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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常用水產莉物對鰻魚之急毒性試驗

黃世鈴﹒劉志仁﹒余廷基

Acute Toxicity of Four Chem icaI s toEel Arzgui t t α Japon z ca

ayh-Ling HW 缸惑 ,GerRen Liu and Ting 〈hi Yu

The purpose of thi s exper i zzlent i s to test the a Cu t e t ox i c i t y of t he f our

chemicals 〈A 〉 Furazo l idone 〈 C -20 〉 ;(B 〉 Ni trofurazone;(C 〕EERIEIim;(D 〉MethylaEe

b1ue that are usual ly used in aquacul ture industry in Tai wan .
As the restll t of 48hrs TLM in the eel (Angui I la japonica 〉 the former three

chemical s were 294.24ppm,4.92ppm,13.69pprn respect ivi ty 旬 ,and D was 84.4IPpm

in72hours TLM.

The hi stopathological studies of eel (hgui l ta japonica 〉 exposed to the toxic

solut ion were al SO observed and di scussed.

貪官 雷

本省水產養殖業的繁榮與發展 , 逐漸將養殖澈業帶入集約式完全養殖的讀界 , 從而產生τ病害防
治與蔚物施用等等的問題。由於業者周知於病害鑑定肪泊的知識與蔚物特性及施用的常識而濫施以蔚

物 , 不但對於養殖生物的健康造成極大的危害 , 進而導致養殖生物的衛生安全顧慮 , 故此將蔚物施用
的故衛引以為重要課題。本試驗郎在於究明 Furazol idone 、NiKofurazorle 、 Efyamine 及Methylene

blue 等 4 鐘水產常用蔚物在 48 小時對值魚的急性毒性之研究 , 並製成切身 ,- 觀寮其組織病理變化情
形 , 以為商後聲殖鱷魚施用蔚智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所使用之儡苗 (Anpitta ja ρomica 〉均為本分所所飼養 , 平均體長 6.5cm, 平均體重
0.2g , 說數前在室內單ll 養一星期 ,

試驗前三天即開始停餌 , 試數探雙重覆試驗 , 並設對照組進行試
驗以為比較 , 所使用之試 zk 篇地下水艦雙重砂層過潰 ,PH 值為 8 左右 ,D.O. 為 8.5 左右。

試雖係在直徑 4Oczn, 高 35CEZI 之圓型水農缸進行 , 每缸置 10 升試水 , 載 10 尾續笛 , 進行各種
蔚48 試擻 , 試驗期間以 CORN I NG PH meter I30 測定 PH 值 , 以 DELTA D.O.mete 咽l定D.O.

鰻魚死亡之洞定保以玻璃樺觸擊 , 若無反腫部掏定為死亡。
半數致死濃度計算係以 VaEEder waerden 蕾計算。

Ni trofurazorAe:s-Ni tro-2-furaldehyde

semicarbazone 黃色掛宋 , 不易措於水 ,
使用時以 SAUTER 電動天秤稱取定壘

, 以乳綜加
水研磨揖拌後個入試驗魚缸。

Furazol idone(NF 一步工/c m ) 上野製蔚蝶式會社 , 含 20% 之 FEArazolidone

, 不易措於水 ,
使用方法同於 NitrofurazorIe ﹒

Methylene blue :STUTTGART-UNTERT

水 , 使用前完配製成 10,ooopp m 之時備母液。

黃色掛末

EJRKHE IM 製 ' 深藍色試蔚掛劑
, 易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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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amine: 為 50% 之 alkyl ary1trimethyl ammonium dioride soln. 溶於47% 的水及 3%

的 isopropanol.

于BM chemica!s limited 製 , 為無色透明之粘攔住液體 , 使用前配製成 1 ∞ooppm 之時備母
散。信

試驗進行同時 , 採取試驗過之鰻魚 , 以 Bouin's solution 固定 , 體酒精脫水 ,
石臘包埋等步驟 ,

製成約 5~7 μ厚的切片 , 用 Haematoxylin-Eosin 染色 ,
用光學顯微鏡觀察其組織病績。

結果與討論

Furazolidom 試驗期間水溫變化範園為 24 士 1 。 c,
試驗期間 ,pH fLE 並沒有很大的變動 ( 表 1)

一九, 溶氧量變化稍大 , 但最低在 6.5pm ﹒所以並非導致鰻苗死亡的主要原因 ,Furazoli 由ne 為黃色掛

未不易溶於水 , 藥劑使用以後 , 有大量的枕轍產生。

Table I

富來頓對鰻魚之毒性

τ13e toxicity of furazolidon to eel (Anguilla japonica).

48hrsTLM=294.24ppm

表 1

Concent ration
(ppm 〕

pH

Ini-fin

D.O.
Ini -fin

弓

Mor tal i ty

Dead/total

Control

128 8.4.8.6 8.2.6.8
。/IO

O/10

4/10

9/10.

loflO

8.3.8.5 8.2-6.5

256 8.4.8.6 8.3.6.9

8.3.7.0512 8.5.8.8

1024 8.6.8.9 8.2.7.1

此劑對鰻苗之刺激性較小 , 低濃度藥裕 ,
僅在鍾暫的時間內皇親不安的游說k 狀態 , 高濃度 1024

ppm 鰻魚種潛 ED 呈現極度不安定狀態
, 隨之陸續沈於缸底 , 軀體彎曲 , 有時星直角彎曲說於水底 , 或

半浮說於水中 ,512ppm 、 256ppm, 亦有這種現象 , 只是所需的時間 , 隨著濃度的變低而延長 , 發
生軀體外觀顯現不正常彎曲後 , 鰻苗不久 SH 死亡 , 表一顯示 ,Furazolidone 藥劑l試驗對鰻魚的上限及
下限的範團相當大 , 上限為 IOM ppm, 下限為 128ppm,48 小時之半數致死濃度為 294.24ppm 。

FUrazolidom 浸裕以後 , 主要發生的病變為出血、充血現象 ,32ppm 有牌臟充血出血 ( 圖 1)

、 64ppm 輯部充血 ( 圖 2) 、 128ppm 腦部充血、 256ppm 、肝臘充血出血 { 圍 3)SUPpm 、腎臟
,

出血、細尿管上皮細胞萎縮 ( 闡 4)d

Nitrofurazom 興 Furazolidom 同屬映哺劑 , 黃色粉末 , 但是毒性較強 , 不屬溶於水 , 使用時亦
有沈轍產生 , 試驗期間水溫變化範團 25 士 1

。 c, 高濃度 16ppm 漫浴以後 , 迅即產生狂奔 , 瘟摯 , 姆
蓋運動快速 , 有學爬魚缸壁欲逃離的現象 , 死亡前一段時悶 , 無力的沈於缸底 , 這種現象有隨著訓 ,

trdurazone 擴度的增高而加劇的現象 , 在低濃度覆浴中之鱷魚尚有神經較為敏感 , 易受驚嚇的現象

本劑浸浴時期 ,pH f直變化不大 ,BO. 值變化則比 Furazolidone 稍大 , 但最低值 5.3ppm 也在鰻

魚活存適當溶氧範圍之內 ,Nitrofumsune 覆浴 48 小時對鰻魚半數致死濃度為 4.92ppmo( 表 2) 。

Nitrofumzone 浸浴鰻魚以後干組織器官發生之病變類似於 Furazolido 肘 , 主要之病變亦為充血
出血 ,4pm 有牌服色素就讀、出血 ( 圖 5) 、腎臟出血充血、細尿管萎縮 ( 圖 6) 、 4.76ppm 餌

,
縛

。



32mm48hrs. 牌鵬出血 H-E Stain 5OX

Eternor-zhage occured in the sdeen pulp.H-E stain 5Ox

64ppm48hrs. 總簿較嚴重充血 E1.E Stain 5Ox

τTEis fish has congested gill filaments.H-E Stain 5Ox

256ppm48hrs. 牌贖充血出血 H-E Stain 5Ox

Causing hemorrhage and congested liver.H-E Stain SOX

512ppm48hrs. 腎臟出血、腎元賽縮 H-E Stain sox a

Causing bernon-TEEF in the tBernatopoietic tissue ,Nephrons

H-E stain 5Ox

圖 1

Fig.1

園 2

FigJ2

圖 3

Fig.3

圖 4

Fig.4

undergoes atr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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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 2 尼多鱷對鰻魚之護世

ITze toxicity of nitrofurazone to ee1(Anguilla japonica)

TLM=4.92ppm48hrs.

Concentmt ion
(pm)

PH
Ini -fin

F

Control 8.3.8.1

4.OO 8.3.8.2

4.76 8.9.8.1

5.66 8.3.8.1

6.73 8.3.8.2

8.3.8.28.OO

D.O.
Id-fin

Mortal ity

。咱也/total1

8.0.5.7
8.2.5.4

。 /1O

O/10

5/10

9/10

9/1O

IO/IO

8.2.5.6
8.2.5.5
8.1.5.3
8.1.5.7

較嚴重充血 ( 圖 7), 肝臟充血 ( 圍 8) 。

Etyamine 為遍現給謂的液體 , 使用前頭先配製成 lOOOOPPIYE 之母液 , 試驗期間水溫變化為 25 �

1 。 c, 低濃度的 Etyamine 試液 8ppzn 以下 , 鰻魚覆浴以後外觀症狀較不顧薯 , 有狂奔、粘被分泌過度
對外界的那擻較為敏感 , 在 16pprn 以上 , 則顯現極度不安定的狀態 , 撞擊、總蓋運動加快 , 粘液脫落



4pprn48hrs. 牌臟色素祝積、出血 H-E stain mx

Has cmgested sp1een md E跑EEBent deposit within

splemcytes.Et-E stain sox
4mn48hrs. 腎鵬出血、腎完賽縮 H-E stain sox

Causing hemorrhage in the bematopoietic tissue 悔phrms

underFes atrophy.H-E stain 5Ox

4.76ppm48hrs. 飽薄極嚴重克血 H-E Stain 5OX

Has congested gill filament severely.H-E Stain 5Ox

4.76ppm48hrs. 牌臟出血 H-E Stain 5OX

Has congested li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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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

Fig.5

圖 6

Fig.6

圖 7

Fig.7

圖 8

Fig.8 H-E s tain 5Ox

, 費醫爬館1:艷梅獄逃離的現象 ,32ppm 淒浴鰻魚在 4 小時以內閣 :全數死亡。

鰻魚種給以後 , 鰻魚產生之病變有 :9.51ppm 總薄拉克血 ( 圖 9) 、肝細胞賽縮 ( 圖 10),

pm 幫著膽細尿智上皮細胞萎縮 ( 圖 11) 。

Tab1e3

表 ;
←

+

The toxicity of hyamirEe to eel (Angut-IIa japonica).

48hrs.TLM=13.69ppn

Concmt ration
(ppm)

PH
Ini-fin

Contro1

9.51

11.31

13.45

16.OO

I9.03

8.5.8.5
8.8.8.4
8.6.8.5
8.6.8.3

8.5.8.3

8.6.8.2

D.O.
Ini-fin

Mort ality

had/total

8.2-7.o

8.3.6.6
8.2.6.5
8.5.6.3
8.3.5.8
8.3.5.3

0/1O

O/ 壘。

ljlO

5/10

8/IO

IO/I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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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l ppm48hrs. 、總簿扳充血 H-E Stain 5Ox

Has 、

COE 可zes ted gill filaments.H-E Stain 5Ox

9.5lppm48hrs. 肝細胞賽縮 f1.E Stain 5ox

Hepatocytes undergoes atrophy.H-E stain 5OX

19pm48hrs. 腎災萎縮 H-E Stain 5OX

Ne 帥 rons showed atrbphy.H-E s tain 5Ox

圖 9

Fig.9

圖 lO

F1g.IO

圖 ll

Fig.II

MetTTylerIe blue 為深藍色韌末 , 易溶於水 , 使用前先配製成 IOOOOpprn 之脖備母澈 , 試波為深
藍色 , 種不易觀察 , 試驗時水溫變化範圖為 24 � 1.5

。 c, 鱷魚漫浴以後 ,
有不安定而快速游法及總蓋

運動加快的現象 ,
並且魚體聲染成淡藍色 ., 被染色的情形有隨著濃度的增高而加重 , 並且愈衰屬之魚

按染色情形愈明顯 , 死亡後迅即被染成漠藍色。
表 4 顯示出 Methylene blue 在 48 小時對鰻魚之半致死濃度為 84.4lppm 。

表 4 甲基藍對鰻魚之毒性試驗

The toxici ty of methy1emblue to eel (AP 啥叫tla japonica)

TLM=84.41ppm

Table 4

Morta1ity

D 個d/total
D-Q

Ini -fin
PH

Ini-fin

72hrs.

Coment ration
fppm)

。 /IO

0/10

1/IO

8.3.8.o
8.7.8.0
8.6.7.8

8.0.8.1
8.1.8.2

Control

16

3/10

7/IO

IO/lO

8.7..7.8

8.1.8.3

8.2.8.6

8.3.8.6

32

64

8.8.8.o
8.9.8.28.3.8.8

128

256

Methylene blue 浸浴以後 , 鰻魚主要產生之病變有 32ppm 、肝臟、陽聞膜、旗臆被甲基藍染色
( 圖 12), 腸部粘液細胞也被甲基藍染色。牌臟色素沈積 ( 圖 13),32ppm 則顯示腎元賽縮

, 造
血組織誠歡萎縮 ( 圖 14) 。

要

本試驗主要探討 Furazolido 冊 ,Nitrofurazorzh ffyarni 冊 , 他 thylem bl 咽
, 四種常用水產藥物

畫攤魚之急毒性 , 四種藥物之毒性均隨濃度之升高而加靈 , 四種樂物對體魚毒性的次序依次為 Nitr-

ofurazorze>Etyam-ne>Methylene blue>Fur-azoli 曲間 , 且 Nitrofurazone 和 Furazoli 也ne 對於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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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2

Fig.12

32ppm48hrs. 肝蛾及歸間膜被甲基藍染色 ft-E Stain 5OX

Hebatocytesmd intersti tial membrane wi thin intestine would be

stained by Methylene blue.H-E Stain 5Ox

32ppm48hrs. 脾臉色素況積 H-E stain-SOx

Pigment deposit in the spleen p 叫p.H-E s tain 5Ox

32ppm48hrs. 腎炎賽縮、組網內皮誠歡喜縮 ft-E stain 5Ox

Hematopoietic tissue undergoes numericalNephrons showed atrophy.

圖 13

Fig.13

圖 14

Fig.14

atrophy. H-E stain 5Ox

鰻魚之毒害 , 不論在外觀症狀或病理觀察都很類似。
Furazolidone 、 NitrofurazorEe 及 Hyamine 在 48 小時對鰻魚之學致死禮度依次為 294.u ppm

、 4.92pprn 及 13.69ppm 而 Methylene blue 在 72 小時對鰻魚之半致死濃度為 84.4I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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