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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病與養殖璟境鞠係之研究

黃世鈴﹒室ll 志 C ﹒余廷基

Studi es on the Re l at ion-hip of Eel Di s ease s and CUI tural

Env i ronment

Hwang sh yh-L ing,L iu Gee-ReEE 紅1d Yu T i rlg ﹒Chi

1.Af ter a long peri od of the eei cui t ivat ion ,the n i t rogeri con ta i n;such a s

aznrn oni a ni trogen;ni t r i te ni trogen;in the eel ponds Mcreased.E spec ially,

the f luc tuat ion of ni tri te ni trogen is very COInpl icated.

2.G i i l paras i te di seases;Lernaea sp.;Adyzidi um sρ .;and Columnar is di sease of

且 s ily ∞ curred in 8 萬pond wi thout Cl eaning for a long t izne.

3.Red f in di sease;red spot disease;and paracolo di sease of eel occurr 甜 severely

from March to May .
4.E speci ally in low

February to May.

eel

tornperature per iod,SaJbroI epia sρ . occurred massly f rorn

前 言

本省鱷魚養殖巳鱷向高密度的集蹄聲殖型麓 , 講求商業價值的提高 , 鱷魚養殖必讀朝著種定而快
速長成的方式努力 , 識少病害發生的機會、研究病害發生因棠 , 在「預肪勝齡治療」的先決儼件下 , 先
行控甜水按理鐘 , 如溶氧、酸鹼度、水色、有機物說積、氮化合物等等 , 惡化的水質環境將是病害發
生的最主要壓迫〈 stress 〉因素之一。

本試驗的目的即在探討全年性的 zk 實現揖費化對病害連生的影響 , 藉以作為鱷魚養殖的參弦 , 期
能遭到高密度而高敷傘的養殖型屆。

材料與方法

-弋試驗蟬場以麗港及漢實地區為主 , 定期核查四個鱷魚養殖喝之病魚 , 艦定其病害發生原因並記錄之
, 問時作各項島的水質調查。

二毛病害檢益方式, 先核查病魚外觀 , 是否有受揖、讀爛、發缸、水徵寄生等 , 然然剪聞組蓋 , 觀察總
都是否發生缺損、潰燭、粘被分路過多 , 附著清勃、褪色或造缸 , 並切取少許鱷絲 , 置於顯徵鏡下
核查 , 觀寮有無寄生鼠 , 若發現寄生過時記錄其種巔 , 最後剖被鱷魚內部器官 , 觀察各臟器的病變
情形 , 必要時 , 將組織以1036 福馬林固定 , 起酒精脫水 , 石臘包埋 , 最後製成切身 , 染色觀察。
其水質調查的項目包含 :ZK 溫、溶存每見暈、酸鹼度、透明度、氫麗、亞硝酸氮、導電度及總硬度等。
同翻定方法 :pH 值以 CORN I NG PH meter I30 被牽 DO 以 Del ta Sciezzti f ic 他det2110

翻定氯氮之測定依Nessler 法 , 直硝酸氮之測定依Griessaozni jn 法
, 吸光度以 TURNER

spectrophotometer model 380 測定 , 其他項目則以HACH DREL/5 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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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養殖場 B 之水質變化
Changes of water quality in pon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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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表 1 至衰 4 為四個養殖場在測量期間祖|l 量項目的變化。日期為 1 號者代表當月上旬 ,15 號者代表

中旬。

表 5 結果顯示 D0 平均值 :A 場為 8.25 士 1.4O ppm,B 場為 8.11 � 1.77pm'C 場為 8.21 士

1.67ppm,D 場為 8.14 士 1.53ppm 。四個養殖場的溶存氧量都在鰻魚適合活存的限度以內 , 但是
從 12 月到 2 月D 。有稍低的現象 , 可能在低溫期不啟動水草或誠少啟動水萃的原因有關。

表 5 各養殖場溶氧量變化情形

Table 5.Changes of Dissolved oxygm in fish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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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為 11 月至 5 月間水溫由j 量的結果。顯示本省中部地區的水溫續化 , 從 11 月底說急聽下降。

如lA 場 11 月中旬 25 。 c,12 月上旬的。 c,12 月中旬降為 16 。 c,1 月上旬則降為 14.fc, 而且

低溫期 (20
。C 以下 ) 相當長 , 由 11 月底至 4 月中旬

, 約有 5 個月是處於 20
。 C 以干的低水溫期。由

於長久處於低爐時期 , 鱷魚久不攝食或擴少攝餌 , 身體較為虛弱 , 體表皮膚容易損傷 , 損傷後極容易
感染水擻病。如表 13~ 表 16 結果顯現 ,C 場於 1 月間已開始出現水擻病 ,A 揚、 B 場及 D 場亦於 2

月間曲已出現病症。而且隨著時間的延長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
, 直到 4 月下旬水溫回鼻以後 , 病況才

俊俊攝輕。

表 7 哭衰 8 結果顯示 , 氧氣揖亞楠釀氯在養植場接境中 , 並沒有一定的相鷗融i係A宇在 , 但由表 7

可以很明顯的顯現 , 華研期間愈長 , 即久末清理之蟬抱 , 氫氮有升高的趨勢。 A 場12 月底接趟 , 畫是他以
前氮氮值都相當高 ,

達 3ppm 以上。換他以後則迅速降低 Ippm lLI下 , 直到 4 月底 , 氫氮值才又關始
急速上升。 B 地於 10 月清袍 , 請他以後氯氣 {盛著ii 驅持在 Ippm ILl下 , 但至 12 月底以後則顧著的增加

。 3 月底抽掉池中污泥以後 , 氮氮值叉顯著下降 , 直到 5 月底再度升高。 C 他與 D 地則一直雄
,
持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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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 以下 , 直到 5 月才有大量升高的現象 , 養殖場氮素的來源可能為殘存餌料、艘魚屍骸、浮油生
物死亡以後有機車惡化合物分解而來。

hte

Nov.I

Nov.15

Dec.l

Dec.15

Jan.I

Jan.15

Feb.I

FeELI5

Mar.l

Mar.15

Apr.l

Apr.15

May.1.

May.15

Table 6

表 6, 各養殖場水溫續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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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養殖場氯一氮變化分析
Changes of ammonia-Nitrogen in fish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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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養殖場亞硝酸一氮變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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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養殖場導電度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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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回硝酸氮的趨化很不規則 ,B 場、 c 場及 D 場面硝酸氮有相當大的續化 ,D 祂於 4 月上旬

曾高達 1622ppb 。 A 場的研硝酸氮都維持相當高的濃度 , 面硝酸氣平均值為 :A 場 297.14 士 165.15

p帥 ,B 場 186.21 士 104.32ppb,c ﹒場 154.50 � 117.5lppb'D 場 279.92 士 243.92ppb 潑皮大小

依次為A 場 >D 場>B 場>C 場 ,
而病害發生的頻度亦為 A 場>D 場>C 場>B 場

, 尤其是寄生蟲性
疾病發生之頻度 ,A 場全年都患有較嚴重的輯部寄生蟲 ' 並講致輯部讀爛的情形。 B 場及 C 場輯部寄

生蟲的接生較為緩和
, 症狀也較輕。比較四個養高宣揚的情形 , 似乎可考慮疾病發生之頻度亦有隨著亞

硝酸氮之濃度升高而增加的趨勢 , 尤其長期處於較高濃度的他樁 , 催病率 bk 催病程度較高。

表 10, 為透明度的變化 ,
影響遍現度的因素有水中懸浮游物質 , 泥沙、植物性浮游生物。尤其以

植物性浮游生物為最重要。植物性浮游生物與水色的關係大致為 : 剛改養之地堵水質清澈
,
僅含少量

的植物性
,

浮游生物→線藻量較高的洩線→傑線 , 深融色大致可維持一段時間→濃線 , 發現濃綠色他樁
, 則續實迅速處理 , 此時常有J 在下風處看到水面有一層糊狀的藻類屍骸 ,

若不處理
, 可能變成洩線色

或水質睡得清澈 , 水質變攝以後 , 極易催病 ,
鰻魚不食餌或食餌量減少日混濁 , 部水質慘合懸浮泥沙

的混濁→較為洩綠或續為色 , 在水質變化的前毆 , 新水→洩綠→深綠的階段 , 鰻魚攝食有愈來愈活潑
及滅少疾病發生的情形。但在後戲 , 濃綠→清澈→混濁 , 易催患寄生蟲病、爛居病、爛揖病及一般性
腸染

, 鰻魚較合適的透明度約在 3Ocm~50cm ' 、 2 月至 5 月的通明度有顯著升高的傾向 , 可能因為
長久處於低水溫環壇中 , 植物性浮游生物的繁殖速率較慢 , 不像高水溫環攬中有暴發性的繁殖。

表 1O
J

Change of Transparan 叮 in fish farm.

各養殖場還明度變化情形

Table lO

pond Dpond Cpond Bpond ADate

40453525Nov.l

35

30

35

38

42

40

33

30

30

Nov.15

Dec.1

Dec.15

Jan.1

483035

42403236

45453350Jan.15

Feb.1 36382538

50

50

50

30

40

25

25

25

35

Feb.15

如hr.1

Mar.15 55

45

60

35

35

60

40

50

55

80

40

m
58

5040

Apr.l

Apr.15

May.l

May-15 653545助

LJnlt=CM

表11 為 pH 值的變化情形 , 測量期間 pR 平均值 A 場為 7.82 � 0.17,B 場為 8.13 � 0.3 失 ,C 場

為 8.11 土 0.22.D 場為 8.21 士 0. 凹 , 四個養殖場 pH 值依次為 D 場>B 場>C 場>A 場 , 惜四場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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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變化都在鰻魚適合的適度生長範圍內 , 對於鰻魚的生長 , 可能並設有太大的影響 ,A 場 pH 值較

低 , 可能係因鰻魚換地後 , 地播並未完全清理有關。

Date

Nov.I

Nov.15

Dec.l

Dec.15

Jan.I

Jan.15

Feb-I

Feb.15

Mar .1
Mar.15

Apr.I

Apr.15

May.I

May.15

Table Il

Unit =mg/1

E旭te

Nov.1

Nov.15

Dec.l

Dec.15

Jan.1

Jan.15

Feb.I

Febl5

Mar.l

Mar.15

Apr.1

Apr.15

May l

May 15

Table l2

Unit 2mg/l

表 11 各養殖場 pH {E 變化情形

Ch 個ges of pH value in fish farm

pond A pond B mrEd C

7.66

7.83

7.75

7.77

7.76

7.85

7.60

7.75

7.90

7.88

7.86

7.60

8.00

8.25

7.98

8.10

7.99

7.98

7.98

7.98

7.50

8.92

7.77

8.lo
8..30

8.35

8.48

8.38

8.15

8.45

8. 。4

8.05

7.97.

7.96

8.23

8.10

8.23

8.03

7.91

7.63

8.23

8. 目

善安 12 各養聽場總極度變化情形

Changes of Total Hardness h fish farm

pond A pond B pond C

152

I92

148

150

256

200

271

.275

268

274

253

146

153

159

238

310

146

148

152140

133

170

150

82

261

144

130

134

135

132

141

88

侷

105

108

84

68

140

120

98

92

81

pond D

8.31

8.10

8.37

8.16

8.25

8.10

8.05

8.62

7.90

8.10

8.25

8.13

8.37

8.27

pond D

367

489

420

430

390

380

346

350

191

200

202

205

207

74



�/�1g� 九月 十月 十月 士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一

車輪蟲 0��+�+ ++ + + + + + +
寄

生 指環島 ++ + + + + ++

蟲 一 代 蟲 + +

疾 舌 杯 蟲 ++ +
病

錯 蟲 +

抽 點被拍子蟲 +
于
蟲
病 價拍子蟲

爛鱷病 ++ + + +
細

姻、尾病 + +++ +
菌
一般性姆從 + + + +

�4u�
赤簡病

疾

赤點病

病

潰聽病

徵 總擻 痛
茵
痛 水擻 病 +++++++ +

其
氣抱病 + + +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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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衰 16 為四個聲頰場全年性主要疾病發生衷
, 總部寄生蟲性疾病、車輪蟲 (TrichOdina

SP-L 指環鐵 (Dactylogyrus s ρ .), 三代蟲 (Gyrodactylus sp.). 、舌杯蟲 (Apiosoma) 等全年各月

份皆可發現
, 以車輪蟲發生的頻 Z較為最高 , 指環蟲次之 , 池塘養殖期間過久 , 祂底堆積大量污混的地

緒
, 及水質惡睡的地播最容易導致輯部寄生蟲性瘓病 , 寄生蟲寄生於聽部後 , 如未加以迅速處理 , 則很

容易導致爛飽病
, 而且愈長時間未加以清除污泥的池塘與zk 質惡輯程度意嚴重的池塘 , 藥物處理愈是

困難。此外不良的水質最揖也容品產生爛尾病 (caudal fin rot disease ) 及氣抱病 (gas disease

), 氣泡病最初僅可由顯微鏡觀察揖絲血管內堆積氣泡 , 隨著病情發展 , 可導致氣泡大量堆積於緝

部
, 並且頭部也有微凸 ( 氣泡聚積部位 ), 氣泡如久未消除 , 則聚集之部位可造成潰憫。

養殖場 A 鰻魚全年疾病發生表

Table l3OC 個 rence of Giseages in fish farm A in whole y 臼 r romd.

表 13

+: 輕微感東 ++: 中度感染 +++: 嚴重感染



入月 九月 十月 十月 R月十一 一月 二月 自川一一一 四月 五月一
寄

車輪蟲 + + + + +

生 指環蟲 + + ++ + 十

蟲 三代蟲

病 舌 杯蟲 + +
錯 蟲 + +

拍攝 粘液拍子蟲 +
子病 微拍子蟲

爛』餾病 一← +
細

闌尾病 + + +
因
一般性腸炎 + +

性
赤餾病

疾
赤點病

病
潰揚病

徹 總徹病

菌病水徹病 + + +
其他 氣泡病 + +

入月 九月 十月士月 士月 一月 丹 三月 四月 五月I

寄 車輪 蟲 + + + +

生 指 環蟲 + + + + 、+

蟲 一 代 蟲
疾 舌 杯 蟲 + + +
病

錯 蟲 + ++
苑晶 粘液拍子蟲 +
子;其 微袍子蟲

爛 姆病 ++ +
細

爛 尾病 + + +++++++ +
+
國
一般性腸炎 +

性
赤緝 病. ++ ++

疾

病
赤 點 病

演 踴病 +++

徹菌 總徹 病

病 水徹病 斗± +++++++ +

其他 氣泡 病 + J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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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4

+: 輕微感染

Table l5

+: 輕微感染

表 14 養殖場 B 鰻魚全年書長病發生表
Ocmremeof Giseages in fish farm B in whole year round.

++: 中度感染 +++: 嚴重感染

表 15 養殖場 C 鰻魚全年疾病發生素 .
Occurence of Giseages in fish farm C in whole year round.

++: 中度感東 +++: 嚴重感菩提包



入月 九月 十月 十月 士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一

車 輪 蟲 + + + + + + ++ ++
害

生 指 最 蟲 + + +

蟲 三代蟲 + +

疾 舌 杯 蟲 + +
病

錯 蟲

拍
子

粘被拍子蟲

農 徽拍子蟲 + +

爛 總病 + 十 + +
細

菌 爛 尾病 + +

性 一般性姆炎 ++ ++
疾 主示饋病

病
赤點 病 ++ ++

徹 潰 囑病
菌
病 zk 徹 病 + + + +
其 氣抱病 +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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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l6

表 16. 養殖場 D 鰻魚全年疾病發生表

Occurence Of Giseages in fish farm D in whole year round.

+: 輕徵感染 ++: 中度感染 +++: 嚴重感染

錯& 病叉名針蟲病 fLemma cyprinus.), 寄生部位主要在鱷魚口腔內
, 其次為簡基部 ,

本省

中部全年可見 , 但以 2 月 ~5 月低溫期較為嚴重 , 可能保因為漫長冬季 , 鰻魚體竭 , 叉加上久未滑油
, 錯蟲在池塘內不繼繁殖﹒致使錯蟲數量無限量的增加所致。
拉外粘液拍子蟲病 (MYSidium sp.) 也是全年可見 , 但亦在泠溫期末期較為嚴重 (3 月 ~7 月

赤點病 (1 red spot disease ) 、旅鱷病 (red fin disease ) 及潰囑病 (ulcer disease
), 也

主要發生在 2 月 ~5 月的低水溫期 , 在本試驗中只發現赤錯病與潰囑病 , 發生之康因可能如不 :

1. 低水溫期鰻魚體弱。
2. 地底堆積大量微生物 , 為微生物繁殖之溫床 , 迪威細菌大量增殖。
3. 氣溫聽升聽降 , 氣溫升高後 , 鰻魚攝食活潑 , 如大量給餌後 ,

氣溫突變
, 溫度愈降 ,

攝食後之

餌科閣會在組魚消化道中積存一搜時間 , 在還段期間內 , 容易造成細菌大量增殖 , 如 A.hyd-

ro ρhita 優勢則繼愚赤插病 , 如 E.tarda 優勢則催患演讀病。

實寸 論

影響聲殖鰻魚健康的水質因素
,
可能為水中各成份要素 ( 抽水棍、溶存氧量、 pH 值、硬度、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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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用、徹生物等量 ) 互相錯綜老實雜的影響所致
, 水中某種要素的改變可能學致其他各種類要素成份

量的改變 , 同時也將影響到養殖鰻魚的健康。
水溫為各種水質因素之首要 , 溫度的變化可影響水中溶存氧量 , 有機物或無機物分解速率、生物

代謝速率、浮游生物畫、鱷魚最適溫度範圈約為 23
。 C ~28 。 C 、溶氧量為 5ppm~1Oppm,pH 值

為 8~8.5, 透明度為 30cm ~5O cm , 太高或太低的量值都將造成鰻魚的不過。
氫氮值在養殖場的變化有隨著養頰,期間的建長而升高的禪勢 , 升高的原因可能為隨著養殖期間的

延長 , 有積物沉積增多 , 而含 N 有機物大量分為平所致 , 而 EF. 硝酸氮值鏈
,
化則較為復雜

, 削注入新水 ,

由於底土中已分解的亞硝酸氮大量溶於水中 ,
且溶入的亞硝酸氮尚未被植物性浮游生物利用

, 此時水
中亞硝酸值升高 , 然後隨著植物性浮游生物的生長 , 水色變緝 ,

亞硝酸值迅速誠低
, 養離中段 ,

水質

惡變 , 水色變清澈以後 , 亞硝酸氮值又將大量升高 , 待水色變綠後 , 亞硝酸氮值又將一度降低 ,
亞硝

酸嵐值也有隨著養殖期間的延長而升高的趨勢。於水質品巨變以接投養殖後期 ( 治地前 ) 鰻魚較容易催

患總部寄生蟲疾病、欄飽病、爛尾病、腸炎等。

總部寄生蟲疾病 , 全年都已發現 , 但以水質是星變 2克養殖期間較長 ( 久未清池 ) 之祖母池較容易發生
, 而且提病以後 , 藥物的處理也較不容物 , 發生寄生蟲性疾病以後如拖延時日或未予按有效處理 , 則
形成欄總病 , 此外養殖期間較長之雛他也容易產生爛屌病 , 可能與鰻魚長久處於毒性琨攬 ( 氮輩革、臣

硝酸麗、硫化氫 ) 等環境中 , 皮膚對於外界的抵抗力較弱有騙。
透明度較高 , 水質較清澈的地樁 , 鰻魚有不食餌或滅少餌食的現象 , 如果長時間處於透明度較高

的池塘 , 鱷魚容易感染輯部寄生蟲疾病及爛鸝病。
粘液性拍子蟲病、錯蟲病、氣泡病等也在養殖期間較長的祂樁較為容易發生 , 尤其在 3 月 ~5 月

長久處於低溫環境中 , 鰻魚體弱 , 養頰池約 4 個月到 5 個月未予清理 , 此時和液苑于蟲、錯蟲病及氣
泡病也最嚴重。

赤點病、赤繕病、潰傷病主要發生在 3 月 ~5 月低水溫且氣候較不種定時期 , 發生原因可能如下
述 :

1. 低水溫期

2 種積胡鬧過長 ,
祂塘久末清理

, 有機物大量堆積於祂底 , 為微生物增殖之租床 , 導致微生物量
的大量增加。

3. 氣候不穩定 , 氣溫驟升輾降 , 業者每於氣溫升高 , 鰻魚攝餌活潑時 , 大量給餌 , 遇氣候突績 ,

氣溫驟降
, 食物可能會積存於消化道內一段時間 , 在這段時間內細菌大量增殖咒如 Pseudom'

。" 的 : 強勢則成赤點病 ,A.hJdro ρhila 強勢則引成赤鱷病 ,E.tarda 強勢造成潰踴病。

水徹病主要發生於低水溫期 (2 月 ~5 月
), 尤其在 3 月 ~5 月較嚴重 , 可能與養殖期間過長 ,

鰻魚容易造成爛尾病 , 更加重水徽病的滋長。

摘 要

1. 養殖場氯氮值有隨著養頓期間的延長而增加的趨勢 , 亞硝酸值的續化較為寶雞 , 則注水的地靖、
亞硝酸值較高 , 養殖中段 , 水質惡變水色變清澈以後 , 亞硝酸值文一度升高 , 此外 , 亞硝酸值也有隨
著養殖期間的延長而增加的趨勢。

2. 總部寄生蟲病、錯蟲病、粘浪拍子蟲病、爛輯病及爛尾病又久末消袍的地搪較易發生。

3. 亦緝病、赤點病、潰擴病主要發生於 3 月至 5 月。

4. 水微病感染主要發生於 2 月至 5 月低水誼通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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