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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水气单胞菌能引起人和动物的疾病。 我国的许多谈水鱼类的暴发病病原是嗜水气单胞

菌[孙其焕等1991，陈怀青和陆承平1991J。 暴发病的流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

我国植业的发展。 近年来各种名特水产品的养殖也正在受这种细菌的危害〔孙佩芳等1996，陆

宏达和金丽华1996J。 一昧地应用抗生素及化学药物将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且效果不很明

显。 因此开发一种有效的疫苗势在必行。 国外商品性鱼用疫苗在七十年代中已开始生产，国内

也在研究试制[杨先乐等1989， 许淑英等1994，孙建和和陆承平1995J。本实验室人员从患穿

孔病的鳖上分离到一嗜水气单胞菌强毒菌株Ah-9551。 鳖一旦得了穿孔病，轻者身上出现很

多孔洞，重者大量死亡，损失严重。 用此菌株制备疫苗，如在生产实践中能通过有效的免疫途

径，将会对鳖病的预防带来一定好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用菌种及动物

试验用菌种经鉴定为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9551菌株，简称Ah-9551。 小

鼠每只重约25g，购自上海贵宝实验动物中心。 鳖每个重约30g，购自上海郊区某养鳖厂。 玻璃

缸中驯养一周后进行试验，循环水，300C水植，定时技放饵料及清除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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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疫苗的制备

选择健康活鳖做Ah-9551菌株的复壮，将发病刚死的鳖立即解剖，用其肝脏做平板划

线，28'C培养18h，挑取单菌落再通过纯化，斜面接种培养备用。 将复壮过的Ah-9551菌株接

种肉汤蛋白陈液体培养基，摇床培养110rpm，28'C， 26h，计数后全部培养物用0.2%的甲醒

3TC灭活72h[陈月英等1996J，再加1%的亚晒酸纳维生素E注射液为免疫增强剂，制得全菌

疫苗。 用常规方法进行无菌检测，同时用两倍于使用浓度的全菌苗腹腔注射，检测疫苗的安全

性。疫苗4'C保存。

1.3 小鼠的免疫保护试验

将20只小鼠分四组，按内 插法计算LDso[邱郁春1992J。另将12只小鼠随机分成两组:全菌

疫苗免疫组和生理盐水对照组。 初次免疫两周后加强免疫，加强后四周用50LDso的Ah-9551

菌株攻击，观察三天，记录发病死亡情况。 小鼠抗体动态检测按照[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1980J

微量凝集法。免疫剂量为109个菌/只，生理盐水0.2mL。

1.4 鳖的免疫保护试验

将28只鳖随意挑14只作对照，每只注射0.2mL无菌生理盐水，其余作肌肉注射全菌疫苗，

剂量为109个菌/只。 初次免疫后两周强化免疫，免疫剂量与途径与初次免疫相同，强化后四周

腹腔注射Ah-9551菌株攻击。每次随机抽取3只鳖断颈取血，用微量血凝法测抗体效价。

2 结果

2. 1 疫苗的制备

疫苗含菌量为5X109个菌/mL，接种普通琼脂平板未见菌落生成。安全性试验显示，腹腔

注射疫苗的6只小鼠和6只鳖全部健活。

2.2 小鼠的免疫保护及LDso的测定

攻击后三天内 免疫组全部健活，对照组全部死亡，保护率100%oAh-9551对小鼠的毒力

作用见表l(接种剂量为0.2ml菌液)。据表1，Ah-9551菌株对小鼠的半部致量为3X10.个菌。

细菌稀释
死亡数

10-3 5 

10-4 3 

10-5 2 

10-6 。

表1 Ah-9551菌株对小鼠的毒性

Tab. 1 The toxic effects of strain Ah-9551 on rats 

观 察 结 果 累 计 结 果

存活数 死亡率<%) 死亡数 存活数

。 100 10 。

2 60 5 2 

3 40 2 5 

5 。 。 10 

死亡率<%)

10/10 100 

5/7 71 

2/7 29 

。/10 。



孙玉华g鳖嗜水气单胞菌疫苗的试制1期 77 

免疫小鼠的抗体动态

图1显示免疫小鼠的抗体动态。从图上可以看出，疫苗注射的第七天抗体效价为24，强化免

疫后一周达28。

2.3 

鳖的免疫保护

强化免疫后四周对鳖进行Ah-9551菌株攻击，免疫组保护率80%，对照组全部发病且有

两只死亡正表2)。

2.4 

表2 鳖的免疫保护试验

Protection test of 80ft shelled turtle after vaccination Tab.2 

保护率(%)无病数发病数试验数分组

80 11 3(轻)免疫组 14 

。。14(其中2只死)14 对照组

免疫鳖的抗体动态

初免后5天开始检测到抗体，7天时抗体效价21，强化免疫后一周抗体效价为27，高峰维持

较长时间，三个月后检测到抗体效价为25，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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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免疫鳖的抗体动态

The antibody kinetics of vaccinated 

soft-shelled turtle 

Fig. 2 

时间/周

图1 免疫小鼠的抗体动态

The antibody kinetics of vaccinated mice Fig.l 

讨论

鱼类存在着免疫器官，并能对外来抗原产生应答[Yocum等1975， Secombers和Man-

3 



78 上 海 水 产 大 学学报 7卷

ning 1980. Chilmonczyk 1985J。 鳖作为爬行动物，从进化角度讲它介于鱼类与哺乳类之间，也

具有基本的免疫器官和细胞[林正卿等1993J。 从本试验看，鳖在接受抗原剌激后，很快就在血

被中产生抗体，且血液中的抗体持续时间较长，并能在再次接触同源菌株时有一定的保护力，

说明鳖可以通过免疫保护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由于嗜水气单胞菌抗原成分复杂，取什么菌株作疫苗关系到免疫保护的覆盖率。本实验中

用的Ah-9551菌株系从病鳖身上分离到的强毒菌株。 在实验室里用同摞菌株攻毒，获得较好

的保护效果。在生产实践中鳖受其它菌株(不同血清型〉的感染，是否能达到一定的免疫效果，

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本文为蔡完其教授"鳖病防治"课题的部分内容。在工作中得到丁慕完其教授、孙其焕副教授及孙佩芳老

师的大刀帮助与支持，在此一并放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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