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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赤皮病病原分离鉴定及防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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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人工养殖大鲵发生的“赤皮病”病原菌进行了分离培养、人工感染试验 ,鉴

定出该病的致病菌为Ⅰ -型荧光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fluorescens)。发病大鲵表现症状为全

身肿胀 ,呈充血发炎的红斑块和化脓性溃疡。菌株对链霉素、氯霉素、氟哌酸、庆大霉素、“鱼病

康 -I”均高度敏感。伤口涂抹氯霉素软膏和肌肉注射硫酸庆大霉素治疗发病大鲵 ,每天剂量为

15 mg· kg- 1 , 7 d后完全治愈 ,治愈率为 93. 4% .养殖中饵料加入“鱼病康 -I” ,可防治该病的

发生。

[关键词 ]　大鲵 ;赤皮病 ;病原 ;荧光假单胞菌 ;防治技术

[中图分类号 ]　 S947　　　 [文献标识码 ]　 A

大鲵 ( Andrias daridianus )俗名娃娃鱼 ,属两栖纲有尾目 ,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鲵

的人工养殖是近年来新开展的项目 ,关于其养殖技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还是一个新课题。

目前 ,有关大鲵的疾病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在 1997年 4～ 7月 ,陕西石泉和河南西峡两县

养殖大鲵都发生了“赤皮病”。发病大鲵表现症状为全身肿胀、充血 ,呈溃疡性红斑块 ,死亡

率高 ,经济损失很大。 本文记述的是有关“赤皮病”病原菌的鉴定及防治技术的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997年 4月 5日由陕西石泉大鲵养殖场送垂死病鲵 1尾、死鲵 1尾 ; 1997年 7月 10

日在河南西峡大鲵养殖场获得病鲵 2尾、死鲵 1尾。 健康大鲵 1尾由西峡养殖场提供 ,质

量 117 g,健康鲤鱼由柔谷渔场提供 ,平均质量 210 g .

1. 2　病原菌的分离与鉴定

病原菌的分离培养　以无菌操作方法 ,用 750 m L· L- 1酒精对病灶周围消毒 ,取其深

部组织、血液和肝、肾、脾、肺、肠等内脏组织在普通营养琼脂平板上划线。 在 28℃下培养

24 h左右 ,挑取形态基本一致的单个菌落 ,再进行纯培养。

病原菌致病性试验　将获得的纯培养菌株分别接种于营养琼脂斜面上 , 28℃下培养

16 h左右 ,用无菌生理盐水洗下菌苔 ,制成 14～ 16亿个· m L
- 1菌悬液做致病性试验。 1

尾大鲵肌肉注射 0. 3 m L菌悬液 ,并做体表创伤感染 ; 5尾鲤鱼每尾腹腔注射 0. 6 m L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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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液 ,无菌生理盐水作对照 ,同时 ,用另 5尾鲤鱼作体表创伤感染试验 ,方法是用灭菌注射

器及 12号针头吸取菌悬液 ,在鲤鱼体表鳞片下皮肤处刺破划短线 ,并轻推注菌液。接完种

后 ,将鲤鱼分别养殖于 28℃的水簇箱中 ,投喂颗粒饵料。 1尾大鲵置于 20℃水簇箱 ,投喂

幼蛙。 记录试验结果。

病原菌的鉴定　菌种鉴定按 Krieg等方法
[1 ] ,各项生理生化反应均在 28℃条件下进

行。

1. 3　药敏试验

用纸片扩散法。抗生素纸片购于北京天坛生物技术开发部 ,含药量 10 mg· L
- 1 .“鱼

病康-I”纸片系作者用新研制的纯中药渔药制成 ,含药量为 10 mg· L- 1 .

1. 4　防治试验

对养殖场的病鲵 ,体表用氯霉素软膏涂抹的同时 ,肌肉注射硫酸庆大霉素 (含量 2 m L

∶ 0. 04,山西晋新制药总厂 ) ,每天药量为 15 mg· kg- 1 ,连续用药 7 d;日常养殖时 ,定期

在饵料中添加 10 g· kg
- 1
的“鱼病康-I” (作者用 10余味中药科学配制 ,提取有效成分而

成 ) ,同时全池边洒“鱼虾安” (山西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或复方纯中药“菌态康”

(作者新研制出的水产动物抗菌药物 )进行水体消毒。

2　结　果

2. 1　病原菌的鉴定

2. 1. 1　病原菌的致病性　对分离出的菌株进行致病性试验 , 9702菌株 (由河南西峡病鲵

分离获得 )具明显致病性。由表 1知 ,注射和体表感染 1尾大鲵 ,在 73 h死亡。注射感染 5

尾鲤鱼 ,在 25～ 62 h全部死亡 ,而对照组在 72 h内正常 ,死亡大鲵和鲤鱼外观无明显症

状 ,内部脏器有出血点 ,呈败血性坏死 ;体表创伤感染 5尾鲤鱼 , 46 h后相继在体表创伤

之处出现充血发炎的红斑块 , 168 h内共死亡 3尾 ,病理检查结果与荧光假单胞菌引起的

鱼类“赤皮病”症状完全相同。每次试验后再重新分离菌株 ,均获得与 9702菌株相同的菌

株。

表 1　 9702菌株感染致病性试验

感染方法 感染动物
菌液浓度 /
(个· L- 1)

死亡数 /尾

1 d 2 d 3 d 4 d 5 d 6 d 7 d
死亡率 /%

体表创伤与注射 大鲵 1. 46× 1012 0 0 0 1 0 0 0 100

注射感染 鲤鱼 1. 52× 1012 0 1 2 2 0 0 0 100

注射对照 鲤鱼 生理盐水 0 0 0 0 0 0 0 0

体表创伤 鲤鱼 1. 55× 1012 0 0 0 1 1 0 1 60

2. 1. 2　病原菌的鉴定　 9702菌株为革兰氏染色阴性的短杆菌 ,两端圆形 ,大小为 0. 7～

0. 75μm× 0. 4～ 0. 46μm ,单个或成对相连 ,有运动力 ,极端 1～ 3根鞭毛 ,无芽胞。琼脂培

养基上菌落呈灰白色 ,半透明 , 24 h开始产生绿色或黄绿色的色素 ,弥漫培养基 ;在肉汤

培养中均匀混浊 ,微有絮状沉淀 , 24 h后表层有色素 ;兔血琼脂呈 β-型溶血 ,其生理生化

反应见表 2.由该病原菌的形态、生理生化特性与 Krieg等 [1 ]和黄琪琰 [2 ]的结论 ,鉴定出

9702菌株为 I-型荧光假单胞菌 ( Pseudomonas f luoresc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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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702菌株生理生化试验

测定项目 9702菌株 荧光假单胞菌 测定项目 9702菌株 荧光假单胞菌

氧化酶 + + 甘露糖 + +

接触酶 + 枸橼酸盐 + +

V· P反应 - - 麦芽糖 - -

甲基红试验 - - 蔗糖 - -

H2 S产生 - - 乳糖 - -

硝酸盐还原 - - 甘露醇 - -

吲哚反应 - - 山梨醇 + +

明胶液化 + + 阿拉伯糖 + +

石蕊牛奶 - - 葡萄糖 + +

精氨酸双水解酶 + + 海藻糖 + +

苯丙氨酸脱氢酶 + + 肌醇 + +

鸟氨酸脱羧酶 - 乙醇 - -

丙酸盐 + + 淀粉 - -

2. 2　药敏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 9702菌株对链霉素、氯霉素、氟哌酸、庆大霉素、“鱼病康 -Ⅰ ”抑菌圈

直径大于 15 mm ,属高度敏感 ;对四环素、呋喃唑酮抑菌圈 10～ 15 m m,为中度敏感 ;磺胺

嘧啶、青霉素不敏感。

2. 3　病理学观察

解剖发现 ,腹水增多 ,肝脏肿大有出血点 ,肠组织糜烂、溃疡 ,各器官出血性坏死。 用

40 g· L
- 1
的多聚甲醛固定大鲵组织 ,石蜡切片 , H· E染色 ,光镜观察:组织细胞出现肿

胀、颗粒变形、玻璃样变和坏死崩解 ,大量红细胞变形、碎裂溶解 ,呈溶血性贫血 ,血液中白

细胞极少 ,无白细胞浸润现象。

2. 4　防治试验

对 2个养殖场内发病大鲵 ,采取如下方法进行治疗试验。首先在体表溃疡之处涂抹氯

霉素软膏 ,同时肌肉注射硫酸庆大霉素 ,连续用药 7 d,每天用药量 15 mg· kg
- 1

,共对 211

尾病鲵治疗 ,治愈 197尾 ,治疗过程中死亡了 14尾 ,治愈率达 93. 4% .今后的养殖中 , 2场

都采取了以防为主的方针 ,半年内再未发病 ,具体为:每隔 10～ 15 d,水体用“鱼虾安”消毒

1次 ,同时在饵料中添加 10 g· kg
- 1
的“鱼病康 -Ⅰ ” ,连续投喂 2 d,并定期更换新水。注意

在换水清池过程中 ,要防止损伤大鲵皮肤 ,以免诱发生病。

3　讨　论

3. 1　病原菌的传播途径

　　通过感染试验及病理学研究 ,作者认为该病原菌主要通过体表或体表创伤入侵感染。

所做的注射感染试验 ,只表现体内各脏器的明显病变 ,是出血性败血病 ,其体表无“赤皮”

或溃疡症状。但体表创伤感染的大鲵和鲤鱼在创伤之处均有“赤皮”或溃疡病灶 ,内脏也具

有败血性病变。由于荧光假单胞菌为条件致病菌 ,养殖中若长期不加新水 ,势必水质恶化 ,

水体中病原菌大量繁殖 ,加之大鲵抵抗力降低 ,使病原菌极易侵入 ;另外 ,换水操作或池

塘、躲藏台板粗糙而损伤大鲵体表 ,易使病原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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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致病性与防治技术

荧光假单胞菌能引起热带鱼、鲑科鱼类和多种鱼类的败血病和赤皮病 [ 2, 3]。鱼类多是

在捕捞、运输和放养时 ,受损伤导致病菌感染 ,使体表出血发炎、鳞片脱落 ,发生赤皮病。荧

光假单胞菌感染大鲵 ,多是体表受伤后 ,在损伤之处产生溃疡性红斑 ,严重者 ,进一步发展

成败血病 ,使死亡率显著增大 ,往往发病后期很难治愈。 荧光假单胞菌也可产生内毒素来

损伤组织细胞 [4 ] ,为败血病的根源。从药敏试验知 ,链霉素、氯霉素、氟哌酸、庆大霉素和鱼

病康-Ⅰ 均高度敏感 ,因此 ,建议在今后可作为治疗该病的理想注射药物 ,依据王高学等 [5 ]

试验 ,硫酸庆大霉素一般每天用药量为 15 mg· kg
- 1

,发病较轻者 ,一般添加 10 g· kg
- 1

的 “鱼病康 -Ⅰ ”在饵料中 ,连续 4～ 6 d,治愈率达 90%以上 ;同时 ,水体中用“鱼虾安”或

“菌态康”全池遍洒 ,均能有效地防治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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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 e cha racters o f pathogenic bacteria o f red skin dis-

ease in Andrias daridianus. Acquired st rains, w hich w ere isolated f rom naturally infected

Andrias daridianus and identified by the Bacteriolo gical method, w ere Pseudomonas f lu-

orescens . Thses st rains through infection test show ed a higher pathogenici ty wi th the sy-

actew s of oedm a, hyperaemia, ulcers, red sca rs in the body and most sensi tiv e to Strepto-

mycinum , Chloramphenicolum ,N orf loxacin, Gentamycinum and “ Yubingkang-Ⅰ ” . 15 mg

fo r per 1000 g body w eigh t in 7 day s. The to tal cure rate wi th injection of g eatam ycin-

isulfas reach ed over 90% .

Key words: Andrias daridianus; red skin disease; patho logy; Pseudomonas f luo-

rescens; prev ention and treat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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