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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探讨应用荧光染色试剂 J;8D"K8="’ LM<H$ N(F 染色鉴别家蚕微孢子虫 -’./($ 0’(01"+.。结果表明：在

荧光显微镜下可见家蚕微孢子虫孢子被染上强烈的青蓝色荧光，而寄主组织碎片、病毒、细菌等不被染色。该法是

一种快速有效鉴别微孢子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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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染色试剂 J;8D"K8="’ LM<H$ N(F 最早是用来

检测裂殖菌类的真菌（Y<%=’; /# $) 9，,4//），并一直

用在 临 床 上 检 测 人 的 病 原 真 菌（N"@M$<H /# $) 9，
,4-/），目前是世界许多医学实验室推崇用来鉴别人

和其他哺乳动物的病原微孢子虫的主要荧光染色剂

（Q@E$$@ ;@E G8A$’，,4**；JM<"’;8<; /# $) 9，,44-；U’$$@
/# $) 9，()))；U;’D<;，())(；Z#DM;’$@["，())5），但有关

将其用来鉴别昆虫微孢子虫的报道不多。本研究在

上述报道的基础上，探讨该荧光染色试剂在家蚕

2’(013 (’4+ 等鳞翅目昆虫微孢子虫染色鉴别应用

上的可行性，以期为蚕桑生产上快速染色鉴别家蚕

微孢子虫及其类似物提供实践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试剂

,)\ YZ] 溶 液，,)\ 甘 油；,\ J;8D"K8="’

LM<H$ N(F 染色液的配制：取适量的 J;8D"K8="’ LM<H$
N(F（1<A%; 公司产品）染色剂用 ?] *I( 761 缓冲液

溶解，使之溶度为 ,\（L^_），然后加适量的 :#;@’C
&8=$染料（1<A%; 公司产品，:3(,(4），使之溶度为

)I,\；配制好染色液后存储于黑暗处（室温 (/‘ a
(*‘），备用。

家蚕微孢子虫 -’./($ 0’(01"+. 由本研究室保存

和提供。

=>/ 方法

取一小滴（约 ,) a ()!P）微孢子虫的悬浮液均

匀涂布于载玻片上，然后滴加一小滴 ,)\ YZ] 溶

液与 ,)\ 甘油混合液（, b ,），用灭菌牙签于载玻片

将两 者 轻 轻 混 匀；接 着 将 预 先 配 制 好 的 ,\
J;8D"K8="’ LM<H$ N(F 染色液，用力摇匀后，经 ,+ )))
c A 离心 ( %<@，去沉淀，取上清液一小滴滴加到载

玻片上；混匀后，立即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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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 结果与讨论

!"#$%&#’%( )*+,- ./0 染色剂处理微孢子虫后，

在 122 倍荧光显微镜下可以清晰辨别出染上青蓝色

或绿蓝色荧光的孢子（图 3），而寄主组织碎片、病

毒、细菌等不被染色（图略），从而判定微孢子虫的存

在与否。

图 3 家蚕微孢子虫孢子被 !"#$%&#’%( )*+,- ./0 染上青蓝色荧光（122 4 ）

5+67 3 !"#$%& ’"%’()*# 89%(-8 :-(- 8,"+;-< => !"#$%&#’%( )*+,- ./0
+; 6(--;?=#’- &#’%(-8$-;$-

!"#$%&#’%( )*+,- ./0 作为一种荧光增白剂，主

要是通过与几丁质上的!?3，@ 糖苷键特异结合反应

的（A"B-;8,"<,?C(’99 ";< 0’,*D";;，3EFE）。而微孢子

虫外壳是不含几丁质的，几丁质主要是在微孢子虫

的内壁，!"#$%&#’%( )*+,- ./0 必须穿透微孢子虫的

外壳 而 染 色，因 此，染 色 后 荧 光 相 对 稳 定 且 较 强

（A"B-;8,"<,?C(’99 ";< 0’,*D";;，3EFE；GB$*"(-;H%，
/22I）。

通过应用 !"#$%&#’%( )*+,- ./0 荧光染色法，昆

虫微孢子虫可以染上强烈的青蓝色或绿蓝色的荧

光，而病毒多角体和细菌不被染色，真菌孢子尽管被

染色，但荧光相对较弱，且可结合孢子的形态和大小

加以区分（!*+%("#+" $+ &, 7，3EEF），即使用低倍的荧光

显微镜观测时（/22 4 ）（图略），亦可容易辨别出微孢

子虫。因此 !"#$%&#’%( )*+,- ./0 荧光染色技术可以

快速有效地区分昆虫微孢子虫与其他病原细菌、真

菌和病毒多角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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