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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自魚越冬期間細菌疾病研究一初步報告
黃 銀 河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Studies on Bacterial Disease of Milkfi 泊 ,
αanes αanes During Winter

Yn-Her HUANG

The epidemic "Red 句ot disease" which breaks out heavily 'among milkfi 曲 , Chanos chanes
(Forskal) during winter is described. The .causative organism was found to be a Gram-negative,
motile, curved rod bacterium. On the basis of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it was identified
as Vibrio anguillarum. The organism grew well in the culture media containing 1-7% NaCl.
The isolated strains were highly sensitive to chloramphenical and tetracycline.

-、前 霄

:it 自魚是蓋灣養殖漁業的重要種類之一 , 因屬熱帶魚類 , 不耐寒冷 , 為了增加生產 , 其魚苗必鎮
越冬。十五年來 , 此型越冬溝內魚苗死亡率平均遺 15% 仙。民國 64 年越多期間 , 寒流來聾 , 加上細
菌感染 , 越冬魚苗死亡率達 70% 以上。本研究的目前乃在探討引起越冬魚苗宛亡的細菌性疾病 , 進
而尋求有數的預防和治療芳法。

= 、材料與 3守法

病魚為民國 64 年 11 月至 65 年 2 月間 , 在省水產試驗所蓋甫分所上觀童身及曹文海埔地兩處越冬
溝揉集得到。病魚的特徵為食慾喪失 , 行為恍惚 , 脫離軍體單獨游上寒冷的水面。饋基部克血 , 體表
皮膚 � 肌肉組織出血 , 逐漸形成潰揚、肛門紅腫、克血 ( 如 Fig. 1) 。解剖病魚可發現肝、膜藏有充

血現象 , 鸝略腫夫。
取得的病魚 , 先以消毒棉花擦拭體衰 , 然後以誠菌過的解剖儀器和自金耳分別自魚體外表恩部、

餌部、肝臟、顧臟、腎臟及腸等處取一小塊組織 , 接種於含 3% NaQ 的普通寒夫平拒培養基 , 如
Table 1 所示 , 置於 21.C 下 , 經 24 小時培養。被取培養基上形態不同的菌落 , 接種於斜面培養基
土保存 , 以供病原性 , 生化學特性友說藥性等試數之用。

耐鹽性試驗 (Test of NaCl tolerance) : 值 24 小時培養之分離菌接種於舍不同濃度 NaCl (0%,

1 %, 3弱 , 5%, 7%, 9%) 之 1% peptone water (pH 7.0-7.2) 中 , 然後置於 21.C 中培養 48 小時
, 以肉眼觀察是否有接種菌繁殖。
病原住試驗 (Test of pathogenicity) : 取於 21.C 經 24 小時培養之菌落於誠菌過之生理食鹽水

(NaCl 0.85%) 中 , 便成菌之懸浮蔽 , 而以每 100 g 魚體重接種 1 mg 潛菌重之比例 , 以肌肉接種之
)] 式 , 將蘭懸浮液注射入諷目魚宙之背肌肉中 , 並以生理食鹽水代替菌懸浮液 , 同法處理做為對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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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I: Diseased Milk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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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 目魚苗經接種後放置於 13"C 7Jc 溫的水槽 ( 水取自越冬溝 ) 中 , 竟分打氣 , 每天記錄接種魚之病
情發展。試驗期間不給餌 , 不換水 , 觀察時間為 7 天。

藥物感受性試驗 (Test of drug sensitivity) : 取一滴於訕。C, 經 24 小時培養的菌培養被均勻接

種於含 3% NaCI 的普通寒夫培養基上 , 然、後將 Sensitivity disc ( 美國 DIFCO) 置於此培養基上
, 於 21

�

C 經 24 小時培養後 , 積定細菌對各藥物的抗性。

Table 1. Formula of Medium used for isolating Path.
Bacteria of milkfish, Chonos chonos (Forskal)

Polypeptone
Beef exrtact
NaCI
HzO
pH
Agar

if absent

IS g
7.5 g

30g
1000 ml

7.2
15 g (for plate or slant)

broth.

三、結 果

由病魚之患部、肝麟、腎臘、膜臟及腸中可分離出一種Gram stain 陰性 " 大小為 1--1.5 μ×

0.5 μ之鐘桿菌 , 略是弧形 , 具端單鞭毛 , 有運動性 , 經較長時間之培養漸失弧形而壘起桿狀。於
21 �C 在會 3% NaCl 的普通寒天培養基上 , 經 24 小時培養的菌落為淡黃色。於培養波 ( 如 Table I

所示 , 不合 Agar) 中 , 壘混濁狀 , 有少許沉澱 , 肉眼觀察之發育溫度為 5-- 詣。C, 發育鹽度為 1--

7% 。其他各種生化學特性及酪類之分解利用如 Table 2 和 3 所示 ; 副本菌 g臨之產生為陰性 , Cy-

tochrome oxidasse 之感受性及 Vibriostatic agent 之皮應為陽性 , 對葡萄塘具有利用性 , 但對乳糖
木具有利用性。除此以外 , V-P Test 和 M-R Test 均為陰性 , 不產生 HzS 、對 Agr:inine Dihy-

.drolase 、 Lysine Decarboxylase 和 Ornithine Decarboxylase 之反應均為陰性。

病原住試駿 : 供武 i\ 目魚受到上述分離菌攻擊時 , 皆在 3 芙內死亡。且病徵典突然種病諒自魚苗

之症狀相以 ; 即先在接種部位出現紅腫 , 紅腫逐漸擴夫發展成潰蕩 , 肝臟、腎臘、腸呈現出血性炎
症。

Table 2.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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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Test Result

Gram stain

Gas from carbohydrate

Cytochrome oxidase

Sensitivity of 0/129
(vibriostatic agent)

Catalase

+

Voges-Proskauer

Methyl Red

2,3-butanediol

Production of HaS

Starch Hydrolysis

Inhibit by Novobiocin

Arginine Dihydrolase

Lysine Decarboxylase

Ornithine Decarboxylase

+
+

+
+ +

Nitrate reduction

Gelatin liquefaction +
Indole +

+: Positive, 一 : Negative.



Utilization of carbohydrates of Vibrio anguillarum isolated from diseased
milkfish, Chonos chonos (Forskal) during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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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ultCarbohydrates

Ra 伍 nose

L-Rhamnose

Result

+

Carbohydrates

Glucose

+
+

Sucrose

Mannitol

Starch

Xylose

+
Lactose

L( + )-Arabinose
Inositol

Maltose

D-Mannose
++

+
+: Positive, 一 : Negative.

藥物感受性試驗 : 由 Table 4 .�
﹒ --一⋯一 . � 叫自

Kanamycin 及 Novobiocin 次之 , 對 Chloramphenicol 、 Tetracycline 之感受性最高。

Ie 4

ChonosSensitivity of Vibrio anguillarJlm isolated from diseased milk 直油 ,
chonos (Forskal) to antibacterial agents.

Table 4.

Sensitiv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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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Kanamycin

Novobiocin

Chloramphenicol

Sensitivity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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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ey's manual 第八肢。〉所列出 Vibrio 屬菌之特議為 Gram stain 陰性、端單鞭毛 , 對 0/129

的感受性為陽性 , Oxidase 反應為鷗性 , 碳水化合物的代謝為發酵性 , 不產生氣體。第λ版中並指出
對魚類具有病原也之 Vibrio 屬菌為 V. parahoemolyticus, V. anguillarum 、 V. piscium 。本分離菌依

Bergey's manual 第八版之分類應為 Vibrio anguillarum 。

本菌與郭上卿等 ( 1976)(3) 於淡水養殖害魚的病魚身上所分離出的 Vibrio anguillarum 除了發育

鹽度稍有不同以外 , 其他各項特徵皆一致。本菌在含 7 步� NaCI 之培養液中仍能繁殖 , 應觀為室賀
(1973)(') 等所指摘立海水菌蟻。

Vibrio anguillarum 為海產魚類常見的病原菌仰。然而養殖 JJ.j §魚感染此菌不僅在國內為首次發

現 , 在國外報告亦未曾發表過。
本菌存在於有機質多的提史 , 適溫時浮游在海水中 , 特別是發病的池水中ω。其感染的方式可能

超由裘皮讀口
(e)

0 本省豆豆目魚進入越冬溝時 , 常因驅趕或團捕而使魚體受傷 ; 進入越冬溝時 , 又因饑
餓 , 營養不良及其他不良環境 , 如褐才立的最高放養密度。

'
的等 , 使魚體自身的生理機能減弱 , 極易受

到魚 iJ. Argulus japonicus (Thiele) 侵襲。 '
的 , 造成侮口 , 如速招致本菌的感染。

林晃生 ( 1969)(11)- 指出現目魚的致死低溫為 SSC 以下 , 9.5�1l �C 時呈現昏迷狀態 , ll�13.C

時只有瞬間運動而已。陳弘成等 ( 1972)(1) 亦指出低溫為現目魚苗致死的主要因素。根撮現場記錄 ,

民團 64 年冬季寒流來襲時 , 越冬溝的水溫曾多次低降至 10.C 以下 , 不用說 , 魚體的生理機能必然
六成 ; 且由筆者現場調盔民團 64 年冬季 , 越冬溝泊死亡 Iro. 目魚多數都出現鱷基部充血 , 體表 l 支膚或

+: Positive, 一 : Negative, 咐 : High sensitivity.

四、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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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組織出血 , 逐漸形成潰揚、肛門紅腫、充血之症狀 , 即為受本菌感染引起之症狀。因此 , 筆者認
為低溫加上本菌感染是越冬現自魚苗犬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依筆者觀寮 , 本省越冬現自魚苗受 Vibrio anguillarum 攻擊而浩成死亡的水溫為 10--15
� C 之

間 , 至於為何不在越冬期間 , 豆豆目魚就不會受到本菌感榮而呈現病徵敢死亡 ? 此項原因尚在研究中。
一般而言 , 預防工作要比治療來得有殼。故越冬之前越冬溝污泥的清除 ';Tj( 路和飼育池用石灰消

莓 , 以殺蟲劑驅除魚至R' 適當的放養密度 (1.3 kg/m 啡的。魚進入越多溝時應避免使魚體受傷。越冬

期間水質管理、飼育、越冬溝保溫能力的改進 , 越冬後期防血底賀老化等減少故本菌感染的措施極為
重要。

五、摘 要

造成本省南部現自魚越冬魚苗大量死亡的紅斑病, 由罹病魚分離出一種 Gram stain 陰佳 , 有運
動性 , 大小為 1--1.5 μ xO.5 μ之鐘桿菌 , 略呈弧形。由該菌之形態、生化學特性及對聽類利用特性
鑑定為 Vibrio anguillarum 。本菌的肉眼觀察之發育溫度及耐鹽度分別為 5-- 詣。C 及 1--7 佑 , 對
chloramphenicol 及 tetracycline 具有高感受性。病原住試驗顯示本菌對 J.\ 目魚苗具有強的病原性 ,
由接種魚出現的症狀可推斷本菌為造成至 1 目魚苗大量死亡的紅斑病之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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