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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是报导 � � � � 年从患细菌性烂鳃的草鱼和其他色的鳃上分离到的病原粘细菌
。

通

过多次人工感染 �包括再分离和再感染 �
,

证明 �
�

菌株是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的病原菌
,
它能引

起草
、

缩
、

鲤
、

草墉杂种
、

团头鱿
、

鲤等鱼的烂鳃病
。

对 �
。

菌株的菌体
、

子实体
、

小抱子的形态
、

培养特性
、

生理生化特性作了较详细的观察和试验 � 根据其特征
,

定名为鱼害粘球菌
—

新种

���
� � � � � � � � 户�, � �� � �� � � ,

� �� ‘ � � , ��
�

� � �
�

�
。

较详细地观察了 �
‘

菌株在胰陈液体培养中的群集习性
, “柱子”形成

、

繁殖散发和衰老死

亡的全过程
。

认为
“

柱子
”

形成是 �
�

菌株
,
也可能是所有鱼类寄生粘细菌所共有的一种运动

、

繁殖的表现形式
,
它是不会转化为真正的子实体的

。

草色细菌性烂鳃病是危害很大的鱼病之一
。

其病原菌分离的成功
,
对有效地防治该病

,

控

制该病的流行
,

提供了有利条件
,

同时也丰富了研究鱼类寄生粘细菌的学术内容
。

一
、

前
� 习一

目

据目前所知
,

草鱼烂鳃病大致可分为三类�� �
一类是由寄生虫引起的

,

如鳃隐鞭虫

病
、

口丝虫病
、

粘抱子虫病
、

斜管虫病
、

小瓜虫病
、

车轮虫病
、

指环虫病
、

中华鳗病等 � 一类是

由水生藻状菌引起的
,

如鳃霉病 � 第三类是由细菌引起的
,

常称为细菌性烂鳃病
。

这三类

疾病对草鱼都危害甚大
,

其中尤以细菌性烂鳃病为最严重
。

由于此病发病季节长
,

流行

广
,

全国各地养殖场都有不同程度发生
,

特别是鱼种饲养阶段
,

常因此病而造成很大损失
。

除草鱼外
,

其他养殖鱼类如青
、

鳞
、

缩
、

鲤等
,

以及其他野杂鱼如罗汉鱼
、

黄黝鱼等都有此

病
,

从而增加相互感染而蔓延的机会
。

细菌性烂鳃病在世界各国也普遍存在
,

而且温水性鱼类和冷水性鱼类都很流行
。 � � � �

年美国的 � �� �� 氏首先描述了蛙鳍鱼类的细菌性烂鳃病�� , � � � � 年又作了进一步观察 �� ,

但并没有分离到病原菌
。 � �� �� � �� ��

�

于 �夕� � 年从细菌性烂鳃病鱼的鳃上分离到若干

纤维粘菌属 ��夕
, ���� �

�

� 的粘细菌菌株
。

但人工感染没有成功 �, , 。 � � � ��〔, 〕 和 �� �� � � � 〔‘� 等

氏认为
,

虽然在细菌性烂鳃的鳃上发现有大量粘细菌
,

但迄今为止
,

这些菌作为致病菌
,

仍

然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
。

�� � � 年 � 月 � � 日收到
。

� 执笔人� 卢全章
、

倪达书
、

葛蕊芳
。

照相 � 何楚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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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
,

对细菌性烂鳃病的研究还很不够
。

本所鱼病室过去对此病进行过一些研究
,

但未能分离到致病菌
〔�� ,

其他单位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

草鱼细菌性烂鳃病在我国饲养

鱼类中
,

特别是在鱼种饲养阶段
,

是非常普遍和严重的
。

但由于过去重点放在肠炎病的

研究
,

而对这种病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

以致长期没有把烂鳃致病菌分离出来
。

由

于致病菌没有找到
,

对有效地防治这种病带来了不少困难
。

为了坚决贯彻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急生产之所急
,

尽快地对危害大
、

流行广的

草鱼细菌性烂鳃病找出有效的防治方法
,

我们在 �� � � 年下半年再次开展了这种病 的病

原分离工作
。

经过反复地分离
、

感染
,

终于分离到了烂鳃致病粘细菌
—

鱼害 粘球菌

�� , � � � � �跳
�
户￡, �王� � �� � �

,

� �� � � �
, ��

‘

� � �
�

� 新种
。

二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材料来源

从本所养鱼池和武汉市东西湖养殖场的发病鱼池中挑选有明显烂鳃 症状 的三 龄草

鱼
、

当年草鱼
、

当年草缩杂交种和三龄蟾鱼共八尾
,

分别进行分离
。

�二 � 分离方法和培养基的制备

在病鱼的病变部位�鳃丝�
,

取小块组织
,

放在预先滴在载玻片上的一滴无菌水的边

缘
,

经 � �一�� 分钟后移去组织
,

用接种环蘸水
,

在平板上划线 � 或者用接种环直接从病变部

位取材于平板上划线
,

然后将平板放在 �� ℃ 恒温箱中培养 �一� 天
。

根据菌落特征
,

挑取

单个菌落
,

接到试管斜面上
,

�� ℃ 培养 �� 小时左右
,

取菌涂片
,

革兰氏染色
、

镜检
,

确定是

否已分纯
,

若不纯则再分离一次
。

分纯后进行液体培养
,

开始人工感染试验和其他方面的

观测
。

�
�

分离用的培养基
�
一般用含养料丰富的培养基和普 通 培养基

、

脉 陈 加血 红 阮

��� � �� �� �� ��
、

鱼肉浸出液加陈等
,

都因被其他生长快的细菌盖没而烂鳃菌长不出来
,

因此

分离粘细菌必须用贫营养的培养基
。

初分离用如下配方的培养基为好
�

胰蛋白陈 �
�� �� �� � � � �

�

� , �

酵母膏 。
�

��  

牛肉膏 。
,

。� �

醋酸钠 �
�

�� �

琼脂 �
�

�� �

用蒸馏水配
, �� �� �一�

�

� ,

高压蒸气灭菌 ��� 磅
,

�� 分钟 �
。

分纯后转接到传种的斜

面固体培养基
,

其成分与上述培养基相同
,

不同之处仅在于将胰陈增加到 �
�

�� 一 �
�

� 并
。

液体培养用的培养基�胰陈培养液�
�

胰蛋白陈 �
�

� �

酵母膏 。
�

� � �

牛肉膏 �
�

�� �

醋酸钠 。
�

�� �

用蒸馏水配
,

�� �
�

�一 �
�

� ,

高压蒸气灭菌 �巧 磅
。

�� 分钟�
。

�
�

冷冻干燥保存
�
粘细菌在固体培养基上 �一 � 天后即行衰退 �液体培养稍长

,

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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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繁殖和毒力都容易停止和减弱
。

因此
,

要保持其特性
,

必须在分纯后立即进行冷冻

干燥保存
。

�三� 人工感染方法

�
�

浸洗感染
� 将已分纯的液体培养菌株配成一定浓度

,

然后将健康的鱼放入
,

浸洗

一定时间
,

取出养在试验缸中
,

以观察发病情况 � 另设对照组进行比较
。

�
�

加菌感染
� 在已知水量的养鱼缸中加入一定量的菌液

,

使成一定浓度 � 放人健康

鱼
,

观察其发病情况
。

�
�

腹腔注射感染
。

�
�

皮下注射感染
。

�四 � 生化试验
〔‘�〕

�
�

明胶液化试验
�
在胰陈培养液中加入 �� 多 明胶

,

�� �� �
,

高压蒸气 � 磅 �� 分钟

灭菌
。

接种培养 �一 � 天后用二氯化汞浇淹平板
,

以观察有无液化明胶的区域出现
。

�
�

酩素水解试验
�
基础培养基 �上述胰陈培养基作为基础培养基 � 加 �多 脱脂牛奶

。

接种培养 � 天后
,

观察平板上有无酪素水解的亮斑
。

�
�

淀粉水解试验
�
基础培养基加 �

�

� 多可溶性淀粉
。

接种培养 �一� 天后加碘液�革

兰氏碘液�于平板上
,

检查蓝背境中有无明亮的水解区域
。

�
�

七叶灵 �
� ��� ��� 水解试验

�
培养基含 �

�

�多 的胰蛋白陈
, �

�

�多 的七叶灵
, �

�

�� 多

的柠檬酸钱铁
, � 务 的琼脂

。

接种培养
。

观察 � 天
。

如发现菌落周围形成一种黑色沉淀

物
,

则证明有分解七叶灵的能力
。

�
�

几丁质分解试验
� 将含有 �

�

� 多的胰蛋白陈
, �

�

� 另 的几丁质
,

�
�

� 多的琼脂的培

养基盖于无营养琼脂平板上
。

接菌培养
,

观察 � 天
。

�
�

分解纤维素的试验
�
在胰膝培养液中加滤纸条

。

接种观察 �� 天
,

看滤纸条有无缺

刻或断裂
、

分解现象
。

�
�

酪氨酸分解试验 � 在胰陈培养液中加 �
�

� 务的酪氨酸
。

接种培养观察 � 星期
。

看

悬浮的酪氨酸是否消失
。

�
�

溶解菌细胞的能力
�
将试验菌的培养平板分别用 �� 毫升自来水洗下

,

内加 � 多的

琼脂
,

�� 磅高压蒸气灭菌 �� 分钟
,

然后倒平板
,

接种粘细菌
,

在生长菌落周围观察有无溶

菌区域
,

观察时间为一星期
。

�
�

硝酸盐还原试验 � 培养基为硝酸钾 �� �� 多
,

蛋 白陈 ��  多
。

试液
�
荷氏 试液

�� �� �� �
, � �� �� �� ��

。

接种培养 �� 小时后滴荷氏甲
、

乙试液各数滴
。

阳性者立即或于 �� 分

钟内显红色
。

� �
�

靛基质试验
� � � 的胰蛋白陈水

。

试液
�
欧氏试液

。

接种培养 � 天后先加乙醚

数滴
,

摇动之
,

乙醚浮于上层
,

再沿管壁滴加欧氏试液约 � �� 毫升
。

阳性者于液面接触处

呈玫瑰红色
。

��
�

硫化氢试验
� � � 的胰蛋白陈水

,

接种培养 �一� 天
,

然后用醋酸铅粉加人试管

中进行观察
。

硫化氢遇到铅盐生成黑色沉淀
。

��
�

拘椽酸盐利用试验
� 用柯萨尔拘椽酸培养基

,

接种培养
,

观察 � 天
。

��
�

过氧化氢酶试验
�
取胰陈斜面培养物一环与 � � 的过氧化 氢 混合

,

观 察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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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 斗
�

葡萄糖利用试验
�
基础培养基加 �多的葡萄糖

, �
�

� � �  多 的嗅察香草酚蓝
。

三
、

步 骤 和 结 果

�一 � 菌株分离和人工感染
� � � � 年 � 月至 � 月

,

先后从 � 尾烂鳃的草鱼和 � 尾烂鳃的草缩杂交种分到 �夕株
,

� � � � 年 � 月又在 � 尾具有明显烂鳃症状的编鱼鳃上分离到 � 株
,

共 �� 株粘细菌
。

经人

工浸洗感染 �在 �
�

� 亿 �毫升浓度的菌液中浸洗 �� 分钟�
,

所分离的大多数粘细菌都有不

同程度的致病力
,

而属于真细菌类型的菌株
,

浸洗感染都没有致病力�见表 � 和表 2)
。

表 1 1 龄草鱼烂鳃钻细菌人工(浸洗)感染试验

菌菌菌 试试 试 验 鱼鱼 水水 感 染 后 一 周 内 鱼 休 病 变 记 录录 感染染
号号号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温温温 死亡亡
GGG 111 日日 总总 发病病 未发发 产

、、、

率率
GGG 222 期期 尾尾 尾数数 病尾尾 ℃℃℃ (% )))
GGG 33333 数数数 数数

、砂 产产产产

GGG

...............................

2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11111 9

7 3

.

8

.

2 999
333 111 222 2 666 4 天后死亡 1 尾

,

鳃丝 边缘稍有些烂烂 333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200011111973
.
9
.
666 555 111 444 25一2666 4 天后死 1 尾

,

鳃丝边缘腐烂烂 7555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5一2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11111972
.
9
.
222 444 333 111 22一2666 13

、

5 6

、

5 8 小时各死 1尾
,

烂鳃鳃鳃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2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11111972
.
9
.
1888 l000 77777 2 777 19 小时死 2 尾

,
2 2

、
2 ,

、
3 4

、
4 8

、
9 4 小时各死 1 尾

,

均为烂鳃鳃 7000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00011111972
.
9
.
1999 l000 222 88888 51、 6 2 小时各死 1 尾

,

烂鳃鳃 6000

11111972
.
9
.
2111 555 333 22222 巧 小时死 2 尾

,

20 小时死 1 尾
,

均为烂鳃鳃鳃

11111972
.
9

。

222 444 444 00000
10 小时死 1尾

、

加 小时死 2 尾
,

31 小时死 l 尾
,

均为烂鳃鳃 10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11111972
.
9
.
222 444 444 00000 9 、

10 小时各死 1 尾
,

13 小时死 2 尾
,

均为烂鳃鳃 1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5一2666 19 小时死 3 尾
,

22 小时死 1 尾
,

51 小时死 1 尾
,

均为烂鳃鳃鳃1111197 2
.
9
.
1999 555 55555 25一26666666

111119 72
.
9
.
2 111 555 555 00000 lD 小时死 3 尾

,
1

1’J
、时死 1 尾

,
1

1’J
、时半死 l 尾

,

均为烂鳃鳃 10000

11111972
.10
.
1222 555 555 000 2222 20 小时 5 尾全死

,

均为烂鳃鳃 10000

2222222222222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常常 000GGG ,,
1 9 7 2

.

9

.

222 444 000 444444444

555555555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2 222 正 常常 000GGG ‘‘
1 9 7 2

.

1 0

.

1 2222222222222 000

GGG
,,

1 9 7 2

.

1 0
.

1 222 555 000
)))

2 222 正 常常常

GGG 1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2222 正 常常 00011111972
.
10
.
1222 5555555555555

注: 1
.
G ‘、

G
, 、

G
l 。系真细菌; 2

.
以上试验每次均有对照组

,

对照组鱼均正常
。

经人工浸洗感染试验
,

发现 G
4
菌株的致病力比较强

,

故对 G
,

菌株作了进一步的研

究
。

以下针对 G
;
菌株加以叙述

:

用 G
;
菌株对健康的草

、

维
、

墉
、

团头鱿和草靖杂交鱼种进行了浸洗感染
。

结果见表 3
。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G
;
菌株能使上列健康鱼种致病

,

并显示出烂鳃症状
。

但是
,

不同的鱼

在症状表现上则有些差异
,

草鱼
、

团头鱿和草墉杂交种鳃丝腐烂迅速和明显; 鲤和墉表现

鳃丝充血
,

粘液多
,

鳃丝腐烂的速度则比较缓慢
。

G
4

菌株对野杂鱼(如罗汉鱼)同样有致病力
。

罗汉鱼感染后同样显示烂鳃症状
。

其他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病研究室: 草鱼烂鳃病的研究 1
.
细菌性病原的研究 319

表 2 草鱼及草幼杂种烂鳃的粘细菌人工感染试验

菌菌菌 试 验 鱼鱼 发发 未 发发 感 染 后 一 周 内 鱼 体 病 变 记 录录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病病 病尾数数数

类类类类 尾尾 尾尾尾尾

别别别别 数数 数数数数

GGG 一,,

草缩杂种种 555 》》 OOO 22 小时半死 1尾
,

3
1’J

、

时死 3尾
,

39 小时死 1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草草草 鱼鱼 555 555 000 39 小时死 5 尾
,

呈点块状烂鳃鳃

GGG :‘‘ 草缩杂种种 555 555 OOO 31 小时死 4 尾
,

39 小时死 1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草草草 鱼鱼 555 555 000 39 小时死 5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GGG , ,,

草螃杂种种 555 555 000 31 小时死 4 尾
,

3 9 小时死 1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草草草 鱼鱼 555 555 000 39 小时死 5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GGG , ::: 草蟾杂种种 555 555 000 42 小时死 3 尾
,

科
、

63 小时各死 1 尾
,

均为点块伏烂鳃鳃

草草草 鱼鱼 555 000 555 全部正常常

GGG l,, 草编杂种种 555 555 000 39 小时死 3 尾
,

舰 小时死 2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草草草 鱼鱼 555 333 222 55 小时死 2 尾
,

79 小时死 1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
,

其余正常常

GGG 2000 草缩杂种种 555 555 000 31 小时死 3 尾
,

29 小时死 2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草草草 鱼鱼 555 555 000 39 小时死 5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GGG :xxx 草缩杂种种 555 555 000 31 小时死 5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草草草 鱼鱼 555 555 000 31 小时死 1 尾
,

39 小时死 4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GGG 2222 草缩杂种种 555 555 000 31 小时死 5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草草草 鱼鱼 555 555 000 3 1小时死 4 尾
,

3 9 小时死 1 尾
,

均为点块状烂鳃鳃

对对 照照 草蟾杂种种 555 000 555 均 正 常常

草草草 鱼鱼 555 000 55555

注: 试验从 ”72 年 11 月21 日开始
,

观察一周 : 水温为 13 一巧℃;试验和对照均为 1龄鱼
。

表 3 G
‘

菌株对不同鱼的沮洗感染试验

菌菌菌 试 验 鱼鱼 发发 未发发 感 染 后 一 周 内 鱼 体 病 变 记 录录 感染染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病病 病尾尾尾 死亡亡

拳拳拳拳 尾尾 尾尾 数数数 率率
别别别别 数数 数数数数 (% )))

举举举 草 鱼鱼 555 555 000 39 小时死 2 尾
,

4 。小时死 1 尾
,

63 小时死 2 尾
,

均有明显烂鳃鳃 10000

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

匕匕匕 草嫡杂种种 555 555 000 31 小时死 1尾
,

39

、

40 小时各死 2 尾
,

均有明显烂鳃鳃 10000

团团团 头 舫舫 555 555 000 12 小时死 斗尾
,

22 小时死 l 尾
,

鳃严重腐烂
,

多粘液液 10000

缩缩缩 鱼鱼 555 555 OOO 31 小时死 l尾
,

39 小时死 4 尾
,

鳃丝多粘液
,

发肿
,

烂烂 10000

鳝鳝鳝 鱼鱼 555 555 000 12 小时死 多尾
,

鳃丝多粘液
、

肿胀
,

边缘腐烂烂 10000

以以 上上 各 555 000 2,, 全部正常常 OOO

五五 种 鱼鱼鱼鱼鱼鱼鱼

注: 试验从 1夕72 年 n 月21 日开始
,

观察一周 犷试验均为 l 龄鱼 犷水温为 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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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姗蚌也能被 G
4
菌株感染而死亡

。

用G
4
菌株作腹腔注射试验

: 用 1龄草鱼鱼种
,

注射 G
;
菌株悬液

。

注射剂量为 3 号比

浊管 (M cF ) 0
.
5 毫升

,

即 4
.
5 亿菌

,

能使草鱼在 21 小时内全部死亡
。

其症状表现为
:
肛门

红肿
,

腹水很多
,

全肠紫红
,

腹部肌肉充血
,

与典型的草鱼肠炎病几乎没有差别
,

但鳃瓣则

正常
,

无丝毫烂鳃现象 (见表 4)
。

用 G
;
菌株作皮下注射试验

: 用 1 龄草鱼鱼种
,

注射剂量为 3 号比浊管 0. 2 毫升 (即

1
.
8 亿菌)

,

能使草鱼 出现慢性溃烂
。

其过程为
:
从注射部位开始

,

由外向里发展
,

表皮

脱落
,

鳞片继之
,

肌肉溃烂
,

烂成一个圆形窟窿
,

但鱼并不马上死亡
,

而是慢慢地死去 (见

表 4)
。

表 4 G 4 菌株对 1 龄革鱼皮下和腹腔注射试验

菌菌菌 试试 发发 未发发 注 射 菌 液液 注射后一周内鱼体病变记录录
号号号 验验 病病 病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

尾尾尾尾 尾尾 数数 浓 度度 部 位位 菌 量量量
数数数数 数数数数数 (毫升)))))

GGG ;;; 1OOO 1000 000 9亿/毫升升 背 部 皮皮 0
。

222 1 0 尾鱼注射部位肌肉均腐烂成一个洞
,

表皮脱脱
下下下下下下下 注 射射射 落

,

露出肌肉
,

其中 2 尾严重致死 ;鳃均正常常

11111000 1000 000 9亿/毫升升 腹 腔腔 0
.
555 21 小时 10 尾均死

,

肛门红肿
,

腹部肌肉充血
,

多多
腹腹腹腹腹腹腹腹腹水

,

全肠发紫
,

鳃正常常

对对照照 1000 000 1000 无 菌菌 皮 下下 0
。

222 均无病变变

培培培培培培培培培培 养 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
lllll000 000 100000 腹 腔腔 0

.
55555

注: 试验从 1972 年 9 月 16 日开始
,

观察一周;试验期间水温为 25 ℃
。

用 G
;
菌株感染草

、

维
、

鲤夏花试验
:
一般症状与 1 龄鱼种的表现有所不同

,

它不仅

能使试验鱼出现烂鳃
,

而且能使躯体出现 白皮
、

白嘴
、

白头等症状
。

每毫升水中只要 0
.
005

亿 G
4
菌就能使 0

.
5一1市寸的草

、

鲤
、

鳞夏花在 24 小时左右
,

46 尾试验鱼全部死亡 (见表

5)
。

表 5 G 4 菌株对草鳞鲤夏花感染试验

洲i …i 日滋粟三
注
:
试验鱼均为 。

·

5 一1
.
0市寸大小 ;试验期间水温为 24 一26 ℃

。

在人工感染的烂鳃病灶中
,

取粘液进行显微镜检查
,

可以看到许多群集的粘细菌 ;在

腹腔注射感染的腹水中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粘细菌
。

我们从人工感染的病鱼鳃部和腹水中

又重新分离到粘细菌 (从鳃部分离到 G * :
· ·

…心*
,
五个菌株;从腹水 中分离到 G ;一6… …

G、
;
六个菌株)

。

将这些重新分离到的菌株
,

再进行浸洗感染
,

同样能使草鱼致病
,

并显

示出烂鳃症状 (见表 6)
。

我们分离到的 G
、

菌株
,

经多次人工感染和反复分离与再感染
,

均能使草鱼致病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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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 11 株再分离菌株对 1 龄草鱼的漫洗感染试验

菌菌 号号 试 验验 发病尾数数
鱼鱼鱼 尾 数数数

GGG 卜
lll 555 555 000 10000

GGG 4一::: 555 555 000 1 0 000

GGG 一
,,

555 555 000 1 0 000

GGG 一一 555 555 000 10000

qqq
一 ,,

))) 555 000 1 0 000

GGG
4 一666

555 555 000 1 0 000

GGG
;一 777

555 555 000 1 0 000

GGG
4 一sss

555 555 000 1 0 000

GGG 卜
,,

555 555 000 1 0 000

GGG
; 一 2000

555 555 000 1 0 000

55555 555 000

感 染 后 一 周 内 鱼 体 病 变 记 录

10 一12 小时死 , 尾
,

均有烂鳃症状

10一18 小时死 5 尾
,

均有烂鳃症状

10 一巧 小时死 5 尾
,

均有烂鳃症状

13 一18 小时死 5 尾
,

均有烂鳃症状

10一12 小时死 5 尾
,

均有烂鳃症状

17小时死 5 尾
,

均有烂鳃症状

加一24 小时死 5 尾
,

均有烂鳃症状

34 小时死 5 尾
,

均有烂鳃症状

均正常

注: G
4一l
一G
4一 ,

系从 G
;
菌株感染的发病鱼的鳃上分离 ; G

4一。
一G
4一 1; 系从 G

;
菌株腹腔注射感染后的病鱼 腹水

中分离;试验从 1972 年 9 月 23 日开始
,

观察一周:试验期间水温 22 一23 ℃
。

其症状主要表现在鳃瓣上
:
鳃丝末端膨大

,

弯曲
、

发白
,

鳃小片浮肿
、

混乱
、

腐烂
,

逐渐向鳃

丝基部和左右鳃丝蔓延
,

鳃丝软骨外露 ;坏死细胞
、

粘细菌与粘液以及水中泥尘杂物等胶

混一起
,

形成不规则的团块
,

粘附于腐烂鳃丝的周围
,

与天然患烂鳃病的症状基本一致
。

夏

花鱼种除了鳃丝易感染外
,

体表皮肤也很容易感染
,

这大概由于皮肤比较幼嫩之故
。

根据

这些事实
,

我们认为 G
;
菌是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的致病菌

。

( 二) 形态特征

1
.
菌体形态

:
草鱼粘细菌 G ;菌株的形态与已知的柱形粒球粘菌 (c h

口
耐ro co “

。: ‘口-

lu 二 na rl’心和柱形纤维粘菌 (C yt
口p 再aga co 坛m na ;.t’s ) 基本上是相似的

。

菌体细长
、

柔软而易

弯曲
,

粗细基本上一致
,

约 0
.
3 微米左右;两端钝圆

,

一般稍弯
,

有时弯成半圆形
、

圆形
、

u

形
、

v 形
、

Y 形等
,

但较短的菌体通常是直的 (图版 1
.
1)

。

长短很不一致
。

体长 2一24 微

米
,

有的长达 37 微米
。

革兰氏染色阴性
。

用横分裂繁殖
,

通常横分裂成两个差不多相等

长度的个体
。

在分裂前
,

菌体往往在中点弯折
,

形成v 形结构
。

新分裂但未完全离开的两

个菌体
,

有时能看到有纤线彼此联系
,

如用甲基蓝或中性红活体染色
,

这纤线显出淡蓝色

或粉红的颜色
,

表明它是分泌的粘液
,

而不是细胞的组成结构
。

菌体从胰陈溶液中挑出
,

放在载玻片上观察
,

能看到缓慢的滑行
,

如果加上一滴无菌

水或清水后
,

运动就非常活跃
。

菌体无鞭毛
,

是按反冲原理运动
,

常见的有以下两种方式
:

一是象鳝鱼一样滑行运动
,

通常是向一个方向
,

如前进遇到障碍
,

则后端变为前端作相反

方向运动;一是摇晃摆动
,

有时忽然垂直成一发亮圆点
,

然后又慢慢横卧
,

周而复始
,

形成旋

转式的运动
。

我们没有具体侧定 吼菌株的滑行速度
,

但根据 G arnjob
st〔‘。,

和 stanier〔‘, “
等

氏报告
,

粘细菌的滑行速度每分钟达 6。一150 微米
。

2

.

菌落形态
:
我们从草鱼烂鳃病灶中分离到的 G ;菌株

,

在胰陈琼脂平板上生长良

好
,

2 5
“
c 培养 2一3天

,

就出现稀薄的
、

平铺在琼脂表面上呈扩散型的菌落
,

边缘不整齐
,

假根状
,

中央较厚
,

颗粒状
。

菌落大小不一
,

一般直径在 3 毫米上下 (图版 1
.
2)

。

在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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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下观察
,

单个菌落的轮廓象一朵菊花
,

中央较厚
。

边缘象树根一样向四周扩散(图版 1
.
3 、

4
)

。

菌落最初与琼脂的颜色相似
,

粗看不易发现
,

36 小时后
,

渐现淡黄色
,

以后随培养 日

龄的增加而菌落扩大
,

菌层增厚
,

颜色变深黄
,

一般在 5 天后就不再生长
。

分纯的 G
;
菌株

,

也能在普通培养基上生长
。

3

.

子实体的形成
:
在胰陈琼脂平板上接种液体培养的 G

;
菌株

,

如果接种稀疏
,

在室

温 21 一25 ℃ 条件下
,

一般在 48 小时左右(恒温 29 ℃
,

3 6 小时或更早些)
,

在菌落的偏中

央地方
,

有时甚至看不到菌落
,

长出单个的子实体
,

肉眼看
,

为一个个单独的淡黄白色小

球
,

如用解剖镜观察则为圆锥体
,

基部宽大
,

无收缩之柄
,

表面光滑
,

折光较强
,

突出于菌落

之中
,

亦有长在菌落的边缘
。

随着培养时间延长
,

子实体逐渐长大
,

有的与近邻挤成一团

(图版 n
.
7)

。

有的 3一5 个联成一列 (图版 11
.
5)

。

在一个单独的菌落中
,

有 7一12 个大小

不等的子实体 (图版 n
.
6)

。

子实体的直径为 130 一700 微米
。

培养 4 天后
,

在灯光下照

视或在解剖镜下观察
,

子实体金光闪闪
,

突出在花朵状的菌落上
。

以后保持不长不变状态

约 3一4 天
,

接着颜色就逐渐变淡而衰亡
。

同一批冷冻干燥保存的 G
;
菌株

,

在同样的接种和培养条件下
,

产生子实体的结果是

参差不一的
。

凡是菌落稀少的平板上
,

往往生长较多的子实体 (图版 n
.
8)

。

相反
,

菌落

密集者多数不长子实体或长少数单个的子实体 (图版 n
.
5)

。

更有趣的是
,

在长子实体的

同一平板上
,

有的菌落始终不长子实体
。

我们在试验过程中
,

发现液体试管培养 4 天后
,

在液
、

气交界的试管壁上(界面)长出

与平板一样形态的子实体
,

以后在浮于液面的菌膜上也有发现
。

这种情况
,

在过去的文

献中还未报道
。

必须指出
,

这种子实体只着生在液
、

气交界的液面上
,

而在液体中则尚未

发现
。

为了证实上述的子实体是否为真正的子实体
,

我们做了小抱子 (m icr ocy st)
l) 的涂片染

色和发芽试验
。

图版 m
.
9 为子实体压碎后涂片

,

用 ze nk er
,

s

固定液固定和碱性复红染

色的照片
。

从照片上看
,

小抱子的大小是不一致的
,

大致可分为大
、

中
、

小三种类型
,

直径

。
.
8一2 微米

,

都有很强的折光性
,

表明抱膜的结构比较厚
。

由于粘细菌的小抱子形成过程

简单
,

系由菌体缩短而成[l6l
。

同时由于菌体有长有短
,

故缩成的小抱子就有大小不同之别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我们采用了直接将子实体放人胰陈溶液中培养的方法
,

以观察能否从子实体中发芽

长出营养细胞
。

这样培养
,

难免会带进许多包围在子实体周围的粘细菌
,

干扰正确的判

断
,

因此我们反复做了三次试验
,

其结果如下
:

(l ) 9 月 1斗 日上午 9 时
,

将 9 月 9 日培养在平板上的 G
;
菌株长出的子实体逐个切

下
,

尽量剔除其外围的粘细菌
,

然后放入胰陈培养液(两套)
。

1 , 日上午 9 时观察
,

子实体

比原接入时涨大
,

体壁失去光泽
,

变得疏松
,

菌体长出
。

15 日 17 时从胰陈溶液中取出放

在载玻片上
,

用显微镜观察
,

一个子实体长 出很多粘细菌 (图版 m
.
10)

,

另一个子实体壁

已破
,

大部分粘细菌已离开
,

仅留少数残余在破口之外 (图版 m
.
11)

。

(
2
)

9 月 15 日 17 时
,

从 9 月 12 日接种于试管斜面上的 G ; 菌株所长出的子实体又

1) m ic ro cy st 字意应译称小抱囊
,

但实际上是小 的抱子
,

故改译为小抱子
,

下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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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下放人胰陈溶液中培养(两套)
,

经 17 小时后观察
,

子实体略有膨大
,

30 小时左右已长

出很多菌体
,

42 小时观察
,

圆形的子实体已膨大延伸为椭圆形
,

64 小时子实体外壳仅留

痕迹
,

溶液中长满粘细菌
。

(
3
)

9 月 17 日 2 1 小时
,

将 15 日接种在胰陈琼脂平板上长出的 G
;
菌株子实体挖出

,

转接于胰陈溶液中(两套)
。

12 小时后观察
,

原来折光很强
、

体壁很光滑的子实休
,

个个都

变疏松
,

失去光泽; 24 小时
,

子实体一边长出很多粘细菌 ; 33 小时
,

液面和皿底长出菜子

至绿豆大小的菌团 ; 45 小时
,

有些菌团直径达 1
.
1厘米

,

子实体仅留模糊的空壳;60 小时
,

观察子实体空壳有的已溶化
,

有的仅留痕迹
,

此时大约已到生长的高峰;往后开始衰退
,

到

168 小时
,

所有菌团都溶化消失
,

仅于皿底残留着不少粘液碎片
。

以上三次试验都是在 25 ℃ 左右进行的
,

观察结果可归纳为如下四点:

(i) 用子实体培养
,

仔细观察其变化
,

虽有营养菌体的干扰
,

还是可以看到其转化的

过程 ;

(ii) 子实体接入胰陈溶液中培养 30 小时
。

大多数小抱子 已转化为营养细胞 ;

(iii ) 培养 60 小时左右
,

子实体壁破碎或溶化
,

仅留痕迹
,

同时营养细胞也达到繁殖

生长的高峰 ;

(i
v
) 如不再转接而留在原溶液中培养时

,

约 72小时以后就到了衰退死亡期
。

4

.

胰陈液体培养特性
:

(l) 胰陈液体培养
:
将液体培养的 G

;
菌株接种于胰陈液体中

,

25 ℃ 培养 2 天
,

可见

生长丰盛
,

液体混浊
,

表面覆盖一层淡黄色菌膜
。

开始是在液体表面贴近管壁形成花边式

的环
,

以后迅速繁殖
,

逐渐扩大
,

覆盖液面
,

并随着时间的增长
,

菌膜逐渐变厚
,

颜色变深
,

且不易破碎
。

在液面与空气交界的管壁上 (第 4 天以后) 出现颜色金黄
、

结构致密
、

折光

较强的锥形子实体
,

第 5 天在菌膜上也有出现
。

另方面在液下管壁上常粘附着圆形的菌

落
,

并散发出网状的小菌团
,

象大团藻状向四周扩布 (图版 m
.
12; 图版 IV

.
14 )

,

管底也

有细胞堆积
,

到第 5 天后更多
。

此时液体已由浑浊而转清
。

培养到第 8
、

9 天
,

菌体衰亡
,

通常不能再接活
。

从培养液中取菌涂片
,

连续进行显微镜观察
,

可以看到菌体形态有如下变化
: 12 一24

小时
,

菌体粗
,

比较短
,

运动活跃; 36 一60 小时
,

生长旺盛
,

分裂快
,

菌体比较长
,

有许多

呈弯曲
,

有的还有假分枝
,

短的菌体相对的少
,

运动还是很活跃; 72 一96 小时
,

菌体长短悬

殊
,

有长丝状
、

中等长和很短的 ;此后
,

出现许多圆球形的球质体 (
sphe rob las ts )

〔
19]

,
1 0 8一

120 小时
,

长菌体逐渐减少
,

而球质体则逐渐变多
,

再后则杆状菌体极少
,

球质体占绝对

优势 (图版 IV
.
13)

,

终至衰亡
。

(
2
)

“

柱子
”

形成 (co lu m
n fo rm at ion )

: 当从固体培养基上刮取少许 G
,

菌苔接入试管

或平皿胰陈溶液中进行培养
,

由于 G
;
菌有群集的习性

,

在液体中
,

菌体一般喜欢相互堆聚

在一起
,

形成星状
、

球形和草堆形的菌团
。

在 12 一24 小时观察
,

凡较大的菌团
,

由于其在

繁殖时的运动特性
,

形成各式各样的
“

柱子
”
形态

,

此时液体还比较清澈
。

24 小时以后
,

这

些菌团从四周向外产生乳头状突起
,

并逐渐延长成
“
柱子

”
( 图 1; 图版 v

.
16一18)

。

通常

在柱子的末端萌发出圆球形菌团
,

菌团周围布满许多细长而摇摆着的菌体
, “
柱子

”
增大后

又产生乳头状突起
,

并延长成新的
“

柱子
” ,

从而形成一种分枝复杂的结构
。

在溶液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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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一o

.
sppm 的代森按 (di

thane stainless) 或 0
.
6一0
.sppm 代森锌 (

zineb) 时
,

这种
“
柱子

”

的形成更为明显和复杂 (图 1; 图版 v. 17、 1 8
)

。

有些团块状的菌团从四周向外抛出圆球

形子菌团
,

使母菌团周围散满了不同大小的圆球形和不规则形的子菌团
,

在这些子菌团之

间布满着单个营养菌体 (图版 Iv
.
14 、 1 5

)

。

菌团继续不断地向外散发
,

因之
,

菌团逐渐变

图 I G ;菌株在胰陈溶液(含 。
.
8 p p m 的代森锌)中形成

“
柱子

”

小
,

离
“母菌团

”
越远的则越小

,

最后成为更小的菌团或菌体分散在溶液中
,

这时培养液也

就 由清变得比较混浊
。

以后 (144一192 小时
,

即 6一8天)
,

分散在溶液中的菌体或小的菌

团逐渐衰亡而沉于管底
。

同时
,

另外一些不向四周散发的子菌团的各式各样的
“

柱子
”
和菌

团都显得萎缩
、

软弱
,

有的则仅留骼骸的样子
。

显微镜观察
,

绝大多数菌体收缩成圆球形

或椭圆形的球质体
,

这时水溶液又从浊变清
,

表示菌体已衰亡
。

以上是整个
“

柱子
”
形成和

衰亡的过程
,

经历了由分散到集群(菌团和
“
柱子

”
)

,

然后又由集群到分散
,

最后缩成球质

体而死亡
。

我们曾用 o rdal 和 Rueker 氏〔, , 的方法以及 Borg 氏〔1 ‘〕的方法进行
“

柱子
”
形

成培养
,

所得结果与上述培养方法完全一致
,

所不同的是没有发现象 o rda l 和 Ruck er 氏

所说的
“
柱子

”
能转化为子实体的现象

。

( 三) 生长条件

1
.
酸碱度

: pH 6
.
5一7. 5 生长良好

,
P H S 生长较差

,
p

H S. 5 以上和 pH 6 以下则不生

长
。

2

.

温度和毒力
:
最适温度 25 ℃

,

生长良好
,

毒力强 ; 18 ℃
,

生长较慢
,

毒力强 ; 33 ℃
,

生长良好
,

但毒力较差; 40 ℃
,

生长慢
,

毒力很低; 4℃
,

不生长; 65 ℃
,

5 分钟即致死
。

3

.

耐盐能力
:
培养基中含 0. 7多以上的食盐

,

就抑制 G
4
菌株的生长 (见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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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食盐对 q 菌株的生长影晌

津津津
0555 0.666 0.777 0。 888 0

。

999 111

十十十 +++++++++

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

一 表示不生长
,

+ 表示生长
。

4

.

兼性好气生长
:
摇床培养生长旺盛

,

在厌气条件下也能生长
,

但生长很慢
,

繁殖少
。

( 四) 生化特性

采用 Pa ch 。
和 Po rter 氏汇15 , 1 9 6 8 年的方法

,

对已分离到的 12 个菌株进行了有关的生

化测定
。

测定的结果见表 8。 为了便于比较和参考
,

也列了 Pa ch : 和 Po
r
ter 氏对柱形粒

球粘菌和嗜冷纤维粘菌 (Cyt ap 加ga Ps yc hr oPh ila ) 两种菌的生化特性的侧定结果
。

表 8 烂鳃粘细菌菌株的生化测定

结

~ ~
~

试 验

魁G- G:{G;}G4一 : } G
: ,

纤维

粘菌

十

十

++十+十十++十+

+ + 十

灵素原胶素验酸盐验验酪明还叶维

氨

酸

十

七盐纤试酩

解解解解酸分分分分硝

H :S

解

用 拘 糠

氧

试

酶 试 ++十++++++十+十+十

嗓化

分利引过

溶
解细

死胞
菌

64一 1 6 一3 5

5 6
一
1 2

一
1 0

j 又叠球菌

+ 】 +

质粉糖丁!萄

淀
.

氢º¹»几葡

解
二

r
..,、.,L解解

分分分

注: + 表示阳性
,

作参考
。

表示阴性 ;柱形粒球粘菌和嗜冷纤维粘菌是 Pac ha 和 Po
:ter 氏的试验结果

,

列人表中

从表 8所列的结果看来
,

我们分离到的 12 个菌株
,

基本上是相同的
,

同时与柱形粒球

粘菌和嗜冷纤维粘菌也很相似
。

( 五) 草鱼烂鳃粘细菌的分类

综合上述 G 4 菌株的形态特征
、

运动方式
、

生化特性和产生子 实体 等特点
,

根据

Be rg ey 氏细菌鉴定手册第七版的分类原则[1s1 来衡量
,

草鱼烂鳃致病菌 G
;
菌株显然应隶

属于粘细菌目 (My
xobaeterales)

,

粘球菌科 (My
xoeoc eaceae)

。

因为子实体的粘膜较薄
,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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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消解 (d
eliqueseent)

,

故应属于粘球菌属 (M 夕
x oco cc。 ,

)

。

根据文献报道
〔
181

,

属于粘球菌属的共有 6 种
,

其中 5 种就其子实体以及菌体形态
、

大

小
、

颜色等与本种相比是显然不同的
,

而与 Bee be 氏‘川 194 1 年描述的黄色粘球菌 (M yxo
-

co ““:
xa nt 人。) 则比较相似

,

特别是子实体的着生形式及其颜色
。

但是
,

黄色粘球菌的子

实体有时有柄
,

菌体粗而短 (0
.
5一1

.0微米 X 4一10 微米)平均 0. 75 x 6
.
0 微米

,

生长在

干牛粪上
,

这是与我们分离到的 G 。

菌株完全不同的
。

因此定名为 鱼害粘球 菌
,

新 种

(M 夕
x o cocc“, 户矛s

c
矛co l

a L u
,

N i
e & K

o , s
p

.
n o v

.

)

。

四
、

讨 论

绝大多数粘细菌生活在土壤和草食动物的粪便中[16 ,18]
。

对鱼类能致病的粘细菌
,

文

献上共记载了 3 种
〔1 , , 。

一种是 o rdal 和 Rueker 氏〔, ,
于 1944 年从蓝背娃 (o

ncorh夕n c人u ,

, 沃
。

) 的皮肤病灶中分离到能产生子实体的粘细菌
,

定名为柱形粒球粘菌 (Ch
。 ,

dr oc oc cu
,

c o
l

u
m

n a r
i

:

(
D

a v
i

s

)
O

r
d

a
l

& R
u e

k
e r

]
; 一种是 G arnjobst 氏[

, 0 ,
于 19朽 年从牛头鱼 (A m

e万。-

川 , 。
eb ul

口川
,

) 皮肤病灶中分离到不产生子实体的粘细菌
,

定名为柱形纤维粘菌 [‘州ap 加
-

ga col、m 。召; i
,

(
D

a v
i
s

)
G

a r n
j
o

b
s t

]
: 第三种是 Bo唱 氏〔“ ,

于 1948
,

1 9 6 0 年从年轻的麻哈鱼

冷水病(尾柄病)的病灶中分离到不产生子实体的粘细菌
,

定名为嗜冷纤维粘菌 「c州ap 加
-

ga 娜yc 加口
沙ila Bo

rg)
。

这种菌因为生态特殊
,

流行不广
,

多数鱼病细菌学家认为是可以确

认的物种
。

关于第一第二两种菌
,

则有较大的争论
。

有人认为柱形纤维粘菌
,

它除了不产

生子实体外
,

其他形态
、

生化特性和致病症状等都与柱形粒球粘菌相同
,

而且二者都是对

D avis 氏 2922 年所描述的柱形芽抱杆菌 (B
ac滚llu , c o l “。 。a r i s

) 的校 正 学 名
。

因此 B
org

氏〔“ , ,
s

t a n
i

e r 氏以8 , ,
B

u
l l

o e
k 氏〔, 0 ,

等认为 G
arnj
obst 氏的菌株是失去产生子实体能力的柱

形粒球粘菌
,

因为这种菌在长期培养下往往失去产生子实体能力
,

故应该算是同一种
,

根

据优先律应用柱形粒球粘菌这一学名
。

D
a v

i
s 氏t, , 1 9 5 3 年认为 G arnjob

st 氏的菌与 O rdal

和 Ruc ke : 氏的菌很相似
,

但不认为是同种
,

所以还是支持 G ar nj ob st 氏的意 见
,

用柱形纤

维粘菌这个学名
。

Pa ch
a

和 o rd al 氏〔, 刀 1 9 7 0 年从生化组成的角度来衡量柱形粒球粘菌

的鸟嘿吟与胞喀咤的比例 (gua
nine一cy to si

ne ra ti。
)

,

与粒球粘菌属标准种珊瑚粒 球粘菌

(ch
口 ,

dr oc oc cu
, :

or all
口
d;’des )比较

,

则大不相同
,

从而怀疑它是否确隶于粒球粘菌属
,

需要进

一步研究澄清
。

Pa ch
a

和 Po rter 氏 19 68 年从淡水鱼类皮肤上分离到不少菌株都属于纤

维粘菌属类型
,

这表明淡水鱼类皮肤上确实有纤维粘菌的存在
,

Bo rg 氏
,

B
ull

oc k 氏等的

上述论断
,

看来是难于成立的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Or
da

l 和R uC 盗
r 氏分离出来的柱形

粒球粘菌有两种子实体
,

一种是从哥伦比亚河中患有显著粘细菌病灶的 7 种鱼的体表和

肾脏分离出来的菌株
,

它在固体培养基上能长出圆球形的子实体
。

但是
,

他们说
: “

产生

这种子实体的菌株与其在勒汾卫司孵化场所分离的菌株在固体培养基上生长有 些 区别
,

特别有趣的是出现确确实实的子实体
” , “

( 而后者在培养)几天以后
,

菌落呈现出不规则隆

区的痣相
,

类似没有成熟的子实体
, ’

(

“
A f

te r a
f
e
w d

a
y
s

,
t

h
e e o

l
o n

i
e s a s s u

m
e

d
a

w
a r t

y
a

P P
e a

-

r a n e 。 w it h i r r e罗l
ar elevated areas resem bling im m ature frui‘in g b

o
d i
es , ,

)

。

从他们这些描述

来分析
,

勒汾卫司孵化场所分离的菌株
,

显然在固体培养基上是不产生子实体的
,

而这种

菌株恰是他们定种的主要依据
。

另方面这种菌是在胰陈溶液中培养
“

柱子
”
形成柱形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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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由它转化为柱形的子实体
。

他们虽确信其为子实体
,

但没有作具体的发芽验证
,

所以

自相矛盾地说
: “
在水溶液中产生子实体是一新发现

,

但没有考虑它来决定粘细菌的系统

分类位置
” ,

而且进一步推侧这种子实体很可能与 st ePP 和 Bo rte ls 氏
汇川 以及 sta ni er 氏

〔
17]

对不产生子实体的粘细菌在水溶液培养中形成星状结构是类似的现象
。

根据他们以上的论述和我们对鱼害粘球菌的实验观察
,

说明他们认为液体培养中的

柱形体能转化为子实体和小抱子的说法均是不可能的
。

然而
,

o
rd al 和 Ruc ke r 氏在分类定种时却用哥伦比亚河的菌株之子实体戴到 勒汾

卫司孵化场的菌株头上而命名为柱形粒球粘菌
。

因此我们认为柱形粒球粘菌这个种应是

G ao jo bs : 氏的柱形纤维粘菌的同物异名
。

至于 O rd al 和 Ruc ke r 氏从哥伦比亚河中 7 种鱼上分离出来产生子实体的菌株
,

它

应属何种
,

却没有命名
。

我们因为没有具体资料
,

未便代之命名
。

st
a n

i
e r 氏 19 57 年在 Be塔ey

’
s 〔18 , 细菌鉴定手册第七版中将 o ra al 和 Rueker 氏描述

的
“

柱子
”
形成结构

—
柱形体

,

作为柱形粒球粘菌的子实体
,

这显然是由于 or d
al 和 Ru-

c
ke r 氏确信其为子实体而造成的

,

同时也表明 st an ier 氏没有分析验证的错误
。

若林久嗣

和江草周三圈 从泥鳅鳃病灶上分离到的粘细菌
,

定名为柱形粒球粘菌
,

其所称的子实体

和小抱子
,

显然不是真正的子实体和小抱子
。

随后
,

若林久嗣
、

吉良桂子和江草周三[13] 又

从池养鳗鲡鳃病灶上分离到柱形粒球粘菌
,

我们认为也有同样的问题
。

我们用各种方法(包括 o rd al 和 Ruc ke r 氏的鳞片诱导以及 Bo rg 氏的灭菌小块鱼组

织加无菌水
,

接种平板上新长出的菌苔等方法)对 认 菌株进行
“
柱子

”
形成的试验中

,

反复

看到如图版 IV
.
15; 图版 v

.
16一18 所示的

“

柱子
” ,

经 6一8 天
,

在原液中培养后逐渐萎缩

消失或仅留骼骼状的残迹
。

因此
,

我们认为这不是子实体
,

而是鱼类寄生粘细菌在人工培

养液中生长
、

繁殖
、

运动和衰老死亡过程中一种特殊形态
。

子实体是分类鉴定粘细菌的主要标准[18]
,

但从鱼害粘球菌的培养结果来看
,

是非常参

差不齐的
,

其规律尚难掌握
,

故对新分离到的菌株必须多培养
,

多观察才能决定其有无
。

鱼类寄生粘细菌的寄生部位有没有专一性
,

也是急待研究解决的间题
,

文献上对这个

问题还存在许多混乱
。

D av
is 氏〔8]

说柱形纤维粘菌既能侵袭皮肤又能感染鳃瓣
,

o
rd

al 和

Ruck er 氏则在鳃上只分离到纤维粘菌
。

我们在鱼苗到夏花阶段
,

从草鱼的白头 白嘴病标

本上分离到了致病的粘细菌
,

但其形态
、

生化特性和子实体有无
,

尚待进行研究
。

鱼害粘球菌的毒力很容易衰退
,

最初毒力很强
,

往往数次转接以后就没有毒力了
。

因

此
,

如何保持其毒力
,

也是防治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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