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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九孔鲍大量死亡的一种球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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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1999 年初春福建省东山县工厂化养殖九孔鲍中发生的流行性死亡 , 开展了九孔鲍的病理学研究 ,

电镜下发现病鲍的肝脏细胞质中有大量具被膜 20 面体 、大小约为 100nm的病毒粒子。通过感染实验 , 推

断该病毒是造成此次九孔鲍大量死亡的病原体;由于肝脏细胞的大量病变和坏死引起九孔鲍的大量死亡。

该病毒的种类和分类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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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hereovirus resulted in mass mortality of

Haliotis diversicolor aquat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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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ss mortality of abalone Haliotis diversicolor aquatilis , occurred at abalone farms of Dongshan

Prefecture,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spring of 1999 and Since then pathological study was performed.

Electron micrography revealed mass enveloped , about 100nm in diameter , hexagonal particles in the cytoplasm

of liver of diseased abalone.Artificial infected experement revealed that the virus is the lethal pathogen of mass

mortality , and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necrosis of the liver cell were the reshan of death.A further study

on specib clasifieation of virus will be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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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在我国被誉为海产八珍之一 ,有悠久的养殖历史 ,北起辽宁省 ,南至海南省都有养殖。主要养

殖种类有盘鲍(Haliotis discus)、皱纹盘鲍(Haliotis discus hannai)、杂色鲍(Haliotis diversicolor)、九孔鲍

(Haliotis diversicolor aquatilis)等。据国家统计局资料 ,1997年全国鲍的生产量为2 050t ,若加上台湾的

产量可超过 3 000t。九孔鲍自 1989年由台湾引进中国大陆以来 ,由于其生长速度较快 ,集约式的工

厂化养殖方式的推广 ,近年在福建省 、广东省的九孔鲍养殖面积及其产量有很大的发展。1998 年两

省的鲍产量达2 000t以上 。九孔鲍集约式的工厂化养殖 ,由于养殖密度高 ,如果养鲍的水环境处理不

当将降低鲍的应激能力 ,一但有病原体的存在就容易发生疾病 ,尤其是病毒 、细菌性疾病所造成的危

害是非常严重 ,至今有关九孔鲍疾病的报道尚少。本文通过对 1999年初春发生在福建省东山县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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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的工厂化养殖中大量死亡的调查 ,运用病理学的研究方法 ,发现病鲍的肝脏细胞核萎缩 ,细胞小器

官解体 ,细胞大量坏死的现象 ,经电子显微镜观察 ,确认肝脏细胞质中有大量的病毒粒子存在 。根据

回归感染实验的结果 ,推断该病毒是造成此次九孔鲍大量死亡的病原体 。由于肝组织的病变和坏

死 ,引起肝功能障碍是此次九孔鲍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

1　材料

本研究的病鲍材料于 1999年 3-4月采集自福建省东山县九孔鲍工厂化养殖场 ,病鲍的大小为 3.

1 ～ 6.5cm的当年鲍苗和商品鲍;对照用和感染用的健康鲍取自不发病的厦门市大嶝岛养鲍场。

2　方法

2.1　病理组织学研究

将鲍软体部剥离 ,切下部分肝脏和肾脏 ,光学显微镜观察的材料用 5%甲醛溶液(0.2M磷酸缓冲

液 ,pH7.3)固定后 ,采用常规的石蜡包埋切片和H.E染色。电子显微观察的材料用2.5 %戊乙醛和 2

%甲醛混合液(0.2M磷酸缓冲液 ,pH7.3)固定 ,再用 1%四氧化锇后固定 ,采用环氧树脂包埋 , 超薄

切片 ,醋酸铀和柠檬酸铅双染色 。

2.2　病原感染实验

2.2.1　注射感染

将病鲍软体部剥离 ,切下内脏部 ,按重量 1∶5加磷酸缓冲液(PBS),在碎冰降温条件下进行组织

磨碎 ,在4℃条件下以 7 000 r·min-1的速度离心分离 20min ,提取上清液 ,按体积每毫升加青霉素和链

霉素各 1 000单位(双抗),置4℃中保存。感染前用经灭菌的 0.22μm 过滤膜过滤后 ,用 70%酒精棉

轻擦鲍肌肉表面 ,用微量注射器注射上述病毒悬液 0.1mL到健康鲍体 ,对照组鲍是注射等量的 PBS

(加双抗)。在水温 15℃、18℃、室温(19 ～ 22℃)、25℃条件下 ,分别充气 、不投饵 、不换水培养 ,观察发

病情况 。重复试验的病毒悬液是以上述试验的死鲍为材料 ,按相同方法进行。

2.2.2　浸渍感染

将上述病毒悬液按 1∶10添加过滤海水 ,健康鲍在其中浸渍 2h后 ,放回水族箱培养。

2.2.3　交叉感染

将 10只健康鲍单独置于养殖笼;另外将 10只健康鲍与 10只病鲍一起置于养殖笼中 ,在同一发

病的养鲍池内饲养 ,观察发病情况。

3.　结果

3.1　病理组织学研究

光学显微镜观察表明 ,各养鲍场的自然发病鲍以及感染实验鲍的肝脏组织病理变化严重 ,大量的肝

细胞核萎缩 ,细胞质溶解 、细胞坏死[ 1 ,2](如图版 2所示)。病鲍肾曲小管上皮细胞颗粒变性严重 ,细胞核

萎缩 、崩解和坏死(如图版 4所示)。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病鲍的肝组织超薄切片 ,在肝细胞质中可发现

大量大小约为 100nm 、具核衣壳(capsid)的六角形病毒粒子。被病毒感染的肝细胞质中 ,内质网 、线粒

体 、高尔基体等细胞小器官数量减少 ,细胞核膜不平行 ,核质萎缩和核变型(如图版 5所示)[ 3-7] 。

3.2　注射感染

15 ℃、18 ℃、室温(19 ～ 22℃)培养的试验鲍在注射病毒悬液感染后 3 ～ 6d内 ,死亡率达 100 %;

25℃、28℃、对照组在感染试验的 16d内均无死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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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病毒悬液回归感染实验结果

Tab.1　 Results of infective test with virose suspension

组别
感染水温

(℃)

感染剂量

(mL)

试验鲍数

(个)

感染时间(d)/死亡数量(个)

1 2 3 4 5 6 7 8 9 10

死亡率

(%)

1# 15 0.1 3 0 0 2 1 　 　 　 　 　 　 100

对照组＊ 15 0.1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8 0.1 3 0 0 2 1 　 　 　 　 　 　 100

对照组＊ 18 0.1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19～ 22 0.1 7 0 0 3 2 2 　 　 　 　 　 100

对照组＊ 19～ 22 0.1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25 0.1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25 0.1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射加双抗 PBS

从感染试验的死鲍提取病毒悬液进行的重复感染试验 ,在 6d内 , 15 ℃、18℃、室温(19 ～ 22℃)试

验组鲍的死亡率达 100%,在感染试验的 10d内 ,25℃、28 ℃、对照组的试验鲍均无死亡(见表 2)。
表 2　重复感染实验结果

Tab.2　 Results of reinfective test

组别
感染水温

(℃)

感染剂量

(mL)

试验鲍数

(个)

感染时间(d)/死亡数量(个)

1 2 3 4 5 6 7 8 9 10

死亡率

(%)

注射组 15 0.1 10 0 0 5 5 　 　 　 　 　 　 100

对照组 15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浸泡组 15 ×1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照组 15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射组 18 0.1 10 0 1 5 4 　 　 　 　 　 　 100

对照组 18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浸泡组 18 ×1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照组 18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射组 19～ 22 0.1 10 0 0 5 3 1 1 　 　 　 　 100

对照组 19～ 22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浸泡组 19～ 22 ×1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照组 19～ 22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射组 25 0.1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照组 25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浸泡组 25 ×1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照组 25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射组 28 0.1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照组 28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浸渍感染

病毒浸渍感染的试验鲍在试验的 10d内均无死亡 。

3.4　交叉感染

被单独饲养于发病池的健康鲍在试验的 15d内均无死亡 。与病鲍一起混养的试验鲍 15d 内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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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死亡 、残活6只鲍的肝脏病变与自然发病鲍的症状相似 。

4.　讨论

4.1　病原的探讨

从此次发病的情况来看 ,最早发生于一家由北方来源的皱纹盘鲍(8 ～ 10cm),然后传染到该场的

九孔鲍个体 。由于缺乏对鲍传染性疾病防治的认识 ,对污水 、病鲍和死鲍缺乏科学性的处理 ,导致该

海区其它几家养鲍场的九孔鲍相继发病和死亡。另外根据本课题的病毒感染试验结果 ,该病毒在水

温 25℃以上 ,供试鲍不会发病的结果 ,初步推断此次福建省东山县九孔鲍病毒性疾病的病源来自偏

冷的海域。

4.2　水温对病原体活力的影响

根据回归感染试验的结果表明:本次九孔鲍发病的病毒在水温 25℃以上 ,不论是注射感染 、浸渍

感染或是水平感染 ,供试鲍基本上不发病 。养鲍业者也反映:当 3月份的天气晴朗 、气温升高时 ,病 、

死鲍的数量会减少;与此相反 ,如果有冷空气的影响 ,第二天的病 、死鲍数量会增加。根据跟踪调查

东山县九孔鲍工厂化养殖的情况 ,进入 4月份 ,自然海区的水温开始回升(23℃以上),传染性的病毒

性疾病自然缓解 ,即使发病的 ,也只是在个别池中发生 ,病情也逐渐减弱 。5 ～ 6月份部分养鲍场又开

始购进外地健康鲍进行养成 ,大都无病害发生 ,因此推测水温升高是抑制该病毒活力的一个主要原

因 。根据 10月份从原发病养鲍场采集的鲍苗进行低温(13℃)培养 23d ,供试鲍大部分存活结果 ,表

明该病毒经夏天高水温期无感染力 ,但是该病毒是否具有潜伏性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4.3　初步的防治措施与今后工作

有关病毒性疾病的治疗 ,一般认为尚无有效的药物 ,本病发生时 ,曾用呋喃类 、抗生素和抗病毒

复方药物进行治疗 ,均未见疗效 。从使用沙井水 、过滤海水较使用表面海水的发病时间推迟的现象

来看 ,运用生态环境的改良和消毒处理 ,对该病毒性疾病的防治应有一定的作用 ,具体的作法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 。根据1999年 10月至 2000年 2月连续使用聚维酮碘(PVP-I)的效果来看 ,该药物有一

定的防治作用 ,具体效果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有关九孔鲍病毒性疾病的研究 ,今后应开展该病毒的理化特性以及病毒学等方面的研究;确定

该病毒的分类地位和种类;病毒的感染机理;水环境的改良和管理;通过实验开发对该病毒有效的杀

毒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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