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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产贝类尼氏单抱子虫病害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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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前
,

我国形成规模养殖的经济贝类有近 20 种
,

贝类增养殖 已经成为沿海海水养殖业的支柱产业
。

资料显示
,

200 4 年全国

海水 贝类产量为 102 4 万吨
,

占海水养殖总产量的 77 82 %
。

但是 目前
,

由于气候变化
、

海洋环境污染
、

外来生物入侵等因素导致我

国海产贝类病害越来越重
,

寄生虫就是主要病原之一
,

其中尼氏单袍子虫就是其中的一种原生动物寄生 虫
,

寄生于很多种海产贝

类体内
。

这种病害在很多地区都有暴发
,

国外时其研究较多
,

国 内梁玉波等对这一病害进行了研究
。

因此
,

系统阐述 国外贝类尼氏

单袍子 虫病害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

对我国海产贝类病害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

本文对尼氏单袍子 虫的分类
、

病害的流行情况
、

尼

氏单袍子虫的形态学
,

病害的主要症状
,

尼氏单抱子虫的检测方 法
,

尼氏单袍子虫与寄主之间的交互作用
,

环境因素时病害流行

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

为我国贝类病害的研究和防治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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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氏单抱子虫病是由一种原生动物
一

单抱子虫门的尼氏

单饱子虫(H 即一o sp o ridiu m n elso n i
,

M sX )感染无脊椎动物导致

的疾病
,

主要感染贝类的结缔组织
、

鳃和消化腺上皮细胞
,

严重

影响寄主的能童代谢
,

降低生化能量的储备
,

影响摄食和生殖

能力
。

单抱子虫门包括很多体内寄生虫
,

其中主要是来自于海

产无脊椎动物”’,

而有些寄生虫是在淡水的无脊椎动物中发现

的
。

目前在这一门中已经有 36 个已经确定的种类
,

还有一些寄

生虫是在其它无脊椎动物中发现的
,

已经报道了但是还没有确

定
,

其中有几个种类与重要经济贝类的死亡有关系
。

目前研究

发现
,

尼氏单抱子虫主要是牡砺的一大病原
,

主要感染北美的

美洲牡骊 Cra s so stre a v iFg in iea 和 日本
、

韩国
、

北美及法国的太

平洋牡砺 C ra sso s tre a g ig a s
o

尼氏单抱子虫的分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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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 世纪初后期第一次发现这一种类以来
,

单抱子虫

在分类学和系统发生方面很难进行分类
,

曾经有很多观点认为

其应该被划分为原生动物
。

早期的学者将其划分为原生动物

门
、

抱子虫纲
、

单抱子虫目
。

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电子 {洲版镜

检测方法的诞生
,

以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分子系统发生分析方

法进一步证明
,

单抱子虫在分类上是单源的
,

井且认定其与原

生动物门处干并列的分类地位
,

也就是单抱子虫单独作为一个

fl
.

单抱子虫门I, l,

包括 3 个属
: U ro spo rid iu m

,

卜Iaplo sp o ridiu m
,

Min ehin ia
,

其中尼氏单抱子虫就属于单抱子虫属(H ap lo s po rid i
-

u m )
。

2 病害的流行情况

M SX 发病季节主要为 5 月中旬到 9 月份
,

发病时的盐度

为 15 ~ 35 %
。 ,

但大多数为 20 ~ 25 %a
。

在非流行季节中
,

此病的

潜伏期很长
,

一般为几个月
,

最长达 9 个月
,

6 一 7 月份牡蝠的

发病明显
,

一般从 8 月份开始死亡
,

9 月份死亡达高峰
。

但有时

在冬末
,

瘦弱的牡蝠的死亡也可达到高峰
,

感染率有的地方可



达 30 % ~ 60 %
。

死亡率在低盐度区一般为 50 % ~ 70 %
,

在高盐

度区则为 90 % ~ 95 %
。

近几十年来
,

在国外很多地区都曾爆发过 M SX 病害
,

如 1957

年春季
,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特拉华湾的东部牡蜗首次爆发了

M SX 疾病 伙 19 65 年出现在纽约长岛南部海滨的大南湾l’l ,

1% 7 年出现于马萨诸塞州的科德海角北部的维弗利海湾.愁

198 0 年 M SX 的分布已经遍及美国整个东部沿岸
,

从缅因州到

佛罗里达州都有出现阿l; 在这期间
,

最严重的一次爆发性流行

是在纽约的长岛北部海滨的牡蜘湾和马萨诸塞州南部队 1990

年以后的 10 多年里
,

在切萨皮克湾M SX 和帕金虫不断传播
,

使大量牡蟠受到感染并导致了严重的死亡训l。

3 尼氏单抱子虫的形态学

尼氏单抱子虫的抱子是呈卵形
,

长度为 6 ~ 10 微米
,

一端

具盖
,

盖的边缘延伸到抱子壁之外
。

在病牡蜘的各种内部组织

中
,

都有尼氏单抱子虫的多核质体
。

多核质体的大小很不一致
,

一般为 4 ~ 25 微米
,

最大的可达 50 微米
,

有数个至许多核
。

核

内有 l个偏心的核内体”’l。 虽然国外对尼氏单饱子虫的研究已

经有几十年了
,

但是对其生活史还不是很清楚
,

研究人员怀疑

可能有中间寄主的存在112 10

4 病害的主要症状

尼氏单抱子虫感染牡蜗后
,

牡砺的病灶组织会发生变化
,

主要表现为
:

病牡蜘肌肉消瘦
,

外套膜萎缩
,

肉色暗淡有裂口
,

有时在鳃和外套膜上有红紫色斑点
。

严重时病牡蝠全身组织都

受感染
,

细胞萎缩
.

组织坏死
,

含有大量的抱子
,

组织中有白细

胞状细胞浸润
,

组织水肿
。

肝小管中因充满大量的成熟抱子而

呈微自色
,

色素细胞增加
,

最终导致生长停止
,

在环境条件较差

时则引起死亡川lo

被尼氏单抱子虫感染后
,

外部的贝壳也会有些明显的变

化
,

主要表现为
:

牡蝠贝壳内部有很多污垢
,

外套膜退化 ; 在贝

壳珍珠层表面形成黄揭色贝壳硬蛋白沉积物(贝壳浓疤 )
,

含有

孚L白色的液体 ; 在闭壳肌附近经常出现水泡 (贝壳水疤 )
,

水泡

内含有泥和海水 ;才女虫(Pol ydo ra sP
.

)通过外面的两个孔在贝

壳内表面做一个 U 型的泥管
,

不久贝壳硬蛋自就会堆积形成

水泡 ; 穿贝海绵(Cl ion a sP .) 在贝壳表面形成圆形小洞
,

在小洞

对面形成黑色脓疤 ; 在牡蜘卵附近形成绿色坚硬的胶囊物
,

在

贝壳上造成均匀的小洞 ; 机体某一部分分泌过量的钙石灰化
,

形成石灰质畸形ll’l 。

5 尼氏单抱子虫的检测方法

目前
,

贝类体内尼氏单抱子虫的检测的方法有贝类软体体

表观察
、

涂片
、

压片
、

组织切片
、

电镜观察
、

病原生物培养
、

免疫

检测
、

D NA 探针等
。

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多克隆和单克隆免疫

检测技术
,

以及 D N A 探针检测技术
,

已在尼氏单泡子虫检测方

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1泌l。 以下针对牡蜗体内尼氏单抱子虫的

检测介绍了几种方法
:

5
.

1 通过抽取牡蝠血淋巴来检测 M SX 的方法

在收集血淋巴之前
,

将牡蜗置于温度为 12
一

14 ℃
,

盐度为

18
一

加pp t的循环海水中暂养 卜2 天
。

取出后将牡骊的贝壳凿个

缺口
,

用含有 lml 结核菌素的注射器从牡蜘内收肌肌肉凹处吸

取血淋巴 111 洲
。

川等渗透压的海水(19 pPt )
,

将血淋巴稀释到

l
.

o m l
,

放人一个塑料瓶中
,

封口
。

放置 20
一

30m in 后用 2 00 f吝显

微镜观察
,

记录寄生虫的数量
。

在观察完新鲜的样品之后
,

倒出

浮在表面的一层
,

将细胞从瓶 中移出
,

放在 3%的戊二醛或

D av 记so n , s 中固定 5 分钟
,

然后用 W ri ght
, s 染色

,

在镜下观

察
。

通过抽取牡骊血淋巴来诊断 M SX 的方法
,

和组织学方法一

样
,

可以作为检测 M SX 的一种有效方法
。

5
.

2 牡蝠体内M SX 的浓缩方法

牡蛹体内 M SX 的浓缩方法1251
,

可以从被感染牡砺的血淋

巴中的 M SX 分离并纯化
,

是对最原始的分离 T 和 B 淋巴细胞

的浓缩技术的改进四
。

此法充分考虑了血细胞比M SX 原生质

体更容易勃附于培养IIlt 的特点
,

粒状血细胞在前两次浓缩之后

就被留在培养皿上
,

而 M SX 的原生质体由于不具有私附作用

而被转移出来(图 l )
。

这样得到的浓缩 M SX 的原生质体可以

用来研究寄生虫和牡蜗血细胞在体外的互相影响
,

并且可以作

为浓缩寄生虫抗原和提取 D N A 的样品来源
。

这种浓缩方法仅

仅需要很少址的药
.

异
,

和简单设备就能够检测
.

因此在大多数实

验室都可以进行
,

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

53 M SX 的组织学检测

按照常规的组织学检测程序
.

横向切开牡蝠内脏团
,

包括

外套膜
、

鳃
、

消化腺
.

然后将样品放在 D av id so n’s 中固定
,

固定

剂的量是组织量的十倍
。

这个经过处理的切片可以用组织学程

序观察
。

M SX 可以用较常用的染料染色
,

象苏木精和曙红等
。

图 2 为美洲牡砺的组织切片图
,

箭头所示为原生质体
,

可以清

楚地看到原生质体里面有多个核子

图 l牡蝎血淋巴中的 M SX 原生质体

F19
.

1 M Sx plas m od ia in H em o lym Ph o foy sters

图 2 美洲牡蝠的组织切片

F19 2 M SX Plas m ed ia in C
.

v irg in ic a



5
.

4 M SX 的原位杂交方法检测

原位杂交是确定尼氏单抱子虫的一种方法
,

因为它是用特

异性探针与目标生物体进行杂交
。

最近
,

通过寡核背酸标记特

异性种类的探针和寄生虫亚单位核糖体 RN A 进行杂交
,

可以

在组织切片上区分 M SX 和与其同属的沿岸单抱子虫 55 01 ”圳
。

通过
一

识别标记的探针
,

可以检测抗体的变化
。

通过抗体变化的

酶作川物的增加
,

会看见探针与寄生虫原位杂交产生的颜色变

化
,

此时的 M SX 呈紫黑色
。

6 尼氏单抱子虫与寄主之间的交互作用

众所周知
,

在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中
,

对不同种类进行

识别
、

粘附
、

吞噬并将其杀死是良好的细胞防御机制的关键要

素
。

但是如果寄生虫防御机制或寄主应答响应存在问题
,

就会

导致寄主细胞防御系统巡到破坏
。

过去几十年对寄生虫的体外

研究表明
,

寄主响应成功与否与运动迟缓的血淋巴细胞成分和

可溶解的成分以划
、

寄生虫的表面特征131 翔
、

寄生虫排泄物133 341 对

血细胞影响有关
。

同时
,

寄生虫的生理特征阅和寄主是否其它

吸虫类动物寄生娜l也会影响寄主
一

寄生虫间的交互作用
。

研究结果表明
,

通过自然和选择性育种可以提高对由

M SX 而导致的牡骊疾病的抵抗力
,

但是通过组织切片检测
,

并

没有发现噬菌细胞
。

对比研究表明
,

对于 M SX 疾病的抵抗力来

讲
,

从美洲牡蜘中得到的血细胞
,

一开始血细胞与活的原生质

体发生接触
,

然后血细胞迅速离开
,

最后血细胞就几乎不动了
,

说明美洲牡骊的血细胞不能吞噬 M SX 的原生质体
,

除非寄生

虫被破坏或杀死
。

太平洋牡舫对 MSX 病害有抗性
,

但是其体内

的血细胞也不能吞噬活的原生质体
。

而罗纹贻贝 G euk en s ia

de m iss a 与美洲牡砺生活在同一地区的
,

还未见被 M SX 感染
,

其血细胞却能迅速吞噬原生质体
。

这说明
,

M SX 可能产生一种

对血细胞有抑制作用的物质
,

虽然寄主血细胞不能成功地吞噬

寄生虫
,

但是寄主对疾病的抵抗力却在不断增强
。

7 环境因素对病害流行的影响

从首次发现到 20 世纪 80 年代
,

MSX 很少出现在中大西

洋以外的区域
。

从 80 年代进人 90 年代
,

在大西洋东北出现新

一轮的爆发
:

据报道 19 83 年在长岛北部沿岸
,

1986 年在科德

角南部沿岸
,

1995 年在缅因州和新汉普郡的边界的皮斯卡塔

夸河 口
,

19 97 年整个长岛海峡
。

M SX 向北方蔓延的根木原因还

不清楚
,

但是环境条件的变化可能是最大的原因
。

温度
、

盐度
、

食物是影响感染周期的重要因素
,

其中温度是寄生虫生活史及

其传播的主导因素
。

温度影响 M SX 的生长率和死亡率
,

是

M SX 流行及强度的重要的环境变量
。

随着温度的升高
,

寄生虫

呈指数生长
,

冬季温度低
,

寄生虫生长慢
,

不易观察
。

MSX 细胞

容易受长期寒冷低温的影响
,

这样能使其血细胞受到影响直到

第二年春季
,

这种影响在温度低于 5℃时最明显
。

实验室和野外观察表明
,

盐度是 M SX 流行及强度的调节

因素
。

此外
,

盐度对 M SX 在河口区的分布有很大的影响
。

盐度

在 5一 15pPt 之间寄生虫的生存能力降低
,

低于 spPt 不能生存
。

同样 M sX 在 5
一

巧pp t之间生长速率降低
,

低盐度时在上皮和

全身组织的传播速率提高
。

食物供给是 M SX 流行及强度的增强的重要因素
,

由于丰

富的食物营养以及高温度这样好的条件
,

使其容易在春季发

生
。

春季海藻量和牡蜗虑水量都很高
,

M SX 的数量也就很大
,

使寄生虫细胞保持很长时间的指数生长时期
。

但是
,

仅仅是食

物这一单一的因素变化对 M SX 的影响不大
。

8 未来展望

我国海域辽阔
,

气候和生态环境多样
,

海洋生物种类也很

丰富
。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和国家开放程度的 日益扩大
.

各种

海洋微生物在世界范围内更加频繁地流动
.

这就给外来病原生

物的人侵提供了机会
。

这其中
,

寄生虫的危害较为严重
。

在国

内
,

梁玉波等国首次在辽宁省石城岛
、

东港滩涂养殖的菲律宾

蛤仔中观察到了帕金虫抱子体
,

并对其致病性进行了研究
。

据

报道
,

在我们邻国的韩国和 日木两地的相继发现了尼氏单抱子

虫
,

因此
,

我们要研究寄主
一

尼氏单抱子虫
一

环境共者之间的紧

密关系
,

对尼氏单饱子虫在我国的出现甚至爆发做好充分的准

备工作
,

把损失降到最低
.

为我国的海产贝类尼氏单抱子虫病

害的监测与防治提供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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