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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養殖斑節蝦之疾病調查
陳秀男張扑性郭光雄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系

摘要:
本省在 1989-1990 年由於斑節蝦大量養殖引起各種疾病

, 自宜蘭及屏東地區揉樣調查 , 其

中尤以眼睛白化及萎縮症和肌肉自濁症最為嚴重
, 分別占 31% 和 22% '

其次為黑餌症
, 肝膜臟

病變及其他。眼睛白化症由組織病理觀察
, 其主要發病直在 fasciculated zone' 其形成壞死娃

,

會引起 retinular cell 和 rha bdom 的剝離及壞死
, 和 crystalline tracts 產生空泡化和黑色物質散

佈 '
導致眼球的自化及萎縮。肌肉自濁症經組織病理研究發現肌肉東間散佈有菌叢。種跟自化及

肌肉白濁經細菌之分離鑑定是屬於弧菌 Vibrio sp. 的感染。

一、前言 :
斑節蝦 ( Penaeus japonicus Bate) 是世界主要養殖蝦種之一

, 具有成長快速
, 肉質鮮美 ,

抗病能力強
, 抗低溫等優點 , 主要分布於非洲東南岸、紅海、馬來重島、台灣、韓國、日本和澳

洲等地區 , 成蝦體重可達 200g 以上
, 極具有養殖潛力 , 在日本之養殖歷史相當悠久 , 早期都以

粗放式為主
, 種苗皆來自天然、海域撈捕 , 80 年代以來 , 由於企業化的經營理念及市場需求量聽增

, 斑節蝦養殖也由粗放紛紛改為集約式 , 在 1988 年本省養殖草蝦發生疾病
, 產量急聽萎縮

, 在

養殖困難之下 , 業者尋求因應之道 , 紛紛改養他種養殖物 , 斑節蝦就成為重要養殖品種 , 養殖區

本來以澎湖、宜蘭地區為主
, 後來則擴大到彰化及屏東等水溫較高之地區

, 養殖產量於 1989 年

之年產量已達約一萬一千餘公噸。 ( Fishers Year Book, Taiwan area, 1989
)

、

目前
, 本省斑節蝦養殖仍揉高密度集約養殖 ' 每公頃平均放養 5 。一 60 萬

, 亦有高達 100 萬
, 疾病問題在的 89 年發生之頻率大幅增加

, 同時有大量死亡之情形發生
, 在這些發生的病症中

, 尤以眼球自化 , 萎縮症
, 肌肉自 1蜀 , 背殼潰瀾穿洞症、黑體症及肝膜臟病變最為常見

, 蝦子之

活存率及晶質皆受嚴重影響
, 本報告擬針對本省近年來兩大斑節蝦養殖區一屏東及宜蘭

, 常見之

疾病做一調查 , 並分析其病原及組織病理變化 , 以了解其感染機制。

二、材料與方法 :
(寸驗體操集 :

自 1990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分別自宜蘭
, 屏東各地區之斑節蝦池進行罹病蝦之體表及內

臟器官之診斷並記錄統計其結果。

叫細菌之鑑定 :
於進行組織病理學轍驗前

, 先行分離新鮮樟體病士土之病原 , 細菌病原之分離方法乃用黃

( 1989 ) 所敘述之法 , 分離細菌並鑑定之。
目組織病理學研究 :

由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 宜蘭及屏東養殖之斑節蝦以罹患眼睛萎縮或白眼症及肌肉自濁症
為多 , 因之將此兩種病蝦進行組織病理學研究。將患有白眼及肌肉自獨之部位取下

, 以張 (

1988 ) 所敘述之方法製備組織病理切斤
, 先以 Davidson's Fixative 固定組織塊 24-48 小時

, 然後移入70% 酒精
, 隔夜後即可進行脫水及石臘包埋程序 , 包埋後之組織塊以組織切斤機

製成 5 μ m 之連續切片
, 組織切片分別以黃 ( 1989 ) 所敘述之 Giemsa 染色法和 Hema-

toxyline 及 Eosin 染色法 ( Humason ' 1977 ) 染之 , 再以 Olympus BH
一 2 光學顯徵鏡按靚

並記錄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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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
的斑節蝦疾病之調查 :

台灣養殖斑節蝦分別於 1990 年 9 月至 12 月進行病例調查。其結果如表一所示 , 於屏
東地區所養殖之斑節蝦於 118 個病例中有 18 、 19 及 23 分別罹患肌肉白濁 ( 圖一 ) , 眼球白化
及萎縮症 ( 圖二 ) 及肝膜臟病變 , 而有 30 個病例罹息黑館病 ( 圍三 ) , 罹患其他病症者 (

包括鍾形蟲感染及爛殼症等 ) ( 圖四 ) , 有 28 個病例 ; 而於宜蘭地區所 1& 集之 356 個病例
中 , 則有 85 個病例為肌肉自濁症 , 而 127 個病例罹患眼球自化及萎縮症 , 並有 53 個病例為

肝膜臟病變 , 而黑體病則有 50 個病例 , 罹患其他疾病之病例則有41 個 , 由上述調查結果 ,

顯示台灣養殖斑節蝦之疾病 , 以眼睛白濁及萎縮症最為多亦最嚴重 , 而肌肉白濁症次之 , 黑
餌病及肝膜臟病變亦相當常見。

已由罹患眼球自化及萎縮病蝦及肌肉自濁症之病址 , 可分離出細菌經鑑定則屬於 Vibrio sp. 之
細菌 , 本研究僅將細菌鑑定至屬的層次。

同組織病理觀察問題外 , 最常見的疾病有眼球自濁及萎縮症 ( 圖二 ) 和肌肉自濁症 ( 圖一 ) , 眼
球自濁常發生控 1 。一 15g 時期 , 且通常只有一種眼發病 , 而另一覆眼正常 , 外觀上首先是種
眼內部局部白化 , 緊接著白化區擴大 , 眼球此時縮小 , 最後會整個自化 , 眼球萎縮 , 甚至消
失只剩眼柄 ( 如圖二 ) 。圖五是對蝦覆眼的結構圖 ( Bell & Lightn 缸 , 1988) , 組織病理
切片上 , 我們發現病理變化主要發生在 fasciculated zone ( 圖六、七 ) , 此區域在 rhab-

dom 和 retinular cell bodies 的內部由 basement membrane 隔開 , 其內尚有 neuropil '
lamina ganglionaris ' sinus gland 等眼球重要部位 ,

往外則有 crystalline 甘acts' cone cell

和最外層的 cuticle ( 圖五 ) , 由於蝦子覆眼之色素分佈於 retinular cell 和 rhabdom' 所以

當 fasciculated zone 受感染引起病變時 , retinular cell 即開始萎縮及自化 ( 閏八 ) , c 可心
talline tracts 則有明顯的的空洞產生 , 並有黑色物質散佈其間 ( 圖九 , 十 ) , 此時眼球間質
減少也就開始萎縮 , 緊接著 cone cell 和 cryotalline cones 開始剝落和 cuticle 剝落 , 整個眼
球也就呈現自化萎縮 , 由於 lamina ganglionaris 以內 , 似乎沒有受到外面病變的影響 , 所
以我們見到的情形就是只剩下柄和無色素的 distal medulla externa 區域。

肌肉自濁經過組織園定、包埋和組織病理觀察發現在肌肉束間隙 , 常可發現大量細菌或
是分散 ,

或是聚集成萬叢 ( 如圖十一、十二 ) , 其外表形狀為題桿狀 , 經由肌肉自濁部位分
離培養細菌 , 並經生化鑑定應為 Vibrio sp.

.
、

四、討論 :

本斑節蝦養殖在本省已有相當的歷史 , 但高密度集約式養殖是近幾年來之事 , 大量的養殖往
往容易引致疾病問題 , 雖然斑節蝦對於低溫容忍度高 , 抗病能力也很強 , 但台灣夏季養殖池水溫
常可達30-32.C ' 鹽度也因颱風及西北雨而急劇變化

, 加上藥物的濫用和業者揉高密度放養方式
, 使得水質優養化而底質惡化 ,

致使斑節蝦的病變逐漸頻繁。
有關斑節蝦之眼球變自症 , 日本高橋幸則等 ( 1985 ) 曾報告在廣島、山口、熊本三縣養殖之

斑節蝦發生過此病症 , 其症狀眼球內部混獨自化或甚至萎縮 , 他們自病蝦的心臟或血淋巴中分離
出弧菌屬 Vibrio sp. 。魚額眼睛自獨可能是由於維生素 B2 ( Hughes 1981) , Tryptophan (

Richardson et al
'

1986 ) 和 Zn( Ketola' 1979 ) 的缺乏或寄生蟲感染 ( Shari 缸
, 1980 '

Edelhan ser ' 1983) , 在本實驗報告結果並未發現寄生蟲的感染 , 而在發病區的組織病理發現
有細菌的感染 , 且有壞死蛙及織維化 , 主要是在 fasciculated zone 發病 , 導致多團組織的剝離壤
死 , 所以造成眼球的破壞和萎縮 , 因此我們認為此病變主要是絕菌感染破壞組織所引起 , 在細菌
分離鑑定的實驗 , 我們認為是弧菌 Vibrio SD. 所感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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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I1I 節蝦蝦體肌肉應是半透明
, 而當發生肌肉白濁時 , 通常由外表即可分辨 , 發生率可達

80% 以上且會引發蝦子之死亡
, 病蝦即使將殼剝掉 , 裡面肌肉也是 -Jt 乳白色

, 經過組織病理切
并及染色觀察此自獨處亦有大量細菌滋生

, 亦即已引起細菌感染肌肉組織。引起肌肉白濁及壞死
的原因 , 攘報告可能有數種原因 (1) 璟境的緊迫

, 如過高的密度 , 低溶氧 , 溫度及鹽度突然變化 ,

通常會在第四到六腹節立肌肉變自濁
, 此時容易受到細菌及徽菌感染導致死亡 ( Lakshmi et al

, 1978 ) (2) 維他命 C 缺乏
, 亦會造成蝦子腹部肌肉變自 ( Magarelli et al. 1979 ' Lightner et al

1979 ) (3) 徵砲子蟲感染 , 罹唐、此病蝦體肌肉常可發現無數的徵抽子蟲之砲子及囊抱 , 常見感染於

對蝦的有 Agmasoma penaei' A. duorara ' Ameson nelsoni, Pleistophora penaei
( Rigson '

1990 ; Couch' 1977 ' 1983 ; Lightner' 1988 ) (4) 細菌感染所引起 Momoyama 和Matsuzato
(

1987 ) 證實在斑節蝦不透明白濁肌肉內有肌肉壞死的現象。 Taka 油ha品shi
(川19昀85 ) 從患患、白 j濁蜀的肌肉

之病蝦血淋巴及肌肉分離出弧菌種 ( :、約哥

由於斑節的生態習性是賣伏夜出
, 常在不動時潛在池底 , 只露兩個種眼於外 , 所以蝦他底質

夏劣與蝦體的健康有非常密切的關連
, 在台灣餵養斑節蝦常用生鮮餌料

, 若這些餌料不新鮮或含

細菌量太高 , 池水容易敗壞 , 池底很快惡化形成還原層 , 而導致蝦子感染發病。由於水產生物在
水中的生態是錯縱覆雜 , 沒有絕對單一的囡子能導致蝦子得病死亡 , 所以在討論此 I1I 節蝦組織病
理的同時 , 病原的研究和蝦油生態的恆定維持對於此產業皆同等重要

, 因之探討蝦類之疾病若能

從更廣泛的角度
, 例如養殖現境的觀點來深究謀求解決方法

, 則更容易得到正面的教果。

Abstracts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diseases of Penaeus japoni ωs' cultured in

Pingtung and Ilang are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ye and muscle necrosis are the most com-

mon diseases with prevence rates of 31% and 22% amongst total investigated diseases re-

spectively. Blacken gill and hepatopancreatic syndrom are also frequently found in cultured P.

japonicus in these two areas. Using histopathological techniques, eye necrosis was demons-

trated to be initiated by invasion of Vibrio sp. in the fasciculated zone of eye. Necrosis of mus-

cle is also caused by Vibrio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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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1990 年 9-12 月台灣養殖斑節蝦之疾病調查

養殖地區 病例總數﹒
疾病類別
疾病數目 ( % )

肌肉自濁症 眼球自化及

萎縮症
19 ( 16% )

127 ( 36 % )

146 ( 31 % )

肝膜臟病變 黑體症 其 他
..

區
區
一
數

地
地
一

東
蘭
一

屏
宜
一
總

118

356

474

%%

一
叫
你

54-

山

可

i9
ω

-,4

85

一
站18-wu

23(20%)

53(15 %)

760 后 %)

30(26%)
50(14 %)
80(17%)

28(24 % )

坐旦逆之
69(14 %)

* 於每次調查工作進行時 , 若在同一蝦抱有一隻以上蝦子罹患向病症時 , 則以一病例計算 -

** 包括鍾形蟲感染及爛殼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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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一 : 斑節蝦 ( Penaeus japonicus ) 罹息肌肉自濁症 ( 上者 ) , 腹節肌肉呈不透明的自濁狀 , 下
者為正常蝦體

間二 : 斑節蝦 ( P japonicus ) 罹患眼球自化及萎縮症
, 如箭頭所示。 A 為種眼萎縮症 'B 為覆

眼白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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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斑節蝦 ( P. japonic ω ) 罹患嚴重的黑總症。

@

圖四 : 斑節蝦 ( P. japonicus ) 罹愚爛殼症 , 如箭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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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五 : 對蝦顛覆眼組織切片圍
Bell: organ of Bellonci

Con: cone cells .
Crc : crystalline cones

Crt : crystalline tracts

Cut: cuticle

Faz : fasciculated zone

Glo : globuli cells

Han : organ of Hanstrom

Lam: lamina ganglionaris

Mee : medulla extema

Mei : medulla intema

Neu: neurilemma

Ret : retinular cell' nuclei

Rha : rhabdoms and retinular cell bodies

Sig : sinus gland

Sta : eye stalk
( 取自 Bell & lightner 1988

)

圍六 : 斑節蝦 ( P. japonicus ) 眼球組織病理切斤 'H&E 染色
, 放大 100 倍

, 箭頭所示為病

女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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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七 : 斑節蝦 ( P. japon icus ) 眼球白化症之組織病理切丹 'H&E 染色 , 放大 100 倍 , 箭頭所
示為纖維化病變組織。

-
圖入 : 斑節蝦 ( P. japoni ωs) 眼球由化症之組織病理切片 'C 可 stalline 甘acts 空泡化 'H&E

染色 , 放大 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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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 斑節蝦 ( P. japon icus ) 眼球白化症之組織病理切丹 , 在 CrystalIine tracts 位置 , 經 H&
E 染色 , 有黑色之纖維化病變出現 ( 箭頭所示 ) 。

圖十 : 斑節蝦 ( P. japonicus ) 眼球白化症之組織病理切斤 ,
rhabdoms 和 retinular celIs 已萎縮

, crtstalIine tracts 空泡化且有黑色素出現 , H&E 染色 , 放大 2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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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十一 : 斑節蝦 ( P. japonicus ) 肌肉自濁症之組織病理切井 ,
肌肉東問隙可見細菌叢散佈 , (

箭頭所示 ) Giemsa 染色 , 放大 200 倍。

圖十二 : 斑節蝦 ( 主 japonicus ) 肌肉白濁症之組織病理切片肌肉東間隙散佈藍紫色的細菌 , (

箭頭所示 ) Giemsa 染色 , 放大的0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