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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除0.9组肝小管的细胞轮廓在1 d不明显，其他组肝小管的细胞轮廓随着时间增加也
开始不清晰，且在5 d时0组肝小管萎缩，出现细胞脱落，可观察到较多的嗜碱性包

涵体和包囊，说明外源NO可以减缓被EHP侵染的脊尾白虾肝胰腺的损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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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结 果

结  论

（一）外源一氧化氮对脊尾白虾肝胰腺EHP
载量的影响

（二）外源一氧化氮对脊尾白虾肝胰腺组织结构的
影响

（三）外源一氧化氮对脊尾白虾非特异性免疫酶活力的影响

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可参与机体免疫防御反
应，为探究外源NO对脊尾白虾体内虾肝肠胞虫
（Enterocytozoon hepatopenaei, EHP）载量和免疫的
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表明，0.3、0.6和0.9
组第5 d的EHP载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且0.3、
0.6组的载量低于0.9组。组织切片发现，各组的肝小管
第1 d均可观察到孢子，第3 d 和5 d对照组受损最严重且
萎缩变形。0.3组血淋巴中iNOS活力和NO含量先下降后
上升，第5 d时iNOS活力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P > 
0.05），而NO含量变化区间小于对照组。研究发现注射
外源NO能降低感染EHP脊尾白虾体内的EHP载量和减缓
肝胰腺结构的病变程度，作用机制可能与iNOS活性上升
有关。

注射硝普纳（SNP）的脊尾白虾被EHP感染后肝胰腺EHP载量上升速度和组织结构病变低于对照
组，说明外源NO对减缓EHP侵染虾类存在效果，且作用机制iNOS相关，因此外源NO可能是减缓
EHP感染的有效药物。

在第5d，注射外源NO组肝胰腺中EHP
的相对拷贝数显著低于对照组，对照组的载
量分别是0.3、0.6和0.9组的4倍、4.47倍和
3.3倍。

相较于注射硝普纳的脊尾白虾，在5 d时
对照组肝小管萎缩，出现细胞脱落，可观察
到较多的嗜碱性包涵体和包囊。

0.3组浓度的外源SNP对吞噬氧化途径的SOD活力和非氧化途径的AKP活力变化的影响没有规
律，但会影响血淋巴中NO含量和iNOS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