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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致病园子进行调查、检侧、系绕研究的结果研究。分析结果认为：病害发生是由多园子相互构成的。 

在人工条件下水温升高到2，℃以上，水体溶氧量(Do)低于 4．9mg／L，水体存在硫化氢(H s)气体 ，水质 

受病源菌、寄生虫、化学物质污染等是构成致病主因子。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使各因子得到改善与协 

调，达到接近野生蛙栖息环境条件要求，是预防病害发生的有效技术途径。 

荣 键词 蝌蚪浮头病 幼蛙拦皮病 成蛙白嘴病 致病主园子 

棘胸蛙 (Rana spinosa) 病害发生和死亡 

现象，在 自然界很难被发现，仅在人工条件『F才 

足以发生，发病速度决，发病率高达 85 以上， 

是人工饲养棘胸蛙成败技术关键，有关病害及 

其预防研究，还未见有文献报道 ，本研究根据病 

害发生规律 ，进行致病因子分析研究。 

l 材料与方法 

1．1 自然生态因子调查 对野生棘 胸 蛙 栖息 

的溪流、海拔、水温、气温、温度、植被等环境条 

件进行系统调查。在近郊泉头村土地公棘胸蛙 

栖息溪涧为定期观测点，作为病害发生与自然 

环境条件相关因子分析对照材料。 

1．2 病害发生规律调查 对 L987一l 989年 在 

饲养过程中，有关蝌蚪浮头病、幼蛙烂皮病 、成 

蛙 白嘴病发生期试验记载，作为病害发生规律 

分析材料。 

1．3 发病水体检测 

1．3．1 用碘量法即温克勒 (Wlnkler)检测法进 

行 水体 DO (溶氧量)检铡。送 检 水样：一号 

为 经过曝光、落差处理不发病的饲养水体 ；二号 

为重发病饲养水体；三号为海拔 120米土地公 

棘胸蛙栖息溪涧自然水体；四号水体为曝光发 

病饲养水体。送检水量各 i 000毫升，取样时阃 

和方法按检测规定标准同时进行 ，测三个重复 

取平均值。本项由福建省卫生防 疫站负责检测。 

1．3．2 嗅昧检测法 分别对 1987年 5月20日， 

1 988年 5月26日大批蝌蚪发生浮头病的水体进 

行检测；(1)提取发病过底沉积污染层，经轻轻 

搅动有汽泡发生的永体 40毫升，装入瓶内井即 

刻加入 2毫升浓 HG1酸化，把瓶口盖好加热 

4O一5O℃，打开盖嗅其气味。(2)对照用同样的 

方法提取不发病水体进行检测。 

1．3．3 病源体检铡 (1)对幼蛙、成蛙烂皮病和 

白嘴病的水体，皮肤败死组织脓液进行涂片镜 

检；(2)对严重病态的蝌蚪进行脑道解剖观察。 

1．3．4 小区饲养试验 本试验在 实 验 室 内进 

行。水体用清洁的 自来水，盆中水容量为宽 20 

厘米 × 长 3O厘米 ×深 2O厘米，设二个重复， 

各饲养蝌蚪 3O尾，把水温保持在25—32℃进行 

饲养观察。每隔 2—3天换水一次，使水体保持 

清洁卫生，防止水体污染产生 H S气体 ，以观 

察在高温、低氧、无 s气体条件下，对蝌蚪诱 

发浮头病影响。 

1．3．5 pH值检测 分别对蝌蚪 生长发育正常 

的水体、发病水体，以土地公棘胸蛙栖息溪涧自 

然水体为对照水体 ，用上海试剂三厂生产的1— 

1 2广谱试纸，进行pH值检测，调查 pH 值对诱 

发蝌蚪浮头病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自然生态因 子 调 查 结 果 根 据 L987— 

1 989年先后数次深入福州市郊区北峰上寮、古 

蛉乡梁僭 ，阑侯县太湖乡乌鹫山、六锦、荆溪乡 

仁洲村大狗吊，闽清县池园镇宝新村，屏南县天 

仙山，郊区泉头村土地公观铡点调查结果：各 

溪流所处的海拔高度差异大，流向无明显的东 

西南北及背向阳选择性。水温、气温也随着海拔 

高低而差异，下部、中部、上部间差 L一2℃，7月 

中下旬水温保持在24—27℃。海拔 120米的土 

地公观测点，气温虽升高到 30~C，但荫蔽处水 

温不超过 270C。各溪流中的植被种类繁多，但 

对物种无明显的选择性，植被复盖率达 85％ 以 

上。湿度均在 80弼一85％ 之间，在水流倾泻而 

下的水潭周围有冷气逗人感，湿度 可达 85％一 

9O％(见表 1) 

从横向分析，棘胸蛙分布遍及福建省山区 

的溪流中，溪的流向无明显的方向性，表明对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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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 1 棘胸蛙 自然生态因子调查 (t 9B7一t9 89年) 

7月中下旬温湿度 
溪流 海拔 调查溪流 
名髂 (米) (条／流向) 

水温(屯) 气温(屯) 度 
(％ ) 

天仙山 t200 2柬、东北 22 24 8t 

乌鹫山 760 2束 24 26 8 

六 锦 560 2东 24 26 83 

上 寮 600 3西、南、北 24 26 80 

粱 厝 600 i西 2 26 80 

宝新 村 260 i西 26 27 80 

大狗 吊 260 2蘸 26 27 82 

土地 公 120 2西 ． 27 29 79 

息溪流无明显的区域性。从垂向分析 ，海拔从 

1 20—1200米以上的溪流中均有棘胸蛙生长，表 

明海拔高度不是栖息的主要条件。水温、气温 

也是随着海拔高低而变化。分析认为：海拔、温 

湿度、坡向、植被等是构成棘胸蛙栖息的生态条 

件，但不是诱发病害的决定因素。 

2．2 瘸害发生 规 律 调 查 结 果 根据 l987— 

1 989年蝌蚪浮头病、成蛙白嘴病发生期调查 ：每 

年 5月中下旬水温回升到 25~C以上，出现明显 

的发病蜂期，l一4月和 l0— 1 2月水温低于25℃ 

以下，病害发生和死亡现象明显下降(见图1)。 

圉 1 蝌蚪、蛙发病峰期调查(1 987— 1989年) 

根据发病峰期调查分析，温度升高出现明 

显发病峰期，同水体溶解氧 ，饲养群体需氧量增 

长，病源菌繁殖与传播密切相关。由于温度升 

高，水体溶解氧降低 ，群体耗氧量增长，蝌蚪因 

映氧而诱发浮头病，亦称缺氧症。同时温度升 

高加快病原菌繁殖与传播，成蛙吻端因碰撞挫 

伤，造成病源菌侵染途径而诱发白嘴病的结果． 

可以认为温度是诱发病害的条件。 

2．3 发病水体检测结果 

2．3．1 水体溶氧量 三号自然水体 Do 高 达 

9．76mg／L。一号水体 DO 迭 8．84mg／L，增氧 

效果明显提高。二、四号水体 DO分别为 1．3和 

4．49mg／L(见表 2)。 

表 z 隶体溶解氧(Do)检烈 

送 检 取样水 温 平均 溶 
代号 避捡水祥 水量 解氧 备 注 

(毫升) (℃) (mg／L) 

曝光、落差不 1000 8
．84 同日同时进 发锅水体 

末曝光发扁水 i
．3 同 日同时 进 体 

土地公 9．16 同日同时进f 

四 曝光发病水体 同日同时进f 

检测结果：三号 自然水体 Do 高达 9 76 

mg／L，表明野生蝌蚪处于最佳供氧状态。一号 

水体增氧效果明显提高 ，蝌蚪浮头病发生得到 

控制。二、四号水体蝌蚪处于明显缺氧状态．是 

由于人工饲养水体的落差 曝光、流量等受到条 

件限制，水体溶氧量降低，造成蝌蚪因缺氧而诱 

发浮头病的一个主要原因。采取增氧措插是预 

防浮头病的有效途径。 

2．3．2 嗅味检铡结果 发病水体经浓 H 酸 

化处理后，可闻到一股很浓的臭蛋味，表明存在 

田2 结肠小袋纤毛虫形态 

l、包囊体； 2、滋养体 

H：S气体。对照水体经酸化处理后，闻不出臭 

蛋味气体存在。 

H,S气体产生是由于投喂饵料、蝌蚪排泄 

一 L～ 甫 ～ ／ 一 ～ ／ - Z ～ 一 j=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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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等含蛋白质残留物质沉降在池底，在 25~<2 

以上7且温条件下，经细菌分解而产生 H S。H S 

是一种有毒物质，在剧烈氧化过程中要消耗大 

量氧 ，水体缺氧是诱发蝌蚪浮头病主要原因。 

2．3。3 病源体检测 (1)据水体、蛙皮肤败死组 

织浓液涂片镜检结果，主要病源是葡萄球菌和 

少量杆菌 ；(2)病态蝌蚪在 4×2．5解剖镜下 

观察，发现肠道内寄生大量呈椭圆形 ，边缘有许 

多游动纤毛，体长 2O一3O0微米，宽 20× 1 20 

微米的寄生虫，经鉴定为袋形科结肠小袋纤毛 

虫 (Balan titium sP。) 。其寄生率高达 100％， 

严重的造成大批死亡，在蝌蚪肠道内寄生有小 

袋纤毛虫属首次发现(见图 2)。 

据调查分析认为：葡萄球菌是诱发烂皮病、 

白嘴病的病源菌，菌潦在 自然水体中是存在的 ， 

随着温度的升高，蛙的吻端挫伤造成皮肤受损 ， 

是诱发本病的主要条件和侵染途径。 

据发病期调查，小袋纤毛虫严重发生期与 

附近猪场排放粪便污染有关，本病害是否与猪 

肠内寄生小袋纤毛虫同属一个种，有待进一步 

探找。 

2．3．4 小区试验结果 饲养水体经浓 Ha 酸 

化处理无 H S存在。6—7月 水 温 高 达 27— 

32~(2，蝌蚪成活率达 95瞄 以上。试验表明：水 

体保持清洁无污染，虽然水体 Do偏低，温度 

偏高也不是诱发蝌蚪浮头病的决定因素 (见表 

3)。 

表 3 蝌蚪高温饲养试验 

月． 崎 死亡率(％ 

承温(℃) l1一一20 I6—2j 22—28 26一如 

死亡数(头) 0 

备 注 奉薄 十重复’每小区各饲养蝌 

2．3．5 pH 值检测结果 据测，土地公的天然 

出体，pH 值在 6--6。5之间；池养发病zK体 pH 

值也在 6和 6．5之间，无明显的强酸性表现；不 

发病水体 pH 值在 6—6．5。以上 三 种水体的 

DH值无明显差异，说明病因不是pH值的高低 

g I起的。 当饲养水体受到污染时，pH值可能有 

所变化，当pH值在 6以下时，可适当调高 pH 

值，有利于蝌蚪生长发育。 

3 讨论 。 

3-l 棘胸蛙病害是在人工条件 下 诱 发出来的 

新病害。据调查分析认为：棘胸蛙病害是由多 

因子相互构成的，在人工条件下，水温、气温、水 

体 DO、水质污染(病源菌、寄生虫)、水体产生 

H S气体是诱发病害的主因子。 

3．2 据野外生态考察、检测分析表明，7月中旬 

野生蛙栖息地最高水温、气温为 25--27~(2，水 

体 DO 为 9．76mg／L，植被复盖率达 85％以上， 

形成荫蔽的生态环境条件，水质清洁无污染，未 

见成蛙和蝌蚪有病害。在人工条件下对病因采 

取相应防预措施，使栖息环境条件达到或接近 

自然条件要求，对预防病害发生可达到良好效 

果。 

3．3 棘胸蛙病害是由复杂的多因子构成的。本 

研究仅对发生的主要病害，采取直接调查检测 

方法取得初步结果，其它病害和有关因子有侉 

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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