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投稿须知

 

  网站首页 同兴广告 企业名录 行业资讯 技术文章 网络刊物 在线订购 编读互动

 站内搜索:     类别:          全部类别 全部范围 点击下载读者调查表

  用户名:

  密 码:

  验证码:   

  

· 壳聚糖对草鱼生长、抗病性能…

· 野生翘嘴红■ 各器官、组织中…

· 脂肪软胶囊对虹鳟鱼生长影响…

· 罗非鱼对木薯粉表观消化率的…

· 不同磷源对奥尼罗非鱼幼鱼生…

· 饲料中添加磷脂油、胆碱、L-…

· 中草药对鲤鱼非特异性免疫功…

· 谷胱甘肽对凡纳滨对虾生长、…

· 虹鳟鱼饲料中肉骨粉替代鱼粉…

· 饲料中添加虾安Ι对南美白对…

· 饲料中添加硅肥对鲤鱼肠、肝…

 

 

 

 

 

 

 

 

 

 

 

 

凝 集 素 作 为 海 参 免 疫 增 强 剂 在 人 工 养 殖 海 参 中 的 应 用

作者:熊川男 李 伟 白雪芳 杜昱光 期号：2005年第18期  

   

    摘 要 近年来，在海参的人工养殖兴起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海参病害。其中较为严重的是海参“刺参腐皮
综合症” （俗称化皮病），死亡率达到90％以上。通过对海参致病菌——弧菌属和假单胞菌属革兰氏阴性菌致病过程和其
表面糖结构关系的分析，了解到其表面糖结构和海参致病菌致病过程密切相关。而凝集素（多价糖结合蛋白）在无脊椎动物
中起非特异性免疫的作用，外源凝集素可特异地干扰病原体和宿主的结合。因此，利用凝集素作为海参免疫增强剂是防治海
参病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 海参；养殖；免疫增强剂；凝集素 
    中图分类号 S963.73 
Application of Lectins as Immunostimulants in Mariculture of
Sea Cucumber Stichopus Japonicus
Xiong Chuannan,  Li Wei,  Bai Xuefang,  Du Yuguang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consumption market led to over exploitation and reduction on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ose commercial sea cucumber species all over the world，thus，sea cucumber 
mariculture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ut some infective diseases have been widely 
spreaded without enough prevention and cure. Two main gram negative bacteria are involved in the 
infection. They are vibrio and psedomonas. It is known that the carbohydrates structure playing very 
important roles corresponding to the infection, by investigating the carbohydrates structure on the 
bacteria surfaces and the infecting courses. Lectins -sugar-binding proteins act as non-specific 
immunity in marine invertebrates，and can interfere pathogeny binding with the hosts. So it may be a 
pathway to prevent the diseases of sea cucumber by utilizing lectins as potent immunostimulants. 
Key words sea cucumber；mariculture；immunostimulants；lectin 

    海参（Sea cucumber）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由于其含有丰富蛋白质和黏多糖，所以具有极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 
    近十几年来，由于对海参的需求量增加导致野生海参资源急剧下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海参的过度捕捞问题，尤
其在印度洋和东太平洋地区种群数量日益减少，自然资源面临枯竭的危机[1]。为了解决资源与市场问题，海参的人工养殖
随之兴起，并很快成为一项新兴的、前景极为广阔的养殖产业。 
    然而在海参大规模人工养殖的同时，病害问题日趋突出，出现了多种明显病症和大规模死亡现象，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更
合适的方法解决，严重制约了该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解决海参病害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本文针对刺参（Stichopus japonicus）在人工养殖过程中遇到的严重病害——刺参腐皮综合症问题，阐述了凝集素作
为潜在的海参免疫增强剂的抗病原理及其抗病活性在人工养殖海参中的应用。 
1 人工养殖海参过程中遇到的主要病害 
    在人工养殖海参过程中会遇到多种寄生虫病，如孢子虫病、涡虫病和腹足类寄生病[2]。涡虫寄生在海参的消化道内和
体腔内，被寄生的海参并不表现出明显的病理症状，其对海参的生长发育也很少有影响。腹足类寄生在海参的体表、体腔、
消化道和呼吸树等组织器官，使海参生长发育受到影响，表现为消瘦、生长缓慢、性腺不能发育等。 
    造成海参病害的除了上述的寄生虫病外，还有刺参腐皮综合症。对20余例来自不同地区病参样品的检查、分析表明
[3]，刺参腐皮综合症多以细菌感染为主，常伴有霉菌以及寄生虫的继发感染。所有病参经过活体显微镜检、微生物分离、
鉴定和组织病理观察等综合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病参的致病菌种类有所不同。对分离得到的两种可疑病原菌进行的人工
回接感染试验，结果显示，这两种细菌都能使健康海参发病，而症状与自然状态下的发病症状一致，证明这两种细菌是引起
腐皮综合症的致病原。利用电镜形态学、生理生化、药敏谱、16SrDNA基因测序等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革兰氏
阴性菌分别属于弧菌属和假单胞菌属[3，4]。感染该病菌后，病参表皮大面积腐烂，最后导致海参死亡，溶化为鼻涕状的胶
体。 
    刺参感染腐皮综合症死亡率可高达90%，对水产养殖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5-8]。目前已从生理、病理、种质、营养、
生态、流行特点等方面对刺参腐皮综合症进行了大量研究。据大量文献报道[9-12]，现在防治腐皮综合症的方法主要是改善
水质、降低放养密度、改善放养条件等比较初级的方法；也有采用生石灰或漂粉精进行全池消毒，但多数采用青、链霉素等
杀菌消毒药物喷洒或专门杀菌药物喷洒参池的传统治疗方法。以使用抗生素为代表的传统治疗方法,因其易导致养殖动物产
生抗药性及易残留等原因,在各国逐渐被禁用和取代[13，14]。 
2 革兰氏阴性菌表面糖结构 
    导致海参腐皮综合症的致病菌是两种革兰氏阴性菌，分别属于弧菌属和假单胞菌属。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除了基本成分
肽聚糖外，还包括外膜和周质空间。革兰氏阴性菌的细胞壁较革兰氏阳性菌的厚度薄、层次多、成分复杂、肽聚糖层薄（仅
2～3 nm），所以机械强度较革兰氏阳性菌弱。 
肽聚糖（peptidoglycan）又称粘肽（mucopeptide）、胞壁质（murein）或粘质复合物（mucocomplex），是细菌细胞壁
中的特有成分。肽聚糖分子由肽和聚糖两部分组成，其中的肽包括四肽尾和肽桥两种，而聚糖则是由N－乙酰葡糖胺和N－乙
酰胞壁酸两种单糖相互间隔连接成的长链。这种肽聚糖网格分子交织成一个致密的网套覆盖在整个细胞上。 
    外膜（outer membrane）是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所特有的结构，它位于壁的最外层，化学成分为脂多糖、磷脂和若干
外膜蛋白，下面分别介绍其中的脂多糖和外膜蛋白。①脂多糖（LPS），是位于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最外层的一层较厚（8～
10 nm）的类脂多糖类物质，由类脂A、核心多糖（core polysaccharide）和O－特异侧链（O－specific side chain，
或称O－多糖或O－抗原）3部分组成。其外膜具有控制细胞的透性、提高Mg2＋浓度、决定细胞壁抗原多样性等作用，因而可
用于传染病的诊断和病原的地理定位，其中的类脂A更是革兰氏阴性病原致病菌物质内毒素的物质基础。②外膜蛋白（outer 
membrane proteins），指嵌合在LPS和磷脂层外膜上的20余种蛋白，多数功能还不清楚。其中的脂蛋白具有使外膜层与内
壁肽聚糖层紧密连接的功能。另有一类中间有孔道，可控制某些物质（如抗生素等）进入外膜的三聚体跨膜蛋白，称孔蛋白
（porin），有特异性与非特异性两种。 
    革兰氏阴性致病菌中广泛存在一种特殊结构——菌毛（fimbria，又称纤毛、伞毛、线毛或须毛），是一种长在细菌体



 

 

 
 

表的纤细、中空、短直且数量较多的蛋白质类附属物，具有使菌体附着于物体表面上的功能，直接着生于细胞质膜上，直径
一般为3～10 nm，每菌一般有250～300条。革兰氏阴性菌致病菌借助菌毛使自己牢固地黏附在宿主粘膜上[15]。 
3 新的海参免疫增强剂——凝集素 
    免疫增强剂(Immunostimulants)是指具有促进或诱发宿主防御反应、增强生物机体抗病能力的一类物质[16]。比如：
多糖类、激素、维生素类，细菌的细胞组成物质、生物活性物质、中草药制剂类药物和人工合成类药物。 
    免疫增强剂主要作用于水产动物的非特异性免疫机制，激活机体自身的免疫机能，从而达到防御效果，增强其抗病力。
免疫增强剂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发现的种类逐渐增多，应用范围也随之扩大[17]。水产动物的非特
异性免疫机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养殖生产中应用免疫增强剂来提高机体的免疫水平和增强先天性的抵抗力无疑具有重大
意义[18]。 
通过对海参致病菌致病过程和其表面糖结构关系的分析，了解到其表面糖结构和海参致病菌致病过程密切相关。海参致病菌
通过其菌体表面的糖结合蛋白来寻找靶细胞，并使之染病。海参体内所含有的内源凝集素做为海参自身的免疫分子可以针对
外来细菌或致病菌产生免疫反应，但是当海参免疫功能降低时，自体的凝集素不能完全与菌体表面的糖结合蛋白相结合，这
时海参会有各种疾病发生。如果此时加入具有多个糖识别域的外源凝集素，特异性地和菌体表面的糖链及糖结合蛋白相结
合，可特异地干扰病原体和宿主的结合。因此，利用凝集素作为海参免疫增强剂，可增强其免疫系统的功能，避免病虫害的
发生。 
    刺参（S. japoncius）本身含有多种凝集素，如半乳糖式N－乙酰半乳糖酰胺特异性凝集素等，它们具有特异的糖识别
区域（CRD），识别自体-异体进行免疫反应。Hatakeyama 等人的研究表明，从海参中提取的凝集素CEL－III可以作为细胞
毒素来抑制海参体外微生物的入侵[19]。 
    Tsutsui 等[20]报道了从河豚黏液中第一次分离出了可以结合多细胞动物寄生虫的甘露糖特异性凝集素
（pufflectin），该凝集素与单子叶植物凝集素具有一定的同源性。随后的研究显示，pufflectin不但具有抗菌的作用，
还具有抗真核寄生虫的作用。从人参（Panax ginseng）中分离出的类凝集素物质，可以特异地凝集细菌Helicobacter 
pylori（幽门杆菌）[21]。这些事实表明，凝集素可以有效地干扰病原体和宿主的结合。因此，凝集素能作为海参免疫增强
剂，在防治海参疾病中发挥作用。 
    人们对凝集素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只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对海洋无脊椎动物凝集素的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
凝集素和其免疫功能密切相关。在Timchenko等的研究中已成功的利用甘露聚糖特异性凝集素来提高海参等棘皮动物抗
Yersinia pseudotuberculosis（假结核耶尔森氏菌）的能力[22]。虽然凝集素作为一种天然高分子糖结合蛋白在应用时
经常受到限制，但对于水产养殖来说，它可以直接加入到饵料中，大大方便了它的使用。因此，凝集素作为海参免疫增强
剂，具有广阔的使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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