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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總徽病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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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edon Branch,iomycosisPre I iminary Studies

〉J αponlca( Anguillato Eel

Shyh-Ling Hwang Cheng-Fang Chang and T ing ﹒Chi Yu

In central region of Taiwan, the infecting period of Branchiomycosis on cultured eel$

(Anguilla japoniCa) is primarily from March to July, Branchiomyces mostly parasite in blood

The color of gill filament was no morevessels of gills, especially in capillaries of gill lamella.

bright-red, there were brown or grey over the infected area, and the gill filament bewould

necrosis and ulcer.

Branchiomyces can be cultured in Sabouraud glucose .agar and Basal Semisysthetic medium.

The hyphae grew in the medium, not on the surface, The size of hyphae found in the gill is 8

to 37 and average 19 microns. Its large spore is 5-14 and average 8 microns. The size of hyphae

growing in the medium is 7 to 26 and average 19 microns. Its large spore is 5 to 10 and average

7 microns. Th 豆 growth mode of hyphae is bifurcate.

雷

鯉魚罹患鱷徹病 ( Branchiomycosis ) 經 ( Plchn 1911, 1912 ) 報導以接
, 世界各地陸續有聽

徹病病倒的報導 , 繼而引起廣泛的重現(Neish & Hughes 1980) 認為在最近幾年來
, 無論從流行病學 :gX

經濟學的觀點來君 , 體徹病已經是束時地區魚類養殖的重要魚病之一。
1977 年春夏兩季 , 流行於台灣中南部之養殖場 , 引起養殖睡總部腐爛、缺損 , 甚至造成病鱷死

亡
, 經〈簡 1978 ) 鑑定為發生於歐、美及日本等地之 B ranchiomyces 屬徵菌研遁戚

, 從此喚起學術

機構廣泛的注意。近幾年來
, 本省中部地區 , 在每年 3-7 月間都可大量發現此項病例

, 嚴重者甚至

全養殖場都被感興
, 雖然感染情形輕重不一 , 但卸造成養殖業者的心理恐慌。況且本省養殖業者有購

放中、小型鰻魚養盾的情形 , 勢必增長餌徹病病害的蔓延 , 因此有必要作一系列的試驗 , 藉以了解騁
,
徹菌的特性、感染途徑等等

, 俾能有按控制此病。

盲穹

材料與方法

T 在中部地區 ( 台中縣、彰化縣、雲林縣〉養體場被查不正常病鐘
, 並收集權塵、總徽病 Br 叩chi 個lY ﹒

cosis ) 之病體輯部。

三三培養基( I ) 抽取睡魚血被

培養基 ( n ) Sabouraud glucose agar;

glucose 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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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tone

agar

distilled water

培養基 ( ill ) BaSal semisysthetic medium:

109

l5g

Ii

109

2g

19

0.5g

0.2g

0.2g

O.lg

5月
100. μg

agar 20g

distilled water Ii

三種培養基分別加入 100 g;In.e 比率之 chloramphinicol u

有培養基 ( I ) 將塑膠針簡直接刺入心臟採 J祉
, 加 heparin 儘量避免污染 , 探血後注入已消喜好試管

中。培養基 ( n 、 ill) 及其他培養用其在殺菌盆中進行高溫高壓殺菌 , 聽菌帳件設定為 1.2 - 1.5

kg / cm 2 之壓力 15 分鐘 , 殼菌後分別製成培養血平按培養基及試管半斟面培養基。
呵培養血平較培養基厚度約 0.3"'" 0.5 cm 試管半掛高層養基約 5 - lOme' 高度約 2-3 cmo
z 苓步驟 :

H 將具有聽徹菌之體鱗置入組織研磨器磨碎 , 以砂布過讀後離心 , 將底層沈澱物直接注入培養基 (

I ) , 並在培養基 ( n 、 ill) 作組劃線培養。

叫將具有聽徹菌之輯穌置於試管 , 密封後 , 任其腐爛 , 然後童讀步聽Ho

俏將 Sabouraud glucose agar 及 Basal semithetic medium 分別製成斜面圖體培養基
, 然後將

具有聽徹菌之餾絲用蒸餾水洗樵後 , 以自金絲輕壓入培養基中培養 , 試管之棉花封口。

關試擻係在溫室下進行。

""i 姆徹菌培養成功與否係以商穌存在與否對定。
4有計算新鮮標本及培養狀鸝下總徹茵茵穌及大型拍子的大小。

glucose

asparagine

KHzPO4

MgSO47HzO

Fe*

Zn*

Mn*

Biotin

Thiamine

結 果

;本省中部所養殖鰻魚罹患鱷徹病 B ranchi omycos i s 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 , 在每年 3 月 -7 月間

, 可大量發現種病鰻魚 , 尤其以五月以後 , 氣溫岡升 , 易見大量鰻魚樟游於抽水襄屑 , 魚體明顯虛弱

無力 , 剪開病魚總部 , 有缺損、潰爛、褪色自慵形的eish & Hughes- 1980) 病魚緝部已經不再是正常

的鮮紅色 , 而是轉變成自於出血 hemorrhage 和血桂 thrombOsis 溝致的局部棋色區域
, 和局部鐵血

( ischemia.) 呈現按自和灰色區壩。

雖然 ( 簡 1978 ) 曾經發現鱷徹菌侵入心臆及脾臟的病例 , 但是姆擻菌還是以輯部為最主要寄生

部位 , 也是目前發生的最大問題 o 鰻魚感染之總徹菌主要生長於總部血管內 , r 尚未在血管以外之組
織發現J °檢查鰻魚是否種患此病極為簡單

, 切下一部份總部組穌置於顯徵鏡下穢查 , 若在徹細血管
內發現有一帳或是一黨樹投狀分叉的菌穌 , 菌穌內充滿袍子 , 即可確定權患餌擻病 ( 圖 1 、 2 、 3 、 4 、 5) .

蟬, 世菌的培養較為困難 , 培養的時間也較長 , 約 2 頁 2-3 星期以上
, 才容易君到大量菌穌 , 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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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中總徽菌的培養方式有三種 ( 表 1 )

1 type: 權患總徹菌之輯部以組織研磨器磨碎 , 用紗布過滴 , 把大型組織碎片取出 , 浦液經離心
後 , 將底層沈澱物及底層液取出培養 , 結果如 ( 衰 1 ) .注入鰻魚血液培養基中培養結

果未發現有總徹菌之菌絲 , 在 Sabouraud glucose agar 及 Basal semisysthetic

medium 製成之培養血平按培養基及試管半斜面措養基中作粗劃線培養 , 也未發現菌穌
的存在﹒

2 type: 取患病鰻魚鱷部置於試管中任其腐敗後以紗布過繭 , 離心後將上都液體抽掉 , 再注入 400

月 / 叫之 chi ampheni col 再離心 , 靈寶數次後 , 在血液及培養基中培養 , 結果無論在
血被中或在 Sabou.raud glucose agar 及 Basal semisysthetic medium 之平較或半斜

面培養基中皆未發現菌穌存在〈衰 1 ) , 取 1 type 及 2 type 培養在血液中 2--3 星期

後 , 再取出於 Sabouraud glucose agar 及 Basal semisysthetic medium 軍覆作粗劃

鸝培養 , 結果亦未發現鱷徹菌菌絲﹒
失 type:. 取權患鰻魚輯部 , 用蒸餾水混游多次 , 將培養基製成試管半耕面續聲墓 , 每校試管直入

2--3 片總穌 , 經 2--3 星期之培養後 , 在總穌周圍出現一圈雲曇狀物質﹒經壓片檢查
可以犧查出有縱橫交錯的菌絲、菌絲生長方向星不規凸起 , 可長成一黨或一團 ( 圖 6 、 7

8 、 9 ) .但在培養基表面 , 亦未發現有菌穌的存在。

Tabl e 1

表 1 飽徹菌在各種培養基培養的情形

The cultural condi tions of Branchjomyces sp. of eel in the various

medi urn

Blood broth
Ba 切urand glucose agar

Semi slantPlate

Basal semisysthetic medi urn

Plate Semislant

I type

II type

III type + +

I type: Gi 11 lamellae was breaken by glass homogenizer.

II type: Gill lamellae was breaken by naturally putrefied.

III type: Gill filament was buried in the agar.

攝徹菌菌穌並非呈現很規則的大小 , 而是有些部位較粗 , 而有些部位較細〈圖 10 ) .培養中菌

絲內袍子的存在情形 , 有些菌穌內佈滿袍子 , 有些菌絲內則僅有少數袍子存在 , 菌穌生畏的方向不定
, 所以很容易形成縱橫交錯的一團或一簇 , 菌絲生畏的模式如下 :
在商鯨末端直徑先漸漸增大 , 然後分叉形成二方向生畏的菌絲〈圖 11 、 12 、13 、14 、15 立 , →般菌穌的生長星
二分叉 , 有時也可呈現三分叉〈圖 16 ) , 菌穌內袍子大小差異極大〈圖 17) , 袍子 ( 圍 18) 大呼耐計

算係以大型袍子之平均值為主。

切取罹病魚總部鏡穢 , 計算出菌輩無直徑為 8-37 microns, 平均為 19 microns, 大型袍子直極為

5-14 microns, 平均為 8 microns, 而在培養基中培養的總儼菌菌穌直徑為 7 -26 mi crons , 平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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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罹病魚輯部顯微鏡檢查 , 可見有如樹校狀分歧的菌絲 ,
菌穌內密

,
佈袍子 , 160 x

Fig.l Infected to gills, branched hyphae of Branchiomyces filling with spores. 160x

圖 2 罹病魚輯部檢查 , 可見尚未分岐的一躲躲菌絲 , 2 ∞ x

Fig.2
,.

Hyphae of Branchiomyces, not yet branch. 200 x

闡 3 嚴重種病魚 , 輯部嚴重感東總徹菌 , 1 00 x
Fig.3 Bran,chiomyces severely parasiting in the gills. 1O0x

闡 4 也輯部血管流出的甜徹菌 , 160 x
Fig.4 Hyphae of Branchiomyces Flow out of tb.e. blood vessel. 16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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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 5 由總部血管流出的鱷徹函
, 200x

Fig.5 Hyphae of B ranch i omyces Flow out of the blood vessel. 2∞ x

圖 6 總徹窗菌穌星不規則生長方 l旬
, 可長成一團軍買一攘 , 200x

Fig.6 The growth type of hyphae is irregular. 200x

圍 7 擺徽茵茵絲里不規則生長方向
, 可長成一團讀一攘 , 32Ox

Fig.7 The growth type of hyphae is irregular. 320x

闡 8 姆徹菌菌穌星不規則生長方向
, 可畏成一團直是一旗 , 800x

Fig.8 The growth type of hyphae is irregular. 80Ox



278

圖 9 鋸轍菌菌穌星不規則生長方向
, 可長成一團或一簇 , 320x

Fig.9 The' growth type of hyphae is irregular. 320x

圖 10 全株菌絲並非大小一定
, 而是有些部位較粗 , 有些都位較糊 ,320x

Fig.l0 Diameter of hyphae are not even, some areas wide,

some areas narrow. 320 x

蝠 11 即將分岐的菌絲 , 菌棘末端增寬 ( 街頭 )., 320x

Fig:l1 Hyphae of Branchiomyces just before branching.

Not the widening tip (arrow).. 320x

圖 12 即將分歧的菌絲 , 菌絲末端增寬 ( 前頭 ) , 200 x
Fig.12 Hyphae of Branchiomyces just before branching.

Not the wi den i ng tip (arrow). 200x



279

圖 13
Fig.13

日略分歧的商絲 , 已可見兩端略微突出 f 前頭 } , 200 x

Hyphae of Branchiomyces Beginning to branch.

The tip dividing to two parts (缸 row). 200 x

圍 14 日略分歧的菌絲 , 已可見兩端略擻哭出〈街頭 ) , 20Ox

Fig.14 Hyphae of Branchiomyces Beginning to branch.

The tip dividing to two parts (arrow). 2∞ x

國 15 分歧的菌絲 ( 街頭 ) , 800x

Fig .15 Branched hyphae of B ranchiom¥ces (arrow) .800x

圍 16 菌穌生長星三分歧生長〈前頭
) , 400 x

Fig.16 The tip of hyphae dividir 道 to three parts to grow (arrow). 400 x



280

圍 17

Fig. 17

聞 18

Fig .18

國 19

Fig.19

菌絲內袍子大小差異極大 , 圖上端馮小型袍子 , 下方則為大型袍子 ,
The size of spores is hyphae of Branchiomyces are various.

Large spores (upper), small spores (below). 640x

拍子的形態 , 800x

Spores of Branchiomyces.800x

菌穌內袍子分佈較疏 ,
4 ∞ x

Distribution of spores is sparse in some hyphae of Branchiomyces. 400x

64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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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icrons, 大型袍子直徑為 5-10 mi crons 平均為 7 microns
( 衰 2 ) , 培養出來的總徹菌菌

穌及大型抱子的大小與新鮮標本略有不間
, 可能係因營養基質及生長時間長種不向前致 , 尚待進

一步探討。

Table 2

表 2 總徹菌特徵之研究

Studies on the diagnostic features of Branchiomyces

DiaQ'Ilostic features of B. San. □ inis and
B.-de 而 Tit-ems -(ba�secCon N e i sh &'"Hughes 1980)

Our work

Host Cyprinus earPi 0
Esox Lucius
Tinea tinea Angui lla japoni ea

Occurrence Usually localized in

blood vessels of the

Hyphae can penetrate

the gill fillament

Localized Cultural

in the condi tions

gill arch, gill fila- and occur on the sur- blood

ments and lamellae

in the

face of the vessels of medium

filament. the gi 11

Hyphae diameter 8-30 microns Usually 13-14 8-37 micron 7-26 micron

microns; up to 22-28

microns at the tip

average average 19

19 micron mIcron

Spore diameter 5-9 mIcrons 12-17 microns 5-14 micron 5-10 micron

average average

8 micron 7 mi cron

言寸 言侖

總徹商 B ranchi omycos i s 可以極分噶爾種
, Branehi omyces sat 管uinis 主要感染於 Carp

Branehiomyees dermi grans 則感染於 Pike & Tench 。同時此兩種均寄生於總部為主
, 且有同樣

分歧的商絲 , 及菌絲內密佈袍子的eish & Hughes 19 曲〉遺兩種鮑徹菌的區別在於形態學及生長特徵
,

摘敘於衰二。 (Neish & Hughes 198 的 , 在本試驗中 , 所君到的鋸徹菌 , 無論是新鮮標本壓片觀寮或是

組織切片穢查 , 菌穌的生長都是在臨薄極細小血管內 , 而未發現有穿出血管外的例證。就生長特徵而

言 , 較類似於 B. sanguinis 新鮮標本檢查之菌穌直徑為 8-37 mi crons
, 培養狀態中菌絲直徑為

7-26 microns, 菌穌大小興 B . sangui ni s 相似
, 而大於 B. dermigrans 13-14 microns 新鮮標

本計算大型袍子大小為5-14 microns, 培養狀態中之大型袍子為 5-10 microns, 顛倒於 B.
sanguinis 5-9 microns, 而較 B ﹒ dermigrans 必 17 microns 刷、 , 艘魚感染之總徹茵無論就

生長部位、形態或菌穌大小 , 大型袍子大小而霄 , 均類似於 B ﹒ sangui ni s , 至於進一步生化學上的

確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此外
, 亦會發現本省養殖艘魚輯部似乎罹患另外一種微商

, 此種徹菌有分歧

的菌絲 , 菌穌內佈浦大小較為均勻的袍子 , 光學顯徵鏡下袍子的還光率較高且較為均勻一致。其袍子

大小與本試驗研檢查之總徹菌袍子比較則稍大
, 是否屬於男一種緝徹菌還有待確認。 (Nei sh &

Hughes 1980) 表示 (Danko, Szabo & Szakolzai 1967 ) 和 ( Peduzzi 1973 ) , 可以在一般徹莒

培主基中培養摺徹菌 , 並且表示 ( Da 呦 , Szabo & Szakolzai 1967
) , 在接種後一星期間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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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ourand mal tose agar 表面君到棋色薄層狀菌落 ,
菌棘明顯的個故在培養基表面 ,

並且產生既
非氣生也非潛入型菌絲 , 砲于是在老的菌穌中產生 , 菌絲和砲于的大小說如同在魚體上 ,

以上論點與
本試驗略有差異。本試驗中 , 餌徹窗生長較慢約需 2 - 3 星期才可明顯君到 , 並且在培聲基衰面並無
菌絲存在的發現 , 菌穌均在培養基內部 ,

由於鮑徹菌似乎在乾燥的表面不容易生長 ,
而在水分較多的

內部較易滋生 , 對於袍子的產生 ,
無論在老或幼的菌穌均可故發現 , 僅有多少或大或小的區別而已 (

圖 17 、18) , 此外 ,
在培養基培養下的菌穌及抱于大小較為均勻 , 而在總薄肢血管內生長的菌絲及袍子

大小差異較大 ( 表 2 ) 。

姆繳菌菌穌撞極薄且易敵裂 , 於壓片檢查時 ,
如水分不足或觀察時閑適長極易敲裂 ,

而導致拍子
的流失 ,

在低遠離心處理時亦將導致菌都畢敬裂 , 袍子一部分流失或全部流失 ,
所以在處理上儘量不

用離心法取得菌絲 ? 而以自然說澱法取得為佳 , 無論如何 ,
媳擻菌無論在觀察上或是在處理上都頸十

分小心且快謹 , 易則易影響到菌穌的完整性 @

飽飯菌培養時 , 頭儘量防止受細菌或徹菌污染 ,
尤其是徹窗生是快速將導致失敗 ,

尤其遭受需求
量大水分生長之他種徹菌污染時 , 亦因培養基之* 分大量失去 , 導致揖徹菌即無法生長 ,

所以在前處
理上讀十分小心 , 如遭污染即須迅速移殖。

在 Sabouraudglucose agar 及 Basal semisysthetic rnedium 培養媳徹菌時兩者比較 ,
則總數

菌在 Basal semisysthetic medium 中生長較 Sabourand glucose agar 快速。

摘 要

本省中部養殖鰻魚餾擻病的主要發病期為 3 - 7 月 ,
鋸徹菌主要標寄生於輯部血管內 , 尤其是在

總薄坡之徵細血管 , 罹病魚姆部總絲不再是均勻的鮮紅色 , 而有局部棕色和局部灰白色區域 ,
鋸絲亦

將撞死‘潰囑而致缺損。

總撇菌可以在 Sabouraud glucose agar 及 Basal semisysthetic mediuIl} 中培養 ,
菌絲係生長

於培養基之內部 , 在培養基表面並未發現菌絲 , 在輯部組織中菌絲大小為 8-37 microns 平均為 8

mi crons, 而在培養狀態中 , 菌穌大小為 7-26 microns, 平均為 19 mi crons, 大型拍子 5-10 microns

平均 7 microns 。

菌絲生長模式主要為二分叉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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