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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非包涵体杆状病毒在体内的感染与发生‘ 

张建红 陈棣华 肖连春 张立人 

卅咽科 骊筹 咖 ” 5吁，7．／ 高学兴昃志广 ／ 
(河北省乐亭里水产局．河北乐亭 063~00) 

提要 在感染发病成虾的肝胰腺和 1 r肠上虚细胞的胞棱内．出现大量病毒发生基质，棱衣壳．饔膜 

和完全的病毒粒子。病毒粒于为短杆状．两端壁钝园形，平均太小约为250--~00Xuo‘、m．在棱内无 

包涵体形成。在胞质内发现伴随病毒粒子并具有双层膜的蛋白质结构．这种结构建议称为该病毒的 

封人体 ．同时 关键词 【fI 对 ，有可能应归属于杆状病毒科的第三个亚组。 

徽 电觎察撩  、 
在无脊椎动物病毒学中 ．昆虫剩的病毒研究内容最多 ，而且已成为无脊椎动物病毒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昆虫杆状病毒为人们最早发现，其种类之多、研究内容之深早已广为人 

知。然而，甲壳纲中对虾病毒的研究在国外尚属初期阶段，国内对虾病毒的探讨也起步不久。 

1974年 Couch J．A．首狄报告一种桃红小对虾的核多角体病毒流行病。1981年Lightner． 

D—V．等人第一次发现斑节对虾杆状病毒(MBV)。其后 Sano，T．等认为 日本对虾肝胰腺和 中肠 

上皮细胞为杆状病毒的靶细胞(BMNV)。1988年前后我囡台湾地区对虾病害大发生 ，产量急剧 

下降．造成重大经挤损失．检测出对虾杆状病毒是其主要病因之一。l993年我们从河北等地采 

集病虾材料 ．在其中均发现l胄杆状病毒。 

本文应用人工感染与电子显微技术 ，对 中国对虾 确— K．的一种杆状病毒在宿 

主体内进行感染及其细胞内的形态与发生进行了观察与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l 材料来源 正常对虾和典型病毒病虾均由河』E省乐亭县水产局养殖试验场提供。 

2 人工感染试验 取休长 10--l撕n的正常成虾 20头，饥饿过夜 ，伏Ⅱ将典型的病莓致病病虾解剖，取出肝 

胰腺组织．将 肝胰腺作为饵料．艰食 l0头经停盘的正常成虾 ．另 l0头对虾正常喂养作为对照。 

3 电子显微技术 取经人工感染发翮  的试验对虾、对j!《【组正常对虾和天然发病的典型病毒病虾的中肠、肝 

胰腺组织 ．迅速切成 lmm 小块．经 2．5 戊二畦和 1％四氧化饿作双固定，梯度酒精脱水，然后，用苯甲酸二丙 

烯酯包埋，聚台。在LKB-2l28型超薄切片饥上切割．切片经醋酸铀和柠檬酸铅双染色 ，切片在日本Ⅱ立公司生 

产的 H-70OOFA型透射电子显微镜lf】理察与分析。 

本文于 1994年5月9 H收到．7月7日修回 

·国家自然科学基盘资助雄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4期 张建红等：中国对虾非包涵体杆状病毒在体内的感染与发生 363 

结果和讨论 

1 天然发病与人工感染后发病对虾的病症表现基本相同．主要表现为不喜进食．在水面旋 

转 ，体色变深呈暗灰色或红棕色，行动迟缓 ．肝肿大致使头胸甲膨大 有时甲壳出现白色斑点， 

2--6天内全部死亡。经解剖后有肝肿大、空肠等病症。人工感染对虾死亡率为 100 ．对照组 

对虾生长正常．从表 1可看出两组对虾存活与死亡的情况． 

裒 1 人工感染试驻与正常对比的死亡丑存舌戢 

1 1 1 dead and a 巴nu n1b四’ in／cct~ 帅d n n1BlR岫  井鼬  iI-蛐 叭 趟dIl 妇 tiIIg∞ 曲r m 

2 在正常生长对照组的虾体内外均无上述病症．并通过超薄切片电镜观察．检测细胞内 

无病毒粒子存在 ，细胞内的细胞器亦届正常 ，如线粒体的双层膜样结构和其中嵴的构造均完 

整，核膜层次清晰 ，核质分布正常 ，粗上面内质 网上的核糖体多数排列整齐 ，胞质 内的核糖体分 

散均匀(图 1)。 

3 经人工感染病虾组的病虾 2—3天后 ，在其肝胰腺细胞校内 ．出现病毒发生基质 ，核衣壳和 

大量套膜或称囊膜(图 2)，它们为病毒的装配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该病毒在宿主细胞内的 

装配与我们过去多年米研究昆虫杆状病毒的形态发生并不完全类同。从图 3、d 5内不难看出 

这种病毒主要在细胞核内发生，其中图 d是一个完全的胞核，它好象是一个病毒装配的“车 

间”，病毒的各种“零 部件”已经各齐 ，有的已出现装配成完全 的短杆状的病毒粒子．图申箭头 

所示是一堆病毒粒子的横切面 ，在图 5内出现大量的、装配成完全的短杆状病毒粒子 ，在其附 

近还保存许多没有用完的病毒发生基质和套膜 。更为奇特的是我们发现这些病毒发生基质 ， 

通过核孔(*)外滥流向细胞质内(如箭头指示)，在细胞质内继续装配成完全的短杆状病毒粒 

子 这些成片的病毒颗粒被双层膜包嗣自成一体。图 3内显示的就是两个自成一体的单元 ，我 

们建议称它为“封人体”。它与昆虫杆状病毒的多角体不同，1982年张立人等人研究家蚕软化 

病病毒时也曾看到这种相似的结柑。所谓 封人体”一般是指病毒感染宿主细胞时伴随病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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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 正常对虾肝胰腺蛊归胞的超薄切片．N：宝IIl胞侑 Mi：线牧I申： r：粗面J_I．质蚓 Ri：棱糖体(×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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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工感染病毒后在肝胰朦细胞桩 出现的大量病毒套膜 (X28000) 

F 2 A Iol。f onvcio!~ hc 坤 l r 【ic cell nud 旧 蚰  n丘c越 f酣  (X28000) 

图3 ^工感染病毒后，l 腑上皮i捌胞质 ．形成两十较大的j皿层膜噩自结构 ．该结构秫之为封人体，内含许多病毒颗粒 

(X1 4000) 

F 3 个 yc卜p哪 血  du 眦 JI ‘埘 L岫 n 州 in ndd 【bclium 础 mx~mna an 咖  】船 山 L棚 时 诎 如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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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十完整的细胞技，桉llI出琨大世病毒发生基质、套腆、技衣壳和完±的短扦状病毒粒于(X 14000) 

4 V r m“眦 ，on．1ope，llud∞ 9Ⅲld d0m in B∞Ⅲ科讹 nucl~ua(X14000) 

田 5 组咆饭内装配成大量的完全蝣短杆状病毒枉于 (X20000) 

F 5 Alot。f蜘 bar 日矗l岫  g心删 y Md蛐 (×20000) 

细胞质内形成的一种不正常的蛋 白结构(保坂康弘 l972)。封入体内的病毒粒子是不恒定的。 

在封入体的两侧 ，有时出现一些 定形的、着邑较深的所谓。嗜锇小体”，它们与细胞内溶酶体 

的颜邑非常相似，然而，这种解释是否确切仍待探讨。 

‘ 通过上连试验结果可以确认谈病毒为非包涵体的杆状病毒 ，病毒粒子形态为短杆状 ．两端 

里钝园形，病毒颗粒大小约为250--$00Xl10rim。病毒粒子具有双层套膜结构，即外膜与内膜 

两层．核衣壳电子密度较深。它们主要在细胞校内装配，不形成包涵体 ，但在胞质内有时也可 

以装配 ，形成封入体蛋白结构。该病毒在中田对虾体内发生的靶细胞为肝胰腺和中肠上皮细 

胞。 

5 根据病毒学的分类原财 ，从形态学上可认为该类病毒应归属于杆状病毒 C亚组。但为了更 

确切这类病毒的分类地位 ，有关基本特性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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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and M orphogenesis of Non-inclusion Body 

Baculovlrus from Pellaeus orientalis Kishinoye in 啪  

Zhang Jianhong Chert Dihua Xlao Lia~chun Zh~ng Lken 

(Wu／~'l P Vn．olofg，A ,S'／~／ca，Wu／um 430071) 

A 10t of virogenic stroma，nuciecv,：apsids，envelope and virion is detected in hepatolmncreatic an d 

midgut epithelium cell nucleus of infected shrimp． Virion shape s short bar with blunt c k at two 

sides．The average size is 250— 300 X 1 1 0am．No inclusion body detected in nucleus． There are 

some two—layer—protein structures containing virion which we suggest be,~ lleM occlusion—body．M ean- 

while．we think nlat this baculovirus without inclusion body could probe bly belong to the third sub 

grope  of insect be c~aloviride． 

Key words 衄 们佃 ￡。 Kishinouye，Non-inclus ion body be culovirus，M orphogenes~，Eiec~ronmf 

cro~copic ob．~rvation．ArtificiaI jnfo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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