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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珍珠贝是人工养殖海水珍珠的主要贝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病害

问题也日趋严重。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多个国家的海洋珍珠贝出现大量死亡［1 - 6］，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推动了对海洋珍珠贝病害的研究。本文对国内外海洋珍珠贝的病害研究进展进行

概括。

1 养殖海洋珍珠贝的种类

目前世界上能够养殖海水珍珠的贝类约有 20 种［7］，但在世界各地大规模进行养殖的海洋珍珠贝主

要有大珠母贝、马氏珠母贝和珠母贝三种。

1.1 大珠母贝

大珠母贝（Pinctada maxima），俗名白蝶贝，是目前世界珍珠养殖母贝中最大的一种，主要用来培育

大型珍珠，所产的珍珠质地最好，是一种极为珍贵的珠母贝。大珠母贝分布于澳大利亚沿岸、缅甸、菲律

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沿海及我国的海南省、西沙群岛、雷州半岛沿岸海域。

1.2 马氏珠母贝

马氏珠母贝（P . fucata martensii），也称合浦珠母贝，是生产海水珍珠的主要贝种。主要分布于我国

广西、广东及海南沿海，在日本、斯里兰卡、印度也有分布。

1.3 珠母贝

珠母贝（P . margaritifera），也称黑蝶贝或黑唇贝，由于其分泌灰色和黑色珍珠质层，是生产黑色系

列珍珠的主要贝种。分布很广，主要分布于红海、印度洋、法属波利尼西亚、我国海南岛及硇州岛等沿

海。



2 海洋珍珠贝病害研究现状

按病原来分，海洋珍珠贝的疾病可分为类立克次体病、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寄生生物病及其他

等五大类疾病。

2.1 类立克次体病

类立克次体是大小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一种寄生微小生物，对贝类具有强烈的致病性。Comps
等［8］报道在“患综合征 85”的珠母贝的消化管上皮细胞内发现一种类立克次体（RiCkettsia like 0rganism，

RL0），其由 2 个单位类膜元的网状体组成，长为 500 ~ 800 nm，直径为 200 ~ 300 nm，细胞质中含有纤毛和

致密颗粒。不过，未证实该 RL0 是导致珠母贝发生死亡的主要原因。Wu 等［4］、吴信忠等［9，10］报道在大

量死亡的大珠母贝上也发现一种 RL0，该 RL0 寄生于宿主细胞的细胞质内并形成胞质内嗜酸性的包涵

体，大小为 967nm × 551nm。其对大珠母贝和合浦珠母贝均有强烈的致病性，RL0 侵入珍珠贝宿主体内

后，主要侵袭感染上皮（或表皮）细胞、小血管内皮系统和结缔组织细胞，并在其内大量繁殖。在急性坏

死破坏期内，RL0 导致外套膜、鳃、消化管、肝胰腺组织结构的完整性遭到破坏。RL0 病呈急性变质性炎

症和慢性增生性炎症病理。

2.2 病毒性疾病

1993 年 Nordon 等［11］首次报道了大珠母贝的病毒感染，发现在贝唇瓣的上皮细胞内有一种非包膜

的二十面体、直径约为 60 nm 的类病毒粒子，其引起受感染细胞核的肥大；初步认定该病毒属乳头多瘤

空泡病毒属。Comps 等［12］对异常粘液分泌和闭壳肌呈溃疡的珠母贝进行组织细胞学观察，在贝肉芽肿

胀组织严重坏死的细胞上也发现一种类病毒粒子，该病毒粒子为仿球形或多边形，直径为 40 nm。但不

清楚该病毒对珠母贝的作用。Suzuki 等［13］、铃木聡［14］从马氏珠母贝中分离到海洋双 RNA 病毒（MABV）

株 JP0 - 96，尚不清楚 JP0 - 96 株与马氏珠母贝大量死亡的关系，认为可能是马氏珠母贝的一种病原体。

MABV 基因组在养殖马氏珠母贝上于 7 - 10 月的检出率很低，而在 11 月后检出率增加。此种病毒仅在

10 月份以后才分离到，分离率为 10% ~ 40%。MABV 在夏季持续感染贝的少量血细胞的基因组和蛋白

质，而到冬季则扩散到肝细胞［15］。

① 朱传华，王 雨，吴开畅 .大珠母贝幼贝大批量死亡病原菌的分离鉴定 . 南海水产研究，1995，（10）：55 - 60

Miyazaki 等［3，16］从出现大量死亡的马氏珠母贝上分离到病原体 一种珍珠贝病毒，该病毒为圆形

病毒粒子，直径为 25 ~ 33 nm。病贝主要病征为闭壳肌萎缩，外套膜突出，软体部和闭壳肌的颜色由黄色

变为褐色。病理组织学研究发现闭壳肌、外套膜、足部肌肉组织以及心肌的肌肉纤维坏死、变性。在感

染实验中，在外套膜按 1MU / kg 的剂量注射基因重组体猫干扰素（IFN-w）可以促进治愈各种肌肉组织的

感染病灶，插核后注射这种干扰素能抑制插核后贝的大量死亡。

2.3 细菌性疾病

有关海洋珍珠贝的细菌性疾病的报道较少。Pass 等［2］报道在澳大利亚的冬季，野生大珠母贝在从

采集地用船长途运输至吊养地养殖 7 d 后大珠母贝开始大量死亡，发现大多数病贝感染了海洋弧菌，而

用分离的哈维伊弧菌（!ibrio harveyi）试验感染健康贝显示出与病贝相似的疾病。试验表明，在水温最低

时大珠母贝死亡率最高，在低水温下贝对疾病最为敏感。认为病因是在低水温（19℃）条件下，大珠母贝

的抵抗力变弱，又受到哈维伊弧菌的感染，从而引起了大珠母贝的死亡。朱传华等①从发病垂死的 3 ~
5Cm 的大珠母贝幼贝上分离到一种病原菌———液化沙雷杆菌（ Serratia liquefaciens）。实验感染后幼贝表

现为足丝脱落，贝壳开闭反应迟钝、缓慢、无力，有少许粘液流出，无臭味，最后贝壳则完全张开、死亡。

刘志刚等［17］报道在马氏珠母贝人工育苗过程中，幼虫经常发生一种严重的病害，症状为消化盲囊颜色

由正常的均匀的黄绿色变成不均匀的茶褐色或无色；胃中的食物长时间不能消化并变成茶褐色；幼虫趋

光性差，活力弱，不能集群，不久即大量下沉死亡。其致病菌为假单胞菌（Pseudomonas sp.），其对氯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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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痢特灵、氟哌酸敏感。隔天投 2 × 10- 6氯霉素 1 次，幼虫成活率明显提高。

2.4 寄生性敌害生物病害

对海洋珍珠贝危害较严重的寄生生物主要有以下三种。

2 .4 .1 单孢子虫

Hine 等［18，19］描述了寄生于大珠母贝贝苗上的一种单孢子虫（Haplosporidium sp.）。在贝消化腺周围

的结缔组织中发现孢子形成和前孢子形成阶段，而在外套膜结缔组织中更为常见。观察到在心、鳃、足

及闭壳肌中有低到中度感染。单孢子虫是大珠母贝贝苗的一种潜在而又严重的病原。

2 .4 .2 凿贝才女虫

凿贝才女虫（Polydora ciliata）侵蚀珍珠贝贝壳会引起黑壳病、黑心肝病。此病在马氏珠母贝中流行

较严重，其病征为壳内面窝心部有黑褐色的痂皮，严重者闭壳肌腐烂。死贝中约 2 / 3 是Ⅱ ~Ⅲ龄和育珠

贝。一般用饱和盐水防治，定时冲洗贝壳上的污泥和附着物，减少凿贝才女虫借泥附着，对病贝要及时

淘汰以防止传染扩散［20］。

2 .4 .3 嵌线螺

嵌线螺（Cymatium sp.）的捕食是造成我国海南省海水养殖珍珠贝死亡的主要因素。嵌线螺通过浮

游的幼虫阶段进入养殖贝笼，匍匐在贝壳上生长，当珠贝开口时，就以强大的斧足爬入壳内，吃去贝肉和

闭壳肌，造成严重损失。其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发生高峰为水温较高的 5 - 9 月，并以水温

最高的 6 - 7 月数量最多，而水温较低的 12 月至翌年 2 月发生率低［20，21］。

2.5 其他疾病

此类疾病包括原因不明疾病及因外部生态环境变化而引起的疾病。

2 .5 .1 类寄生体

Comps 等［22］研究了珠母贝在珍珠矿化过程中角质层的异常分泌，发现在珍珠囊中有一种大小为0 .5
- 2#m 的白色类寄生体（PLBs）。这些类寄生体是由珍珠囊的上皮细胞异常分泌的片状有机质组成。尽

管尚未知这种有机质异常分泌的原因，但发现 PLB 与寄生虫和传染性微生物没有联系。

2 .5 .2 综合征 85
Comps 等［6］描述了珠母贝的“综合征 85”，病贝具有贝壳异常、外套膜病变及闭壳肌坏死等特点。贝

壳的异常表现为与外套膜炎症有关的褐色物质沉积。对此病尚未发现一种传染性病原，认为可能是由

于环境条件导致贝体发生生理变化而造成的。

2 .5 .3 外套膜萎缩征

也称“缩鳃病”，多出现于大珠母贝。病贝初期外套膜边缘由乳白色变成白色，然后萎缩，进而整个

外套膜缩到闭壳肌附近，鳃也随之萎缩，外套膜的表皮失去分泌珍珠质的能力，贝壳内的珍珠层变成黄

褐色，贝体虚弱而逐渐死亡。对此病应以预防为主，若发现有外套膜萎缩的母贝，应立即隔离养殖［20］。

2 .5 .4 环境因素

森実庸男等［23］报道 1997 - 1999 年日本爱媛县宇和海的马氏珠母贝发生大量死亡，死贝软体部尤其

是闭壳肌红褐变。发现在 6 月高水温期南部水域的贝开始色变，到 8 月份扩展到所有海区，色变出现一

个月之后开始死亡。认为以往低水温的出现抑制了随后生长季节的疾病，而高水温加速了疾病的发生

及严重性。

Tomaru 等［5］报道马氏珠母贝的大量死亡与水温、叶绿素 a 及浮游生物组成的关系。发现在大量死

亡之前及当中，一种马氏珠母贝不可食用的藻类—菱形藻的细胞密度增加。认为马氏珠母贝因不可食

用食物占优势造成饥饿而使身体衰弱，然后感染一种传染性疾病导致死亡。

松山幸彦［24］、Nagai 等［25］报道了赤潮生物有毒涡鞭毛藻（Heterocapsa circularisquama）对马氏珠母贝

存活的影响，发现马氏珠母贝出现行动异常、暴死与有毒涡鞭毛藻的细胞密度有直接的关系。当天然藻

体细胞密度为 100 ~ 1000 个 / mL 范围，试验的马氏珠母贝出现开闭运动明显加快、外套膜收缩等特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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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死亡个体首先从 2000 个 / mL 暴露区出现，一旦暴露浓度超过 6000 个 / mL，则所有个体在 24 h 内死

亡。

3 展望

病害是当前制约海水珍珠养殖业发展的重大障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珍珠贝病害防

治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对一些疾病仍未找到致病的病原、病因，对多数疾病

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尤其在我国，对海洋珍珠贝病害的研究还很薄弱，病害防治研究水平与海水珍珠

养殖业的发展要求仍有较大的距离。因此，在强化防病意识的同时，加强珍珠贝病害研究的科技投入是

当前发展海水珍珠养殖业的一项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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