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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鸡舍环境内积尘真菌的生物多样性和空间分布规律。[ 方法] 采集封闭式鸡舍内4 个不同高度( 距地面0、75 、150、225
cm) 的积尘样品进行真菌的生物多样性及分布规律研究。采用PDA 和RBC2 种真菌培养基进行分离、纯化、鉴定。[ 结果] 从封闭式鸡舍
中共获得507 株15 种类群的真菌 , 其中包括黄曲霉( 3 .13×104 cfu/ g) , 镰孢菌(8 .61 ×104 cfu/ g) , 酵母菌( 3 .53 ×104 cfu/ g) 等3 种优势菌真
菌属。积尘中真菌总浓度达2 .03×105 cfu/ g。2 种真菌培养基比较表明, 无论从分离的种类还是分离的数量 ,PDA 的分离效果都好于
RBC。研究还发现 , 积尘中的真菌浓度随着高度的上升而下降。[ 结论] 该研究为鸡舍的日常管理及由真菌引起的流行病的防治提供了
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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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ai med to discuss the fungal diversity and the spatial distri bution lawi n deposit dust in the environment of chicken
house . [ Method] The deposit dus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the close chicken house infour different height(0 , 75 , 150 , 225 cmapart fromground re-
sp .) to studythe fungal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lawin chicken house . 2 kinds of fungal mediumof PDAand RBC were usedto separate , purify and iden-
tify onthe fungal isolations . [ Result] 507 strains and 15 species ( or genus) were gai nedfromthe close chicken house and theyi ncluded the predominance
fungi such as Aspergillus flavus( 3 .13×104 cfu/ g) ,Fusarium( 8 .61×104 cfu/ g) , Saccharomyces(3 .53 ×104cfu/ g) . The total concn. of fungi in deposit
dust was 2 .03 ×105 cfu/ g . Comparison on2 kinds of fungal mediumshowed that , no matter onthe separation species or onthe separation amount the sep-
arationresult of PDA was better thanthat of RBC.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fungal concn. i n deposit dust of chicken house was decreased withthe height
apart fromthe ground . [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d the i mportant theory basis for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chicken house and the control of the epi-
demic disease caused by fung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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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是鸡舍环境的重要影响因子, 是造成鸡舍环境污染

的重要因素。伴随我国养殖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关于各种禽

类的流行病的报道屡见不鲜, 而真菌又是这些流行病的重要

致病根源。这些疾病给我国的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

国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预防和控制这些疾

病。关于禽类疾病传染给人类的例子也层出不穷, 对养殖人

员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关于空气传播真菌致病的报道

已有很多[ 1] 。大多数养殖企业由于卫生条件的限制, 积尘

( 指空气的浮尘依靠自身重力沉降在环境中物体表面并常年

积累的尘埃) 在人力、风力等外力的帮助下, 成为真菌传播的

重要途径 , 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笔者研究的目

的一是探讨鸡舍环境内积尘真菌的生物多样性, 二是找出积

尘的空间分布规律 , 试图为饲养人员对鸡舍的日常管理和清

洁卫生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样鸡舍概况 选择大连市凤栖园养殖场的封闭式无

空调的雏鸡舍( 4 300 m2 ,17 200 只鸡) , 养殖密度为4 只/ m2 ,

湿度62 % , 温度23 ℃, 静风环境中。

1 .2  采样方法 在鸡舍内选择4 个高度, 即地面( 0 c m) 、鸡

舍中间高度( 75 c m) 、人类呼吸高度( 150 c m) 、鸡舍顶部高度

( 225 c m) 进行采样, 共采集积尘样品4 份, 置于无菌袋中然后

封口带回实验室。4 份样品中各取一部分立即进行真菌分离

纯化, 剩余样品置于4 ℃冰箱保存。

1 .3 真菌的分离、纯化及鉴定 采用稀释平板法进行积尘

样品真菌分离[ 2 - 3] , 将所得样品分别进行10 倍梯度稀释[ 4] ,

取1 ml 10 - 2 倍和10 - 3 倍的稀释样本以倾注法接种于葡萄糖

马铃薯琼脂( PDA) 培养基( 马铃薯200 g , 葡萄糖20 g , 琼脂20

g , 蒸馏水1 000 ml) 和虎红氯霉素琼脂( RBC) 培养基( 蛋白胨5

g , 葡萄糖10 g , 磷酸氢二钾1 g , 硫酸镁0 .5 g , 虎红琼脂20 g ,

蒸馏水1 000 ml , 氯霉素0 .1 g) 2 种培养基中,25 ℃, 光照培养

箱( GXZ-260B) 中培养5 d 计数, 然后分离、纯化, 按照形态学

方法鉴定[ 5 - 7] 、分离菌株并保存。

1 .4 数据处理 将PDA 和 RBC2 种培养基计数结果按照公

式进行积尘浓度计算, 并将不同高度积尘浓度的平均值用

Excel 处理, 根据处理结果找出其中的空间分布规律。菌落

数cfu= ( n ×1 000 + m×100) /2 。式中, n 代表稀释1 000 倍

的真菌菌落数, m 代表稀释100 倍的菌落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鸡舍环境中积尘真菌的组成 按照“1 .3”中的操作步

骤, 共获得507 株真菌分离株, 共鉴定出15 种真菌类群, 其中

优势真菌为黄曲霉( 3 . 13 ×104 cfu/ g) 、镰孢菌( 8 . 61 ×104

cfu/ g) 、酵母菌( 3 .53 ×104 cfu/ g) 等。鸡舍内积尘中气载真菌

浓度为2 .03 ×105 cfu/ g , 未产孢或受认知程度的限制而未被

鉴定真菌的真菌浓度为1 .34×104 cfu/ g( 表1) 。

2 .2 积尘真菌的垂直分布规律 按照“1 .3”、“1 .4”方法进行

分析, 距地面0 、75、150、225 c m 的真菌浓度分别是11 .25 ×

104 、4 .19×104 、3 .00 ×104 、1 .90×104 cfu/ g( 表1) 。结果发现 ,

真菌平均浓度随着高度的上升逐渐下降( 图1) , 并且PDA 和

RBC 2 种培养基的结果一致。

2 .3  优势真菌的空间分布规律 按照真菌分离频率超过10 %

为优势真菌的标准判定[8] 。鸡舍积尘中共分离到优势菌群有黄

曲霉、镰孢菌、酵母菌等, 除了镰孢菌的地面浓度显著高于其他高

度之外,其他2 种优势菌群浓度均随高度而增加, 基本上在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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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53×104 cfu/ g 范围内波动, 酵母菌浓度在75 c m 高度最

低, 黄曲霉浓度随着高度的上升而逐渐减少( 图2) 。

表1 鸡舍内不同高度积尘中气载真菌的种类和浓度

Table 1 Thespecies andconcentrationof airbornefungi inbulkdust at dif-

ferent height of chickenhouse

编号
No.

分离株种类
Kinds

of isolated
strains

不同采样高度的
真菌浓度∥×104cfu/ g

Fungal concentration
at different sampling height

0 75 cm 150 cm 225 cm

总浓度
×104cfu/ g

Total
concen-
tration

1 镰孢菌 8 .03 0 .27 0 .30 0 .01 8 .61
2 酵母菌 1 .19 0 .43 1 .10 0 .82 3 .53
3 木霉 0 .05 0 .74 0 .08 0 .21 1 .08
4 黄曲霉 1 .48 1 .65 - - 3 .13
5 黑曲霉 - 0 .20 0 .60 - 0 .80
6 青霉 - - - 0 .10 0 .10
7 岛青霉 - 0 .32 - - 0 .32
8 根霉 - - 0 .46 - 0 .46
9 华根霉 - 0 .06 - - 0 .06
10 单孢菌 - 0 .40 - - 0 .40
11 单头孢菌 - - 0 .01 0 .05 0 .06
12 黄球瘤孢菌 - - 0 .09 0 .01 0 .10
13 蜡叶芽枝菌 - - - 0 .10 0 .10
14 毛霉 - - - 0 .22 0 .22
15 短帚霉 - 0 .02 - - 0 .02
16 未知 0 .50 0 .10 0 .36 0 .38  1 .34

总数 11.25 4 .19 3 .00 1 .90 20 .34

Total number

图1 鸡舍环境中积尘真菌浓度的垂直分布

Fig .1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fungal concentrationin bulk dust

inthe environment of chicken house

3  讨论

( 1) 研究共获得15 类真菌, 其中有8 类真菌未被鉴定, 镰

孢菌总浓度范围在1 .00 ×102 ～8 .03 ×104 cfu/ g , 主要集中在

地面高度, 说明其孢子颗粒较大, 不容易向上浮动。酵母菌

总浓度范围在0 .43 ×104 ～1 .19 ×104 cfu/ g , 而且在各个高度

都有较高的浓度, 说明其孢子颗粒较小 , 容易上浮, 应该注意

预防该菌。黄曲霉只在75 c m 以下有分布, 说明其孢子颗粒

大, 较易在环境底部生存。而木霉在75 c m 以上有发现, 说明

其孢子颗粒较小, 容易悬浮在空气中。在人的呼吸高度发现

的真菌有黄曲霉、镰孢菌、酵母菌、木霉、黑曲霉、单头孢菌、

根霉、黄球瘤孢菌等, 其中大部分为致病真菌 , 对饲养员的健

康造成一定威胁。因此 , 饲养员在进行鸡舍的日常管理时要

做好必要的保护工作。短帚霉、蜡叶芽枝霉、黄球瘤孢菌、单

头孢菌、单孢菌、华根霉、青霉等的浓度较低, 但其中致病真

菌较多, 虽然其浓度比较低 , 但是如果不适当控制鸡舍的环

境, 在适宜的条件下, 它们也有可能大量繁殖从而对鸡舍安

全造成威胁。

图2 鸡舍内积尘中优势真菌分布规律

Fig .2 The distributionlaws of the dominant fungi in bulk dust in

chicken house

  ( 2) 试验采用了2 种培养基, 即 PDA 和 RBC 培养基。

PDA 为培养真菌最常用的培养基 , 其pH 值较低, 虽然能抑制

全部细菌和放线菌的生长, 但同时也抑制了部分不耐酸真菌

的生长 , 而RBC 为标准的真菌计数培养基, 常用于真菌计数。

试验结果表明, 无论从分离的种类还是分离的数量来看,PDA

培养基的分离效果都要比RBC 培养基好。

(3) 试验研究首次报道了鸡舍中积尘中真菌的组成 , 尽

管受采样样本数量的限制, 积尘真菌浓度可能与实际值之间

有一定的误差, 但是积尘中分离到禽类病原真菌, 就已经能

为鸡舍的卫生管理给予警示。研究发现真菌随着高度的增

加而逐渐减少, 表明零高度以上的真菌都是来源于地面。虽

然在150 c m 高处真菌浓度已经相对减少, 但是也可能对饲养

员的健康构成威胁, 因此饲养员在进行鸡舍的日常管理时要

做好必要的保护工作, 例如戴口罩、手套等; 要做好日常的清

洁工作 , 减少鸡舍内积尘的含量, 并且加大鸡舍的湿度。有

研究表明在鸡舍、医院和原野等地方的真菌浓度在傍晚时刻

最高[ 9 - 11] , 因此清扫工作最好也选择傍晚, 加强通风可以降

低鸡舍真菌的种群密度, 因此要改善鸡舍的通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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