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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烂鳃病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及药敏分析

游剑涛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福建，厦门361102)

摘要：2013年宁德网箱养殖大黄鱼出现烂鳃病症状，病鱼鳃丝溃烂、软骨裸露；从濒死的 

患烂•病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 鳃部分离得到1 株优势菌，经人工感染试验证实为引 

起烂鳃的致病菌。生理生化特征显示，致病菌在TCBS培养基上形成表面光滑、湿润，边緣 

整齐的黄色菌落，为革兰氏阴性弧杆状，具有运动性，在含 6 % 氯化钠的培养基中生长，对 

V - P 、阿拉伯糖、靛基质、枸櫞酸盐等显阴性；对半乳糖、触酶、淀粉酶等显阳性。结合 

形态学、生理生化指标和16SrR N A序列分析，确定该病原菌为弧菌Vibrio ponticus。药敏试 

验表明该病原菌对氨苄西林、多粘菌素B、复方新诺明、诺氟沙星、哌拉西林、庆大霉素、 

头抱派酮、氧氟沙星等 1 6 种药物敏感。研究结果为弧菌引发的大黄鱼病害防治提供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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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黄 鱼 （Larimichthys crocea )，隶属鲈形目 

( Percifomes ) ' 石 首 鱼 科 （Sciaenidae ) ' 黄鱼属 

( Larimichthys )，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海南部、东 

海、台湾海峡以及南海⑴，是中国近海特有的 

主要经济鱼类和当前主要的海水养殖鱼类之一， 

也 是 中 国 六 大 优 势 出 口 水 产 品 之 一 [2]。据 

《20 1 7中国渔业统计年鉴》记录，2016年全国 

大黄鱼产量为165 496 t ，其中福建省养殖产量为 

146 514 t ，占全国比重的88.53% [3]。然而，随 

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养殖环境的逐渐恶化， 

病害问题已成为制约大黄鱼产业发展的主要瓶 

颈 ，近年流行的病害主要是细菌性疾病（弧菌 

病、假单胞菌病等）、寄 生 虫 病 （本尼登虫病、 

刺激隐核虫病、淀粉卵甲藻病）、病 毒 病 （虹彩 

病毒病）和真菌病等 [4_5]。其中，细菌是较为严 

重的病原之^■，流行时间为 6— 1 0月，其 中 7—
8 月为高峰期，一般死亡率为3 0 % ~ 4 0 % ，每年

都给养殖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6]。目前已 

有由恶臭假单胞菌 [7- 8]、香鱼假单胞菌 [9]、副溶 

血弧菌 [1。] 、费氏弧菌 [11]、溶藻弧菌[12]等引起养 

殖大黄鱼细菌性疾病的报道。2013年福建宁德 

网箱养殖大黄鱼出现发病症状，主要表现为鱼体 

表黏液多，鳃丝溃烂、鳃耙裸露，呼吸困难，解 

剖后可见有腹水、脾脏肿大且颜色深、肾脏肿 

大；本文从患病的大黄鱼鳃部分离纯化1 株优势 

菌株，通过回归感染试验确认其为致病菌，并开 

展了分离菌株、生理生化、16S rR N A序列分析 

鉴定和药敏试验。本结果为大黄鱼烂鳃病的病原 

确定和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主要仪器和试剂

PCR仪购自美国 Thermo公司；普通营养琼 

脂和 TCBS培养基购自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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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药敏试纸和细菌生化反应管购自杭州天河微 

生物试剂有限公司；pMD19 -  T 载体购自 Takara 

公司。

1 . 2 致病菌分离

患病大黄鱼于2013年 9 月采自福建省福鼎 

市沙埕港大黄鱼养殖渔排，选择具有典型患病症 

状的濒死鱼体用于观察患病症状和病原分离。用 

灭菌海水清洗患病大黄鱼体表，无菌条件下取病 

鱼鳃等组织材料，无菌勻浆后用普通营养琼脂和 

TCBS平板细菌划线分离，28°C培 养 18 ~24 h 后 

观察菌落形态，挑取优势菌落用 2216E培养基 

纯化培养 2 ~ 3 次 ，经纯化后的菌株用 30%甘油 

生理盐水保存于 - 8 0 C 冰箱。

1. 3 人工感染试验

选择 9 0 条无外伤、活力强，重 量 约 150 g 

的健康大黄鱼置于养殖桶 " 500 L ) 暂 养 1 周 ， 

然后进行回归感染试验，设置人工感染试验组 

和对照组，每 组 1 0 尾 ，每 组 设 3 个平行。将 

1 - 2 分 离 得 到 的 菌 株 用 2 2 1 6 E液体培养基于  

2 8 C 培 养 18 -2 0  h 后 ，用无菌生理盐水稀释配 

制成浓度  1 x 108CFU/mL 和 1 x 106CFU/mL 两 

个浓度梯度的细菌悬液。参照有关文献 [12]，人 

工 感 染 试 验 组 采 用 腹 腔 注 射 细 菌 悬 液 （0.3 
m iy尾），对照组注射无菌生理盐水（0. 3 m L / 

尾）。试验期间每天换水。感染后连续观察 14 
d ，记录各组大黄鱼发病及死亡情况。选择人 

工感染试验患病的濒死鱼，从鳃等组织再次分 

离细菌，优势菌株与人工感染试验所用原菌株 

的菌落形态一致，纯化后进行人工感染试验， 

根据感染后的鱼体患病症状与重分离细菌的鉴 

定结果确定其为病原菌。

1 . 4 菌株鉴定

参 照 《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13]和 《伯 

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 （第 1 0版）[14]进行分类 

鉴定。取分离的纯培养菌，接种于普通肉汤培养 

基 ，使用革兰氏染色试剂盒、试管半固体培养基 

法和细菌微量生化反应管测定细菌生化指标，鉴 

定指标包括革兰氏染色、运动性、葡萄糖氧化发 

酵、葡萄糖产气、氧化酶、触酶、葡萄糖磷酸盐 

( V - P 试验）等。

病原菌16S rRNA序列分析所用的PCR引物分

别为 27F -  AGAGTTTGATCCTGGCTCAG 和 1492R -  
5’ACGGCTACCTTGTTACGACTT。在 50 " L  体系里 

分别加入  25 " L  10 x PCR m ix、2 " L  DNA 模 

板、0 .4  " m o l /L 引物 。P C R反 应 条 件 ：94C  
3 m in，接着  94C  30 s、58C  30 s、72C  2 min 
循环 3 5 次 ，72C  10 m in。1 .5 % 琼脂糖凝胶电 

泳检验 PCR扩增产物，预期大小的扩增条带切 

胶回收后克隆至 p M D 1 9 -T 载体，而后送至 In- 
vitrogen公司测序。用 NCBI -  BLAST软件进行 

序列比对，用 ClastalX 1. 8 3 软件进行多重序列 

匹配和聚类分析，用 Mega 4. 0 软件构建系统发 

育树。

1 . 5 菌株药敏试验

采用琼脂平板扩散法 [15]对分离菌株进行药 

敏检测，将培养至对数期的纯化培养菌株均勻涂 

布在 2216E平板上，贴上药敏纸片，每种药物 

贴 3 个纸片，于 2 8 C 培养 20 h 后测定所有检测 

药物的抑菌圈直径。参照各药物的敏感性标准确 

定该致病菌对不同药物的敏感性。

2 结果

2. 1 致病菌的分离及致病性确定

患病大黄鱼活力弱，体表黏液多，鳃丝溃 

烂 、软骨裸露，呼 吸 困 难 ；解剖后可见有腹  

水、脾脏肿大且颜色深、肾 脏 肿 大 （图 1 )，从 

患病大黄鱼鳃中分离得到 1 株优势菌，命名为 

Lc -2013 - G 1 。

将菌株  Lc -2013 -  G1 分别以  1 x 108 CFU/ 
m L和 1 x 106 C F U /m L的菌浓度采用腹腔注射 

人工感染健康大黄鱼后，健康鱼体从第 2 d 开 

始先后出现游动迟缓、活力减弱，鳃丝溃烂、 

呼吸困难症状， 解剖后可见发病鱼体腹水、 脾 

肾肿大，并逐步出现死亡，其 中 1 x 1 0 8 CFU/ 
m L试验组鱼体全部死亡，而 1 x 1 0 6 CFU/mL 

试验组的平均死亡率为 3 3 .3 3 % ，发病症状与 

自然感染发病鱼体基本一致；对照组中大黄鱼 

基 本 正 常 （表 1 )。
从注射感染后濒死的大黄鱼体内重新分离 

得到优势菌 C F - K - 0 0 2 ，经 鉴 定 与 L c -2 0 1 3
- G 1 生理生化一 致（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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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患病大黄鱼症状图 

Fig.1 Symptom of diseased Larimichthys crocea

表 1 人工感染试验结果 

Tab. 1 Results of artificial infection experiments

组别 菌液浓度
注射剂量/ 试验 
" miy 尾）

感染后死亡数及死亡时间/d
Number of deaths after infection and time of death

死亡数死亡率/%

Group Concentration Injection
dose

尾数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6eaui

number
Nonainy

rate

0.3 10 0 2 3 1 2 1 1 0 0 0 0 0 0 0 10 100
1 x108

0.3 10 1 4 2 2 1 0 0 0 0 0 0 0 0 0 10 100
试验组

CFU/mL
0.3 10 0 3 1 1 2 1 2 0 0 0 0 0 0 0 10 100

Test
0.3 10 0 0 1 1 0 0 1 0 0 0 1 0 0 0 4 40group 1 x10'
0.3 10 0 2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3 30

CFU-mL
0.3 1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3 30

生理盐 0.3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照

水 0.3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0
Control

NaCl 0.3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 2 菌株鉴定

分离菌株 Lc -2013 -  G 1和重分离菌株CF -  
K - 0 0 2 为革兰氏阴性菌、弧杆状！具有运动性； 

在普通营养琼脂上形成圆形不透明菌落，菌落光

滑、 表面湿润、 边缘整齐， 24 h 培养后直径为 

1.0 -1 . 5 mm；在 TCBS培养基上培养24 h 后菌 

落呈黄色，直径为 2 .0 ~ 3 .0 m m ,表面光滑、 湿 

润 ， 边 缘 整 齐 "图 2 ) 。

图2 病原菌LC-2013-G1菌落特征 

Fig.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hogen Lc-2013-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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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生化分析结果表明，菌 株 Lc -2013 -  
G 1和重分离菌株 CF -  K -  0 0 2均 在 1% '  4% '  
6% 氯化钠中生长，在 8 % 和 10%氯化钠中不生 

长；对 V - P ' 阿拉伯糖、靛基质、枸橼酸盐、 

精氨酸双水解酶、硫化氢、明胶、鸟氨酸脱羧 

酶、尿素、柠檬酸盐、乳糖、苦杏仁甙和蔗糖等 

显阴性；对半乳糖、触酶、淀粉酶、甘露醇、赖 

氨酸脱羧酶、麦 芽 糖 和 葡 萄 糖 （产气）等显阳 

性 " 表 2 )。
病原菌 Lc -2013 -  G 1的 16S rR N A序列扩 

增产物经纯化后克隆并测序，获得长度为 1 493

b p 的基因序列，登陆 N C B I的 GenBank数据库进 

行 BLAST序列比对，结果显示致病菌 Lc -  2013 
- G1 与数据库中  Vibrio ponticus ( NR 029032. 1、 

KC884589. 1 和 JQ409384. 1) 的同源性最高；构 

建系统发育树结果表明，病 原菌 Lc -  2013 -  G1 
与 V H o  ponticus聚为一支，系统进化相关性最 

高 （图 3 )。
结合生理生化和 16S rR N A序列分析结果， 

确定病原菌 Lc -  2013 -  G 1为 弧 菌 属 （Vibrio) 
的 Vibrk) pont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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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estwariaaus ATCC 35048T(X74689.1) 
V.splendidus ATCC 33125T(X74724.1) 
V.mediterranei CIP 103203T(X74710.1) 
Vflvialis ATCC 33809T(X74703.1) 
V.vulnificm ATCC 27562T(X76333.1) 
V.fortis LMG 21557T(AJ514916.1) 
V.fortis CAIM 629(NR 025575.1)

' Vibrio parahaemolyticus(M59161.1 ) 
V.algtnolyticus (X56576.1) 
V.campbellit(X56515.1)

' V.proteolyticus (X56579.1)
V.harveyi S090801 (HM236045.1)

' V.ponticus (NF_029032.1)
V.ponticus AX6(KC884589.1)
▲  Lc-2013-G1
V.ponticus AN62(JQ409384.1)
Pseudomonas aerugtnosa(FJ226424.1)
P. stutzert ATCC 17682(AJ006107.2)

图3 病原菌LC-2013-G1的 16S rRNA序列系统发育树(括号中序号为GenBank登录号）

Fig.3 The phylogenetic tree of Lc- 2013-G1 based on 16S rRNA sequence (serai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GenBank accession numbers)

表 2 致病菌L c -2 0 1 3 -G 1和重分离菌C F -K -0 0 2 的生理生化特征 

Tab. 2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hogen Lc -2013 -G1 and CF -  K -002

序号Number 鉴定项目 Identified index
菌株 Lc-2013 -G1 
Strain Lc -  2013 -  G1

重分离菌C F-K-002 
Re -  isolated CF -  K -  002

1 1%氯化钠1%NaCl j j

2 4%氯化钠4%NaCl j j

3 6%氯化钠6%NaCl j j

4 8%氯化钠8%NaCl - -

5 10% 氯化钠 10% NaCl - -

6 V -P  Voges -  Proskauer - -

7 阿拉伯糖Arabinose - -

8 半乳糖Galactose j j

9 触酶 CatalasB j j

10 淀粉酶Amylase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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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序号Number 鉴定项目 Identified index
菌株Lc - 2013 -G1 重分离菌CF- K - 002 
Strain Lc -2013 -  G1 Re -  isolated CF -  K -  002

11 靛基质Indole - -

12 甘露醇Mannitol + +

13 革兰氏染色Gran staining - -

14 拘橼酸盐Citrate - -

15 精氨酸双水解酶Arginine dihydrolast

16 苦杏仁试Amygdalin - -

17 赖氨酸脱竣酶 Lysine -  decarboxylase + +

18 硫化氢h2s - -

19 麦芽糖Maltose + +

20 明胶 Gelatinase - -

21 鸟氨酸脱竣酶 Ornithine -  decarboxylase -  -

22 尿素Urea - -

23 梓檬酸盐Citrate - -

24 葡萄糖（产气）Glucose ( gas) + +

25 乳糖 Lactose - -

26 运动性 Movability + +

注：+ .阳性；- 阴性。

Notes: + . Positive； -  . Negative.

2 . 3 分离菌株药敏试验 药物表现为中度敏感；对阿米卡星、阿奇霉素、

药敏结果表明，分离菌株对氨苄西林、多粘 苯唑西林、大观霉素、红霉素、环丙沙星、卡那

菌素 B、复方新诺明、氯霉素、诺氟沙星、哌拉 霉素、克拉霉素、克林霉素、链霉素、麦迪霉

西林、庆大霉素 、头孢哌酮、头孢曲松、头孢噻 素、米诺环素、强力霉素、青霉素、四环素、头

吩、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头孢西叮、头孢唑 孢吡肟、妥布霉素、乙酰螺旋霉素等 1 8种药物

林、氧氟沙星、左氟沙星等 1 6种药物敏感；对 表现为耐药（表 3 )。

氨曲南、呋喃妥因、头孢呋辛、万古霉素等4 种

表3 不同抗菌药物对病原菌L c -2 0 1 3 -G I的抗菌活性

Tab. 3 Sensitivity of Lc-2013 -G1 to different kinds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序号

Number

^ l[|EEr . v 、 抑菌圈大小/mm 
药物 剂童/ ( "g /d is ) ( n=3) 敏感性

Antibiotics Content . Diameter of Sensitivity
inhibitory zone

1 阿米卡星Amikacin 30 10.6±1.0 R

2 阿奇霉素Azithromycin 15 8.2 ±0 . 1 R

3 氨苄西林Ampicillin 10 17.15±1.5 S

4 氨曲南Aztreon 30 17.4±1.1 I

5 苯唑西林Oxacillin 1 8.2±0 . 2 R



430 渔 业 研 究 第 40卷

续表3

序号

Number
药物

Antibiotic1
剂量/ (  "g/disc) 

Content

抑菌圈大小/  mm 
( n =3) 

Diameter of 
inhibitory zone

敏感性
Sensitivity

6 大观霉素 Spectinomycin 100 10.4±2.1 R

7 多粘菌素B Polymyxin B 300 15.5 ±1.3 S

8 块喃妥因Nitrofurantoin 300 15.4 ±0.2 I

9 复方新诺明 Sulfamethoxazole 23.75/1.25 21.5 ±1.9 S

10 红霉素Eryphilin 15 8.2±0.1 R

11 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 5 14.9 ±1.4 R

12 卡那霉素Kanamycin 30 9.7 ±0.5 R

13 克拉霉素 Clarithromycin 15 8.2 ±0.2 R

14 克林霉素Clindamycin 2 8.2±0.1 R

15 链霉素 Streptomycin 10 11.4 ±0.8 R

16 氣霉素 Chloramphenicol 30 23. 1 ±1.3 S

17 麦迪霉素Medicamycin 30 8.2±0.1 R

18 米诺环素Minocycline 30 12.7 ±2.0 R

19 诺氣沙星Norfloxacin 10 20. 1 ±0.5 S

20 脈拉西林Piperacillin 100 23.9 ±2.4 S

21 强力霉素Doxycycline 30 12.7±1.1 R

22 青霉素 Penicillin 10 18.4 ±0.2 R

23 庆大霉素Gentamicin 10 20. 1 ±0.7 S

24 四环素 Tetracycline 30 13.5 ±1.2 R

25 头孢卩比蔣Cefepime 30 12.8 ±0.1 R

26 头抱块辛Cefuroxime 30 18.7 ±0.2 I

27 头抱哌丽Cefoperazone 75 25.4 ±0.9 S

28 头抱曲松Ceftriaxone 30 29.5 ±5.5 S

29 头抱曝吩Cefalotin 30 18.7 ±0.2 S

30 头抱曝蔣Cefotaxime 30 34. 1 ±8.5 S

31 头抱他唆Ceftazidime 30 20.0 ±1.6 S

32 头孢西叮Cefacillin 30 26.0±5.0 S

33 头孢哩林Cefazolin 30 19.6 ±1.0 S

34 妥布霉素Tobramycin 10 11.6±0.1 R

35 万古霉素Vancomycin 30 10.0±0.5 I

36 氧氟沙星Ofloxacin 5 26.7 ±5.5 S

37 乙酰螺旋霉素Acetybpiramycin 30 8.2±0.1 R

38 左氟沙星Levofloxacin 5 27.3 ±1.5 S

注:R -耐药;I - 中度敏感;S - 敏感。

Notes ： R was resistance ； I was moderate sensitivity ； S was high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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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大黄鱼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海产名贵优 

质鱼类，也是人们青睐的海产品之一，在我国福 

建、浙江、广东沿海都有大规模的养殖。然而随 

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病害的发生也给大黄鱼 

养殖业造成巨大损失。有报道表明，大黄鱼养殖 

过程中主要病害包括寄生虫感染、细菌感染、病 

毒感染和真菌感染等。刺激隐核虫病是危害大黄 

鱼较为严重的疾病之一，主要症状为病鱼体表散 

布细小白点，俗 称 “ 白点病”，流行时间一般为 

每年 5 月 至 7 月 和 9 月 至 1 0 月，流行水温为 

22C 至 2 8 C [16] 。 “ 内脏白点病 ” 也是危害大黄 

鱼的主要疾病之一，该病于 2006年由王国良等 

首次报道，病鱼体表和鳃基本完好，剖检后可见 

脾肿大、肾糜烂，脾、肾出现直径0. 5 ~ 1.0 mm 

白色结节，累计死亡率可达 5 0 % 以 上 诺 卡  

氏菌 [17] 、恶臭假单胞菌 [7-8] 、香鱼假单胞菌 [4] 
均已被报道可引起大黄鱼内脏白点病的发生。 

“ 白鳃病” 是近几年出现的大黄鱼的又一疾病类 

型，该病通常发生于每年 7 —  9 月，水 温 2 5 -  
2 7 C ，发病鱼是体长多为20 c m 以上的成鱼，累 

计死亡率在 12% 以上；病鱼体表完好，无其他 

明显病征，体色偏白，鳃丝呈极度贫血状态、发 

白；解剖病鱼可观察到呈白色或黄色的肝脏、呈 

贫血状态的肾脏以及肿大的脾脏W ; 病毒感染 

被认为是引起该病的病原 [6，18- 19] 。
在病原方面， “ 弧菌病 ” 是引起大黄鱼死亡 

的主要的细菌性疾病之一，以溃疡和烂尾为最常 

见的症状 [12] ，其病程短、范围广、死亡率高， 

流行时间为 6— 10月，其 中 7 —8 月为高峰期， 

一 般 死 亡 率 为 30% -  4 0 % ，最 高 可 达 8 0 % 以 

上 [5] 。在本文中，作者从患有烂鳃病的大黄鱼 

鳃部分离了  1 株优势菌株 Lc -  2013 -  G1，通过 

回归感染试验确认其为病原菌 [M ]，并从生理生 

化、16S rR N A序列分析等方法鉴定该菌为V b  
ponticus。V. ponticus 是弧菌属的一■员 ，是 2004 年 

发现的一个新种，M acirn等首次在西班牙海水贻 

贝和金头鲷中分离得到该菌 [21] ； » e 等 [22]的研 

究结果表明，弧 菌 V . o t u s 可引起日本鲈鱼 

( Lateolabrax ja p o n icu s )出现体表溃疡症状，患 

病鱼体体表出现红色印记，而后变成白色，最后

形成穿孔状溃疡，死亡率达 80%以上。

目前控制弧菌病的主要手段是应用抗菌药物 

治疗，但药物本身具有很多副作用，会使细菌产 

生耐药性，给以后的治疗造成困难 [則。由于近 

几年我国对渔用违禁药物的控制，导致大多数抗 

菌药物均被列入水产禁用药品，目前氟苯尼考作 

为为数不多的抗菌药物可用于防治大黄鱼弧菌 

病 [23]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中草药与抗 

生素联合用药对致病菌的作用效果及其安全性。 

郑天伦等测定了  1 5 种中草药对大黄鱼病原菌 

— 溶藻弧菌的最低抑菌质量浓度（MIC) 以及 

最低杀菌质量浓度（M B C )，结果表明石榴皮、 

地榆、五味子、大黄等4 种药物对溶藻弧菌具有 

较强的抑菌能力[24]; 李思源等选用 6 种中草药 

对弧菌进行抑菌试验，结果表明，五倍子、黄 

连、乌梅 3 种药物的抑菌作用较显著[23]。在本 

研究中，分离菌株对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诺 

氟沙星、庆大霉素等多种药物有较高的敏感性， 

其中不乏有禁用药和限用药。在严格控制休药期 

制度的前提下，选用适宜的抗菌药物与中草药联 

用协同防治大黄鱼疾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应用前 
景 [25]

O

众所周知，弧菌是海水环境中的正常菌群， 

广泛分布在自然海区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条件 

致病菌，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养殖动物发病，只 

有当养殖海域环境条件恶化，引起这些条件致病 

菌大量繁殖，而养殖动物免疫力低下时才会爆发 

弧菌病。因此，以防为主，合理控制养殖密度、 

改善养殖水质环境，适当使用免疫增强剂提高鱼 

体的免疫力，才是控制大黄鱼弧菌病发生的关键 

所在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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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ntibio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bacterial 

pathogen from Larimichthys crocea with gill - rot disease

YOU Jiantao
" Xiamen Ocean Vocational College, Xiamen 361102! China)

Abstract: In 2013, the large yellow croaker ( Larimichthys crocea) cultured in net cage at Ningde was dis
eased. The sick fish appeared symptoms of gill filaments ulcers and gill rakers bare. One dominant bacterial 

strain, named as Lc -  2013 -  G1, was isolated from the gill of sick L. crocea. The strain Lc -  2013 -  G1 was 
confirmed to be a bacterial pathogen of L. crocea by a rific ia l infection.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
teristics showed that the pathogen Lc -  2013 -  G1 formed a smooth, moist, marginally yellow colony on the 
TCBS medium, which was Gram -  negative and arc -  shaped rod. The strain Lc -  2013 -  G1 had motility and 

grew in a medium containing 6% sodium chloride. The indicators of V -  P , arabinose, sputum matrix and 
citrate were negative to Lc -2013 -  G1, while the indicators of galactose, catalase and amylase were positive 
to Lc -  2013 -  G1. The pathogen Lc -2013 -  G1 was determined to be Vibrio ponticus based on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detection, biochemical tests and 16S rRNA gene analysis. Antibio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in
dicated that the pathogen Lc-2013  -  G1 was sensitive to Am picillin, Polymyxin B, Sulimethoxazole, Nor
floxacin , Piperacillin, Gentamycin, Cefoperazone, Ofloxacin, and so on. The results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arge yellow croaker disease caused by Vibrios.
Key words ： Larimichthys crocea) Vibrio ponticus) isolation &  identification) antibio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