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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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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ically, the infected eels were marked with ulcerative lesions over the

body. Foci of liquefactive necrosis were noticed in liver or in kidney o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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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bacterial drugs respectively. However, nearly all of the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sulfa and/or tetracycHne.

緒 雷

法揚病 (Edwardsiellosis) 是聲殖鰻重要的細菌性疾病。本省各地養鰻揚皆普遍發生本病 , 並易
造成嚴重之危害 , 使養殖業者豪受重大之經濟損失。

本病過去在日本一直與赤描病混淆不清 , 以為是同一種病 ; 直到後來經過 Hoshina(l) 、 Ewingl 玲

、及 Wakabayashi (3)
等詮實是一種與赤蜻病之病原菌 (Aeromonas hydrophila) 不同 , 屬於陽內

細菌科 , 並已確定其命名為 Edwardsiella tarda (E. anguillimortifera) 的病原菌研引起的疾病。

由於病鰻易於體表形成潰揚病牡 , 在本省郭等 (4)
遂以通俗名稱把自本菌感染的病鰻命名為潰揚病。本

菌除感染鰻魚外 , 對於其他魚類叫 6) , 爬虫類問η鳥類、 (5, η哺乳動物
(5 月、甚至人類問 9, 叫、亦宿病

原性。故對於本菌之研究深受重視。

屏東農專魚病診療服葫中心自 1977 年 7 月成立以來 , 筆者等發現本病在屏東地區甚為猖歉。為 {史

對本病能宿更深層之認識 , 主主 j臨近兩年來本中心所蒐集之病例 , 特別在疫學、病原分離、病原之抗藥
性及病理學方面提供研討心得以供參考。

* 省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
, 獸醫病理研究室

'l'aiwan Provindal Pingtu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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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L 材特 :

從 1977 年 7 月迄至 1979 年 4 月間 , 屏東農專魚病診療服務中心之送撿病艘中 , 選就其中經病理學
穢盔 , 病原菌之分離及同定而診斷為本病之病例為材料。

a 細菌分離2t 同定 :
(1) 細菌分離 :
將接患本病之病鰻麻醉後 , 以 70% 酒精棉花擦拭魚體表面 , 以無菌操作法自肝、宵各取一小塊組

織塗抹於Trypticase soy 培養基 (T -S agar) 及 Ri 血 ler-Shotts 培養基 (R-S agar) 上。將可接菌

落復接種於T -S agar 以純化細菌 , 並供生化性狀、鼠藥性及血清學反應等試驗之用。
(2) 生化性狀試驗 :
依 Shotts and Bullock 法 01) 鑑定本病之病原菌。即將上述之可提菌落行對 Cytochrome oxidase

之反應以確定其屬於踴內細菌科。若星陰性反應 , 則再接種於 TSI, SIM 及 Lysine decarboxylase
broth 上 , 若細菌有葡萄糖聽酵、運動性、並產生 Indole 及 Lysine decarboxylase, 則初步可判定

為Edwardsiella tarda 0 其餘生化性狀則按常法測定 , 以為分離菌之生化性狀比較。
以上各試驗及細菌分離 , 除 R-S agar 係在 37 � C 下培養細菌外 , 其餘均在 25

� C 下進行。
(3) 血清學試驗 :
將所分離之菌緣與本中心自備之 Edwardsiella tarda 之免疫血清〈以 A T73 菌槍之 O 抗原經多

次免疫克子使產生凝集力價達 1,600 悟之高力價凝集素〉行快遠平板凝集反應 , 若在一分鐘內是現明
顯之凝集塊者判定為本菌。

a 祟 4 街串t 成性試局會

以BBL 之Bacto-Sensitivity discs 藥身利用Kirby-Baver method (Surface-Swab method) 測

定分離菌對於 11 種常用說菌劑之感受性。
(4) 組織病理學撿牽 :
把病鰻之重要或有病變之臟器固定於 10% 中性福馬林液。固定標本行石藍色包理及到斤。自身組織

以蘇木柴一伊紅 (H & E) 染色 , 鏡撿。

結 果

自 1977 年 7 月迄至 1979 年 4 月間 , 由本中心診斷罹患潰瘡病之送撿病鰻共76 例 ; 其中有單純感染
本病者 , 亦有與赤髓病、凹凸病、滑動細菌性閥、病、水徹病、寄生虫病及其他庚患併發感染者。每一
病例之送檢尾數不等 , 少者 1 -- 2 尾 , 多則達到幾尾。罹病鰻魚大小不等 , 從鰻苗至成鰻之各成長階
段皆有感染木病者。發病率及死亡率隨罹病鰻魚大小及發病後場方處理方法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 一般

而言 , 以每天死亡十餘尾為常見 , 亦有極嚴重之死亡情況。鰻魚愈小傷亡愈重。菜場飼養約200 尾 /kg

大小之幼喂 , 曾經在短短不到一遇內 , 因感染了本病死亡約達全場飼養尾數之音 , 每天死亡數千尾。
大多數之養鰻戶在鰻魚罹病時皆先自行技藥處理 , 在經過盲目地投藥而放果不彰 , 甚或愈形嚴重之情
況下 , 才把病〈死〉鰻送來本中心求診。

本病之發生有明顧之季節變化〈圖一〉。經統計而發現 1 至 4 月份為本病之最主要流行季節 , 其
發生率佔 68.4% (52/76) ; 發生率最低為 5 至 8 月份 , 僅 {占 10.5% (8/76) ( 未包括 1979 年之 5--
6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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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I. Cases of Edwardsiellosis in pond-cultured eel diagnosed by “ Fish Disease

Diagnostic Center" in Taiwan (from July 1977 to April 1979)

分離E. tar 旬 , 可應用 TS agar 及 R-S agar; 尤其是分離菌在 R-S agar 上發育良好 , 於 37 � C

培養 24 小時出現周圍綠色 , 中心黑色之特異菌落。
把從自然感染病例所分酷的 31 棟 E. tarda 進行各種生化性狀試驗均星相同之反應 ( 如表一所示

〉。分離妹不產生 Cytochrome oxidase 及除可磁酵利用少數聽類如glucose, maltose 等外其餘大部

分酷類均不被利用。

Table 1.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31 strains of Edwardsiella
tarda isolated from infected 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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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末中心所研製之經 E. tarda 多次免疫鬼子而得到之高力價凝集素見疫血泊 , 故應用於快速診
斷分離菌是否為本菌。所有分離菌持經行快速平板凝集反應後 , 皆可於 1 分鐘內呈現凝集塊。

說所分離的 31 祿 E. tarda 行抗菌劑之感受試驗 , 結果如表二所示。此試驗成績顯示 , 所供試之
藥物沒有一種對所有試驗菌榨完全有妓 , 其中尤以積胺劑之效果最差 , 所有試驗蔥綠告對 Sulfame-
thorypyridazine 有抗藥性。對於 Tet 可 cycline, Colistin, Penicillin 及 Polymycin B 等藥物 , 大
部分菌橡亦有高度之抗藥性即使感受性反高如 : Chloramphenicol, Kanamycin, Nitrofurantoin, 及
Ampicillin 等藥物亦有許多菌蜍對其有完全的抗藥性。

Table 2. Sensitivity to antimicrobial agents of the 31 strains of
E. tarda isolated from diseased eels

Antmicrobial agents Sensitive Resistant

+++ ++ +

Ampicillin

Kanamycin

Nitrofurantoin

5 10 6 10

:3
4

19 3 6

14 3 10
Neomycin

Streptomycin

Chloramphenicol

Tetracy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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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mycin B.
Penicillin

Sulf amethory-pyridazin

2 5 15 9

2 3 11

8 6 3 eJA
國

YA
且TI--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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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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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 31

罹患本病之病鰻可分為以肝臟病變為主或以腎臘病變為主的二種病型。幼鰻感染本病絕大多數皆
呈現胖型病徵 ; 中鰻或成鰻感染則兩型之出現率大致相當 , 但其中重罵者則可同時見肝及腎臟之病變
。

胖臉受本菌侵犯而引起大小木等之多發性液化壞死牡。壞死區常伴隨明顯之出血而與周圍之正常

組織界限分明。幼鰻腹壁菲薄 , 從外表即可見病變〈圖 2) 。肝職之壞死娃常致使研表面破潰而引起
胺膜炎 , 患部與腹膜粘連並法及腹壁之肌肉層而使肌肉崩解 , 並穿孔而與外界交通 ( 圖 3 、 4 、 5 、

6) 。肝職因之而裸露在外〈圍 3) 。病原蔓延至肌肉時 , 星現明顯之炎症反暉 , 外觀上紅斑疊疊 ,
一旦潰踴則在潰屬部周圍繞以位色圓暈狀之炎症帶〈圖 3 、 4) 瀕死期之病鰻可因敗血症而致全身性
充血、出血 ,

尤其體軀、胸館及腹緝部位之發紅為顫著之外觀病徵〈圖 3 、 4) 。

腎臟型病鰻則於宵麟 , 特別是後腎 , 可見明顯之腫脹及多設性化腿娃 , 並常因破潰而溢出肛門口
外 , 使肛鬥部呈現顯著之紅腫特徵〈圖 4 、 7) 。大多數感染腎臟型病鰻尚可見以腹偕部為主之充出

血病徵〈圓 3 、 4 、 7) 。

組織病理學上 ,
本病在實質器官之病變乃以壞死及化腿性炎為主。病原侵入肝、宵之早期以充血

及質質細胞之變性 , 壞死為主徵〈圓 8 ) 。壞死區可見中性球浸潤 ( 國 9) 。若細胞反應抵不制細菌

之增 �jJl , 則壞死位更形擴大 , 實質細胞及炎症細胞遂星溶解而液化 , 甚而有終成範圍較大之臆囑仕〈
間 10 、 11) , 一且由質質表面破潰則蔓延於腹腔 , 再侵及軟組織 , 甚或腹壁肌層。在軟組織 , 因組織
結構疏鬆且宮含血管 , 故病發區常見出血及纖維素性炎〈圍 12) 。肌層內組織之溶解甚快 , 鏡下可見
肌層旱壞泣址 , 除組織壞死外尚有大量之細茵茵塊堆聚其間 ( 圈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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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佳木病之鰻魚, 偶而可見壞死性讀織維素性腸炎 , 惟顯著之腸炎病例並不多見 , 往往僅星胃腸
卡他見之病徵而已。

討 諭

許多魚類傳襲病的發生, 有明顯的季節差異 E叫。本病在疫情上亦顯示 1 至 4 月是屏東地區最重

要的流行季節在本研究室所檢驗病例 68.4% 的病例集中在這個季節宴。 E. tarda 於 14
� C 以下之水溫

環噴發育不良 , 因此 , 本病在有些國家被龍為是一種高水溫期的魚類細菌性疾病 , 並以夏季為流行之
頂峰 (5,6,13) 。由於屏東地區地處熱帶氣帳 , 即使冬季 , 平均溫度亦違 18 �-C , 所以養殖鰻仍然可以感染
本病。文急劇的溫度變異造成緊迫而使魚體易於感染疾病

(12,14)
� 1 至 4 月間正是屏東地區氣溫最不

穩定的時候。寒流侵襲時溫度急劇下降 , 但隨之文思遠罔升。即使平時 , 日夜溫差也很大 , 常超過 10

度以上。一且水溫改變劇烈時 , 魚體國緊迫而影響代謝機能並降低免疫反應時 , 就很容易蒙受病原之
侵害7 。本報告統計潰揚病之季節發生頻率與林 (1977) (

均等對產潛鰻病之統計分析成果一致。在他

們的報告襄發現赤錯病與演虜病以1 至 4 月間之發生頻率最高
, 一年當中65% 集中在這個季節宴。

76 例罹患潰虜病之送檢病鰻中 , 常見者併發感言能現象。冬季時較常見水徹菌之併發感染 , 而流行
期之 1-4 月間則以赤錯病及滑動細菌性嗯病為主要併發感染疾病。併發感草鞋往往使得病情誼雄市難

以治療。養殖戶在病急亂投黨之情況下 , 木僅疾病不見控制徒浪費龐大之醫藥費用外 , 還因為使用藥
物木當引起病原菌產生抗藥性之嚴重後果。從本中心所得之 E. tarda 分離雄行藥物感受試驗之結果

,

顯示沒有一種抗菌劑對所有供試菌樣有完全的教果 ; 即使較具放力的藥物如數徹素 (Chlorampheni-

col) 新徹黨 (Neomycin) 及映哺劑 (Nitrofurantoin) , 亦有許多菌樣具抗藥性武僅具輕度之感受
性而已。其中值得重親的是常用的水產藥物如積胺劑及 Tetracycline 之故果最差 , 所有分離棟皆對
礦胺劑有抗藥性。像這樣盲目地應用抗菌劑 , 以期控制疾病 , 我們當心有一天將會找不到一種藥物能
有效的治療魚病

(4,5)
。

對於快速診斷分離菌是否屬於 E. tarda' 本中心應用快速平板鞭集反應
, 皆能獲得滿意之快速

診斷放果。分離樣經行生化性狀同定後證與其特異性達 100% 。惟免疫血清之製備是以本中心之分離

菌棟A T73 之 O 抗原多次免疫免于後獲得的。究竟此菌掠是屬那一種血清型之O 抗原
, 因無標準菌槍

對照而不明。至於所製備之免疫血清若稀釋至凝集素 100 倍以下 , 是否仍然可以與所有之分離菌星凝
集反應 , 部分離菌是否屬於同一種 � 那幾種血清型 , 有待進一步之研究。

罹患本病鰻魚在病變特徵上可分為肝型及宵型。引起此兩型之病原菌經生化性狀試驗皆星完全相

同之反應 , 然而本菌之不同血清型是否對肝 � 腎有特別的親和世尚屬朱開。 E. tarda 一向被認為是

一種對魚類能產生腐敗作用的病原
(6) ; 在鰻魚方面 , 肝、腎、軟組織及肌肉等組織之基本病理學反

應仍然以組織壞死的中性球浸潤並迅速液化溶解為特徵。病仕區除迅速溶解外 , 鮮見強烈之炎症反應
, 當可相信本商在鰻魚組織仍然以發揮腐敗作用為主。而這種腐敗作用可能與細菌之內毒素有關的。

E. tarda 之致病機序如何 , 仍未被確立的。從病鰻之病理變化當可推測可能是這樣的 : 郎平常
存在於胃腸道之細菌一旦事機會 , 如 Stress 緊迫消化不良而引起胃腸 -t 他見 � 其他原設性疾患使魚
體衰頭等。則迅速增殖 , 這時候可能引發胃腸之壞死性或織維素性炎 , 繼貝。病原由門服循環進入肝轍
並再經體循環進入到宵騙。如果本菌果對肝 � 臂之組織有親和性的話 , 細菌途在該組織內大量增殖並
引起實質細胞之壞死 , 壞死區白血球浸潤並迅速液化溶解。一旦肝臨表面蔽潰則引起腹膜炎並設及鄰
近之肌肉組織 , 使肌肉壞死 , 腐敗並造成體表演虜的病徵。瀕死期之病鰻文可能因大量之細菌及其毒
素入侵血流而引致全身性敗血症而快速死亡。當然 , 本病之真正致病機制如何 , 實有待將來進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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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1977 年 7 月迄 1979 年 4 月間
, 由屏東農專 " 魚病診療服務中心 " 蒐集之 76 例養殖鰻潰屬病

(Edwardsiellosis) , 就其疫學、病理學、病原分離及同定等研討資料 , 提供為本病在診斷及防治上
之參考。

本病在屏東地區全年皆可發生
, 而以 1 4 月間為最嚴重。溫度甜變引起緊迫 (Stress) , 相信

是在還個季節襄引起本病盛行之主要素因。

經同定為 Edwardsiella tarda 之 31 分離據經行藥物感受住試驗
, 顯示對所測之說菌藥物有不同

程度之感受性。幾乎所有的分離菌樣對常用的水產藥物如礦胺劑及四頭徹素均有抗藥性。

感染本病之病鰻常星現特徵性的軀幹潰窮 ; 肝武宵特別易於見到液化壞死位。雖然本病之致病原

理尚屬未明 , 本報告就自然感染例所呈現之病理變化試圖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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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dwardsiellosis in small eels
weighed about 160 fish per Kg.

The swolln and necrotic livers

can be observed from outside of
the body.

Fig. 4. Severe infection of eels with
Edwardsiellosis. Note the necrotic

lesion involving to the vent and
marking hemorrhagic lesion over

the body.

Fig. 6. Edwardsiellosis. A well-defined
necrotic area in liver. Adhesive
peritonitis is caused by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diseased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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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dwardsiellosis. Marked perforation of-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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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S. Rupture of necrotic liver to cause
severe peritonitis in case of
Ed wardsiellosis.

Fig. 7. Edwardsiellosis. Lesions confined
to the kidney usually resulting
a swC!llen vent as well as red-fin
in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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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Edwardsiellosis. Liver. Infiltration
of neutrophils is markedly seen
in the necrotic 缸 ea. H & E. 200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