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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穿孔病感染途径与防治技术的研究

王高学
(西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 ,陕西杨凌 712100)　

王英珍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天津 300112)

　　摘　要　进行了中华鳖穿孔病病原菌嗜水气单胞菌 ( Aeromonas hydrophila)和普通变形

菌 ( Proteus vulgaris)的人工感染、药敏和治疗试验。 结果表明 ,两种菌经肌注、体表划痕法感

染 ,均能使鳖表现出与自然病鳖相一致病症 ,两种菌均对庆大霉素、卡那霉素、诺氟沙星高度

敏感。 人工感染后第 4天分别用硫酸庆大霉素、硫酸丁胺卡那霉素和复方诺氟沙星腹腔注射

治疗 ,每 100 g体重剂量分别为 1. 2, 4, 16 mg /d,连续 4 d均能完全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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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穿孔病是养殖中常见病害之一 ,具有发病率高、传染性强、死亡率大等特点 ,一

旦发生 ,往往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此 ,研究穿孔病感染途径与防治技术对发展养鳖业至

关重要。据报道 ,穿孔病的病原菌为嗜水气单胞菌 ( Aeromonas hydrophila ) [1～ 4 ]、某种产碱

菌 ( Alcaligenes sp. )
[ 3]
和普通变形菌 ( Proteus vulgaris )

[ 4]
。但是 ,有关穿孔病的感染途径

和防治技术方面的研究尚未见到系统报道。1994年 8月～ 1995年 10月 ,对发生在陕西咸

阳市养鳖场内穿孔病所分离的普通变形菌和嗜水气单胞菌菌株进行了感染致病、药敏和

治疗试验 ,旨在探讨病菌感染致病性、感染途径 ,以及利用高敏感药物硫酸庆大霉素、硫酸

丁胺卡那霉素和复方诺氟沙星治疗效果试验情况。

1　材料和方法

受试病原菌　穿孔病病原菌普通变形菌和嗜水气单胞菌两菌株均由养鳖场同一病鳖

经分离、纯化、鉴定获得。两菌株 4℃冰箱保存。 试验时重新培养试用。

试验用鳖　人工感染、药敏与治疗试验所用幼鳖 ,体重为 102～ 110 g,经严格挑选 ,均

活泼健康无病害。试验幼鳖来源于咸阳神宝集团养鳖场内自然养鳖池。在试验前 ,首先按

每 3只为一组 ,在控温 28℃的水族箱中暂养 3 d以适应环境 ,并每天投喂鲜鱼肉。

药敏试验　采用纸片扩散法。抗菌药纸片购于北京天坛生物技术开发部 ,纸片药物含

量为 10 mg /L.两菌株分别用 M-H( Muel ler-Hinton)培养基培养 ,温箱温度为 28℃ .

人工感染试验　将普通变形菌和嗜水气单胞菌两种菌分别接种于营养琼脂斜面上 ,

置 28℃培养箱中培养 16 h左右 ,再用无菌生理盐水洗下菌苔 ,制成菌悬液 ,并对其计数 ,

使每毫升中含 14～ 16亿个细菌。人工感染试验分两菌株单独接种和混合接种两种方式。

采用肌注、体表划痕法感染。体表划痕法采用吸有菌悬液的注射器针头将幼鳖背、腹皮肤

刺破划线 ,同时推注菌液 ,将刚接完种的幼鳖在无水盆中暂置 1 h左右 ,再入水族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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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对照组用无菌生理盐水接种 ,接种剂量 0. 3 m L.对混合接种 ,每菌株用量分别为

0. 15 m L,人工感染试验分 2次进行。首先是致病性试验 ,一般在感染后养殖 14 d,并进行

病理解剖研究 ;第二次人工感染试验主要为治疗试验设置。

治疗试验　采用体表划痕法使两种菌混合感染 ,第 4天进行腹腔注射抗菌药治疗试

验。主要利用硫酸庆大霉素 (主要含量 2 m L∶ 0. 04,山西晋新制药总厂 )或硫酸丁胺卡那

霉素 (主要含量 2 m L∶ 0. 2,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或复方诺氟沙星注射液 (主要含

量 2 m L∶ 0. 01,西北农大学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药理组研制 ) ,每天注射 2次 ,早晚

各 1次 ,间隔 6 h左右 , 4 d为一疗程。另外 ,还需每天用 10μL· L
- 1的富氯药浴 0. 5 h,连

续 4 d.上述综合治疗一个疗程 ( 4 d)后 ,再将幼鳖养殖 7 d,观察治疗效果。

2　结　果

药敏试验　试验结果见表 1.普通变形菌对卡那霉素、庆大霉素抑菌圈直径大于

15 m m,为高度敏感 ;诺氟沙星抑菌圈为 10～ 15 mm属中度敏感 ;链霉素、四环素、土霉

素、螺旋霉素、呋喃唑酮、多粘菌素 B抑菌圈小于 10 m m,为低敏感 ;青霉素 G、磺胺嘧啶

不敏感。嗜水气单胞菌对卡那霉素、庆大霉素、诺氟沙星高度敏感 ;链霉素、四环素、土霉

素、螺旋霉素中度敏感 ;多粘菌素 B、磺胺嘧啶低度敏感 ;青霉素 G和呋喃唑酮不敏感。

表 1　两种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药物
菌株

普通变形菌 嗜水气单胞菌
药物

菌株

普通变形菌 嗜水气单胞菌

青霉素 G钾 — — 螺旋霉素 + + +

链霉素 + + + 呋喃唑酮 + —

卡那霉素 + + + + + + 多粘菌素 B + +

庆大霉素 + + + + + + 诺氟沙星 + + + + +

四环素 + + + 磺胺嘧啶 — +

土霉素 + + +

　　注: “+ + + ”表示高度敏感 ;“+ + ”表示中度敏感 ;“+ ”表示低度敏感 ;“— ”表示不敏感。

细菌的致病性　由表 2可以看出 ,两菌株单独或混合均有较强的致病性 ,普通变形菌

感染分别在第 25, 31, 34小时时各死亡 1只 ;嗜水气单胞菌感染 10 h死亡 1只 ,第 20～ 24

小时全部死亡。混合两菌感染 ,在第 6小时死亡 2只 ,第 24小时死亡 1只 ,对照组养殖 3 d

均正常。采用划痕法感染 ,从发病到死亡时间较长。在接种第 3天 ,幼鳖表现反应迟钝、停

食 ,背部接种处出现米粒般黄色疣粒 ,再经 3～ 4 d逐渐长成疮痂状 ,揭去后可见较深的洞

穴 ,与自然发病症状完全相同。由表 3知 ,无论单独感染还是两菌株混合感染 ,均在第 3天

表现发病症状 , 12 d内全部死亡。

表 2　两种菌单独或混合肌注感染试验

菌　名 菌液浓度 / (个· mL- 1) 剂量 /m L 死亡数 /试验数 感染后结果

P. vulgar is 1. 6× 109 0. 3 3 /3 25～ 34 h全部死亡

A. hydrophi la 1. 7× 109 0. 3 3 /3 10～ 24 h全部死亡

两者混合 1. 6× 109 0. 15+ 0. 15 3 /3 6～ 24 h全部死亡

对照 生理盐水 0. 3 0 /3 3 d内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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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种菌单独或混合体表划痕感染试验

菌名 菌液浓度 / (个· mL- 1) 病出现时间 发病数 /试验数 死亡时间 死亡数 /试验数

P. vulgaris 1. 6× 109 第 3天 3 /3 7～ 12 d 3 /3

A. hydrophi la 1. 7× 109 第 3天 3 /3 5～ 9 d 3 /3

两者混合 1. 6× 109 第 3天 3 /3 4～ 9 d 3 /3

对照 生理盐水 3 d正常 0 /3 7 d正常 0 /3

　　病理学观察　对两菌株单独或混合感染的病鳖解剖发现 ,肠充血 ,肝灰褐色且肿大 ,

肺褐色 ,脾肿大变紫 ,腹腔内体液增多 ,具腥臭味 ,同时 ,肝肺脏器充血严重 ,肾脏组织学观

察表现严重衰竭。 混合感染者病理学表现出与自然病鳖更为一致。

治疗试验　由于幼鳖来源不易 ,仅采取两菌株混合体表划痕法接种进行治疗试验。试

验中 ,混合感染第 3天表现出穿孔病症状 ,第 4天按组进行治疗试验 (见表 4)。 A2, B2, C2

三组治疗后 ,养殖 14 d,无菌操作下解剖 ,取血液和组织在营养琼脂平板上划线分离 ,置

28℃恒温培养 24 h ,结果没有致病菌落生长 ,说明该组已完全治愈。而 A1, B1, C1这三组 ,

在治疗后 ,经养殖 14 d,将复发病的幼鳖在无菌下取材 ,进行划线分离 ,获得两菌株 ,经鉴

定为普通变形菌和嗜水气单胞菌 ,与感染致病菌相同 ;将 A1, B1, C1三组中没有复发病者

在无菌下取材 ,进行细菌分离 ,结果没有致病菌存在。说明 A1, B1, C1三组试用抗生素剂

量不够或疗程短 ,未完全治愈。

表 4　人工感染治疗效果试验

组别 注射抗生素
剂量 /

( mg· kg- 1· d- 1 )
每日注射
次数

治病疗程 /d 14 d治疗效果 痊愈数 /病鳖数

A1 硫酸庆大霉素 6 2 2 全部发病 0 /3

A2 硫酸庆大霉素 12 2 4 正常 3 /3

B1 硫酸丁胺卡那霉素 20 2 2 一只发病 2 /3

B2 硫酸丁胺卡那霉素 40 2 4 正常 3 /3

C1 复方诺氟沙星 80 2 2 一只发病 2 /3

C2 复方诺氟沙星 160 2 4 正常 3 /3

对照 生理盐水 0. 3 mL 2 1 全部死亡 0 /3

3　讨　论

病原菌的传播途径　本研究通过人工感染试验 ,表明穿孔病两种病原菌主要通过受

损的皮肤入侵鳖体内感染。 试验证明 ,只有皮肤受损感染穿孔病病原菌 ,才会表现出穿孔

病自然发病症状相同的结果。病菌经其他方式入侵感染 ,虽然发病 ,但与穿孔病症状有所

不同。这说明 ,相同病菌由于感染方式的差异 ,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症状。病理学研究获知 ,

普通变形菌和嗜水气单胞菌单独感染 ,其发病程度比两菌株混合感染要轻 ,两菌株因为来

源同一发病鳖 ,故混合感染所表现肠充血 ,肝、肾、脾等内脏器官败血症状与自然发病完全

一致。 由于嗜水气单胞菌和普通变形菌是条件致病菌 ,通过陕西地区发病池塘分析 ,发生

穿孔病的池塘环境条件较差 ,水质恶化 ,池底污物较多 ,长期不能注入新水和排污 ,池水透

明度在 20 cm以下 ,又因池底沙粒太粗不光滑 ,鳖体易损伤 ,有时发生轻度腐皮病 ,这时 ,

继发性发生穿孔病。往往腐皮病发生时 ,技术人员通过药浴很快治愈 ,但是不久 ,又相继发

生了穿孔病。这说明 ,穿孔病的病原菌已经侵入鳖体内 ,即使治愈了腐皮病 ,也能引起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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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生。由此看出 ,鳖的体表创伤受损和水质恶化 ,病原菌大量繁殖是穿孔病发生的主要

原因。

穿孔病防治技术　结合参考治疗试验的研究 ,对发生在陕西省部分养殖场鳖穿孔病

的治疗方法是:每天用 10μL· L
- 1
的富氯和 25μL· L

- 1
的高锰酸钾分别药浴 30 min,连

续 4 d,同时 ,每天用硫酸庆大霉素腹腔注射 2次 ,每天鳖用量为 12 mg /kg ,连续 4 d为一

个疗程 ,可完全治愈 ;日常生产管理中 ,定期换注新水 ,定期排污 ,每 20 d左右用

2μL· L
- 1漂白粉遍洒消毒 ,清池时用 25μL· L

- 1高锰酸钾药浴可有效防治该病的发生。

对穿孔病的治疗 ,建议选用硫酸庆大霉素、硫酸丁胺卡那霉素、复方诺氟沙星注射液等药

物进行腹腔注射治疗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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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Caverned Disease

in Sof t-sh elled Turtle ( Trionyx sinensis )

Wang Gaoxue
1
　Wang Yingzhen

2

( 1 Col lege of An i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 icine, North western

Ag ricul tural University ,Yangl in g ,Sh aanxi 712100)

( 2 Tianj in Inst itute of Anim al Science and V eter inary Med icine, Tianj in 300112)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 rts the results of a rtificial infection, drug sensitivi ty and

cure tests of the caverned disease of Trionyx sinensis challenged wi th pathogen-A. hy-

drophila and P. vulgaris. The Trionyx sinensis in this test can be infected and died by in-

ocula ting the two st rains of bacteria into int ram uscular and st reak w ound on body sur-

face, respectiv ely. The a rtificial disease shows no dif ference f rom the natural ones. Af ter

four days of inoculation wi th the bacteria , the Trionyx sinensis is sepa ra ted into three

g roups fo r treatment wi th di fferent antibio tics. Group A, B, C are t reated wi th injection

o f Gentamycin 1. 2 mg , Kanamycin 4 mg ,N orf loxacin 16 mg for per 100 g body w eigh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ease is cured effectiv ely wi th the th ree antibiotics.

Key words　 Trionyx sinensis , cav erned disease, a rtificial infection, drug sensi tivi ty ,

prev ention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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