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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大弹涂鱼肠道菌群数量和种类组成进行了分析。从其肠道中分离出102 株细菌 , 它们分别属于哈夫尼亚菌属( Hafnia) 、发光杆
菌属( Photobacterium) 、气单胞菌属( Aeromonas)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致病杆菌属( Xenorbabdus) 、柠檬酸菌属( Citrobater) 、假单胞杆菌属
( Pseudomonas) 、拉恩氏菌属( Rahnella) 、弧菌属( Vibrio) 、葡萄球菌属( Staphyolcoccus) 和链球菌属( Strooptococus) ; 其中哈夫尼亚菌属、发光杆
菌属、气单胞菌属和芽孢杆菌属为优势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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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up of intestinal microflora of Boleophthal mus pectinirostris was studied in the paper .102 strai ns of bacteria were isolated .There exist
Hafnia , Photobacteri um , Aeromonas , Bacillus , Xenorbabdus , Citrobater , Pseudo monas , Rahnella , Vibrio , St aphyolcoccus , and Strooptococus among which,
Hafnia , Photobacterium , Aeromonas and Bacillus were predominant gen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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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类肠道是多种微生物的良好生存环境, 其中定居着大

量的有益微生物 , 对宿主具有屏障、营养、免疫等功能, 对维

持宿主组织器官的正常结构和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 - 2] 。

大弹涂鱼( Boleopht hal mus pecti nirostris) 俗称花跳、星跳、花弹涂

鱼等, 隶属于鲈鱼目, 弹涂鱼科, 大弹涂鱼属, 系沿岸暖水广

温广盐性两栖鱼类[ 3] 。大弹涂鱼主食底栖硅藻, 具有适应性

强、食物链短、病害少、易于养殖和养殖成本低等特点[ 4] , 其

个体虽小, 但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5] 。目前 , 有关大弹涂鱼的

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形态特征、养殖技术等方面[ 6 - 8] , 尚未

见到大弹涂鱼肠道菌群分析方面的报道。笔者对大弹涂鱼

肠道菌群组成进行了研究, 旨在为大弹涂鱼疾病防治、育种

以及微生态制剂的开发提供基本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大弹涂鱼 , 来自连云港沿海地区。

1 .2  培养基  ①PGY 培养基: 蛋白胨5 g , 葡萄糖2 g , 酵母膏

1 g , 琼脂20 g , 陈海水500 ml , 蒸馏水500 ml ,pH 值7 .7 。②牛

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牛肉膏3 g , 蛋白胨10 g ,NaCl 5 g , 琼脂20

g , 蒸馏水1 000 ml ,pH 值7 .2。

1 .3 方法

1 .3 .1 取样。大弹涂鱼表面用70 % 酒精消毒, 在超净台内 ,

按照无菌操作程序 , 解剖取出肠道。研碎, 加一定量的无菌

海水充分混匀制成10 - 1 浓度样品稀释液, 然后进行梯度稀

释, 分别得到10 - 2 、10 - 3 、10 - 4、10 - 5 、10 - 6 、10 - 7 、10 - 8 等稀释

液。取上述稀释液各0 .2 ml , 分别涂布于 PGY 培养基平板

上,28 ℃培养48 h 。挑取单菌落, 分离纯化。

1 .3 .2 细菌鉴定。参考赵庆新[ 9] 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 首先进行革兰氏染色, 将细菌分为革兰氏阳性菌和

革兰氏阴性菌。

  ( 2) 如为革兰氏阴性菌, 同时进行接触酶试验和氧化酶

试验。接触酶阴性且氧化酶阳性为弧菌科( Vibrionaceae) ;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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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酶阳性且氧化酶阳性为奈瑟氏球菌属( Neisseri a) 或假单胞

杆菌属( Pseudomonas) ; 接触酶阳性 , 氧化酶阴性为肠杆菌科

( Enterobacteriaceae) 。根据各属的特征进一步确定所鉴定菌

株的属。

( 3) 如为革兰氏阳性菌, 首先作芽孢染色试验, 阳性者为

芽孢杆菌科( Bacillacae) , 阴性者为微球菌科( Micrococaeae) 或

链球菌科( Streptococcus) 或乳杆菌科( Lactobacillaceae) ; 再作接

触酶试验, 阳性者为微球菌科, 阴性者为链球菌科和乳杆菌

科, 链球菌科和乳杆菌科通过镜检可分开。根据各属的特征

进一步确定所鉴定菌株的属。

2  结果与分析

从大弹涂鱼肠道中共分离了102 株细菌, 绝大多数为革

兰氏阴性菌, 占总菌株的74 % 。结果见表1。

  表1 大弹涂鱼肠道的菌群组成

属名 株数∥个 百分比∥%

哈夫尼亚菌属( Hafnia)    27    26 .5

致病杆菌属( Xenorbabdus) 4 3 .9

柠檬酸菌属( Citrobater) 4 3 .9

假单胞杆菌属( Pseudomonas) 2 2 .0

拉恩氏菌属( Rahnella) 1 1 .0

发光杆菌属( Photobacterium) 19 18 .6

气单胞菌属( Aeromonas) 12 11 .8

弧菌属( Vibrio) 6 5 .9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14 13 .7

葡萄球菌属( Staphyolcoccus) 5 4 .9

链球菌属( Strooptococus) 8 7 .8

  通过对大弹涂鱼肠道的菌群组成分析, 结果显示哈夫尼

亚菌属、发光杆菌属、芽孢杆菌属和气单胞菌属为优势菌群 ,

它们分别占肠道总菌株的26 .5 % 、18 .6 % 、13 .7 % 和11 .8 % 。

3  小结与讨论

大弹涂鱼肠道内以哈夫尼亚菌属、发光杆菌属、芽孢杆

菌属和气单胞菌属为优势菌群, 表明这些优势菌群可能是参

与消化生理活动的主要菌群。相对而言, 致病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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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鸭为一个配种间。根据每个小间母鸭的产蛋数, 判断母鸭

的产蛋性能。根据每个小间母鸭所产蛋的受精率( 系谱孵化

至6～7 d 头照) 判断公鸭的繁殖性能( 授精力) 。从中选出繁

殖性能高的公鸭和产蛋量高的母鸭进行再组合, 重新开展小

间配种。其配种小间母鸭所产蛋经选择孵化出雏, 对初生

雏、中雏鸭按前述方法进行选择淘汰, 养至产蛋, 根据早期产

蛋性状 , 再对父母代进行选择( 后裔鉴定) , 从中确定生产性

能最佳组合。如此反复选择几个世代后 , 体型外貌逐渐一

致, 生产性能得以提高, 从而达到提纯复壮的目的。为多获

得配种组合 , 对配种公鸭进行后裔测定, 可采用同雌异雄轮

配法。对于地方品种的本品种选育来讲, 体型外貌的选种仍

是一种实用简捷的方法。

纯种繁育易导致近亲繁育, 不过近亲繁育的弊病在鸭上

表现不明显。但仍要考虑进行血液更新。为此, 选育核心群

体( 2 000～3 000 只) 应根据实际条件分几个小群体, 在后代

用不同群体的公鸭进行更换, 以尽量避免因近亲繁殖造成淘

汰率高的现象。为达到迅速提高纯度的目的, 核心群可以采

用适当程度的近交。当采用上述常规选育措施仍无法获得

明显效果, 不能有效地克服本品种的个别重要缺陷时, 可引

入杂交 , 适当导入外血。由于只导入少量外血, 基本上没有

动摇原品种的遗传特性。

为保持群体遗传结构不致变化, 在选配上应采取随机交

配的方法, 即不加人为有意识的控制, 随机组群 , 自由交配 ,

这是保存品种资源的有效方法。

4  生产应用

经3～4 个世代的系统选育后, 麻鸭在体型、外貌、生产

性能等方面整齐一致 , 同时生产性能有所改良提高。在此基

础上, 引入优良的肉、蛋鸭良种, 进行杂交生产。

4 .1 引入肉鸭品种, 生产杂交商品肉鸭 引入北京白鸭、樱

桃谷鸭、瘤头鸭以及我国培养的一些新的鸭种如天府肉鸭开

展杂交, 以淮南麻鸭作母本, 上述品种作父本 , 根据杂种后代

早期生长速度、肉料比、成活率、屠宰率等主要肉用性状的杂

种优势, 筛选优秀杂交配套组合( 根据生产需要确定杂交模

式) 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4 .2 引入蛋鸭品种, 生产杂交商品蛋鸭  引入咔叽 - 康贝

尔鸭、绍兴鸭新品系、金定鸭等作父本, 以淮南麻鸭作母本 ,

根据杂种后代的蛋用性能成绩( 开产日龄、产蛋量、种蛋受精

率、孵化率、饲料转化率、成活率等) 筛选优秀杂交组合, 生产

杂交蛋鸭。

5  措施保障

( 1) 加强领导和建立选育机构。建立由行政领导、专家、

企业家组成的选育机构 , 并成立由科研院所、业务行政部门

和生产单位组成的品种选育协作组织。协作组织的主要职

责是组织品种调查, 确定选育方向, 拟定选育目标, 制定选育

计划, 检查、指导整个选育工作, 协调各有关单位的关系。

(2) 落实和配套完善各项技术措施和技术保障, 包括人

工授精、系谱孵化技术、饲料配合、生产性能观察记录、种鸭

的选育与淘汰、疾病的综合防制、杂交组合、种鸭饲养管理技

术操作规程等。

( 3) 建立品种繁育体系, 走选育与生产相结合之路, 边选

育边生产, 建立3 级繁育体系: 选育保种场, 杂交制种场 , 商

品生产场。既可增加收入, 又能验证选育效果。

(4) 人员、资金、场地三到位, 以保证选育工作正常按计

划有序开展。按照一只种鸭8 m2 的鸭舍、6 m2 的鸭滩,3 ～5

只鸭1 m2 的水围选择场地; 开展品种选育工作每年需要资金

20 万～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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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菌属、假单胞杆菌属、拉恩氏菌属、弧菌属、葡萄球菌属和

链球菌属为劣势菌群。

正常的鱼类肠道内有微生物层存在 , 其总称为正常肠

道菌群, 它们对鱼类具有营养、免疫和拮抗等作用。杨吉霞

等从尼罗罗非鱼肠道中分离出41 株好氧菌, 它们能够分泌

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或纤维素酶等, 在尼罗罗非鱼消化

食饵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 10] 。郑永标以罗非鱼为材料, 进

行肠道细菌的分离纯化培养, 筛选出对鱼类病原菌( 气假单

胞菌) 有拮抗作用的优势菌株, 用作罗非鱼饵料添加剂, 使

罗非鱼鱼苗成活率从26 % 提高到44 % [ 11] 。

鱼类肠道菌群的数量与组成因栖息水域、是否摄饵和

摄饵时间、饵料状况、药物、发育阶 段和生理 状态等 有

关[ 2 ,12 - 13] 。这些影响大弹涂鱼肠道菌群的因素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对大弹涂鱼肠道菌群组成进行研究 , 调控其肠

道微生物区系 , 对提高大弹涂鱼生长性能、饲料利用率以及

鱼苗的成活率 , 或人为地添加某些定植力强的有益菌群 , 减

少病原菌在肠道内的定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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