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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夷马粪海胆黑嘴病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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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对虾夷马粪海胆 /黑嘴病0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经分离 !纯化后鉴定黑嘴病的病原菌

为坚强芽孢杆菌 Βαχιλλυσ φιρµυσ ετ • ∀同时报道了该菌为革兰氏阳性杆菌 大

小为 ∗ Λ ≅ ∗ Λ ∀可在 ∗ ≤ 中生长 最适盐度 ∗ 最适 为

∗ 生长温度为 ∗ ε 最适生长温度为 ε ∀该菌对磺胺甲基异恶唑 !复方新诺明和头

孢噻肟等抗生素敏感 可用之治疗 ∀

关键词 虾夷马粪海胆 黑嘴病 坚强芽孢杆菌 抗生素

虾夷马粪海胆 Στρονγψλοχεντροτυσιντερµεδιυσ)属于

棘皮动物门 !海胆纲动物 ∀原分布于日本北海道等海

域 最适水温 ∗ ε ∀体形类似于马粪海胆 但个

体较大 棘刺棕黄色 较长 ∀雌雄异体 其雌性生殖腺

特别发达 是生产海胆酱的最好原材料 也是目前出

口创汇的海珍品之一 ∀ 年由大连水产学院引进

黄海海域 ∀目前已开始大面积养殖 其产品远销世界

各地 ∀近几年来由于海洋污染比较严重 而且海胆对

栖息环境的变化不适应等因素使其抗病力下降 自

年开始出现 /黑嘴病0 ∀所谓 /黑嘴病0是病海胆

围口膜变黑 病情恶化时不能摄食 !附着 而且棘刺

逐渐脱落后死亡 ∀该病初期无任何异常 但仔细观察

可发现海胆摄食能力逐渐减弱 ∀其死亡率很高 经济

损失十分严重 ∀为了有效防止该病的继续传播 本文

对其病原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并提出可采

用抗生素进行治疗 ∀

材料与方法

实验海胆 !药片和试剂

正常和病海胆取自大连太平洋海珍品有限公

司 药敏纸片购于北京医药研究所 实验所用化学试

剂购于大连市化学试剂公司 均为分析纯 ∀

病原菌的分离及回复实验

将患病的海胆用 酒精和无菌水各冲洗

次 无菌解剖取出生殖腺 !肝胰腺 !口器 !血淋巴等器

官用无菌水冲洗 次 玻璃匀浆器研磨 倍液体稀

释法接种于牛肉膏琼脂培养基中 在 ε 培养 ∗

后观察记录菌落形态 ∀挑取单菌落经纯化后接牛肉

汤液体培养至对数期 一部分加 甘油后 ε

保存备用≈ 另一部分以 离心 后

沉淀用无菌海水稀释成浓度为 ≅ 个 的菌

液 ∀将上述菌液加入养殖的虾夷马粪海胆水槽中 使

其浓度为 ≅ 个 ∀以加入同等量的无菌水为对

照组 每天观察并记录发病和死亡情况 ∀

病原菌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各项生理生化性质测定均按照 ≥ 年的

5一般细菌常用鉴定方法6 和 年的 5芽孢

杆菌属6≈ 相关内容施行 ∀盐度 !温度和 值对该病

原菌生长的影响 均采用 的蛋白胨水培养 温度

和 值对其病原菌生长的影响需在培养基中加

≤ ∀

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实验

用 ∏ 2 培养基 纸片扩散法按

2 ∏ 法要求制备菌液 !判断结果≈ ∀标准菌株

为大肠埃希氏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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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形态特征及致病性

该病原菌为革兰氏阳性杆菌

大小为 ∗ Λ ≅ ∗

Λ 有中生芽孢 胞囊不膨大 ∀在加

入浓度为 ≅ 个 该菌的海水

养殖的虾夷马粪海胆 一周内陆续

死亡 其症状与原病海胆相同 围口

膜变黑 棘刺脱落后不久死亡 ∀

生化特性

生化特性为 该病原菌为接触

酶阳性 氧化酶阴性 胞内无 °

颗粒 在 ≤ 中生长 不

生长 也不产生乙酰甲基甲醇 能将

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 不能在厌

氧培养基上生长 能水解淀粉 对葡

萄糖和木糖产酸 而对阿拉伯糖和

甘露醇不产酸 鉴定为坚强芽孢杆

菌 Βαχιλλυσ φιρµυσ) ∀

生理学特性

盐度对生长的影响

本文报道的坚强芽孢杆菌是海水

株 不同浓度的 ≤ 对其生长有不

同的影响 无 ≤ 不生长 ∀其范围

为 ∗ 最适生长盐度范围为

∗ ∀

温度对病原菌生长的

影响 生长温度范围 ∗ ε 最

适温度 ε ∀

值对病原菌生长

的影响 该菌的 值范围 ∗

最适为 ∗ ∀

药敏实验结果

经用 种抗生素检测了坚强

芽孢杆菌的药敏性 表 从中筛

选出了磺胺甲基异恶唑 ! 复方新诺

明 ! 头孢噻肟等敏感和中度敏感药

物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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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少见的病源菌

坚强芽孢杆菌在自然界中的代表似乎是稀少的

少见的文献报道和较少的代表菌株使人们觉得这个

菌是一个被忽视的种 它还有一些性质至今未查清 ∀

而海水株坚强芽孢杆菌引起养殖动物的疾病以前未

见报道 ∀由于其有芽孢存在 加之它的生长温度幅度

极大 最高温度为 ∗ ε 最低温度为 ∗ ε

所以防治皆难 ∀

感染途径及防治

经初步观察 该菌是由受伤的管足处侵入体内

病状首先出现为围口膜变黑 经组织病理切片观察

围口膜上无明显之病灶 ∀该菌可能破坏了口器中的肌

肉组织 使海胆不能摄食 最终导致大批死亡 ∀本课题

组研究了该菌对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 其中 种药

效明显 尤其是磺胺甲基异恶唑 !复方新诺明 !头孢噻

肟等几种药 效果更佳 ∀用药浓度以复方新诺明和头

孢噻肟较经济 ≅ ∗ ≅ 而磺胺甲基异

恶唑需 ≅ 左右才生效 ∀从结果分析可见 芽孢

杆菌与弧菌不同 它对环丙沙星 !罗美沙星等新药有

抗药性 而土霉素 !青霉素 !氯霉素等老牌抗生素对它

也毫无作用 ∀用抗生素防治只是权益之计 要彻底治

疗该病需要研究更有效的方法 其抗药机制也有必要

进一步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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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8 月台湾浅滩南部边缘海域主要光学要素的多周日变

化分析 ∗

张学斌 胡建宇 张彩云 陈照章 林奋强

梁洪星 洪建胜

厦门大学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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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通过对 年 月中旬在台湾浅滩南部边缘海域所获得的光学参数数据进行分析

对水下辐照度 !光束衰减率和光束透射率等主要光学参数的多周日变化规律及其形成机制进

行了探讨 ∀认为调查期间 台湾浅滩南部的水下辐照度自上而下表现出了很好的规律性和一

致性 各层的辐照度随时间呈峰谷型分布 与太阳辐射强度规律符合得较好 不同时刻的光束

衰减率的垂直分布基本相似 往往在 层上下出现一个峰值 ∀光束透射率与光束衰减率存

在反相关系 ∀

关键词 光学要素 台湾浅滩南部边缘海域 多周日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文编辑 李本川

由于条件所限 以往一般只能借助透明度盘和水

色计来进行海区透明度和水色的测量 并以此来大致

说明该海区的光学特性 ∀随着海洋光学调查仪器的

发展 现在已经可以对海区进行多种光学参数的测定

了 如 光束衰减率 !光束透射率 !海面照度 !水下辐照

度 向上辐照度 !向下辐照度 等 ∀对于台湾浅滩南部

海区来说 光学参数的测量与研究少见报道 ∀ 年

月中旬 作者在台湾海峡南部海区进行了一次综合

性海洋调查 并在台湾浅滩南部边缘的两站位

站和 站 进行了多周日定点观测 获取了部分光

学测量资料 ∀

站位及数据来源

两站位分布如图 站 β χ δ∞ β χ

δ 位于台湾浅滩的东南端 平均水深 ∀

站 β χ δ∞ β χ δ 位于台湾浅滩南部边缘

的偏西处 平均水深 ∀调查船从 月 日 时

至 月 日 时对 站进行了 的观测 而

对 站从 月 日 时至 日 时进行了

的连续观测 采样间隔 ∀

两站位所获取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 ≥ 公

司的 ≥ ∞ ≤×⁄所附辐照度计和透射率计 ∀

光束衰减率与光束透射率的多周日

变化分析

自然光在海水中的衰减较快 这主要是由于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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