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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龟鳖动物的疾病日益增多�许多养殖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此�一
些学者对龟鳖动物的疾病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总结了龟鳖动物疾病的致病因素、诊断及防治等应用
方面的研究�指出了龟鳖动物疾病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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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nlargement of the cultivation scale �the kinds of turtle’s disease become more and more �which
results in lots of economic losses ．A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s were conducted in last few years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s the study of the cause �diagnosis and cure of the diseases ．Some issues concerning the study are pointed out �
and some relative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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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龟鳖养殖业不断发展�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集
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但管理与技术措施滞后等原因导
致不少龟鳖养殖场龟鳖疾病日渐增多。尤以细菌性和
病毒性传染病为甚［1］ �常发生暴发性流行�死亡一般在
15％左右�严重的可高达80％�甚至全军覆灭�使养殖
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制约着养殖业规模化发
展�故急需组织科研力量解决这一瓶颈问题。

人们对龟鳖疾病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研究薄
弱�且该类动物的疾病具有潜伏期长、病程长、易导致
并发症等特点�严重阻碍了龟鳖疾病防治的开展。为
解决这一棘手难题�科研工作者相继开展了龟鳖动物
血液病理［2］ 、组织病理［3～5］ 、消化道中的微生物种群［6�7］

及防病机制［8］ 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为龟鳖疾病的诊断
与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就龟鳖疾病的发病原
因、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应用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
述�旨为龟鳖的健康养殖提供参考依据。
1　病　原

根据龟鳖疾病发生的原因�将之分为两大类：传染

性疾病�指由病原生物引起的一大类疾病�其中由病
毒、细菌、霉形体、衣原体、真菌等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称
为传染病�由寄生虫导致的疾病称为寄生虫病；非传染
性疾病�又称普通病�包括中毒病、遗传病、外科病、产
科病及营养代谢病等［9］ 。
1∙1　传染性病
1∙1∙1　细菌病　从众多学者所做的病菌分离、培养、人
工再感染结果分析�导致龟鳖动物细菌性疾病的主要
病原菌为气单胞菌（ Aeromonas sp ．） �该类菌大多是短杆
菌�革兰氏染色为阴性�氧化酶反应呈阳性�且有动力�
是水体的常见菌。但其生化特性存在着差异�侵染机
体的途径与方式各不相同�导致患病动物所表现的临
床症状也各种各样。目前人们已经知道的肺出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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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脖子病、穿孔病、腐皮病、红底板病、疥疮病、白点病
等都与该类细菌有关［10］ 。除气单胞菌外�还存在可引
起肺化脓病的副肠道杆菌（ Paracolobactrum spp ．） ［9］ 、小
肠结肠炎病的耶耳森氏菌（ Yersinia enterocolitica） 、肝脏
病的爱德华氏菌（ Edwardsiella sp ．） ［12］ 等其它致病菌。
通常�多种细菌混合感染�引发疾病�如腐皮病［13］ �由嗜
水气单胞菌（ A．hydrophila） 、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sp ．） 、无色杆菌（ Achrombacter sp ．） 等引起；溶血性腹水
病［14］ �由运动型气单胞菌的豚鼠气单胞菌（ A．caviae）和
温和气单胞菌（ A．sobria）混合感染而引起。
1∙1∙2　病毒病　病毒是一些疾病如粘液性鼻炎、坏死
性肠炎和各种肺炎及肝炎的原发病因之一［15］ 。早在
1975年�Rebell 等［16］ 在幼海龟身上分离到1种疱疹型因
子�实验证实�它就是“ 白点病” 的病原�该病毒颗粒以
无菌制剂为传播媒介。随后�一些学者又分别从患病
的陆龟、海龟体内发现了一类致病性的疱疹样病毒
（Herpesvirus） ［17�18］ 。而且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患红脖子
病、红底板病和白底板病的病鳖体内也存在病毒［19］ ：红
脖子病病毒为弹状病毒（Rhabdovirus） ；红底板病病毒与
腺病毒（Adenovirius）类似；白底板病有两种病毒：一种类
似腺病毒�另一种类似呼肠孤病毒（Reovirus） �分别寄生
于脾脏和肾脏中。目前�人们对于龟鳖动物中是否存
在烈性病毒性传染病的看法不一致�多数学者认为�未
知的烈性病毒病肯定存在�只是至今还不清楚这些病
由哪些病毒引起�所以临床上应保持高度警惕［20］ 。
1∙1∙3　真菌病　据川崎义一报道�白斑病的病原是毛
霉科毛霉菌属（ Mucor） 的一种真菌�它可在Sabround 培
养基上生长［21］ 。Wanvalai 和 Willoughby ［22］ 也发现一种
脖颈丛生白毛的鳖病�并从病灶中分离到一种腐生性
真菌丝囊霉（ Aphanomyces spp ．） �可在GP-PS 上生长。引
起龟鳖致病的真菌主要有水霉菌、曲霉菌等�较常见的
真菌性疾病有水霉病、白斑病、曲霉菌病、霉菌性肠炎、
霉菌性口腔炎等［23］ 。
1∙1∙4　寄生虫病　目前已发现危害龟鳖动物的寄生虫
有两大类：一类营体表寄生�如纤毛虫、水蛭、蜱、蝇蛆
等�主要寄生于皮肤上�该类寄生虫易被发现�研究也
较全面［24�25］ ；另一类营体内寄生�如鞭毛虫、球虫、线
虫、血簇虫、锥虫、吸虫等�主要寄生于龟鳖血液、肝、
肾、肺、肠、胆囊、输卵管及内脏器官中�其中血簇虫、锥
虫主要在血液、血红细胞、肝细胞内寄生�研究多涉及
形态特征和生活史方面�其致病性和防治方法则较少
被报道［26～28］ 。
1∙1∙5　支原体病和霉形体病　现有的龟鳖支原体病和
霉形体病的资料很少。Hill ［29］ 曾从病龟的泄殖腔分离

到陆龟霉形体（ Mycoplasma testudinis） �Brown 等［30］ 从患
上呼 吸 道 疾 病 的 陆 龟 中 分 离 到 了 支 原 体（ M．
agassizzi） 。该类疾病研究方法复杂�研究费用昂贵�一
时很难在本领域内取得较大进展。
1∙2　非传染性病　导致这类疾病的原因大多是由于饲
养管理不善而引起的动物抵抗力下降�生理机能失调。
如在投饲方面�若长期、大量饲喂变质肉类或高脂肪饲
料易引起脂肪代谢不良症�饲料蛋白质水平过高易引
起肾衰、痛风�而饲料营养不均易导致各类营养素缺乏
等病；在日常管理方面�常由于水质恶化引起氨中毒�
水过深或加水过快引起肺呛水�保暖防暑不当导致冻
伤或中暑�以及由其它原因而引进各类中毒症及脱茎、
难产等［31］ 。这类疾病虽无传染性�但对龟鳖动物的危
害却相当严重�除了可以直接造成死亡外�还可能诱导
病原体继发性感染�出现大量死亡现象�应予以重视。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某些疾病的病原尚存在争议。
如红脖子病�有研究表明它是一种细菌性疾病�病原为
嗜水气单胞菌嗜水亚种�但也有人从患病动物体内分
离到了虹彩病毒（Iridovirus） ［32］ ；白底板病�已见报道的
病原有：嗜水气单胞菌、迟缓爱德华氏菌和普通变形杆
菌、球形病毒［33］ ；穿孔病�有报道为嗜水气单胞菌［34］ �
摩氏摩根氏菌（ Morganella morganii） ［35］ �亦有报道为温
和气单胞菌和豚鼠气单胞菌［36］ 。这可能是龟鳖动物在
患病时�病原菌存在二次侵染的可能�导致从不同脏器
分离纯化的病原不同。究竟哪个是主要的、决定性的
致病病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龟鳖动物患病
后�继发性感染较普遍�易导致并发症�如“ 腐皮” 、“ 疖
疮” 并发症［37］ �“ 白斑” 、“ 穿孔病” 、“ 鳃腺炎” 并发症
等［38］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病原分离的复杂性。
2　诊　断

传统的病原鉴定费时长、工作量大�给确诊带来困
难。因此�便捷的、先进的诊断技术应运而生。虞蕴如
等［39］ 应用血清学特异凝集试验快速诊断法�确诊了一
例由嗜水气单胞菌引起的稚鳖败血症�并快速治愈了
此病；杨先乐等［40］ 建立了用间接红细胞凝集反应检测
鳖血清抗体的方法�该方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精密
度好�而且快速、简便�在载玻片上检测鳖血清抗体�5
min 内可报告结果。如果将本检测方法略加改进制成
诊断液检测抗原�将是一种十分有效和方便的鳖病诊
断手段。另外�通过涂膜、纸片、检测液、检测板等措施
制作诊断试剂盒也将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41］ 。目前
有些研究者参照鱼类疾病的诊断技术�尝试建立龟鳖
疾病病原的多抗点酶法、单克隆抗体点酶法、酶联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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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法�以及核酸探针等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如
Origgi 等［42］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了地中海龟（ Testudo
graeca）和赫尔曼龟（ T．hermanni） 的疱疹病毒；Lu 等［43］

对患纤维乳头瘤的绿海龟（ Chelonia mydas） 应用PCR 技
术检测了其体内疱疹病毒的基因序列。
3　预　防

动物的健康养殖�关键在于正确而有效的预防�否
则养殖场将疾病众生。通常�动物发病是由于病原、机
体与环境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只有在病原
存在且机体失去抵抗能力时动物才会发病。所以�预
防工作应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3∙1　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动物的生活环境中�细
菌无处不在�张海宾等［44］ 曾研究了中华鳖（ Pelodiscus
sinensis）养殖期间池水细菌数量和种类的变化�结果表
明细菌总量在6、7、8、9月份较高�达107Pfu/L�其中气单
胞菌、假单胞菌、弧菌的检出率很高。它们通常只是一
些正常的共栖菌�一旦环境条件恶化�机体的抗病力下
降�病原菌就会乘虚而入�引发疾病。而养殖密度过
大�空气流通差�水质过酸或过碱、环境温度变化过大
等因素也是造成龟鳖动物免疫力下降、死亡率高的主
要原因［45］ 。所以�探索最佳的养殖生态环境及龟鳖与
其它生物种群的关系�是关系到养殖成败的首要问题。
养殖场地的建设必须符合龟鳖的生态习性和防病要

求�养殖池要有隐蔽场所�保证良好的水质�放养密度
要恰当�尽量少用药物�探索生物防病的新技术�提倡
生态养殖。任保振等［46］ 向养鳖池中投加光合菌、硝化
菌、玉垒菌和蜡质芽胞杆菌等有益微生物后�发现鳖池
中的有机污染物得到有效分解�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
氨氮、亚硝酸盐氨等含量降低�大大减少了换水次数和
换水量�真正实现了温室健康养鳖的目标。
3∙2　增强机体抵抗力　加强饲养管理�定时投喂新鲜、
营养全面和适口适量的饲料�适当添加相关抗生素及
其它添加剂�以增强龟鳖对病原体的抵抗力。试验表
明�在鳖饲料中添加血浆蛋白AP950TM可明显提高幼鳖
的抗病力［47］ 。同时�免疫防病得到高度重视�相关疫苗
的研制与应用不仅可以避免龟鳖患病后喂药困难以及

出现抗药性�还能节约养殖成本。因此�病鳖的组织浆
疫苗［48］ 、嗜水气单胞菌苗［49］ 、疱疹病毒抗体［50］ 等先后
研制成功。在此基础上�杨先乐等［51］ 还研究了菌苗与
环境条件的关系以及中华鳖对T3菌苗的回忆应答的
特点�使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3∙3　控制和消灭病原体　从外地购入龟鳖时要严格检
疫�龟鳖入池前要严格消毒�并定期消毒养殖场�必要

时投喂药饵�以控制和消灭病原体。消毒剂在日常饲
养管理中的应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章剑［52］ 对常用消
毒剂的分类、选择和使用以及二氧化氯和碘伏在养鳖
中的应用做了详细的总结。
4　治　疗

由于基础研究薄弱、病因不明、疾病的监测和诊断
方法不够完善、药物的研制与防治方法滞后�导致对同
一种疾病至今无标准的治疗模式�基本上都是急用在
先�研究在后。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治疗的方法和
药物的选用方面。

常规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口服、口灌、注射、遍洒、浸
浴、涂抹等�除此之外�日晒疗法［53］ 、深层浸浴法［54］ 、加
强浸浴法［21］ 等新的治疗方法也逐步涌现。这些方法在
治疗效果方面各有优缺点�应结合病情采用多种方法
综合治疗。熊玉林［1］ 曾提出一种鳖病的防治模式：视
病情采取肌注并配合饵料添加或人工迫食抗病毒药或

抗菌素�对已发生糜烂的部位清除病灶并涂抹软膏或
消毒杀菌液�然后进行药浴�将之隔离饲养�经过外消
内服方式使疾病得到控制。

用于治疗龟鳖疾病的药物通常有卤素、染料、氧化
剂、磺胺、呋喃、抗生素、消毒剂、生石灰、中草药等�但
对这些药物的选用依据基本上是套用鱼类的使用标

准�效果不甚理想。为提高治愈效果�目前的研究工作
主要集中在有效药物的筛选、用药剂量与次数以及新
药物的开发研制等方面。陈永林［55］ 曾用24种抗菌药
物对鳖气单胞菌进行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头孢三嗪、头
孢噻肟、头孢呋新和头孢哌酮对该菌高度敏感；杨先乐
等［56］ 通过中华鳖稚鳖对几种药物敏感性的研究�发现
稚鳖对鳖康宁的敏感性最高�高锰酸钾次之�其次为敌
百虫、漂白粉、甲醛、硫酸铜、生石灰�并推荐了几种常
用药物在疾病防治中的使用浓度。大量的药敏试验与
治疗效果表明�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土霉素、
双嘧啶片、菌必治、病毒灵、氟哌酸等药物为治疗细菌
性或病毒性传染病的高敏药物［1］ 。近几年来市场上还
出现了一些新开发的药物�如鳖必康、鳖安康、优氯净
等�这些药物均因具有较好的疗效而受到龟鳖养殖户
的青睐。
5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当今零星的和不完整
的疾病知识与技术已经不能满足龟鳖养殖业的需求。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与鱼病相比�基础研究显得
非常薄弱�今后应加强应用基础理论�尤其是学科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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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方面的研究�如免疫与营养、药理与生理、抗病育种
等；②病原的分离方法与技术落后�目前龟鳖病原的分
离方法、培养基选择、人工再感染等在一定程度上还受
鱼类病原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许多疾病尚未找到真正
病因�今后应拓宽新技术的应用�如分子流行病学调
查�病原致病基因与抗原基因的确定�病原亚单位的分
离和提取等�以探寻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③基本生理
参数缺乏�导致疾病诊断无据可依�而且要做到真正意
义上的确诊�既费时又费力�故建立简单有效的诊断方
法�开发专门性的疾病诊断试剂盒和专家诊断系统�研
制具针对性的疫苗及药物�是龟鳖动物疾病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内容；④养殖场为追求暂时的经济效益�滥用
化学药物或盲目加大药物的使用剂量�使许多致病菌
产生抗药性�治疗困难。故积极探索生物防治的新技
术�是龟鳖动物疾病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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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 郑作新鸟类科学青年奖” 揭晓
郑作新鸟类科学基金会于2003年10月28日评出第五届青年奖�获奖者是：陈水华�男�38岁�博士�浙江自然

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鸟类群落生态学研究�特别关注城市鸟类群落生态学问题；贾陈喜�男�38岁�博士�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我国特有珍稀雉类研究�特别关注血雉、斑尾榛鸡的保护生物学问题；
卢　欣�男�40岁�博士�武汉大学生物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我国西藏高原的鸟类研究�特别关注藏马鸡、高原山
鹑等高山鸟类的行为学问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基础扎实�学术作风严谨�长期从事艰苦的野外工作�取得
了一系列宝贵的研究成果�并已经在国内外鸟类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基金会还做出决定：“ 郑作新鸟类科学青年奖” 在促进我国年轻鸟类学家的科研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4
年将进行第六届“ 郑作新鸟类科学青年奖” 的评审�鉴于近年很多会员在鸟类知识的普及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应予以鼓励�故从第六届起在这方面增设青年科普奖名额�欢迎广大青年鸟类学工作者踊跃申请。

丁文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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