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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采用药敏片法和试管法研究洋葱对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病原菌——— 柱状屈桡杆菌的抑菌和杀

菌效果。结果表明：洋葱对该菌有一定的抑菌效果，药物敏感测定表现为抑菌圈的直径为 "!&&’ 最小抑菌浓度

测定在浓度为 # 和 "$（() * &)）效果显著，低于 #（() * &)）效果不显著；在供试浓度范围内对该菌无杀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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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细菌性烂鳃病是由柱状屈桡杆菌引起草鱼

鳃部病变的水产养殖中最常见的病害之一。此病发

病季节长、流行广，各种养殖阶段都易发生，常常造

成大批的鱼尤其鱼种死亡，给草鱼养殖造成较大的

危害。目前在疾病防治上多采用化学药物，但化学

药物易导致病原体产生耐药性和水环境药物残留，

有较强的毒副作用。健康、无公害养殖是现代渔业

养殖的主题。本试验选择洋葱作为草鱼细菌性烂鳃

病的防治药物，不仅可以避免上述问题，还可降低用

药成本，为细菌性烂鳃病的防治用药提供新的途

径。

" 材料和方法

". " 材料

". ". " 病原菌：草鱼细菌性烂鳃病病原菌为笔者

/$$! 年从患病草鱼分离、提纯和鉴定的病原菌为柱

状屈桡杆菌。

". ". / 洋葱：为市售新鲜洋葱，主用球茎。

". ". % 培养基：固体培养基为营养琼脂，液体培养基

为普通肉汤。

". / 方法

". /. " 菌液制备：将复壮后的新鲜培养基用无菌生

理盐水洗下菌苔，稀释至约 "$, * &) 的菌悬液备

用。

". /. / 药液制备：将洋葱称取 /$7 加水 "#$&) 煎煮

%$&89，换两次水各煎煮 %$&89，将 % 次药液进一步

煎煮浓缩至 "$&) 过滤，过滤液即为原液，放入试

管，高压灭菌后 -:冰箱保存。

". /. % 药敏片制备：将洋葱称取 #$7 加水 /#$&) 煎

煮 %$&89，换两次水各煎煮 %$&89，将 % 次药液进一

步煎煮浓缩至 "$&) 过滤，放入 "$$ 片直径为 ";&
圆形滤纸’ 于 /#:烘箱烘干备用。

". /. - 药敏片的测定：取该菌种，用灭菌接种环致密

划线于琼脂平板表面，用无菌镊子将洋葱药敏片贴

于培养基表面，%2:培养 /-< 观察结果。

". /. # 最小抑菌浓度的测定

试管法：按日本化学疗法学会的标准进行。即首

先用灭菌生理盐水将制成的药液从 "$$() * &) 稀释

至 $. /() * &) 的 "$ 个 / 倍系列浓度。然后在盛有

/. !&) 无菌肉汤培养基中分别加入 $. %&) 稀释后

的药液。最后在不同浓度的药物培养基中分别加入

$. "&) 的活菌悬液，/#:培养 %=，肉眼观察证实无

菌生长的试管中的药物浓度即为该药物的最小抑菌

浓度。

". /. ! 最小杀菌浓度测定：从洋葱药液的 >?@ 和高

于 >?@ 浓度的各试管中吸取 #$() 培养基，转接种

于营养琼脂斜面培养基上，/#:培养 %= 后，观察有

无菌落形成，无菌落形成的相应试管中的药液浓度

即为该药物对该菌株的最小杀菌浓度（>A@）。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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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药物对草鱼致病粘球菌杀菌作用

药物名称

洋葱水煎液

“$ ”表示有菌生长 % 表示无菌生长

药物浓度（&’ ( )’）

*+ *"* *+ *!, *+ *-. *+ #/0 *+ !#" *+ 0"/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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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药敏片测定结果

图 # 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从图 # 可以看出，抑菌圈非常清晰明显，其直径

在 #0+ *))，说明洋葱有较好的抑菌作用。

"+ " 3CM 测定结果：

在试管液体培养条件下，测定洋葱在 -"N 内对

粘球菌的杀菌能力，结果见表 #。

表 # 表明，药物浓度在 / 和 #* （&’ ( )’）试管内

无菌生长，即药物对粘球菌有抑制生长的作用；药物

浓度在低于 / （&’ ( )’）试管内有菌生长，即该药物

浓度范围对粘球菌无抑制生长的作用。

"+ ! 3OM 测定结果：

洋葱在选择的浓度范围内无杀菌作用，说明洋

葱的 3OM 应在 #*&’ ( )’ 以上。

! 讨论

!+ # 选择适当的中草药用于疾病防治，具有天然性

和多功能性，一方面能抑制病原体的繁殖和生长，同

时也能促进机体的生理代谢，增强正常的生理机能，

提高抗病能力。此外中草药还具有来源广、价格便

宜、制作无污染、使用方便和安全系数大的优点。

!+ " 试验表明，洋葱对粘球菌具有较强的抑制效果，

但其 3CM 值亦较高，如果具体应用于生产，其成本

也不低；并且在以往的病害防治实践中发现单纯使

用一种中草药防治病害作用慢、效果差。如果能使用

中草药合剂或是将中草药与抗生素合用效果可能会

更好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

!+ ! 在试验药敏片的制备中洋葱悬浊物不易去除，

易形成凝固物，药敏片效果不佳。

!+ 4 本试验中测得的抑菌药物是在致病菌人工培养

液中所得，其菌浓度与其他条件与鱼体有差异，因

此，防治和治疗所用浓度应再进一步研究。本试验结

果只能说明洋葱杀菌能力的大小和是否具有杀菌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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