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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魚、紅斑病 (Red Spot Disease) 的防治研究

林清龍﹒林明男﹒丁雲源

The studi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Red

spot disease (Vibriosis) in the milkfish (Chanos chanos)

Ching-Long Lin, Miri-Nan Lin, Yun;..Yudn Ting

HIV AX Vibrio anguillarum bacterin which provided b:,- tavolek Ind., Red. mood,

Washinton, U. S. A. was used, to prevent vibriosis. Two kinds pf disinfectants:

Iodofore (2% 'available Iodine) and Sari-o-Fec 舟。 (50% Quaternavy am monium: 40%

methyl dodecyl benzyl, trimethyl ammonium chloride, 10% methyl dodecyl xylylene

bis) used to treat vibr�osis were also studied.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ωWith HIV AX bacterin immersedmilkfish fingerling (Body weight fr,om 0.3g to 0.51
g) 1Vas absolutely safe.

(2)After one week being .immersed, the immune systerit of fingerling have been set

up.

(s)The immunifaction of 'HIV AX Vibrio anguillarum bacterin in Chanos Chanos could

,continue to five months period at 12 � C-38 � C

4月 )With,avililable concentration 2 ppm of Iodofore aQd avai'able concentration 1 ppm

of San.,-o-Fec-50 to treat vibriosis had actual effect. The' two kinds of disinfectants

. could reduce mortality rate from1S%,:",SO% to only 0.7%in being treated over winter

pond.
~

實

本省位於單目魚生產值之北錯, 除了最南端的東惜地區外 , 冬季氣溫都在車目魚致死低溫之下 (

水溫 is''C 以下 )-
11) , 故每年在 11 月至童年 4 月初必需用裸溝加蓋肪風棚來越多。此越冬魚年產量佔全

年的 42-75 克 (2.' , 因此在本省曳目魚養殖的盈虧 , 均關鍵在起冬期間的活存率﹒ , 近二十年來越多期魚

苗死亡率平均遭15% .在民國64 年時甚至高連70% 以上山 , 究其原因主要是寒流來龔時使水溫降低 ,

再加上摘原菌V站no anguillarum 愿接而引起缸斑病 (Red spot disease) 所致。本研究在探討此

症之預肪及治療 , 以尋求經濟有教的肪治方法以供應用推廣﹒

前

(I) 劃目魚苗的免疫致力試驗 :

付魚苗 : 購買三點花魚苗先飼養於分所土底之試驗池 , 面積約 O.Sha, 快生長至一定的大小存

取一定的尾數做各種免疫敷力試驗之疫苗浸泡。浸泡之前 , 先蓄養於以映喃劑 ( 富利魚顆粒 ) 10PPm

及甲基藍 IPpm 消毒過的* 混池 ( 3.9mL 火 1. 9mw) 中 , 此水泥池內先已加入雞策與土培養出底藻

' 經兩天立適應後
, 再進行疫苗之浸泡﹒

亡3 疫苗處理 : (A) 取平均體畏 { 全身〉約達 4.02om (j均值重 O;57g) 魚苗共 1891 尾 ,
分成 4 組

: I 、 487 尾 E 、 490 尾班‘ 490 尾W 、 424 尾等之二重擅試擻 , 工、 E 兩組浸泡美國TAVOLEK 公

司由品之 HIV AX 疫苗稀釋被 (Vaccinel: Filter sea water 9) 20sec ; 而 ][ 、 N 兩級則浸泡過濾

材料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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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 20 sec 做為對照組。蓄養觀裝一個月 ,
每天記錄其死亡尾擻 , 以。 T Tes t" 分析其安全性。浸泡

後每個月從每組中取 50 尾做一次攻擊試驗 ( Challenge test) 至少五次 , 以觀察免疫敷力維持期間。
(B) 取平均體聲約 3 .5cm ( 全長 ) ( 平均體重 O.3g ) 之魚苗共 536 尾 , 分成二組 , 一篇試驗組一
篇對照組 ,

同組 (A) 之浸泡處理後 , 每一星期攻擊一次共四次 ,
以探求免疫反應出現之最快時間。

臼攻擊試驗 ( Challenge. test ) : 以已確定過具病原性之菌株 Vibrio angui llarum (800124

- 3k ) ( 以每 100g 魚體重 4mg 菌量的菌濃度 ,
由背部肌肉或腹控注射 0.1 cι做為對照 , 觀寮八天

的死亡情形〉培養於 3 % Nacl 之 TSB 中 , 28 � C 值溫下 18 小時 , 以 Hemacytomet er 計其菌數 ,

配成 10' calls/ 此之菌液 ,
將實驗組及對照組各取 50 尾 ,

分成二缸 , 每缸 25 尾 ,
分別放在 15

� C

恆溫下浸泡菌被品分。之後放於 40£ 玻璃缸中觀察 ,
每天記錄死亡尾數並從死亡魚的腎中做商之培養

於 TSB 中並鑑定是否死於 Vibriosis: Vibrio 菌之鑑定準則為 Gram negative, Axis curved (

在路。 C , 18 小時培養 ) , Motility(+) , Cytochrome oxidase(+) ..O.F.test( 的Novobiocin

(+) 0 / 129(+) 。

回自然感染試驗 : 購買三種體型魚苗 ,
平均體長 3.� 公分 ,

平均體重 0.3g 及平均魚體長 9.3 公分
,
平均魚體重 6.4g 各 516 , 579 尾。 3.5 公分的無旁成二組 , 為試驗組及對照組 , 而 9.3 公分魚則

分為四組 ,
試驗組及對照組各二個之重種試驗 ,

經過如口之浸泡處理後 , 放至越多溝中的六個箱網中
觀察 , ( 網之大小為 90 x 150 x 150 c m) , 移入當天及隔天死亡的不計 , 至第三天開蛤每日觀察計
其死亡尾數並鑑定是否死於Vibriosis 。又定期的測水中的菌數 ( 用 Pour- plate method

(
句 , 尤

其在 Vibriosis 暴發之時 ,
此在於觀察不同魚體型在自然環境下免疫抗菌的情形。 TSA :pancreatic

digest bacto-tryptone of casein usp 17g , sog bean bacto-soytone peptone 3g ﹒ Bacto -
dextrose 2. 句 , Sodium chloride 旬 , Dipotassium 戶的抖late 2. 旬 , Agar 1旬 , 'H2O 10( 臨nl

'pH,7.0-7.2,oTSB 為 TSA 中不合 Agar Powder 。

曰 :技果檢討 : 以 R. P'. S. 值計其鼓果 ( Relative percent survival) 。其算法如下 :

%mortality in vaccinated groupL
、R.P.S. = (1 -�: �����.- �-� u._L__' ---��

C)x 100 %
%mortality in control group'

% mortal i ty = 數魚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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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S. 值的 % 以上的 , 則吉思為其具免疫性保護教果。
(Il) 紅蛙病之藥劑治療試 ,職‘ :

(A) In vi tro test: 藥劑濃度對 Vibrioanguillarum 在試管內之抑制試驗。在無菌操作之下
, 以 TSB( 3 % Nac I ) 配 Iodofore 成有敷濃度 O. 1 ppm , 1 ppm , 2ppm , 5ppm' lOppm

, 50

ppm , 100ppm , 各 1 。此 , 再分接至試管中每支 3 此 , 將 V. anguillarum(800124-3 k ) 接入後
置於鉤。 C Shack incubator 內培養 18 小時。觀察其成長情形 ,

後再每支試管取 0.1c.c 塗抹在 agar

plate 上三個 , 以確定是否有長 ,
並鑑定是否為 Vibrio anguillarum 。

(B) In vivo test:

l 藥劑對亞目魚之安全濃度試驗 : 以 40£ 破璃缸三個 ,
以稱奮劑 Iodofore C 含有數碘 2%)

配成有效濃度 2ppm , 及 10ppm , 殼菌液 - 50C San-0-Fec-50) : 含有 50 %的四級胺 C 40 � 區 ,之

methyl dodecyl benagl frimethyl ammomum chloride, 10 %之 methyl dodecyl xyl yl ene

bis) 配成有放濃度 Ippm 。其量均為 20£ 的海水 ( Sal ini ty 30 早已 ) , 內加打氣 , 每缸放入 3g 之現

自魚各 12 尾 , 觀察期間二天 , 觀察期間不投餌。
Z 越多構之施欒試驗 : 在本分所三條發生 Vi briosi s 較嚴重之No. 2 ,No. 3 ,No. 4. 分別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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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試驗。 No. 2 及加 3 之溝長分別為 100 公尺 . 280 公尺
, 以村之 Iodofore 安全有效濃度做全溝

之激灑
, 投藥之前先將溝水排掉 3/5 .投樂時間不拘

, 闖天再注入新海水。如此再視情形決定再施
于藥俗與否。No. 4 之溝長亦為 280 公尺

, 以村之 San-o-fec-50 安全有效濃度做如No. 2 及 No. 3 之處理

。其結果與七股臣民間不經藥物處理的死亡情形做比較。

果

HI VAX 疫苗浸泡琵目魚苗之安全性極高。如 Tabl e 1. 所示。在對照組平均死亡率 0.20 % .活
存率高達 99. 8 %. 而試驗組平均死亡率 1.139 話

, 活存率亦高達 98.87% .以統計學之 'I T test 'I

分析結果並無顯著性差異。故此疫苗之安全性是百分之百的。

攻擊試驗所使用之 Vibrio anguillarum 菌株 (800124-3k ) 之致病力經病原性試驗結果顯示此

菌株對於甄目魚之病原性試極高
, 以所注射之商量 , 一天內可致死全部試驗魚。 (Table 2.)

結

Safety test of HIVAX Vibrio bacterin conducted on milkfish

fingerlings ( Olanos chanos )

Table 1.

SurvivalmeanCumulative mortality

9 屆0.4

Loss No.

2

Exp. No.

490Cont. 1.
99.8 %

98.87 9 屆

0.20%

1. 13 %

0.0 %

2.05 %

。

10.

424

487

Cont. 2.
Exp. 1.

Exp. 2. 0.2 %

. Death due to Anaeration.

Water Temperature: 25
0 C ﹒詣。 C.

t = 0.98 < t (3, 心的 = 3. 182

τbe difference in loss rate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1490

The pathogenicity testes of Vibrio anguillarmn ( strain 800124-3k)

and other Bacteria.

Table 2.

Cont rol
mus Ie

i nj ect ion

Other Bacteria from Dead fish

B�1 B-2 B-3 B-4 B-5 B-6
( musle injection)

- Vibrio angui llarum
Group 1. Group 2.

Musie inj. Abdomen inj .

Days after

injection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Sampl e No. 41

。o

.

Survival2

4444444oo8



γ嵐目魚苗經浸泡 HI VAX 疫苗之故力研究 , 結果姐 Fig 1. 所示。漫泡七天接其 R.P.S. 值超過 60
5 話 , 故 HI VAX 疫苗可做自魚苗在浸泡後的七天時間 I!U 可使訊自魚苗 ,

平均體重 0.3 甸的魚體內建立
免疫系統。且免疫毅力可維持到至少浸泡後五個月的期間之久 ( 試驗魚體重平均 0.57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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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ibrio a增ui llarum at 15 � C .
Fig L

攻擊之菌濃度為 i.2 X 105 - 1.92 x 108 cells; .在 15 � C 之恆溫下攻擊 30 分 , 由 Fig 1.
可看出菌濃度在 10ii cell s / c.c! 時對於嵐自魚的致病力很扇 ,

對照組死亡魚數少﹒而實驗組全無死亡 ,
故 R.P.S. 值特高達 100% 。而 108 cell s / ι菌濃度對現目魚茁致病力很強﹒聞組的魚死亡率很接
近都很高 , 因之 R.P.S. 值特低。而以 10 7cell s I.且為最適攻擊菌濃度。故在 Fig 1. 上可看到三個月
與六個月之攻擊濃度均為 108 cell s

位 ; 故其 R.P.S. 低於 60% 。叉兩組曲韓看來 R.P.S. 值與攻擊
菌濃度成反比之關係。

風目魚苗二種體型 3.5 企分及 9.3 公分 , 分別浸泡 HI VAX 疫苗後 , 置於越多溝中觀黨自然感染
Vibriosis 之結果如衰三。從 69 年 12 月 26 日至 70 年 2 月 17 日的試驗期間 , 由於寒流的連續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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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訂閱 results of natural infection of milkfish fingerlings ( Chanos
chanos ) immunized wi th HI VAX Vibrio bacterin.

Exp. Nil Survival Nil Cumul at i ve mor tal i ty mortal i ty due
to Vibriosis

Cont.
3.5cm

Exp.

241 8 96.75 屆 96.0 %
275 3 98.95 屆 98.6%

Cont. 1. 141 30

Cont.2. 178 43
77.35 屆 * 71.5 % ..

9.3cm
Exp. 1. 120 18

Exp.2. 140 24
84.0 %" 80.65 屆海

... mean

Water Temperature: 12 � C - 24.5 � C

. Vibriosis 暴麓 ,
不論是對照或試驗組死亡率均很高 71.5 %- 98.6% 。因此沒有遭到免疫敷力之

預期結果。在寒流來襲時 1 月 21 日及 23 日 . 26 日分別從溝中探水樣及土樣做菌數調察 , 這期間水
溫在 12 - ,15 � C 之閱 ( 表面水溫〉。以確知水中商量 ( Vibrio Bacteria) 興高死亡率之關係。發

現總商量數很少 ( 比較高溫時之融菌數少 ) .且沒有分到 Vibrio 。此外同時期從七股貳目魚養殖區

的民間養殖場發生Vi briosi s 很嚴重的越多溝探求做調窮 , 結果總菌量也很少 , Vi brio 雖有分到 ,
但數目很少僅 2 個 strain 濃度約 1 x 10' - 3 x 10' cell s位。在所探的五條不同地點的越多帶僅
有一蝶被分到 Vibrio 。總之在 Vibriosis 流行時水中或土中之菌量並沒有相對增高的禮勢 , 而是隨
水溫之降低而激少。

紅班病 ( Red-spot Disease) 葳稱弧菌症 ( Vibriosis) 越多溝之施藥肪治 :

藥劑對嵐目魚之安全濃度之余得 : 2ppm 之有教濃度之 I 吋of ore 對現目魚的浸泡二天之期間
, 結果 12 尾沒有任何死亡 ,

而 10ppm 之有敷濃度 , 在 0.5 -lhr 即全部死亡。故以 Iodofore 來藥

浴竄目魚 2ppm 有教濃度是安全的 ? 而 San-o-Fes-50 消毒劑以 1ppm 之有敷濃度來浸泡二天之期間
, 結果 12 尾沒有任何死亡。故以有敷濃度 1ppm 之San-o-Fec-50 來藥浴貳目魚是具完全之安全性

的。

故在越多溝的Vibriosis 治療試驗 , 即分別以此兩種濃度。在 69 年 12 月 -70 年 1 月之間連續

的寒流來聾 , 七股梅埔地區大量發生 Vibriosis. 本分所在NIl2 . Nil 3 . Nil 4 越多溝 , 一發現有
Vi briosi s 症狀的死魚 , 立刻以 Iodofore 有敷濃度 2ppm 對 Nil 2 . Nil 3 越多溝傲肪治的處理 . Nil 4

則以 1ppm 有敷濃度的 San-o-Fec-50 加以處理。以及後來叉發生 Vibriosis 的 Nil 1 溝亦施于1叫諾ore

治竄。其死亡之總計結果在 1000 尾左右 , 依本分所今年薔畫之越多溝苗總數在 13 萬以上 , 故死亡率
為 0.7% 以下。

於無菌操作之下 ,
盡量避免滑奮劑的藥性因高溫高壓攝菌的影響之下

, 進行消毒劑在試管內對
Vibrio anguillar 酬的抑備生長情形。由 Table 4. 可知 . I 吋ofore 有敷濃度在 100ppm 時對 v.
a增ui llarum 的生長尚無抑制作用。而 San-o-Fec'-50 有數濃度 100ppm 對 V. a 峙的 liar 酬的生
長雖稍有抑制增殖作用 , 但亦無法遭到完全抑制作用﹒由此 , 在試管內此兩種情審劑對V.OI 研i llarum

的抑制作用至少必需在 1ω ppm 以上 , 而 San-o-Fec- 闊的抑制作用強於 Iodof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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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he results of the two kinds of disinfectants in inhibiting the growthTable 4.

of Vibrio anguillarum (strain 800124-3k) in vitro.

Concentrat ionKi nds of

loo(ppm)50105210.1

"

di�infectants

+++一←+++++++++++++++++Iodofore

+++++++

+++ Good growth of Vibrio a旬ui ttarum.

Bad growth of Vibrio angui ifarum.

Incubated in 28 � C, 18 hrs;

+++San-o-Fec ﹒ 50

+

論

現自魚為生命力很脆弱, 文很易於激動的魚類 ,
故在以網撈取時 ,

往往因魚過度擁擠碰撞 ,
尤其

受網的擦唱 ,
而造成非實驗性的死亡 ,

而顯示不出明顯的結果 , 故在筆者去年有關 HI VAX 疫苗浸泡
現目魚苗的教果試驗恥 , 安全性試驗的死亡率高違 51.43 %

' 而本次之研究中安全性試驗死亡率僅
1. 13 %甚至低至 0.20 %� 而 1.13 % 死亡率其原因是因缺氧的關係所造成的死亡。故可知浸泡疫苗
的處理方法如果得當 , 則 HI VAX Bacterin 之安全性是無庸置疑的。亦由本次試驗結果梅知 ,

以 500
尾之 0.3g- O.57g 之現目魚雷放在底部摟閱 ( 45cm x 70cm) 之浸泡網來做浸泡處理。此種應為最
適漫泡魚數及方法 , 其死亡率將可降至近乎等於零。

以 HI VAX 疫苗來浸泡訊自魚後 ,
九次的攻擊試驗中除了三個月與六個月之 R.P.S 值不超過 60

%外 , 其餘均在 60% 以上 , 故可說 HIVA 耳疫苗能使浸泡後的魚苗在鐘鍾的七天 ( 23 � C 下〉說可建

立體內的免疫系統( 在同溫下免疫系統 , 此是否為最快時間 ? 溫度高於 i比 ,
其時間是否亦會跟著縮鈕, 縮種多少 ? 此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 。其敷果可雄持到五個月之久。然而在三個月之 R.P.S 值為 31.

71% 看來 ,
此期聽不具保護強力 ,

但在免疫學上來說 , 在而後之四個月 ,
五個月均具有保護的故力

, 在前亦均有 ,
依此不可能在中閉會有一股不具免疫敷力 , 而且在去年試驗三個月之免疫敷力已被置

費
(5) ,

故三個月之 R.P.S 值低 ,
仍由於攻擊之菌濃度太高 1.92 X 108 cell s位 , 以致超出妓力之外,

因而導致兩組之死亡率均很高 : 對照組 92� 區 , 試驗組 62.8 �屆。至於浸泡接六個月的 R.P.S. 值為
25.9 � 屆 ,

做乎已不具有敷的保護教力 , 但此乃有待進一步的確實 , 因攻擊菌濃度也偏高為 1.3 X 108
cells μ。在現目魚越多期間發生 Vibriosis 的期間 , 多年來的統計一般均在 12 月至墾年 2 月之間 ,
故 HI V AX 疫苗在嵐目魚苗內能維持五個月之久 ,

應用於預肪嵐自魚苗越多期間感染 Vibrios 峙 , 足

討

足有餘了。

自然感架之結果 ,
無論在對照紐或試驗組其死亡率均甚高 ,

以致無法得到預期教果。究其原因,
高死亡率主要在每日必費起網觀察死亡資料研致。因為要確知魚的情形及抓取死亡魚以便盤定是否

死於 Vi briosi s 'J 比對魚造成很大的驚動
,
尤其在寒流來頭時 ,

更因而驅使魚由底層至低溫水面而受
凍傷。文由 table 3. 之 3.5 公分魚死亡率 ( 96.0 %及 98.6 � 屆〉高於 9.3 公分魚 ( 死亡率為 71.5%
及 80.6%) , 可做為上述推斷之誼朗。依據 Lin<6) 稱含有較多脂肪者對於低溫的忍受力較大 , 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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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分魚腹腔壁上之脂肪較少於 9. 訟分魚。文經水中菌量的初步調寮結果 , 在 Vi briosi s 盛行之時 , 水
中之菌量並沒有相對增加

, 因之推測在自然下魚的感染而致死原因 : 主要並非由於病原菌 Vibrio

angui llarum 的感染 , 應是環境因子.( 水溫水質〉的變化為主因。由於試驗魚蓄養在侷促之網中 (90

x 150 x 150 c m ) .每天的驚動及水溫的驟然降低其所受的 stress 之大巴影響其正常生理功能
,

依 Meger ♂ ). Robert
(8)
認為造成魚病發生的主要原因為 stress. 而其中文以溫度最顯著

, 水溫改
變會影響魚體代謝作用免疫反應之功能。因此寒流來時因觀察迫使靜伏魚的驚動因之更易於受寒與擦

撞侮之外 , 更迫使魚從溫水域 ( > 15 � C ) 的溝底 , 帶至泠水面 ( 12 � C ) 。依 Roberts
(
的稱溫水魚

在 12
� C 水溫以下無免疫反應 , 因而魚體在此受餌 , 凍寒 , 叉失去抵拉力之下大開了感染之鬥 , 使原

來留存於魚體內之 Vi brio 大量繁殖﹒載體外的菌得以毫不費力的長驅直入
, 致魚於死地。至於確實具

體原因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一、二年水面及水底、水質與浮游生物及細菌的調察。

綜合由自然感染結果與疫苗之人工感染一一在 15
� C 下進行。而推翻為溫水性之風目魚其免疫反

應產生之範圖 : 15
� C 時可反應 . 12 � C 以下失去反應能力。至於 14 � C- 13

� C 之免疫反應如何則

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而在越多溝由於水深及地熱關保
, 依 Lin 們報告中得知在溝下層水溫很少帥令 15

。 C .且時間亦不長久 , 如僅一天 13.3 � C .或二天連續 14 � C 亦不致現目魚死亡看來 , 用 HI VAX

Bacterin 來進行田問試驗其成故應是可收預期之估計的。

曾將試驗免疫敷力後活存的對照組及試驗組的魚
,
從腎臟故菌之鑑定 ( 該魚巳活存三星期以上 ) 。

結果發現對照組的魚數 23 尾及試驗組 M 尾中大部份均可發現 V. anguillarum 的存在
, 但菌數很少

。除此之外有些魚除了不是一些其他的菌就是分不到任何菌。於 69 年 7 月美國 0 regen 大學魚病專家

John L. Frger ph .D. 及其門生 Ronala p. Hedrick. Ph. D 於本分所在捕撞出售的魚中抓取 20 尾

傲腎之細菌培養 , 結果無任何菌的生長。由此做可證明現目魚在高溫 ( 25 - 38 � C ) 時魚體健康 ,

魚能將體內的菌加以吞噬 ' 在某一定範圍之低溫帶時
( 約 15 0- 25

� C ) 組菌輿魚可達相安 , 但商不
能增殖 , 魚也保持外觀之健康 , 故可在魚體內發現少數菌。

本分所今年用 Iodofore 及 San-o-Fec-50 做越多溝 Vibriosis 的肪治結果其死亡率 0.79 活
, 而

反觀七般地區今年受 Vibriosis 之害死亡情形
, 撮調查結果 : 黃姓養殖戶兩帳越多溝蓄養約 10 - 11

萬尾 .4- 5 天之間因 Vibriosi s 死亡 5 萬多尾
, 另一林姓養殖者 , 兩條越多溝蓄養 6-7 萬尾 , 在

數天之內亦死亡近 3-4 萬尾。此兩家經推薦試用 I odof ore .即收到過止之效果。有的養殖者更因

處理不當 , 更造成了 Vibriosis 的一發不可收拾
, 引致死亡殆盡的損失。此外較輕徽的亦在 15 - 30

g區的死亡率之間。由上之結果 . Iodofore 2 ppm 之有敷濃度
, 及 San-o-Fec-50 1 ppm 有效濃度在

越多期間對於 Vibriosis 的肪治上確具實效
, 其成放在 70 倍以上。尤其 Iodofore 為本分所第二次試

驗 , 且經介輯養殖者做預防結果無發生 Vi briosi s 的死亡。至於 San-o-Fec-50 試驗結果成教亦不錯
, 此將再繼續確實其功裁。然而經做該兩種情毒劑在試管中對 V.. angui llarum 的抑制生長情形

, 結

果由 Table 4. 可知 , 以有教濃度 2 ppm 之 Iodofore, 1 ppm San-o-Fec-50 來防治 Vibriosis 之

故果應不在直接單方面的抑菌敷果 , 而在間接抑制作用﹒因投下 Iodofore 後 24 小時後水色變成綠藍

色 , 亦即引起植物性浮游生物在水中的大量發生而使水色改變 , 依 Kogure( 川等稱水中一些種類的植

物性浮游生物對Vibrio'sp. 會有抑制作用。又以此推測 San-o:Fec-50 敷果廳也是改變水質
,
引起

V. a 增ui llarum 之不利帳件 , 而達到間接的抑菌敷果‘ @

在試管內藥劑對 V. anguillarum 的抑制濃度結果可知 . San-o-Fec-50 的殼菌力強於 Iodofore

.故站在經濟及教益功能上
, 實有再進一步繼續試驗的必要。

摘 要

HI VAX 疫苗 (Tavole , U.S.A) 對亞目魚苗的免疫敷力
, 及消毒劑一一 Iodofore ( 2 %有教

碘〉與殺菌濃 -50 ( San-o-Fec-50 ) ( 50 %有效四級按 : 40% 之 methYl dodecy 1 benz 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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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ethyl ammoni Un) chi or ides. 及 10 %methYI

酒 ,
對嵐目魚 Vibriosis 的治療敷果 , 其結果如下 :

1 HIV AX 疫苗浸泡嵐目魚苗 ( 0.3g - 0.57g )
其安全性是百分之百的可靠的。z 浸泡後一星期的時閉 , 足以便魚體內的免疫系統建立起來。

a 疫苗之免疫敷力可維持到五個月之久 ( 12 0 C -詣。 c ) 。

4 以 lodofore 有教濃度 2 ppm 及 San-o-Fec-50 1 ppm 有數濃度來肪治 Vi briosi s
.死亡率僅 0.7 鬼 ,

未經處理的死亡率高達 15 - 50 佑。

dodec yl xylylene bi s ) 做全溝投藥糧

確具劫放

樹 辭

本研究工作承黨國家科學委員會之經費補助 ( NSC 枷倒叫棚﹒ 01 ) .美國 Tavol ek I的贈糧削帥HI V必 Bac 叫
宋延齡等詣敬援對 2本拉試驗的殷切指導 ,

提供寶貴意見及對本文的修聞。本所同仁在於本研究期間的鼎
力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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