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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部地區淡木養殖魚類常見之疾病

劉富光

Common Diseases of Fresh-Water Cultured Fishes

Found in Northern Taiwan

Fu-Kau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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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both the disease symptoms and their treatments were described

and the rates of disease occurrence were also discussed.

loach,

言

本省北部地區之養殖池 , 除鰻魚用集約方式以磚造或 7lc 混築堤之池塘養殖外
, 其他大都是灌溉用

之大型蓄水池 , 以養草魚 Cteno pharyngodon idell 肘
, 鯉魚Cyprinus carPio. 鰱魚 ( 包括白鰱

Hypothalmichthys molitr 倍 , 黑鰱 A.ristichthys nobillis) .鱷魚 Carassius :carassius 以及

吳郭魚 (Tilapia sp.) 等魚類為主。過去只是象徵住「兼養」之粗放經營。近年來
, 由於政府當局

之大力輔導與推廣 , 使得養殖方式漸漸變為半集約式 , 養殖產量因而提高 , 其病害問題也就自然而然
日趨嚴重。

三字報告乃根攘過去數年間, 畫灣北部地區淚水養殖魚類病害之調查、研究結果 , 加上今年一般沒

7lc 養殖魚類以及新興養殖魚類如 : 泥 ,轍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非洲塘軍魚 (Clarias

sp.) .香魚 (Plecoglossus altivelis) 等所發生之疾病 , 做一詳細之整理與分析、並概括描述各種
疾病之症狀、發病季節及其防治方法 , 期使養殖業者對魚病有更深入的了解。

前

本試驗乃自 1978 年 7 月至 1979 年 6 月一年間 , 對本省北部地區所發生之淡水魚類病害 , 著手調查
並謀取樣本揖間實驗室內 , 進行細菌之培養與分離 , 寄生虫之固定與解剖等工作。

村病原體之培養與分離 :
培養細菌之培養基為普通平板培養基 (Poly peptone 15g Beef extract 7. 跑 , Nac1 1. 5g

dsit. water 1000ml PH 7. 0-7. 2 Agar 15 的 , Trptic soy Agar (Difc 的 , R. S. Medi-

urn (3)
CytophagaMedium, Mac Conkey Agar (Difco) 等。分離出之純菌榜隨即傲病原性

試驗 (Patho genicity Test) .各菌蝶於 28
� C培養 24 小時後 ,

用 0.85; 古生理食鹽水 , 調製渡長 53

Om μ , 還光度 70 克之活菌懸浮液〈濃度約為 10cells/ml)
(2). 接種於供試泥撒之肌肉內 , 每尾注射

0.05cc' 注射感染後 , 分別放養於破璃缸內 , 每天觀察感染魚體是否出現壞死 ( necrosis) .出血

(hemorrhage) .或潰揚 (erosion) 等症狀。在觀察一遇時間內 , 每天換 7lc 而不給餌。若觀察期

間出現顯著病醫或死亡者 , 則認定該菌株具有病原性。至於外觀無細菌性接痛之症狀或感染細菌性疾
病同時亦有寄生虫之侵襲者 , 詳細記載寄生情形、寄生部位並鏡橡觀察乏。

� 病原體之鑑定 :

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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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商之鑑定 , 以常法進行生化特性之翻定 , 並輔以API20E (Analytab products Inc. U.
S.A.) 簡易而迅速之多項生化試驗。其結果根攘 Gloriosoetal 巾 . Bergey's mannal (6)

以及

Collins
(7)
之分類基準 tA 鑑定種名。叉 , 寄生虫之鑑定 , 除原生動物 (Prozofoan ) 以甲基藍簡易

染色觀察外。其他寄生虫僅以新鮮標本鏡轍之。然後根攘 Melitch( 肘 , 佐野德夫 (9) .江草周三 (10)
語

文獻 , 判別種屬﹒
此次試驗 , 特別著重於病魚外表症狀 , 諸如 : 出血、粘液、潰爛、缺損、法白、腫暖、腹水、立

輯與脫鱗等現象 , 均有詳實記載 , 以為自後建立魚病語斷之基礎。另發病經過興地魚營養狀況以及魚
池生態環境 , 也都一一記錄 , 以做為預肪魚病之參考。

結 果

1977-1979 年間臺灣北部地宜 , 除鯽魚、吳郭魚很少發病 , 不于記載外 ,

述於下 :
村草魚

1. 細菌住囑炎 (enteritis)

草魚較易感旦起細菌性踴炎 , 在每年 5 一 7 月與 9-10 月份感染率最高 , 罹病魚通常在肛門及腹部
有發缸現象 , 體側亦有紅斑 , 且部份鱗丹脫落。輯、絲缺損而分泌大量粘液。解剖魚體 , 可發現囑管有
紅色克血跡象。在病變部位 , 雖可分離出不同的菌種如 : Pseudomonas sp. Aeromonas sp. 等

,

但多因未具病原性 (pathogenicicy) 而無法確定其真正病原菌。一般防治法乃用嗔胺劇藥 (Sulpha

drugs) 如泰誡淨 , 以每Kg 魚O.lg 之劇量 , 接入餌料中饅食。

其他發生之淡水魚病分

Fig 1. Enteritis in grass carp. the reded anal and

swollon belly are shown.

2. 白點病 (Ichthyophthiriasis)

草魚苗易於感染白點病 , 但是在成魚則不易發生。每年以 10-3 月發病率較高。 !當柴白點病之魚

苗身上 , 到處可見白色或灰色小點。此小點郎為病原虫一屬於纖毛虫類之自點虫 (lchthyoPhthirius

multifillii) 。魚苗往往因白點虫之衍生而分泌大量黏液。嚴重感染時 , 不過數日 , 即相繼死亡。至
於防治芳法 , 目前除了提高水溫達 25

� C 以上 , 維持數天以制正病原虫之繁殖外 , 尚可用福馬林 (For

malin) 以 20-30ppm 之濃度藥浴。

3. 車輪虫病 (Cyc1ochaetiasis)

車輪虫通常也僅寄生在草魚苗身上 , 成魚寄生機會較少 , 且因成魚的抵抗力強 , 故對成魚之危害
性不大。然而 , 卸能帶給魚體極大的威脅。罹病魚在蜻、皮膚﹒尤其是總上 , 可鏡檢出病原虫一車輪
虫 (Trichodina sp. ) 之大量寄生 , 影響魚苗正常之呼吸功能而致死。有時因體表及總部分泌黏蔽

, 使魚體衰弱 , 病原菌 �n 乘虛而入
, 而造成二次感染 (Secondary infection) 導致魚苗大量死亡﹒

防治的方法 , 一般用 formalin 20-30ppm 藥浴 ,
或以 0.7 結之鹽水浸浴。



521

.

〉、
吋�.�.0�

ω、＼

口 ..s.門叫一 ......
�.Šq H

"
.;:;;b 血的

�� >.
切 ��
::s.:.. 斗者

、 ....【口 -2 切 E
ifJ... 吋怕

.....
吋

m
.c:
.....

c 官
,J:I.

口自
.....

:"::Co�
吋 Co 叮﹒

戶 2月認Z
'::Jt'

、 .....
06 �-�.T�

��o..c

hS
吋
〉
伊

.
自

QQSION

苦
的
品
百
A

五
百

g
』
。
h

-mA

耐
用V

N

抖
的
伺
ω
【
門
戶
吋
』
。
惘

。
。
的
N

口
伺

AH

』
ω

AMW

何
同{

ω
[

閉
口
制
吋
』
ω
門
同
口
」
【
ω
⋯

F

』
旦
吋
』

pau

ω
凶
。
LF

﹒
ω
〉
呵
剖
υ
ω
炯
炯
ω

k

門=
吋
吋
八

ZMW

肉
同

ω

Ah
吋
自

-33E

knS

＼
品
的
叫

MMAH

＼
目

2.
。

口
ω

EHn
。

"Z
ω

5
。
呵
。

gdw

出
口
的

言
ω
眉
苦

ZLF

HHMWA

叫

AEL
、

tnH

叫
阿

HUHh

。
震
。

-hhw

可

-EZHS
υ

MwmH

ω

zufhaa
。

=
υ
ω
M
口
同

-
C"J

(

﹒
冉
的

HUHCMU

。
是

uwkh)

-amHMENUH

屯
。

NUhnu

�.T�

UF

呵
呵
門
叫
心

? 吋
C"J.-t

忍
之

MKWENRHaMKW

古

IN
悶
氣
。
hnA
『

HARUM

口
付
。
N
。
抖
。
』
恥

-aa
曲

SHE

言
。

KM
可

已
【
間
的

asso

、

SHh

hA

詞
。
叫
八

F

伺

KF

呵
呵

-
“
問
』
ω#
υ
ω
A

ω

HZB

ω
A

K32

吉
內
凹,
已
詳
。
口
u{

口
口

ω
閉
口
耐
心

(k

門
的
函
。
』HM)

-HE--
。

bpmkm=
ω

Am
ω

gz
ω
自
。
的
.
的

﹒
口
。
凹
的EhH
。
怕
也
ω
門
耐
心
的.
的

﹒
口
叫
桐
ωAH

惘
。
ω
的
何A

ω
【
言
可
口
何

ω
口
叫
制
的
ω
八

?

回
們

a

口
叫U
祠
的

a

閉
口
何MW

ω

ZUF

五
切
口
叫
切

ZH
柄
。

g
ω
品
惘
。

8d
ω
Hv

τ
凶
.H

-A
』
伺
咕
咕
ω
品
。

OHh=
何
口
的
口
』
口
。

-
。
υ

耳
聞
訊

-Q
口
旬
ω
訝
。
H

ω
』
侃
的
呵
呵
桐
ω
品
,H

﹒
口
叫

M

凹
的
ω

AUFMM
口
侃
的

=
叫
切

ω
再
抖
口
。
可
口
口
。
怕
記
丘
吉
』
υ
ω
的

AE
口
的

‘......

。

的
私吋
ω

.J:J ω
自 I=< 門
口 M 茍
[

ω
......

ω I-<.c: ..
坊。但 ; 有
2 川口巴......
C‘品。

、恥...

c:1-< 。
0i>::S;;> (:) 口(J) -,. 喝

。鬧。此
口 ..υ的
官司‘H
�o.c:�
祠的 .c:
ω的 ';::'

......
F 、 、

E 。ω旬〈已』口
的 b.Oc 司

-MM
ω
』
耐
心

aa
伺
ω

IH

吋

ga

ω
自
己
υ

MShg

口
的
可
口
吋
伺
』
。

#

【
【
呵
。

﹒
川
但
口
ω
∞
ωhQ

K

門
口
“
口
的
口
閻
明
可
叫
口
σ=
ωu
口

-Im
口
Q

hHU
。
。

-A

伺
ω
口
可
抖
的
ω
制
口
叫
ω
阿
拉
ω
可
叫
的
自
阿

.
可
ω
』

ω
』
何
ω
丘
吉

SE-u
同
吋

KEZA

百
口
〈

-H

明
白

SQEK

門
的

HV
自
口
。

IH

』
伺
ω

k

門
口
〈

.-ugs
。
』

』
吋
ω

km=
〈

出
〈

21.h

υ
。

MC"J

﹒

'HOO--

臼
凶
的

AD
門

1.M

〈
呈

MMO

叫
』
ωh

uv
口
ω

HMHKF
ω

-H
弘

ohOH

。

Hhhh

皂
白
。
』

MHU
口
口
。

MQLHS

閉
的

EM

惘
。
的
心
的
耐
心
的
叫
白
白
。
白
白
。
υ

ω
的
吋
ω
的
叫
可

旬

HUHh
。

s
。

-S

甲
、

的
咱
的
呵
呵
抖
ω
個

IZ
υ
。
-
υk
內
心

(

ω
閻
吋
ω
間
可
可

抖
。
向
間
的

SZ
』P
〉

的
鬧
的
吋
→
【
』H

IZUVAa

。
h

I
阿
拉-M
向
υ
阿

的
叫
八
二
』
ω
川
戶
口
凶

ω
的
伺
ω
的
卅
日

F 吋
ω

-A
呵
,H



522

4. 赤斑病 (Aeromonas disease)

草魚赤斑病亦常發生 , 罹病魚在體表、總、蜻基等地方有明顯血斑 , 並有立鱗與脫鱗現象 , 偶亦
有腹水 (dropsy) 其病菌經鑑定等 Aeromoonas hydroPhila 。此病終年可發生 , 尤其在* 溫高之
夏季 , 感染率更高 , 用礦胺劇或映喃劇等賽以每天每 kg 魚 1. Og 之獻量投飼 , 連續投給 6 夫﹒

草魚常見之疾病如衰 1 。

口鱷魚 ( 包括自鰱與黑鰱〉

1. 針虫病 (Lerneosis)

每年 3-10 月間 , 鰱魚常發生針虫病 , 在罹病魚體表肉眼可見針虫 (Lernaea cypriacea) 大

量寄生 , 其寄虫部位有出血、紅麗現象 , 且為水中病原菌入侵之最佳鬥徑 , 往往造成多重性疾病 , 魚
體漸漸衰弱 , 終至不治死亡。針虫病之治療 , 大都用地特松 ( 或三氯松〉以 1 - 2 ppm 之濃度 , 每週
施藥一木 , 連續 5 週藥浴 ,

可殺減幼虫 , 而收肪治敷果。

Fig2. Silver carP with Anchor worm parasites

2. 車輪虫病 (Cyc1ochaetiasis)

鰱魚幼苗也常發生車輪虫病 , 其病原虫及病徵與寄生在草魚苗之情形完全相同。
3. 碘砲虫病 (Myxcbolus disease)

鰱魚有時感碘袍子虫病
, 在罹病魚之體衰 , 常有圓腫瘤狀之隆起 , 大小不一 , 在其患部做揀片被

查
,
可見無數個細小的病 !京虫一碘袍子虫 (Myxoblus sP.) 。因其感染機構 (Mechanism) 尚未

聞療 , 故目前並無適切的治療方法。但是 , 在清池時之消毒工作 , 卸不失為一預肪措施。
鰱魚常見之疾病如表 2 。

胡鯉魚 :
1. 控虫病 (Skin fluke)

躍居、扭虫病鯉魚 , 其體衰 , 賭及總部分泌、大量點薇 , 體色變淡 , 魚有氣無力的在水面浮遊。在總
部可鏡樣出病原虫為屬於 rfi 殖吸虫類之指環虫 (Dactylogyrus) , 在牆及皮膚可鏡撥出病原虫亦為單

Fig3. Common carp attacked by skin fluke are

'shown moreslimy than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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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吸虫類之三代虫 (Gyrodactylus) 。通常感染的季節約在 4-9 月間。其防方法為 : (1) 用地特訟以

0.2 一 0.3pPm 濃度藥浴。 (2) 用 Formalin 20-30pPm 濃度藥浴 , 若用 250PPm 則藥浴30m ins. 即可

2. 袍子虫病 (Myxobolus disease)

一般鯉魚之袍子虫病均發生在 1-2 齡魚 , 且大部寄生在總部 , 使得寄生部位隆起如腫瘤 , 有時
腫瘤愈來愈大 , 常將臨蓋撐閉 , 魚體閻呼吸困難而窒息死亡。防治方法目前尚無良策。然而 , 保持水
溫在20.C 以下 , 卸可防血病況的加深 (11)

.還有 , 清池時的消毒工作亦很重要。罹病魚間試用映哺劑 :
Furazolidone' 或許有教 02)

。

3. 魚亞 (Fish louse) :

魚鼠也常感染鯉科魚類 , 其病原虫為魚亞 (A.rgulus japonica) 。按寄生之魚體 , 在其體表
及各指間 , 均有魚亞之吸附 , 利用其獨特的刺狀吸著構造 , 刺穿體衰 , 吸食魚體內之血液以營寄生生
活。體表因受到刺激而分泌大量黏液。嚴重寄生時 , 在寄生部位有血跡出現。肪治的方法與針虫相同

.

4. 車輪虫 (Cyc1ochaetiasis) :

妞魚苗同樣地感染車輪虫病 , 其病原虫 , 病徵及防治方法均與草魚之車輪虫病相同。
鯉魚常見之疾病如表 3 。

但)泥轍 :
1. 黃抱病 (Yellow grub)

養殖泥糊最常感染黃抱病 , 其病原虫屬於擾殖吸虫 (Clinostcmum ccnplanatum) 。外觀罹

病泥關體衰 , 可見多數乳黃色之胞囊 (Cysts) , 每個胞囊內 , 均含有一個幼虫 (Metacercaria)

。曾發現一尾嚴重感染之泥轍 , 竟寄生達75 個胞囊 , 一旦到這種程度 , 魚體大都瘦弱 , 並在寄生部位
閱始潰嗨 , 路爛而穿孔出血 , 不久便告不治。到目前為主 , 還找不到治療藥劑。所幸 , 此類寄生虫以
鳥類為第一宿主而以水中之螺絲為第二宿主 , 吾人只要防止鳥類接近魚池而吞食泥廠以及殺戚螺絲 ,
自可達到預肪的目的。

Fig4. Loach infected with yellow grup.

2: 曲骨症 (Crooked Spines) :

泥賄之曲骨症亦常發生。盾、曲骨症之泥 ,嗽 , 軀體瘦弱 , 左右側彎成凹凸狀。其病因至今未明 , 可
能係缺少Vitamin C

03)
或不正常的胚胎發育或其他遺傳的因素。因此

, 其肪治方法只有從產卵、孵
化、育苗等階段中、力求最適環境以降低感染率。

3. 氣治病 (Gas bubble disease) :

泥鵬在孵化後三十天內之幼苗 , 很容易罹患氣泡病 , 罹患泥搬在體腔 , 尤其是腸道內常有氣體堆
積成氣泡。其致病原因 , 迄今尚未清楚 , 可能係營養不均衡 , 消化不良或飼育環揖溶入過多的氧氣或
氯氣等問。所以 , 吾人只得從預防方法 :(1) 防 1..1: 養殖池溶入過多的氧氣與氯氣。 (2) 給于適當而均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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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Loach heavily infected by yellow grub

餌抖。 (司在大熱天時 , 避免陽光直接射入育苗池。
泥 !啾常見之疾病如衰 4 。

的香魚 :
1. 袍子虫病 (GZugea disease)

養殖香魚常感染袍子虫病 , 每年之死亡率很大。雁病香魚世表到處可見白色顆粒狀之祖麓 , 在了包
囊內有成千上萬街游動袍子 (Spores) ,

屬於 G!ugea sp. ﹒解別病魚 , 在其生殖 4瓏 , 體 ,盔 "; 肌肉處
, 亦有祖褒發生 , 常使得魚體呈現畸形。寄生于包于虫繁殖迅速 , 嚴重感染的魚 , 很快的死去 i 但有時
輕敵感染的魚 , 卸可自行痊癒 , 其致病的路構 , 尚待研究。目前尚無有殼的治療方法 ,

除了清地消毒

預防工作外 , 對感染之病魚 , 不肪用映 ?若再l藥如 Furazolidone 一試。

Fig6. Ayu showing Cysts, following' infected by GZugea

2. 弧菌病 (Vibriosis) :

香魚在每年 3-8 月間 , 較易感染弧菌病 , 其病原商為 V仿 rIO a 句uiZZarum
05) 感樂之病魚 ,

體側 ,
腹部及胸娟、精臀之基部充血或出現混血之腫嗨 ,

有時肛門紅腫
, 喝及肝臟有出血性炎症。弧

菌病的治療法 , 可用映喃劑 , Nitrofurazone 以每天每Kg 魚慘入 5g 之劑量於餌料中投飼。另外 ,

抗生素如氯徹素 (Chloramphenicol) 以每天每 kg 魚用 0.04-0.0 旬之劑量投飼 , 連續 7-10 天 <16)

的非洲塘瓦魚 :

養殖非洲塘:
單魚

, 近來常發現一種細菌性疾病 , 其病徵大體而言 , 表皮先隆起 , 腫大而後潰爛 ,

病仕周圍並有血斑 : 各措亦發生靡爛 , 缺損情形 , 更嚴重者 , 病位深陷使肌肉裸露。有時在靠近尾柄
處斷損脫落 , 魚體宛如蔑廢之肢體 , 狀極惡怖。自罹病魚體 , 可分離出病原菌等Peudomonas sp. 。

感染之病魚 ,
可用映喃劑 : Furanace 以 1ppm 之濃度藥浴 , 或用氯撒素 , 土徽素藥浴之。

香魚及非洲塘頁魚之一位疾病如表 5 。

將每年所勘察之淡水魚類疾病 , 加以統計、分析、發現淡水魚類中 , 以草香發病率最高 , 餘依序
為鰱、值、泥 ,椒、香 ;魚Table 6. 。在發生之各種魚病中 ,

以草魚之細菌性陽炎
, 鰱魚之針虫病 , 鯉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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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7 Catfish with bactenal invasion by Pseudomon sP.

蛀虫病以及今年新興養殖魚類泥撒之黃抱病與非洲措 iJJ.\ 魚的細菌性疾病等發病率最高。叉
,
發病季節

以每年 4-9 月居高 , 10-12 月次之 , 1-2 月則最低

Table 7 Frequency of disease occurrence in each month(%)

九九
Month

I 爪 AUG.SEP. OCT.NOV.DEC

Year ＼

1977-1978 O o 3.0 7.0 13.0 20.6 25.4 21. 0 8.0 1.5 0.5 O

1978-1979 。 O 3.8 8.2 15.5 19.0 21. 2 20.4 7.2 1.5 1.0 O

Average O O 3.4 7.6 14.3 19.8 23.3 20. 7 7.6 1.8 1 0.5

討 論

觀察歷年來各種魚類病症 , 加以 , 歸納並按述外部病變之特徵 , 以壟立魚病外觀初步語斷之基礎

環境的突變壓力 (Stress) 乃是魚類發生病害之主因。水溫的激烈變化
, 會影響水中溶氧量 , 化

學物毒性 , 細菌以及寄生虫體之繁的等
{仙 18) 0 因而

, 極易引起疾病之發生。本省淡水魚常在 4-5

月夫氣變換很大的季節發病 , 即可證賞。因此 , 具備正確的養殖技術 ' 對養殖環境如水質
, 水溫予以

適當的控制 ; 研瞭預防勝於治療之重要性 , 加強養殖池之滑油、晒坪、消毒與殺菌工作 , 才能有裁的
抑制池魚罹病率。

一股養殖業者均有病急亂投藥之消極觀念 , 往往因無法對症下藥 , 而難收治療敷果。這對養殖事
業而言 , 無泉是一種很大的打擊。因此 , 水產研究機構之輔導養殖業者利用正確的藥劑j以及適切的劑

量與施藥方法 , 乃是刻不容龍之事。
攘估計每年大約有 %之養殖池發生病害 , 其危害之程度可想而知。面臨此一嚴重之問題 , 政府有

關當局實應及早成立魚病防治體系 , 以提供養殖戶適確的預防措施 , 一旦遭遇病害 , 亦應提供迅速而
有裁的話斷與治療方法 , 期使養殖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

以建立其養殖信心
, 加速養殖事業之蓬勃發展

.

摘
要

本省北部地區淡水養殖魚類常見之疾病很多, 其中最常發現的有 : 草魚的細菌性腸炎病 , 鰱魚的
針虫病、鯉魚的控虫病、泥賄的黃抱病、香魚的祖于虫病以及非洲堵軍魚的細菌性膚腐病等﹒

本報告記載各種疾病的症狀、病原體、發病率、流行季節及其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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