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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思细菌性败血症的链肝脏中分离到一菌株，编号膏1-2-3.通过人工感操试

验，发病症状与自然病鱼基本一致.对致病茵株进行细菌学鉴定为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

drophila) •膏1-2一3的生化表型不同于银匍病原，为致病性嗜水气单胞菌的不同菌株.

关键调 髓，细菌性败血症，嗜水气单胞菌，菌株

淡水养殖鱼类暴发性疾病的广泛流行，给我国淡水渔业带来了严重危害.该病多见于卸、

链、蝙、蝙鱼等，主要症状为1鱼体表及眼睛充血，腹部、蜡基、下顿、口腔尤为严重，肝脏肿大呈

花肝，贫血F部分病鱼肠道充血，虹门红肿，有的有腹水，少数有突眼，竖鳞等。对该病的暴发，广

大水产研究工作者纷纷从病因分析，流行情况，防治方法等方面，已有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报道，并取得一定成效。本文报道对上海青浦地区锺细菌性败血症的病原研究工作。

1 材料与方法

1.1 瘸原分离
病鱼来自上海青浦某养殖场，取具典型症状的病鱼的肝脏，分离方法参照孙其焕[1991J.

培养基采用普通营养琼脂+0.5%酵母膏。

1.2 人工感撞试验
青l一2-3菌株在琼腊平板上，经28"C .18一24小时培养，用无菌生理盐水洗下，制成菌悬

液，并用比浊管稀释成为MCF3号管浓度，分别以l ml、0.3 ml、0.15 ml剂量对健康鱼体进行背

部肌肉注射感染s对照组注射生理盐水，剂量为l ml。饲养在25"C-28'C的水族箱内。试验组共
用鱼8尾，对照组用鱼2尾，每尾鱼重为200一230克。

1.3 生理生化特征测定
参照《一般细菌常用鉴定方法))[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细菌分类组.1978J进行。

2 试验结果

2. 1 致瘸性
通过病原分离获得纯培养青1-2-3菌株。用青1-2一3菌株进行鱼体毒力感染试验，具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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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致病力，各试验组在12-26小时均出现典型症状，有的死亡，发病率为100%， 发病鱼症状与

自然病鱼症状基本一致。对照组饲养三天均健康，无任何症状〈表1)。

寝1 膏1-2-3.糠注射感'除试验

Tab. 1 The infectionai experiments or inJecting metbod witb Qing 1 -2 -3 strain 

菌株 菌液浓度
剂量

.�能途径
水温

死亡数/斌'量数 撼JI!结果
(ml) CC) 

，曾1一2-3 MFC3 背肌注射 25-28 3/3 
24小时后出现明显症状.31小时后死亡.
+++ +++ +++ 

lfl-2-3 MCF3 0.3 ..肌注射 25-28 3/3 
24小时后出现较明显症状• 36/J、时先后死亡.
+++ ++ + 

青1-2-3 MCF3 0.15 背肌注射 25-28 1/2 
26小时后出现症状.48小时后一条死亡.
+ 一

对照 生理盐水 背肌注射 25-28 。/2 正常生活，无症状.

泣.1.试'世鱼先在25'C-28'C水温下饲养三天.无任何症状.

2.发病程度相对比较划分襄示为.+++.全身充血，腹部、"、下帽、口应充血严重，脏门红肿，有的蜀道充血，有的

肝脏�白，肿大，或伴有腹水，++.全身呈现出血点...4、腹部、下'冒充血明显，脏门红肿，+...基.腹部、下'回较徽

充血，脏门红肿 无明显症状.

2.2 菌体形态，培弊特征和生理生化反应

2.2.1 菌体形态(电镜照片)

革兰氏染色阴性，两端钝圆，短杆状，大d
约0.5-0.7X1. 0-1. 3μm(24小时)，单个到

两两排列，有运动能力，极端单鞭毛，无芽胞，贡

英膜.

2.2.2 地养特征

营养琼脂平板上经28'C ，24小时培养，菌现

形态一致，圆形，直径约1.3mm左右， 无水挥

性色素，表面湿润，光滑，扁平微凸，边缘整齐

半透明、浅黄色。

液体经28'C .24小时培养，生长良好，均生

浑浊，表面有少量薄膜状生伏，底部有少许絮状

沉淀，均一摇即散。

2.2.3 菌株的生理生化，反应

葡萄糖氧化发酵试验(O/F)为发酵型，氧

化酶阳性，接触酶阳性，不发酵肌醇，对0/129

h 

图1 青1-2-3菌株电镜照片(12，OOOX)

Fig. 1 Electron micrograph of strain Qing 

l一2- 3(12.000 X) 

弧菌抑制剂不敏感，精氨酸双水解酶阳性，赖氨酸脱嫂酶阴性，鸟氨酸脱嫂酶阴性，水杨营利用

阳性，其它生化及糖发酵特性如表2所示.兼性厌氧，最适温度在28"(;左右，在4'C-I0'C下微弱
生长，42'C不生长，pH生长范围5-10，在无NaCl的脏水中生长良好，7%NaCl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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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2 膏1-2-3菌糠的生化特性

Tab. 2 The blochemlcal characterlstl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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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3 
。f Qing 1- 2-3 stain 

测定项目

葡萄糖氧化发静

氧化富'

接触酶

精氨酸双水解酶

赖氨酸脱竣酶

鸟氨酸脱叛国'

V一P反应

37"(:营养肉汤生长

糖分解

葡萄糖

甘汹

甘露蹲

煎糖

水杨昔

阿拉伯糖

七叶曹

半乳糖

肌醇

吁作唯一碳源氨基酸

L一精氨酸

L一天门冬素

L-丝氨醺

L-组氨酸

L-丙..

L一谷氨酸

A. hydrophila 

发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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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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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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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A. hydrophila典型生化特性来源于文献[9J.

2.81表示产醺产气.+表示阳性 表示阴性.d表

示菌株间有差异.

+ 

病原菌分离及人工复制髓细菌性败血症

的成功，证实青1-2一3菌株为引起上海青浦

地区链细菌性败血症的致病菌。根据Popoff

[1984J，其性状符合对嗜水气单胞菌的描述，

故鉴定 为嗜 水 气 单 胞 菌(Aeromonas hy

drophila)。

谈水鱼类的细菌性败血症病原主要为嘈

水气单胞菌[孙其焕等，1991;陈怀青、陆承

平，1991;陆承平，1992J同时从不同的鱼类上

分离获得的致病菌，在生化表型上常有一些

差异。仅从本课题组获得的菌株比较(表3)，

可以看出它们的生化表型的不同， 可归纳为

两类，即银卸的致病菌株89一7-14，D→][-

1为赖氨酸脱梭酶阳性， 水杨营利用阴性，而

蜒及团头筋的致病菌株青1一2-3、S-2-1

-2为赖氨酸脱竣酶阴性，水杨昔利用阳性。

嗜水气单胞菌致病菌株可产生多种毒力

因子，如溶血素、细胞毒素、肠毒素和表层蛋
白等(Cipriano等，1984; Dooley等，1988;陈

怀青、陆承平，1994J， 已知嗜水气单胞菌的不

同菌株间存在着毒力差异[Lallier等，Í984J。

本研究从患细菌性败血症的链中分离获得的
青1-2一3菌株，从生化表型考察，为不同于
银卸等的致病菌株。作者认为，考察不同鱼类

致病性嗜水气单胞菌的菌株间毒力差异有待

继续工作。

寝3 致瘸性嗜水单胞菌不同菌株的生化寝型

The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fferent strains of pathogenic Aeromonas hydrophila Tab.3 

团头'曾致病菌株

5-2一1-2

异育银御致病菌株健致病菌株青

1-2-3 
噜水气单胞商标准商株

+ 

D- 1-1 89一7-14

精氨酸双水解酶

赖氨酸脱竣酶

鸟氨酸脱竣酶

水杨智利用

+ 

d 

+ + 

+ 

+ 

+ 

+ 

注，1. 团头'市致病菌株(5-2一1-2).其资料来自，孙其焕.1993.上海市郊团头'曾细菌性败血症病原研究.

2. 嗜水气单胞菌标准商株引自参考文献[9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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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ATHOGEN OF THE BACTERIAL 

SEPTICEMIA OF SIL VER CARP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W u Jian-nong 
C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200090) 

ABSTRACT One strain of germ is isolated from the bacterial septicemia sufferer of silver 

carp. It is numbered as Qing 1一2 - 3. The bacterial septicemia artificially duplicated has 

succeeded by using germ Qing 1一2 - 3 infect the heal thy individuals of silver carp. The 

morphology， nutrient demand， growth characteristic and biochemical reaction of the strain 

has been observed. It is found the germ of Qing 1- 2 -3 is Aeromonas hydrophila. The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of Qing 1 - 2 - 3 is different to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of 

allogynogentic crucian carp. It is indicated that Qing 1一2- 3 strain is a different strain of 

pathogenic Aeromonas hydrophila. 
KEYWORDS silver carp， J也'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bacterial septicemia， Aeromonas 
hydrophila， str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