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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投喂抗菌肚
5 cy go na d i n对黑绸免疫及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吴曼丽 陈贝 刘洁 陈慧芸 彭会
(厦 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福建厦 门 3 1 60 1) 0

摘要 :本实验以黑绸 ( S P
a

s r n~ r co ce P扭 ) u s为研究对象利用杭菌肤基因工程表达产物 S即即
n

汕
n

进行口服试验
,

探讨杭菌肤 口服后是否对鱼体内免

延学指标或者杭氧化反应指标有影响
。

黑绸空腹三天后
,

口服投喂不 同浓度 (0 2
、
住 4

、
0

.

8 m g / m助的 sc y g on
a id n
各 10 0闪

,

以 P B s为对照组
,

采集不 同 时

间点 (6
、
1 2

、
2 4

、
4 8

、
7 2 h) 血清及肝

、

肠组织样品
,

测定超氧化物吱化酶 (S o D )
、

脂质过氧化 (M D A )
、

一氧化 氮合酶 (N o )S
、

一氧化氮 (N O )
、

谷脆甘

肤 (G s H )等杭氧化指标
。

实验结果表明黑绸 口服投喂基因工程表达产物sc 嗯 on
a击n
对其免疫及杭氧化指标无显著性影响

,

表明 口服杭菌肤sc 嗯on 汕
n

不会影响鱼类的正常免疫功能
,

从而为杭菌肤在水产养殖业的应用提供 了科学依据
。

关键词 :杭菌肤 sc 嗯on
a击n 口服 免延功能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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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y g皿ad 讯是厦门大学首次于 2006 年报道从拟穴青蟹精浆中 11 ` ] 。在病原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 日趋严重的情况下
,

抗菌肤将可能

分离获得的一种新型的阴离子抗菌肤 l1] ,

该抗菌肤是利用阳离子交 成为新的抗菌药物来源
,

其临床应用潜力很大 l12]
。

来源于细菌的两

换层析和反相高效液相层析技术从拟穴青蟹的精液中获得的
,

分子 种抗菌肤 g r a m i ic d i n s 与 p 。 厅m y 劝 n B 已经应用于治疗 由

量约为 10
.

8 k D a 。

对该抗菌肤的基因序列
、

体内表达特性
、

抗菌机 sP eu do m o n as ae ur g in o sa 和 A ic n et o b ac et r b a u m a n n i i引起的感

制及其功能已进行了大量研究 12一 3刊
。

S yC g

姗d讯是首个在甲壳动物 染 11 3] ,

BI 一367 是p or et g r讯的一种类似物
,

被用于治疗囊性纤维变性

中发现的与生殖免疫相关的抗菌肤
,

具有重要的生殖免疫功能16, 7 ] , 病人由 sP eu d o m o n as ae ur g i n os a引起的肺部感染 11 4 ] 。

预示其在水产养殖业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抗菌肤在水产养殖业的应用遇到的很大问题是如何有效的使

自抗菌肤天蚕素于 19 81 年发现后 l8] ,

迄今在多种生物种类都有 抗菌肤产品进人鱼类或其它水产动物体内
,

口服免疫是一个很重要

抗菌肤的研究报道
,

如从南非爪蟾 (X即。 p us l ae vi s) 皮肤中分离 的途径
。

蛋白可以在肠道内被完整的吸收到血清和动物组织中 l1s]
,

到防护素 (m
a即 in 讯 )l9]

,

在人的血液和尿液中发现的抗菌肤h印 ic d讯 R o m y iF s山 er 等 11 6] 以乳铁蛋白为研究对象
,

通过灌胃给药的方式
11 0] ,

从海洋生物亚洲堂 (aT d l了p leus itr d即at ust )提取纯化 at d l了p l
~ 持续4周每天给成年小鼠灌胃牛乳铁蛋白(b fL )

,

检测吸收的时间效

表 1 灌胃 S e y g o n a d i n 对黑明血清
、

肠道
、

肝脏 M D A 含量的影响

日日日寸间 位m e( h ))) P B S 组 e o n 仃 0 111 实验组
e x p e r

朋
e n 龙 g r o

叩
s (m g / m L )))

000000000
.

222 0
.

444 0
.

888

血血清清 666 2 4
.

14 士 7
.

2 444 32
.

14 士 7
.

0 777 3 6
.

9 0
。 士 1 1

.

8000 1 8
.

3 6
。 士 3

.

8 888

((( n m o l / m L )))))))))))))))))))))))))))))))))))))))))))))))))))))))))))))))))))))))))))))))))))

11111222 11
.

5 7 士 0
.

7 444 1 8
.

3 8 士 14
.

7 222 13
.

7 1
b 士 5

.

0 333 1 1
.

5 2
b 士 1

.

9 444

22222444 10
.

2 8 士 7
.

6 000 14
.

5 0 士 5
.

0 222 8
.

57
b 士 5

.

2 333 9
.

5 2
b 士 1

.

5 888

44444 888 18
.

4 1士 1 1
.

Ol
a bbb

2 8
.

6 9 士 16
.

0 6
bbb

巧
.

7 9 士 7
.

3 7
b a bbb

6
.

5 9 士 1
.

9 1了了

77777222 10
.

6 8 士 1
.

4 888 10
.

2 0 士 6
.

6 888 I o
.

3 4 b 士 2
.

6 999 9
.

9 1
b 士 6

.

5222

肠肠道道 666 2
.

58 士 0
.

8 555 7
.

3 9 士 4
.

3222 3
.

53 士 1
.

6 999 6
.

17 士 2
.

9 666

((( n m o l / m即
r o龙)))))))))))))))))))))))))))))))))))))))))))))))))))))))))))))))))))))))))))))))))))

11111222 3
.

08 士 2
.

0 444 4
.

0 4 士 2
.

4000 4
.

53 士 1
.

9 111 4
.

2 3 士 1
.

5 111

22222444 2
.

85 士 1
.

5 444 3
.

7 4 士 2
.

0444 4
.

14 士 1
.

6 999 7
.

2 3 士 2
.

6 222

44444 888 3
.

93 士 3
.

6 000 7
.

8 5 士 3
.

1000 3
.

62 士 0
.

4 444 3
.

8 2 士 2
.

0 888

77777222 2
.

96 士 2
.

1555 5
.

3 2 士 4
.

7 333 4
.

76 士 2
.

7 444 10
.

2 5 士 5
.

2 111

肝肝脏脏 666 1
.

46 士 0
.

9 333 1
.

7 3 士 0
.

66
。。

1
.

12 士 0
.

1333 1
.

2 2 士 0
.

4 333

((( n m o l / m即
r o龙)))))))))))))))))))))))))))))))))))))))))))))))))))))))))))))))))))))))))))))))))))

11111222 0
.

77 士 0
.

5 999 0
.

7 4 士 O
.

O7
bbb

0
.

93 士 0
.

1888 0
.

9 1士 0
.

2 444

22222444 0
.

92 士 0
.

5 999 1
.

4 9 士 0
.

5 5 。。
1

.

38 士 0
.

7 000 1
.

6 7 士 0
.

5000

44444 888 1
.

08 士 0
.

3 222 0
.

7 7 士 o
.

26
bbb

1
.

22 士 0
.

1888 1
.

2 8 士 0
.

8444

77777222 1
.

19 士 0
.

2 000 1
.

2 6 士 o
.

2 1
a bbb

1
.

23 士 0
.

2 777 1
.

2 9 士 0
.

2 555

注
:

同行上标或同列下标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p > 0
.

0助
;
相邻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

0匀
。

表 2 灌胃 S e y g o n a d in 对黑明肠道 N O S 影响

时时时间 住m e ( h))) P B S 组 e o n 上r o lll 实验组
e

却er 朋
e n 上上盔r o

叩
s (m g / m L )))

000000000
.

222 0
.

444 0
.

888

肠肠道 ( U / m即
r o 上))) 666 1

.

53 士 0
.

2 555 2
.

37 士 0
.

2 000 1
.

5 1 士 0
.

2 000 2
.

4 8 士 1
.

0 111

11111222 2
.

6 1士 1
.

0 333 1
.

63 士 0
.

4 666 1
.

8 6 士 0
.

3 111 2
.

4 4 士 0
.

3 888

22222 444 1
.

Og
ab 士 0

.

3 555 1
.

59 士 o
.

5 3
aaa

1
.

7 4 士 o
.

4 4 a bbb
2

.

4 3 士 o
.

5 9
bbb

44444 888 2
.

4 7 士 1
.

1 111 1
.

45 士 0
.

4 111 1
.

5 5 士 0
.

1444 2
.

56 士 0
.

9 666

77777 222 1
.

32 士 0
.

2222 1
.

80 士 0
.

4 000 1
.

6 5 士 0
.

4 666 2
.

6 8 士 1
.

3 666

注
:

同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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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灌胃 S ey ga n oi dn对黑明肝脏 O N影响

时时时间 七 m
e

())) hB S P组 n o e七 r olll实验组 以 口 r e
m n e七 g r。

叩
s

(mg/ mL )))

000000000
.

222 0
.

4440
.

888

肝肝脏 (以 m ol/即
r o七 ))) 666 1

.

88士 0
.

5888 2
.

49士 1
.

2 0 777
.

75士 1
.

0 444 1
.

9 9士 0
.

8 777

222 11111 1
.

9 7士 0
.

42 111
.

8 1士 0
.

8 2 666
.

8 6士 1
.

000 7 1
.

56士 0
.

999 3

22222 444 1
.

49士 1
.

0 5552
.

2 3士 1
.

2 333 3
.

2 7士 0
.

5 555 1
.

58士 0
.

3 111

44444888 2
.

5 4士 0
.

3 555 3
.

3 4士 1
.

2 333 3
.

2 3士 0
.

8 666 3
.

5 7士 1
.

2 444

222 2 77777
.

0 5士 0
.

2 6 666
.

0 3士 0
.

2 6 777
.

8 0士 0
.

6 555 1
.

8 6士 0
.

2 444

注
:

同表 1
。

表 4灌胃 S ey ga n oi dn对黑明肝脏 O D S影响

时时时间上朋
e))) ( hB S P组 n o e仃 0 111实验组 以 口 r e

朋 n e上 g r。
叩

s(mg/ mL )))

000000000
.

222 0
.

4440
.

888

肝肝脏 ( u/ m即
r o上 ))) 666 0

.

7 1士 0
.

2 666 1
.

3 4士 1
.

000 1 1
.

2 3士 0
.

0 7777
.

8 2士 0
.

3 7
。。

222 11111 1
.

15士 0
.

14442
.

2 0士 0
.

5222 1
.

7 1士 0
.

0 3333
.

59士 0
.

0 3
。。

22222 4440
.

59士 0
.

40 666
.

8 5士 0
.

40 111
.

8 4士 0
.

55550
.

8 7士 0
.

4 4。。

44444888 1
.

3 1士 0
.

2 222 0
.

9 4士 0
.

999 0 3
.

5 1士 0
.

0 1111
.

2 6士 0
.

2 4。。

222 77777 1
.

2 2士 0
.

999 7 1
.

3 5士 0
.

3 5550
.

8 6士 0
.

4 777 1
.

3 7士 o
.

9 2
bbb

注
:

同表 1
。

表 5灌胃 S ey ga n oi dn对黑明肠道 H G S影响

时时时间 七 m l
e

( h))) B PS组 o en七 r olll实验组
X epr e

m ln e七 g r。
叩

s
(mg/ mL )))

000000000
.

222 0
.

4440
.

888

肠肠道 (以 m ol/ mg pr o七 ))) 666 0
.

5 1士 0
.

999 2 0
.

59士 0
.

2 3 333
.

0 1士 1
.

222 0 6
.

44士 0
.

2 666

222 0 11111
.

59士 0
.

2 333 1
.

3 1士 0
.

8 999 1
.

9 2士 1
.

999 1 1
.

2 2士 0
.

6 666

22222 444 1
.

3 3士 1
.

5 3 777
.

6 3士 2
.

9 2 777
.

0 5士 1
.

666 3 1
.

9 2士 1
.

0 111

44444888 2
.

7 1士 1
.

8 999 0
.

9 7士 0
.

2 333 1
.

3 5士 0
.

999 0 6
.

9 5士 0
.

6 555

222 77777 1
.

8 7士 2
.

666 1 1
.

3 1士 1
.

5888 0
.

6 7士 0
.

000 0 7
.

44士 0
.

999 1

注
:

同表 1
。

应
,

以及组织积累药物模式
。

在前期本实验室通过酵母系统成功表达 s cy g皿ad 讯基因
,

获得

了 S yC g皿a d讯基因工程表达产物的基础上
,

拟以S yC g皿a d讯表达产

物口服海水养殖鱼类黑鳃
,

观察该抗菌肤进人鱼体内后对免疫相关

因子以及抗氧化反应因子的影响
,

从而判断鱼类口服抗菌肤后是否

影响整体的免疫状态
,

以期为抗菌肤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及方法

1
.

1 材料
1 1 1 实脸动 物

实验所用黑鳃 (20 一 30 9 )购自厦门市漳浦渔排
,

暂养一周
,

空腹

三天后
,

用于试验
。

1 1 2 盆要仪器和 议备

电热恒温水浴锅 ( H W S 2 6)
;

恒温培养箱 (D H G 一 P 16 2)
;

烘箱

(D H G 一 P 24 0) 为上海一恒产品
;一 80 超低温冰箱

;
M讯 i Q超纯水系

统为M讯 i p or e公司产品
;
T e ca n G即es is 型自动酶标仪购 自T ec a n

公司
;
S a r t o r i u s 电子天平

;

紫外分光光度计 (U l t r a印 e e Z I OOp r o )为

安玛西亚公司产品 (现为 G E公司 )
1 1 3 试剂

B ar d fo r d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购自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
;

C A T
、

M D A
、

M P O
、

N O
、

N O S检测试剂盒购自N a n ji n g Jia n山 e n g

B i o即 g in e er 讯 9 h st it u d e ;
G S H (L一 Gl u切血i皿 e r e d u 能d )购 自aJ p a n

F l u k a ;
M i e r o e o e e u s l y s o d e ik t i e u s冻干细胞购 自U S A S IG M A 一

A L D I刁I C H ;
D T N B ( ,

,

, ’ 一 D i血 i的 is (2一
n i t r o b即 oz ie a iC d ))购自 U S A

F l旅
a ;

氯化钠
、

磷酸氢二钾等其它常用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

1
.

2 实验方法
1 2 1 杭菌肤 cS姐 。

an id n 真核 表达产物的获得
一 8 0 ℃保存重组毕赤酵母 G S l l到p IP C g K一 S yC g皿 a id n )菌株

(由本实验室保存 )经真核表达
、

表达产物的纯化
、

洗脱蛋白的脱盐获

得实验用抗菌肤 s cy g o n a id n 。

1 2 2 黑姻滩胃方 法友洽鸽剂量

给药途径一般采取注射
、

口服
、

浸浴三种途径
,

本实验采用强制
口服的方法

,

俗称灌胃
。

根据S yC g o n ad 讯的抑菌
、

杀菌效力
,

计算出

适宜的口服浓度
。

嗜水气单胞菌和荧光假单胞菌是黑鳃在养殖过程

中的致病菌
,

以黑鳃对这两种菌的抑菌及抗菌浓度计算给药量
。

最

后取 1
.

0 林 g / g 鱼重
、

2
.

0 林 g / g 鱼重
、

4
.

0 林 g / g 鱼重三个灌胃浓

度
。

1 2 3 实脸含祖和样品 采票

以P B (S p H 一8
.

0) 为对照组
,

灌胃SyC g

姗 id n剂量 0
.

2 m g / xl l L
,

日旧T任〔 Hw 日日L口 生物技市世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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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mg/ mL
,

。
.

8 m g / m L各 100 林 L
。

每个浓度组设 ,个取样时间

点
:

山
、

1加
、

2如
、

48 h
、

7加
,

平行样 ,尾
。

测量体长及体重
,

尾部静脉取

血液样品后
,

剪断脊柱使鱼碎死
。

迅速解剖
,

取肝脏
、

肠道等器官
,

用

无菌锡箔纸包好投人液氮中速冻
,

一 80 ℃超低温冰箱中保存备用
。

1 2 4 晦指标 测定方 法

1
.

2
.

4
.

1 SO D测定方法

制备肝脏
、

肠道组织匀浆液
。

实验采用邻苯三酚法测SO D酶活

性
,

邻苯三酚在碱性条件下会发生自氧化
,

释放0
2一 ,

中间产物不断

变色
:

黄棕色一绿色一黄色
,

初始维持线性 3一4分钟
。

S O D通过催化

0
2一

与H +结合
,

阻止中间产物积累从而能够抑制邻苯三酚 自氧化反

应
.

1
.

2
.

4
.

2 M D A 测定方法

过氧化脂质降解产物中的丙二醛 (M D A )可与硫代 巴比妥酸

(T B A )缩合
,

形成红色产物
,

在另 2 姗处有最大吸收峰
。

1
.

2
.

4
.

3 N O 测定方法

N O 由于化学性质活泼在体内代谢转化为 N 0
2 一

和 N 0
3 一 ,

而

N 0
2一

又进一步转化为N 0
3一 ,

利用硝酸还原酶特异性将N 0
3一

还原为
N 0

2一 ,

通过显色反应测定其浓度的高低
。

1
.

2
.

4
.

4 N O S测定方法

N O S催化 L一 A r g和分子氧反应生成N O
,

N O与亲核性物质生成

有色化合物
,

在 , 30
n m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

根据吸光度的大小计算

出N O S活力
。

1
.

1
.

4
.

, G S H测定方法

G s H 测定用 D T N B 分光光度法
,

按 Em es t B eu 且er 等 117 ]改进

方法进行
。

2 实验结果

2
.

1 杭菌肤 sc yg
o

na id n 真核表达产物 的获得

本实验所用 S yC g

姗 d讯由毕赤酵母真核表达
,

甲醇诱导后在培

养上清中检测到目的蛋白cS y g o n a id n ,

并用亲和层析纯化表达产

物
。

图 1中为抗菌肤亲和层析纯化 U V _ 28 0图
;
图 2为抗菌肤纯化后

S D S 一 P A G E图
。

2
.

2 灌胃不 同浓度的杭菌肤 s cy g on ad in 对 M D A 含量的影
;

向

从表 1中可以看到
,

在血清中
,

灌胃不同浓度组与P B S组M I从含

量相比
,

均无显著性差异
。

48 h
,

0
.

8 m g / xl l L浓度组中M D A含量与

0
.

2 m g / m L浓度组相比
,

有显著性降低 (p < 0
.

。助
。

同一浓度组不同

时间点间比较
,

0
.

4 m g / m L浓度组
,

6 h时M D A含量与其它时间点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 < 。
.

。匀
,

6 h 时M D A含量最高
。

。
.

8 m g / m L浓

度组
,

6 h 时M D A含量与其它时间点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 < 0
.

0匀
,

6 h时M D A含量最高
。

在肠道组织中
,

各不同灌胃浓度组与P B S对照组相比
,

M D A含

量无显著性差异
。

同一灌胃浓度组不同时间点之间比较
,

M D A含量

也均无显著性差异
。

在肝脏组织中
,

各不同灌胃浓度组与P B S对照组

相比
,

M D A 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

同一浓度组不同时间点比较
,

0
.

2

m g / m L浓度组
,

6 h
、

24 h M D A含量与 12 h
、

48 h相 比
,

有显著性

差异 (p < 0
.

0 , )
。

2
.

3 灌胃不 同浓度的杭菌肤 s cy go an d in 对 N o s 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到
,

在肠道组织中
,

各不同灌胃浓度组与P B S对照

组相比
,

在 24 h 时
,

0
.

8 m g / m L浓度组与P B S对照组相比一氧化氮

合酶 (N O )S 活性有显著性上升 (p < 0
.

。助
,

同样
,

0
.

8 m g / 1l l L浓度组

与 0
.

2 m g / m L浓度组相 比N O S有显著性上升 (p < 0
.

。匀
。

同一灌胃

浓度组不同时间点之间比较
,

N O S活性也均无显著性差异
。

2
.

4 灌胃不 同浓度的杭菌肤 s cy g on
a d in 对 N o 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到
,

在肝脏组织中
,

各不同灌胃浓度组与P B S对照

组相比
,

一氧化氮 (N O )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

但。
.

2 m g / m L及。
.

4

m g / m L浓度组在不同时间点与对照组相比
,

有增加的趋势
。

同一灌

胃浓度组不同时间点之间比较
,

N O含量也均无显著性差异
。

2
.

5 灌胃不 同浓度的杭菌肤 s cy go na d in 对 s o D 的影响

从表 4可以看到
,

在肝脏组织中
,

各不同灌胃浓度组与P B S对照

组相比
,

S O D酶活性无显著性差异
。

同一灌胃浓度组不同时间点之

间比较
,

72 h时
,

0
.

8 m g / m L浓度组 SO D酶活性与其它时间点相

比有显著性提高 (p < 0
.

。匀
,

其它浓度组无差异
。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在肝脏组织中
,

各不同灌胃浓度组与P B S对

照组相比
,

谷眺甘肤 (G S H )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

同一灌胃浓度组不同

时间点之间比较
,

G S H含量也均无显著性差异
。

2
.

6 灌胃不 同浓度的杭菌肤 s cy go na d in 对 G S H 的影响

3 讨语
3

.

1 杭菌肤 sc yg on
a id n 对黑绸免疫指标的影响

本实验通过测定肝脏闪0
、

肠道N O S指标
,

评价抗菌肤对黑鳃免

疫能力的影响
。

3
.

1
.

2 杭菌肤 sc yg on ad in 对一氧化氮(N o )的影响

N O具有抗菌
、

抗肿瘤
、

抗寄生虫及免疫调节
、

介导细胞毒效应

的作用
,

是机体免疫的一个重要指标 [ ` “ ] 。

在本实验中
,

灌 胃

s c y g o n a id n 后
,

。
.

2 m g / m L及。
.

4 m g / m L浓度组在不同时间点

肝脏N O有升高
,

但差异不显著 (p > 0
.

。匀
;

灌胃0
.

8 m g / m L浓度组

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升高
,

可能由于 N O与谷眺甘肤过氧化物酶及

S O D之间的负相关性
,

抗菌肤对 N O的影响不显著 11 9] 。

3 1 3 杭 菌肤 S e 夕g o n a d i n 对 一氧化氮合晦 (N O S )的影响

肠道 N O S活性
,

在 2 4 h
,

0
.

8 m g / m L浓度组与P B S对照组相

比有显著性上升 (p < 0
.

。匀
,

且与 0
.

2 m g / m L浓度组相比也有显著

性上升 (p < 0
.

。匀
。

这个结果说明
,

N O S活性在24 h 时达到最高
,

而之

后又下降
,

且只在 0
.

8 m g / m L浓度组时能显著诱导N O S活性的升

局
。

在灌胃后不同时间点
,

除2 4 h 外
,

0
.

8 m g / m L浓度组 N O S活

性与P B S对照组相比均有升高
,

但差异不显著 (p > 0
.

。助
;
另外两个浓

度组均无显著性差异
。

这个结果与肝脏中闪0含量的变化正好相反
。

在灌胃后不同时间点
,

0
.

8 m g / m L浓度组N O含量与P B S对照组无

差异
;
而 0

.

2 m g / m L及 0
.

4 m g / m L与对照组相 比均有升高
,

但差

异不显著 (p > 0
.

。匀
。

结果表明
,

灌胃0
.

8 m g / xl l L时
,

N O S活性上升
,

N O含量被抑制
;
而灌胃低浓度组 0

.

2 m g / m L及0
.

4 m g / 1l l L
,

N O S

活性没有被诱导
,

N O含量升高
。

这也解释了如 3
.

1
.

2中所示为什么
“

灌胃0
.

8 m g / m L浓度组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升高
,

而 0
.

2 m g /

m L及0
.

4 m g / 1l l L浓度组在不同时间点肝脏N O有升高
”

的原因
。

由

于 N O 来源于 N O S
,

低 中浓度组 N O含量的提高不是经过N O S的诱

导
,

可能有其它途径的来源
,

存在多途径的相互协调 l20]
。

3
.

2 杭菌肤 sc yg on ad in 对黑绸杭氧化系统的影响

机体活细胞可产生氧自由基
,

过量的氧自由基对机体有害
,

机

体中有一套有效的抗氧化系统可以用于清除氧自由基
。

保持机体内

活性氧保持平衡状态
,

不会对机体产生毒害作用
。

本实验通过测定黑鳃血清
、

肝脏
、

肠道M D A含量
,

肝脏S O D酶

活性及肠道G S H含量来评价抗菌肤 Scy g o n ad 讯对黑鳃抗氧化系统

的影响
。

3 2 1 杭 菌肤 S e 夕g o n a d i n 对超氧化物政化晦 (S O D )的影响

6 生物技市世界 日旧 T任〔 Hw 日日L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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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 S对于整个机体的免疫功能及增强吞噬细胞防御能力有重

要作用
,

与生物的免疫水平密切相关 l21]
。

在本实验中
,

肝脏组织中
,

同一灌胃浓度组不同时间点之间比较
,

。
.

8 m g / m L浓度组在 72 h

时的S O D酶活性与其它时间点相比有显著性增强 (p < 0
.

0匀
。

说明灌

胃。
·

8 m g / m L抗菌肤 S c y g o n a id n 对机体 s 0 D酶的活性有增强作

用
。

这个实验结果支持了王一娟等 l19] 在河蟹基础 日粮中添加 0
.

4%的

抗菌肤后
,

河蟹肝脏和肌肉中S O D 活性显著增强 (p < 。
.

。匀
。

3 2 2 杭菌肤 S e夕g o n a d in 对丙 共赫(M D A )的影响

丙二醛 (M D )A 是脂质过氧化物 (L PO) 的主要分解产物
。

本实验

结果表明
:

血清中
,

中低浓度组与 P B S对照组相比
,

M D A含量在不同

时间点均有上升
,

但无显著性差异
;
而。

.

8 m g / m L组与P B s对照组

M D A含量基本持平
。

这有两个可能
:

一是灌胃低浓度抗菌肤产生一

定量的M D A
,

而灌胃0
.

8 m g / m L抗菌肤S cy g皿 a d讯不产生M D A
;

另一个可能是
,

低浓度组清除M D A 的能力不如高浓度组
,

高浓度组

抗氧化剂活性强清除了产生的M D A
。

在肠道和肝脏中的M D A含量

结果表明
,

与 P B S对照组相比
,

灌胃抗菌肤 Scy g皿ad 讯对组织M D A

含量没有明显变化
。

最终结果表明
,

灌胃抗菌肤对于机体不会产生

显著性的毒害作用影响
,

证明 口服抗菌肤是安全的
。

同一灌胃浓度组
,

不同时间点比较时
,

发现血清中
,

。
.

4 m g /

m L
、

0
.

8 m g / m L组随着时间的延长
,

M D A含量有降低趋势
。

在6 h

时M l〕A含量最高
,

随后的时间点有所降低
,

这说明
,

在抗菌肤进人体

内短时间内(6 h )会产生一定的应激反应
,

而随着时间的延长
,

由于

抗氧化酶在 6 h后发挥作用降低机体自由基水平
。

在肠道中
,

无明显

变化
。

在肝脏中
,

低浓度灌胃组在 12 h
、

48 h 与 6 h时M D A含量相

比有显著性下降
,

说明抗菌肤在肝脏中有一定的降低机体活性氧水

平的功能
。

4 结论

口服投喂不同浓度的抗菌肤对机体的闪0
、

N O S有一定影响
,

但

N O 的变化不是完全与 N O S的变化正相关
,

说明N O的来源可能有其

它途径
。
口服投喂不同浓度的抗菌肤对于M I从含量的影响与P B S对

照无显著性差异
,

说明抗菌肤SyC g

姗d讯对机体的不会产生显著性

的毒害作用影响
。

同一浓度不同时间点的M D A含量对比结果表明
,

随着时间的延长
,

M D A含量有下降的趋势
。

说明抗菌肤长时间作用

情况下
,

可降低机体M D A含量
。

口服投喂不同浓度的抗菌肤S yC g

姗 id n 对黑鳃免疫及抗氧化

作用不显著
。

说明抗菌肤不会干扰机体的免疫状态
,

也不会作为外

源物质对机体产生毒害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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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t e r m i门a t i o 门 o f 匕lo o d 已1以t a t 日10 门e [口j
.

La匕乙e l i门
.

冈e d
,

1 963
,

6 1

( 5 ) : 88 2一 8 8 8
.

〔1 8」王金合
.

自由基的生物学特性及其与动物疫病的关系〔月
.

中

国兽医科学
,

2 00 9
,

3 9 (0 5 ) : 46 5一 4 7 0
.

[ 1 g jRi e a r d o P
.

S e v e r i t y o f e日r o 门i e e日a g a s d i s e a s e 15 a s s o e i a t e d

w i t 日 e y t o反i门e a 门t i o x i d a 门t i m匕a l a门 e e i门 e日r o 门i e a l ly i门f e e t e d

i门d i v i d 以a l s [口j
.

工门t 口 Pa r a s i t o
,

20 03
,

33 ( 3 ) : 29 3一 2 99
.

〔20) 苏岭
,

刘红柏
,

王荻
,

等
.

四种复方中药和黄茂多糖对鲡鱼生

长
、

组织中 NO 含量与 NOS 活性的影响〔月
.

水产学杂志
,

2 0 1 0

( 3 ) : 1 0 0 5一 3 83 2
。

〔2 1」汪益峰
,

周维仁
,

章世元
,

等
.

氨基酸平衡和外源酶对异育银

鲡的生长
、

氮代谢及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口」
.

江苏农业学报
,

20 1 0
,

26 ( 1 ) : 1 3 0一 1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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