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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病鱼池和正常鱼池淤泥中
生化类群细菌数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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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暴发性鱼病对主要淡水养殖鱼类酿成极大危害
。

初步研究表明
,

其病原因子是细菌
〔
到

,

但引起发病

的因素十分复杂
,

其中池塘环境恶化更是主要因素之一
〔” ’。

根据各地流行病学调查情况看
,

发病率高和危害严

重者
,

以多年不清淤池塘为多 .(l 助
。

有的鱼池多年未清淤
,

淤泥深厚
。

其中有大盆有机物堆积
。

高温季节 卜
,

由于细

菌的腐败作用等因素加剧
,

引起水质恶化
,

造成对鱼类生长不利的环境
,

从而降低了鱼类的生理机能和天然免

疫力
,

又有利于病原细菌的繁殖
。

池塘淤泥中微生物种类
、

数量和活动强度
,

影响着水体中各类物质存在的状态

和数量 (3)
。

故此
,

我们在 199 1年夏季对暴发性鱼病池塘和清淤鱼池 (或河沟 )淤泥中微生物的一些生化类群细菌进

行了对比分析
,

希望能给该病的综合防治提供
一
些有益依据

。

1
.

材料与方法

1
.

1 取材时间
、

地点和方法
取材时间

、

地点见表 1
.

用灭菌过的采泥器
,

在各鱼池中心
、

近食台
、

远食台三点取样 (采用表层 s c m 泥样)
。

将

泥样收集在无菌容器中
,

保藏于冰筒内
,

六小时内带回实验室分析
。

在实验室内将各鱼池三点泥样均匀混合
,

然

后秤取 10 克放人内装玻璃珠的90 m l无菌水的三角瓶中
,

在回转旋涡上振汤15 分钟
,

然后静止2一 3分钟
,

制成 1创

浓度的淤泥悬浊液
L
I,6]

,

供以下试验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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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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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地区结墉暴发性疾病流行情况及防治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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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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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菌落计数
用肉汁蛋白脉琼脂培养基

,

采用涂布法平板菌落计数
,

稀释度为10
一 ; ,

一 10
“ 6 ,

用好氧培养法和厌氧培养法分

别培养异养细菌
,

28℃ 士 1培养 1于
es 24小时计数

t ’ 」。

1
.

3 淤泥中若干生化类群细菌计数
。

本试验测定了氨化细菌
、

亚硝化细菌
、

硝化细菌和硝酸盐还原细菌四类不同生化活性的细菌计数
。

方法采

用液体培养的最小可能数法 (简称M P N法)
『’川

2
.

试验结果

2
.

1 以两种培养方式进行异养细菌计数结果

表1 淤泥中异养细菌计数

T a b l e 1 H e t e r o t r o p h i e b a e t e r i a e o u n t i n b o t t o n m u d

口期与地点 鱼池
好氧培养异养细菌数

(个/克淤泥湿敢)

仄氧培养异养细菌数

(个/克淤泥湿承)

备 注

19 9 1
.

6
.

1 1

松江

松昆鱼种场

C
。

1
.

l x 10
。

C
, :

4
.

9又 10
9

鱼种池
,

六年未清淤

负种池
,

当年清淤

A 1
.

0 X 10
6

1
.

0火 10
7

成仇池
,

当年未清淤
,

发病严重
1 9 9 1

.

7
.

23

B 4
.

6 x l 0 ` 1
.

o x l
.

O R 成负池
,

当年未清淤
,

发病严重

青浦

C 3
.

l x 10
5

5 X 1 0 成鱼池
,

当年未清淤
,

发病严贡

金泽水产场
E 1

.

7 X 1 0 6
.

0 火 1 0
6

河沟
,

淤泥薄
、

水流动
.

放少最成鱼
,

未有疾病

199 1
.

8
.

2 8

青浦

商榻养殖场

P
,

3
.

6又 10
4

P
Z

6
.

3 x l 0
4

3
.

0 X 1 0

成鱼池
,

当年未等清淤
,

发病严重

成鱼池
,

当年清淤 半
,

发病较轻

由表1可见C 。

池好氧培养法异养细菌数明显低于 C
】2

池
。

A
、

B
、

C池好氧培养法异养细菌数均明显低于E池 ;

而 A
.

B
.

C池厌氧培养法异养细菌数却明显高尹E池而
。

P t

池好氧培养法异养细菌数亦低 于P :

池
。

2
.

2 淤泥中苦干生化类群细菌计数(M P N 法 )

由表2可见
,

氨化细菌二次测定数量在两类负池中差异不大
。

硝化细菌数 (包括硝化作用两阶段厂几次测定
,

E

及 P :

池均高于A
、

B
、

C及 P ,

池
,

其中尤其是硝化作用的第二阶段 : N O 牙氧化为N O 歹过程的细菌数
,

如测定的

A
、

B
、

C池中二 口池塘已未能检出
,

但硝酸盐还原细菌数三次测定C
。

及A
、

B
、

C
、

及 P ,

池均高于C
, ,
及 E P Z

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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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淤泥中生化类群细菌计数

T a b l e 2 B i o e h e m i e a l g r o u p b a e t e r i a e o u n t i n b o t t o m m u d

氛化细菌数

11期与地点 鱼池

硝化细菌数

(个/ 克淤泥愚取)

硝酸盐还原菌数

(个/克淤泥诞取) 备 注

(个 / 克淤泥湿重 )
亚硝化细菌数

(N H
,
叶 N o : )

硝化细菌数

( NH
,

确N o “ )

199 1
.

6
.

11
1

.

1火 10
月 9石 X 10 2 3

.

0 X 10日 鱼种池
.

六年未消淤

松昆鱼种场 3刀 X 10
.

4
一

0 火 10 9石 火 10
负种池

,

当年清淤

2
.

5 X 10 1
t

4 火 10 ! ,

成f(l 池当年未清淤
,

发病阵币

2
`

5 X 10 3 1
.

6 又 10 , 1
.

4 x 10 , ,

199 1
.

7忍 3 成负池朽年未清淤发病严改

众泽水产
`

场
1

.

l x 10 ` 1
.

4 减 10。

成负池咔年未清淤
.

发病严.([

4石 x 10
, 4

,

s x l o
` 3

.

0 x 10
“

河沟
.

淤泥薄
、

水流动放少徽成仇
.

未有疾病

19 9 1
.

8
.

28

商榻乡

养殖场

4石X 10
“

4
.

5 X 10
. 3

.

0 x 10
3 2石 X 10 .

成鱼池
,

呜年未滴淤
.

发病严贡

4
.

5 减 10 “
4

,

s x l o
,

3
.

0 又 10
, 2

`

s x l o
,

成负池
.

当年消淤 半
.

发病较轻

3
.

小结与讨论

多数暴发性鱼病池塘
,

由于淤泥累积过厚
,

有机物人量椎积
,

导致底层含氧状况不良
,

细菌的好氧分解缓

慢
,

代之细菌的厌氧分解上升
,

尤其是 一些厌氧性细菌活动活跃
。

在这种处于较高还原状态的淤泥中
,

细菌对有

机氮化物矿化成N H 3

的过程
,

可以在厌氧或微氧条件 F进行
。

而细菌的硝化作用
,

由于它主要是一类化能自养

细菌在好氧条件 卜对 N H 3

及N O牙的生物氧化作用
,

在这类淤泥中明显减弱了
,

尤其是对N O歹的氧化作用处于微

弱或受阻
。

相反
。 ·

类在厌氧或微氧条件 卜
,

在有机物丰富的环境中
,

能以环境中的某些无机物 (如N O刃
,

作为它

呼吸作用的最终电户受体的硝酸盐还原细菌活动强烈
,

可导致在某种条件 卜
“ l , N 0

3

(或部份)被还原为 N H
, ”忆

N O
,

加速 了这两类物质在环境中的增加
`川 。

已知在
·

定条件 卜
,

N H 3

过高
,

对鱼类生长产生毒害作用
,

而N O
:

对

鱼类也具毒性
` , 〕。

它们可损伤鱼类正常生理功能和天然免疫机制
,

为病原细菌的侵人创造有利条件
。

降低养摧鱼池的有机负荷
,

合理清淤整塘
,

对改良水质
,

使微生物在鱼池物质转化中正常进行
,

维持鱼池生

态平衡
,

维持水体物质的良性循环
,

是减少和避免疾病发生的重要措施之一
。

由于养殖池墉是 个综合的生态

系统
,

而淤泥微生物区系又 f
一

分复杂
,

目前研究还很不够
。

本试验仅为综合探讨暴发病的发生原因提供参考
。

四川万县地区水产研究所张泽民同志
,

上海水产大学水生生物专业 1 988 届 同学范雁宁参加部分工作
,

在此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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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农业生物技术会议在京举行

由中国国家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C h in a N a t i o n a l C e n t e r fo r B i o t e e h n o l o g y D e v e l o pm e n t )和中国国家高

技术项目— 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 (C h i n a N a t i o n a l H i g h一 T e e h P r o g r a m一 E x p e r t C o m m i t t e e )联合举办

的
“

亚太地区农业生物技术学术会议 (A P AB) 于 1992 年8月20 口一 24 口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

约300 余

人参加
,

其中我国代表2 50 余人
。

美国
、

英国
、

法国
、

德国
、

口本
、

澳大利亚
、

印度
、

泰国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韩国
、

菲

律宾等国的学者和专家:最早发明应用酶解技术获得原生质体的E
.

G
.

C oc ik n g
.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K
.

L a m p e
、

做出植物叶绿体基因图的5
.

M as a ih or 等80 余位也应邀出席
.

并报告了他们各自的研究进展和成果
。

国内水产系统出席会议的有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朱昭阳和杜代贤研究员
,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1人
,

卜

海水产大学的王素娟教授和何培民老师
。 一

E素娟教授做了题为
“

R e of r m a t i o n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B r e e d i n g i n

oP , hy r a 夕e“ O e n s i s w i t h S e a w e e d Bi o t e e h n o l o g y
”

的报告
,

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和兴趣
.

经过交流
,

与会者
一

致称赞会议成功
。

国外专家和学者也都高度评价我国在农业生物技术上取得的成果
.

我国台弯省的代表并表示要加强与人陆的学术交流
,

为早口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而尽力
.

执委会并宣布了第 二

届大会将在 1994 年于印度召开
。

(何培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