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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敌百虫(一般浓度为 5千分之一)麻醉o 

2抗体 抗体是由抗原刺激机体而产生的 

具有特异性的球蛋白，存在于血清及体液之中， 

它能与相应抗原结合发生免疫反应。鱼类产生 

的抗体特异性，不象人和其他哺乳动物产生的 

抗体那样具备高度的特异性，但对鲤鱼，八目 

鳗等研究结果证实，鱼类对抗原的刺激是产生 

免疫抗体的。 鱼类免疫球蛋白似乎主要是 19S 

型，相当于人体的 IgM。王德铭等(1960)曾应 

用纸上电泳法分析草鱼血清蛋白，分离得到四 

种成分：清蛋白；0r一球蛋白； 一球蛋白和 '，一球 

蛋白，其结果与哺乳动物的血清蛋白成分相同。 

(=)鱼类非特异性免疫 

非特异性免疫是机体的防御机制，它取决 

于机体的遗传和生理功能。在第一次接触抗原 

时能起反应，再次接触同种抗原时同样起反应， 

它能和机体一起遇到的各种各样抗原起反应。 

这种免疫虽然是动物(包括鱼类)机体的一种自 

然属性，但受多种因素影响。 
’

1．鱼类非特异性免疫的机制 

(1)屏障功能 粘液——是非常有效的第 

一 道防线。粘液由体表的粘液细胞产生，它们 

不断地更新和补充。一般来说，水中的病原体， 

特别是细菌，很难突破这道防线。这主要是因 

为：粘液是一种皎体状的物质，限制了细菌的 

运动，形成一种天然屏障。粘液是由多糖类和 

蛋白质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溶菌和杀菌的物 

质，可以杀灭病原体。粘液中还含有特异性抗 

体，这些特异性抗体是由鱼体内产生的，然后分 

泌到粘液中。由于这些原因，粘液有自我消毒 

的能力。 

皮肤和鳞片也是阻挡病原体入侵的重要屏 

障。皮肤破损和鳞片脱落处是病原体最易入侵 

的部位，如发生水霉、打印、赤皮病等。 

(2)吞噬作用 实验证明，鱼类存在消化 

特别物质的吞噬细胞如多核白血球和巨噬细胞 

等，这些吞噬细胞部分来源于前肾的原血细胞。 

吞噬细胞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其一它们是活动 

的；含有消化酶以降解被吞噬的物质；巨噬细胞 

还是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之间的重要环 

节，巨噬细胞一方面把抗原及其产物传递给淋 

巴细胞；另一方面它们有保留抗原的作用，以保 

证淋巴细胞不被过剩的抗原所抑制。吞噬现象 

在鱼类中很普遍，它担任捕捉和消化侵入有机 

体中微生物的吞噬细胞的吞噬现象、也是鱼类 

有机体抵抗疾病的方法。 

(3)体液因素 体液因子主要有补体，备 

解素，溶菌酶和干扰素等。 

补体 是一组极其复杂的血清蛋白，由球 

蛋白和粘球蛋白合成，以低浓度存在于正常新 

鲜的血清中。它能吸引多形核吞噬细胞，到达 

抗原抗体相互作用的区域，并帮助白血球的吞 

噬。当有机体存在时，对病原体中的一些革兰 

氏阴性细菌表现出强力的溶菌作用。 

备解素 它属于 球蛋白。 在补 体 协助 

下，它可以杀死许多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原 

虫等，也可灭活一些病毒。 

溶菌酶 它是一种低分子 量的碱性 蛋 白 

质，经常存在于组织浸出液 ，血液及腺体分泌物 

中，以相当高的浓度存在于多形核白血球中。它 

具有粘液分解的功用，能从许多革兰氏阳性菌 

细胞壁上的糖多肽中分解出糖，因而引起细菌 

的溶解。 

干扰素 它是在病毒感染中，由被感染细 

胞释放出来的一种物质，干扰素对同一病毒或 

无关病毒的再感染都有抑制作用，是非特异性 

的。据报道它能抑制原生动物、细菌，立克次氏 

体以及枝原体等在内的其它微生物。 

遗传因素 非特异性免疫 是受 遗传 控镪 

的，如鱼的种类不同，对病原体的抵抗能力也不 

同。 

2．影响非特异性免疫因素 

影响非特异性免疫的因素 有环 境 因子如 

氧、水质、温度等，营养因素如鱼类营养不良对 

各种细菌病的感染率增高；还有个体差异和年 

令的影响。对同一种病原体来说，鱼体之间的 

易感性是存在着个体差异的，通常体格强壮的 

鱼抵抗疾病的能力也强。一龄以内的鱼，免疫 

机能不成熟，影响到处理外来抗原的能力。 

(三)鱼类特异性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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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异性免疫出现的条件是：入侵的微生 

物必须接触到免疫系统的细胞 (巨噬细胞和淋 

巴细胞)，才能导致针对该微生物的一种特异性 

免疫反应的发生。特异性免疫可分 自动免疫和 

被动 免疫。 

(1)自动免疫：抗体是由被感染动物通过 

自己的生理活动而形成的，免疫力较持久稳定。 

它又可分为： 

自然自动免疫 由于机体患病或隐性传染 

后，而获得的不感受性。自然自动免疫在鱼类 

中已证实存在，有人证实鲤鱼患赤斑病后鱼体 

可以获得免疫。感染一定强度锚头蚤的鲢，鳙 

鱼种，在虫体脱落病愈后可获得明显的免疫力， 

而且免疫期可持续一年以上。 

人工自动免疫 用人工方法，注射菌苗，疫 

苗等，使机体产生免疫性。这种免疫方法对于 

预防传染病是有重大意义的，草鱼出血病是我 

省最严重的鱼病，它由呼肠胍病毒引起。尚无 

有效的药物治疗，几年来我们采用注射病毒疫 

苗的方法，草鱼的成活率可达到 85—90％，免 

疫期可维持 1．1个月。 此种免疫已推广全省淡 

水渔区，据统计免疫草鱼已达 1419万尾。同未 

免疫的草鱼相对照可增加鱼产 量达 447万 斤， 

增加收入 I788万元。 

(2)被动免疫： 免疫力不是自身产生的， 

而是由体外输入的一种免疫能力，借助血液，血 

清成分等，把免疫力从一个有免疫的个体传递 

到另一个无免疫的个体身上，它分为： 

自然被动免疫 自然被动免疫被许多试验 

所证实，如苏联人利用免疫的遗传性，在养鲤业 

中选择获得免疫力的亲鲤，繁殖后代，培育免疫 

鱼种，已得到很大成功。 

人工被动免疫 ：将已经获得免疫的同种或 

异种动物的抗血清，注入未曾免疫的动物，使被 

动地获得一时性的免疫力。如有人曾用家兔的 

抗荧光假单胞菌血清注射入鱼体，比较注射前 

后的 LD舶，得到保护指数 152，采用此法可挽救 

一 部分病鱼免于死亡。此法可用于对病鱼的恰 

疗。 

2．特异性免疫的机制 根据对哺乳动物的 

研究，抗原进入机体后，在抗原刺激和淋巴样组 

织的影响下，淋巴细胞分化 ，发育成两种类型的 

淋巴细胞群体 ，其过程如下： 

(1)免疫活性细胞 参加免疫反应的细胞 

很多，但主要是小淋巴细胞。小淋巴细胞有两 

种：一种其发育和成熟与胸腺有关，称为T细 

胞，主管细胞免疫；另一种其发育和成熟与胸腺 

无关，称为 B细胞，主管体液免疫。这两种细胞 

功能不同，但形态一样。在机体发育的早期，它 

们起源于骨髓，成熟后即通过血流分布到全身 

淋巴结和脾脏等与免疫有关的器官中去发挥免 

疫作用。 

(2)致敏 抗原进入体内，首先被巨噬细 

胞吞噬，并被消化成为较小的分子，但却保留抗 

原决定簇的物质，后者与巨噬细胞的核糖核酸 

结合成复合物，可吸引小淋巴细胞。当小淋巴 

细胞靠拢后，胞浆互相渗入，巨噬细胞即通过此 

种方式把抗原信息传给T细胞，这叫致敏。致 

敏后，该T细胞就定型成为只对该抗原起反应 

的致敏 T细胞。 

(3)分化，增殖和反应 T细胞被致敏后 

即根据抗原性质不同向不同方面分化。如该抗 

原是引起细胞免疫的 致敏T细 胞即分化繁殖， 

最终成为一大群能对抗原起反应的T细胞群， 

并分泌介质吸引巨噬细胞来协助破坏或清除抗 

原等。如果该抗原是引起体液免疫的，致敏T 

细胞即把抗原信息传给 B细胞，后者就分化增 

殖，最后变成浆细胞，浆细胞产生抗体，抗体和 

抗原结合以排斥或清除抗原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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