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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应用透射电镜技术在越冬中国对虾雌性亲虾体内检攫f出一种肆状病毒，直径为 80 nm左 

右。人工感染实验证实该病毒颗粒具有感染性。对带毒亲虾在室内隔离条件下进行了哲养催产， 

并对其所产的卵子、幼虫和幼虾进行了隔离培育。带毒亲虾的卵子孵化率、幼虫成活率和幼虾生 

长速度均哪显低于不带毒亲虾的子代。电镜观察发现．在带毒亲虾卵巢、各期幼虫和幼虾的细胞 

内存在肆状病毒颗粒，在刚产的卵子的卵黄颗粒中可看到一种似肆状病毒颗粒。研究表明；带肆 

状病毒的对虾呈隐性感染，在胁迫条件下带毒幼虾可暴发病害，带毒亲虾可正常发育产卵，病毒可 

能通过卵巢、卵子进行垂直传播。 

关键调 中国对虾 ， 

随着养殖对虾病毒病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发现的病毒种类也越来越多 。】。1994年陈棣 

华等报道了一种中国对虾的球状病毒[4】，严隽箕在中国对虾束发病前的幼体阶段检测出似痘 

状病毒 。从病毒大小、形态结构上看．上述报道与 1994年及 1995年在青岛地区部分发病虾 

检出的球状病毒极为相似(未发表)。陈棣华等报道了该病毒可进行水平传播。张立人等在雄 

性亲虾输精管细胞内观察到球状病毒粒子，并对其垂直传播途径进行了推测 】。 

本文报道了作者利用电子显微技术对带球状病毒的越冬亲虾及其在室内隔离条件下所产 

的卵子、各期幼体进行的电镜观察与分析，讨论了球状病毒经卵传播的可能性。结果如下： 

材料和方法 

1 紊虾来薯 

带毒和不带病毒亲虾 1995年 2月取 自腔州市营房镇，体长 13 8～15．2 cIn。带毒虾取 自养成过程中经检 

攫『发现带有肆状病毒的越冬群体。不带毒亲虾取自该镇男一家养殖场的越冬虾
， 为养成过程中一直未检出带 

有球状病毒的群体。 

2 亲虾蕾彝、催产置幼体培青 

将带毒和不带毒亲虾分别在实验室内暂养催产(2 m3水体放 12尾．水温度 16 ℃
， 饵料为煮熟的鲜蛤 

仔内。亲虾产卵时，将产卵亲虾撬出，用 3×10一 g／ml 的福尔马林处理 1 mm
．煮沸消毒拇水冲洗三趋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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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盛有 肖毒海水的玻璃缸内．一尾一缸单产。产卵后捞出亲虾，解剖取中肠和卵巢，固定切片进行电镜现察拉 

测是否带有病毒。对来源于带毒群体的经拉查体内带有病毒粒子的亲虾，将其所产卵子和幼体进行隔离孵化 

培育。用人工配合饵料，适当添加纯种培养的叉鞭金藻和小硅藻，其他日常管理按常规进行。对卵子、幼虫及 

幼虾分别取样，用于电镜观察 来源于不带病毒群体的亲虾，产卵后未发现病毒粒子的作为无毒正常虾，按上 

述方法对其于代培育观察，作为对照 I。 

3 感染试验 

将带毒亲虾(一30℃下保存)切碎，按对虾体重的10％投喂不带毒幼虾(体长 3 5～4 8 em)，这些幼虾为 

室内隔离培养的无毒亲虾的子代，并经抽样拉测不带有球状病毒。投喂 2 d后将感染病毒的幼虾分为二组， 

每组 20尾．·组投喂过量的人工饵料使养殖条件恶化(COD>15 mg／mL)促使埘虾发病。另一组按正常管 

理 。作为对照Ⅱ。 

4 电子显德技术 

卵和幼虫整体、成虾取组织切成 I mm 左右的小块后投凡 2 5％戊二醛藩渣作预固定。1％饿酸溶藏后 

固定 Ii ，梯度乙醇脱水，Epon812包埋．用 LKB—V型超薄切片机切片，切片厚度约 500A左右，经拧糠酸铅、 

醋酸铀双染色，日立 H一7000型透射电子显徽镜观察、拍照。 

结果和讨论 

1 对带毒亲虾的中肠、卵巢和其所产子代进行切片，电镜观察可在细胞中找到球状病毒粒子， 

大小为80 nm左右，该病毒粒子中央电子密度较低，陈棣华等认为是染色过程中时间掌握不同 

的缘故 J。在亲虾中肠组织中可观察到成片散在肌浆网的病毒粒子(图 1)。在亲虾卵巢中除 

可找到散在的病毒粒子外(图2)，还可在卵母细胞中观察到正在形成的病毒粒子(见图3)。图 

4为在囊胚期病毒感染的细胞，可见在核内形成的病毒发生基质和正在装配的病毒粒子，并可 

在细胞质中看到片层状的微纤维结构，以及线粒体肿胀，嵴崩解等病理变化。在带毒亲虾的子 

代幼虾中肠组织也可找到聚集的球状病毒(图 5)。球状病毒一般情况下并不引起严重的病理 

变化，从图 1、图2可见中肠组织中该病毒大多散在肌浆网中，病理变化表现为肌浆阿水肿和 

肌原纤维的轻微变形。病情严重可使线粒体发生肿胀、嵴倒塌，内质阿增多、呈泡状。该病毒 

散在于细胞质中已有许多报道” J．但病毒是否感染细胞核则未见报道。从图 3、图 4中可见 

细咆核也受该病毒的侵染，病毒感染的细胞核核膜肿胀，严重时核膜消失，核内形成电子密度 

较高的病毒发生基质，并可看到正在形成的病毒粒子。 

亲虾体内这种球状病毒粒子与 1994年和 1995年青岛地区发病虾池检出的球状病毒在形 

态大小、感染部位和引起的病理变化十分相似(未发表)。人工感染实验(见表 1)表明这种病 

毒可通过口进行水平传播。人工感染后，在环境条件恶化的胁迫状态下对虾 3～4 d后开始发 

病．出现空胃、活动能力减弱、背部常常弓起、肌肉混浊等症状。10 d实验结束时，试验组死亡 

率为67％，无病毒对照组 I为 15％．感染病毒后按常规管理的对照组 Ⅱ为 25％。对发病虾进 

行电镜切片观察，可见到许多直径为80 Dirt左右的球状病毒颗粒。证明病毒粒子具有感染性。 

本研究观察的病毒与陈榱华 1994年报道了在河北省乐亭养殖中国对虾中检 出一种球状病 

毒“J，从病毒的形态结构、病症病理等特征看都很相似。 

2 室内饲养的带毒虾的生长情况表明(见表 2)，感染球状病毒的亲虾在适宜的条件下可正常 

生长、发育并产卵，卵子孵化率和幼虾成活率低于正常健康虾。带毒亲虾产的幼虾生长稍微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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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体质弱，虾体内已携带病毒，呈隐性感染状态。陈棣华对养殖过程中感染球状病毒的对虾 

的研究表明：当环境变化时，可诱发携带病毒的对虾发生病毒病川。本实验的结果也证实了 

这一点。 

Figure I Viri~(V)m cell of mldg~t parental shrlmps nucleus(N) ×20000 

图2 排卵后亲虾卵巢细胞内的病毒粒子(v) x 20000 

Figu~2 Viei~(V)in cell of ovary of spa~ ed par~tal s IlIu ×200430 

图3 卵巢内卵母细胞中的病毒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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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示卵母细胞技中病毒的发生基质(vs)和正在形成的病毒粒于(v) 及病毒造成的植膜肿胀消失的病理变化。× 

60011 B：为圈 A方堆 部分的垃』= ×20000 

Figure 3 Viri~t(V)in㈣ of ovary 

A：Showed virogenic stmma(VS)and virion(V)_n nucleus(N)of~cyte．The pat lcal change ofinflated d d㈣ t№ 

nuclear membrane 60110 B The amplification of the⋯ part in the r,g㈣ A ×220011 

阿 4 囊肛期细咆内的病毒发生基质fVS)和正在装配的病毒粒子(V)×221}00 

可观察到接膜N'IIK．盏粒体(M)内峙崩解 细胞质中形成的微纤维片层结构(MI )等病理变化 

Figure 4 Virog~ic starer(VS)and virion(V)that a assembling in the emhayonie cell 

Showed the patholngi~l change ofinflated nuclearmembr~e、dew ,posed1】】It0ch∞dr (M)cns~e．Pa~hes ofMiemfiLament~ 

(MF) x 22011t J 

图5 功虾中脑细胞内的病毒粒于(v) x 21X~O 

Fig-are 5 Virion in cell of midgut of juvenile．shrimp X 20000 

翻 6 刚产印子的卵黄球和多袍俸中的似病毒粒子(VL)×2t~d0g 

Figu 6 Vires，like(VI )partcal in yolk g~nule(YG】and multiv~icular body(MB)ofjust spawned eggs x 2000 

表 I 球状病毒人工感染实验殛病毒检测 

T~ble I Artificial lnf tl[m experiramlt and det~tion of spha ncal vims~ 

注：对照 I为不携带病毒幼虾．对朋 口为感染后按常撬饲养组 

Note：('onl rol group I is the luvenile shrimp with⋯ n 

(kmtrol gn~up Ⅱ is the~ rmal feeding group after infection 

表 2 带毒亲虾和无毒亲虾的君代室内小木体培育的情况比较 

Table 2 ('ompari~n[ the culture of offsprlng~h。∞ carrying atld n0一carrjing  virus parental shrimp in tank 

3 扶刚产卵的卵黄颗粒和多泡体中可找到聚集的似球状病毒颗粒(图 6)，似球状病毒粒子形 

态不十分典型，但与卵母细胞中的病毒粒子很相似，从其形态大小、分布的部位看与细胞内的 

糖元颗粒具有明显不同。张立人[61报道了在雄性亲虾精巢与输精管内发现球状病毒粒子的 

存在，并在卵细胞的串泡内也观察到似病毒粒子，认为病毒有可能通过受精卵而带进子代虾体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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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孵化和培育一直处于隔离状态，外界引入病毒的可能性较小，对带毒亲 

虾及其所产的卵子和幼虾进行电镜观察，可在细胞中找到球状病毒粒子或似球状病毒粒子，而 

对不带毒亲虾和其所产后代均未观察到病毒粒子。从表 I可见带毒亲虾的子代幼虾普遍感染 

球状病毒(8O％)。上述结果表明该病毒可能通过卵巢和卵细胞垂直传给后代。Lighter曾发 

现兰对虾在养殖过程中的一种传染性皮下和造血器官坏死病(IHHNV)病毒可以通过卵巢和 

卵细胞传给仔虾，同时感染上 IHHNV的对虾终身带病毒n， 。本研究表明，带有球状病毒的 

中国对虾可以正常生长发育，病毒在虾体内呈隐性感染，该病毒可能通过卵细胞传给子代。中 

国对虾病毒垂直传播途径研究对其防治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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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Study of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a Kind 

of Spherovirus in Penaeus chinensis 

Bao Zhenmin Hu Jing$ie Li Qiufen Xu Huaishu 

(Gl! ’ofMarineLi# Science，Ocean Uniza~sity ofQingdao，Qngdao 266003) 

Jiang Ming Liu Xiaoyun 

(( ￡ of r。 microscope．Ocea~Universityof Q ngdao。Qingdao 266003) 

W ith electron microscope，a kind of spherovirus was observed in plasma of penaeid shrimp 

Penaeus chinensis at different stages，such as eggs，larvae and juvenile shrimps．The artificial infec— 

tion experiment verified that the spheroviral particle has infectivity．The offsprings~rning from 

carrying virus parental shrimp were infected generally in the separated breeding condition A kind 

of spherovirus—like particle was found out in jtlSt spawned eggs．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pherovirus ptobablly can be transmitted vertically． 

Kcy ，rds Penaeus chinensis，Spherovirus，Vertical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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