r sss L

, ` ·

时 10立立 (月
、

日 ))) 、 V a 击。 rrr F r 生e s 日i z eee
D e a d f l s hhh 弓o u r

阳
o fff R e力1昌至玉万万

DDDDDDDDD
吕 t e sss 七e刀 〕 p

.....

n u rn b e rrr

叮目 。 9 9 弓弓弓

((((((((( M
,

D )))))))))))))

III H NNN 丁9肠肠 渤海冷水水 6
.

18 ~ 2 333 9 ~ ] 000 全长 2皿皿 6 0
,
以 1000 本站自产产 为投喂二周 的稚鱼鱼

鱼鱼鱼鱼试验站站站站 重 0
.

1 2 999999999

11111 9 8 666 本溪市虹虹 3
.

2 7一 4
.

1000 8~ 999 重 0
,

1 3 999 8 〔幻汪压K】】 北京运进进 尚未开始投喂
,

o6 万尾稚稚
缚缚缚缚鱼场场场场 ( 13 尾 食食食 如万自产大大 鱼全部死亡

。。

为为为为为为为 1
.

7 9 ))))) 部份份份

111119卿卿 渤海冷水水 4
甲

6~ 1 888 5~ 666 重 0
.

1 4 999 6 O() 尾 /日日 日本运进进 1 9 8 6年 1 2 月 6 日运进
,

次次
鱼鱼鱼鱼试验站站站站 〔7尾重为为为 第一批批 年 3 月 1 1 日上浮稚鱼 3。万万

1111111111111 9 ))))))) 尾
,

4 月 3 日移至室外二排排
2222222222222222222

、
3号水泥他

。。

]]]]] 9黔黔 渤海冷水水 4
.

6~ 1 888 5 ~ 666 重 O
·

1只ggg 1O() 尾 / IJJJ 日本运迸迸 次
甥霄瑟召望馨暴势势

鱼鱼鱼鱼试验站站站站站站 第二批批 暑黔
孵化室内小型水泥池池

III P 人人 19名777 渤海冷水水吞
.

2 5~ 6
.

1 666 ] O~ 1工工 价 吃1
+

住~~~ 5月份 日日 日本运进进进
鱼鱼鱼鱼试验站站站站 0

.

6 999 死亡 达 2加加加加
余余余余余余余余尾

,
6 月 3333333

~~~~~~~~~~~~~~~ 拓日死亡亡亡亡
达达达达达达达达 ] OO( l ~~~~~~~
}}}}}}}}}}}}}}}500 尾 / 日

。。。。

11111 9 8 777 百林省长长 5
甲

1 1一 2 000 名~
.

」〔))) 重 0
.

1 7 999 日死亡量量 北京怀柔柔柔

白白白白如
_

蹲鱼场场场场场 达 5 00 余尾
二二

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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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日本长野县水产试验所鱼病专家富永正雄先生前往复诊
,

也确认为 I H N
。

传染性胰脏坏死症 ( I P N ) 于 1 9 8 7 年 5 月 4 日初次发现于黑龙江水产研究行渤海 冷

水鱼试验站的日本发眼卵孵出的稚鱼
,

发病水温在 10 一 1 1℃
,

日死亡 2 00 余尾
, 6 月 3 日

开始 日死亡增至 1 0 0 0~ 15 0。 尾
,

此付间内邀请在黑龙江省宁安县临时工作的 日本养蹲专

家拜野先生复诊
,

也确诊为 I P N
。

1 9 8 7 年 5 月 11 日
,

吉林省长白县虹缚鱼场出现 工P N 临

诊症状
,

水温 8~ 9’ 0
,

日死亡达 5 00 尾
。

症状和病理变化

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症 ( I H N )
:

从上浮稚鱼到摄食一个月左右稚鱼易发此病
。

急性

型的死亡率较高
,

发病 10 天左右死亡率可达 80 % ( 1 9 8 6 年本溪市虹鳃鱼场流行 的 1ll N

属急性型 )
。

其症状是病稚鱼体发黑
,

游动迟缓
,

无力地随水漂流
,

有时出或痉孪动作
,

有

时一边翻滚
、

一边漂流
,

被水冲至排水口
,

贴在鱼栏上死去
,
或静卧池底或反游狂游沉入池

底而死亡
,

腹部膨大
,

有淤血斑
,

肌肉
“

V
”

字型或线型出血
,

少则 1 条
,

多则 3 ~ 4 条
,

尾柄

充血
。

腹鳍基部和肛门周围充血
,

有的在肛门拖着长而不透明的白色粪便
。

受感染的仔

鱼卵黄囊充血
。

鱼尸体剖检
,

体内肝
、

肾发自
。

个别鱼有腹水
。

人工感染的鱼还可见到 胃

膨胀
,

内有透明液体
,

肠发炎
。

传染性胰脏坏死症 (丁P N )
: 1 9 87 年 5 月到 6 月上旬

,

日本产的稚鱼苗在黑龙汀水产

研究所渤海冷水鱼试验站出现的症状有两种
:

一种是鱼群中个体比较大
,

貌似健康的鱼
,

一

通常在激烈的螺旋式旋转后下沉死亡
,

这利
,

鱼腹部膨胀
,

仅有个别鱼体色稍黑
。

解剖镜下

剖检
,

肝
、

脾水肿并苍自
,

胃肠无词料
,

肠内有黄色的渗出液
。

另一种是体色发黑
,

头大身

细
,

体瘦弱
,

在池底不动的类型
。

19 8 7 年 5 月在吉林省长白县虹蹲鱼 场发现的 I P N 是上

述的第一种
。

I且可 的主要病变是肾脏造血组织严重坏死
,

脾脏的造血组织坏死
,

症状进展的病鱼

胃肠固有层颗粒细胞坏死
,

肝也可见到局灶性坏死
。

对 1 9 8 7 年东北地区首次 I P N 病例的

组织病理学观察结果
,

主要是胰脏的胰腺泡细胞固缩或凝固性坏死
,

肠粘膜上皮细胞脱

落 ;在濒死的病鱼中
,

肾脏造血组织有病理改变
。

病 原 学 鉴 定

1 9灯 年
,

对渤海冷水鱼试验站 日本虹蹲稚鱼的 1且N 和 IP N 病鱼制成的病毒悬液感

染 R .T G 一 2 和 O H S E 一 2 14 胞细
,

在 16 ℃培养
。

IE N v 感染的 R T G一 2 细胞经 18 天出现首

欢 C p E
,

将此感染的培养液传代后
,

经 6 天出现第二次 0卫E
,

再将其传代
,

则第二天出

现 C P E
。

病变细胞先由正常的纤维形变为纵长形
,

进而变圆呈环形 (图版 3 )
,

再进一步呈

葡萄状成堆聚集
,

最后从瓶壁脱离
。

O H S乐 2 14 也发生 了 C P E (图版 4 )
。

电镜观察
,

在

细胞 间隙中可看到许多弹状病毒 ( 长约 150 lnn
,

宽 80 ~ )
。

l p N V 感染的 丑T孚 2细胞
,

最初细胞失去纺捶形
,

出现单个的水泡状
,

胞质有颗粒
,

随之单层被破坏
,

细胞从瓶壁脱落

( 图版 5 )
。

C R胭
一2 1 4 的变化如图版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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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近几年
,

我国每年从国外运进大批的蛙鲜鱼卵
,

但因未执行严格的检疫
,

致使危

害严重
、

传播力强
、

防抬困难的 工H N 和 I P N 等病毒性疾病传入我国
,

并蔓延开来
,

使正

在发展中的我国虹缚养殖业
,

留下了无穷祸患和潜在危机
。

为了控制和消灭鱼类各种病毒

病
,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

将
“

蛙蹲鱼病毒检疫技术
”

和
“

病毒病快速诊断技术
”

列为

专题系统研究
,

已成当务之急 ! 应当加快步伐
,

积极而稳妥地引进
、

消化和吸收国外的先

进检疫技术
,

并创建我国的准确
、

快速
、

简便的鱼类病毒检疫技术
,

供海关等检疫部门采纳

实施
。

建议有关领导部门
,

制定更严格的防疫卫生制度 ; 学习国外先进经验
,

最好形成鱼

病法规
。

国外对感染 IH N 和 I P N 的病鱼采取的措施是全部消毁
,

养殖场地设备进行全

面消毒
。

在我国
,

对于养殖者来说
,

多考虑当前的经济损失
,

不考虑长远利益
,

仅仅是想办

法推迟和减轻病鱼的死亡
,

这并不能消除隐患
。

应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

以多途径
、

多级预

防的方法来防止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

我国养鳍业历史很短
,

规模较小
,

与世界水平差距很大
。

在国外
,

从卵孵出到养成的

成活率为 肠% ,我国目前仅 10 一 15 终
,

比草鱼成活率还要低
,

平均单产也仅为发达国家的
1 / 1。

。

其原因除饲料和饲养管理水平低外
,

鱼病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间题
。

如果虹鳍鱼的病

毒病得到控制
,

其成活率可 由目前的 10 那提高到 5 。%
,

鱼产量也将会大幅度地提高
。

这对

我国养蹲业的普及和推广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参 考 文 献

汇1 了 江草周三
,

19邓
。

焦0 感染症
。

恒星社厚生简
,

束京
。

〔 Z J —
,

t g钧 焦必病理组缎学
。

束京大学出版社
。

汇“ ] A h n 。 ,

W
一 1 , 84

·

I切 p o T t a , 公 , `” l d , s e“ s e ”

驴卫 ” oT p “ ” f`劝
“ D ,七u r ”

·

匆 , , 0
痴 石̀ ” , o夕镇̀“ 五圳 g ,

r不̀ a
,

23
: 3 一 15

。

[ 4 ] I王e d r i e k
,
R

.

p
`

a n d J
.

L
.

,

F r妙
r ,

1 9 8 1
.

D e 二。 i ,七匆无 加 l o e七io n 0 1 t h r e e 黝 l rn 恤 i d e o U 五 n 哭 w i七h

in i o c t lou
s P幼

c r e a七i o n 。 。了 0 5宜日 v i扭日 ( I P凶V )
.

F `召瓦夕 。才而。矛峪万
,

1 5 ( 3性 )
: 16卜 1湘

.

[ 6 〕 o k a
功

。 t o
、

N
.

a n d T
.

,
S a n o ,

1 9器
`

T玩 爪
e e h 及 11 i s m o f in t e对 e你 c o w it h f i s h v i甄 l 血 f e e七i o n i几 七如

R 1r’ G ~ 2 e e ll l如 e
.

J乙落d 1 8之1 )
:
卜1 2

.

T H E E P I D E M I O L O G I C A L IH N A N D I P N O F R A I N B OW
T R O U T I N N O R T H E A S T C H I N A

N 血 L u q i a

nd Z h a o Z h 松hu
a n g

(万闻洲夕夕翻公 g F 喀: 几旧犷`。 , 丑。 : e a , c几 1外吕右̀云̀ t。
,
C再翻1召舀。 五` a d 。饥封 of 夕感,

触
了钻。 S e公改` 。 s )

A BS T R A C T l u 让
e r e 。 。 n t y e a r s , t h o t w o r a jbn o w t r o u七 v 坛就 d贻 e a s e s ( IH N a

dn
I P N ) w e r 。 日P r e

ad o v e r u o r t b e a s t C h i仙 t h r o u g h 皿p o r t o f i n f e亡 t e d e g g s
.

I H N 乙

dn
I P N 11 a 日 n o w b e e n d i吕g几 o 3 e d 尔 f o u r 它r

ou t吕 f a r m 日
.

T h e f i r 3七 r e e o 上d o f 七he IH N

o e
eu

r r e d j n 1 9 8 5 , r a i n b o w 七r o u t f r y w e r e 了u f e e t e d , n B o h a f 0 0工d w a t e r

价 h o

xP o r仁

。 e n t: 1 5协 t为 n
.

A n o士五. r

anr jo r o u七b r e o k o e e u r r e d j n B o n二 1 R a j汕
o w T r o u t r a

mr 加

A P r i l 1 9 86 w h e r e 1 0 0形 。犷 6 0 0
,
0 0 0 r a jbn ow 七r o ut f r y id e d i n 3一 1 5 d岛 y 。 。 f t e r 七h .

。 n s e七 o f 七he d i s e昭 e
.

I P N wa
s f i r s七。加

。 r v o d in oB 恤 1 C o ld W毗 er 万 i s il E那
e r

加
e n at l



33 2水 产 学 报 2 1卷

S ta ti o n i n M叮 19 8 7
, a

血 ab ou t 5 0
, o 0 0 r a i n bo w t r o u t f r y d沁d

.

hT
e in 介 e t沁n o r j g 垃a七e d

fr o m o g g 3 w址 e h w e r 。 加 p o r t e d f r o m J a
aP n

.

K E Y W O R D S r a ibn
o w t r o u 七

,

IH N ( i n f o e t迈u : il 。工u 启 t o P o拍`沁 . O c r o 。加 )
,

U
,

N

( j可朗飞沁u . 砂 n o r e 肠 t io n e e r始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