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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區養殖丈蛤病原菌 Vibrio 戶arahaemolyticus 之分離

楊美極* ﹒羅竹芳 * .軍伯爾* ﹒郭光雄 **

Isolation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from Cultured Hard Clam,

Meretrix lusoring in Hsin-Chu Areas

Mei-Kwei Yang 弋 Ghu-Fang L 阱 , Rev. F. Huber* & Guang-Hsiung Kou 料

Abstract

An asporogenous, Gram-negative, short, curved bacillus was isolated in pure

(;ulture from numerous moribund hard clams, Meretrix lusoring in the Hsin-Ghu

areas. Morph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naracteristics of 8 isolates conform to those

descriled for the Vibrio parahaemolytic ω in the literature. All isolates grow well O,Il

general culture media and were active in the production of gelatinase, indole, cyto-

chrome oxidase and starch hydrolysis. Acid but no gas was produced from fer-

mentation of carbohydrates. Very sensitive to a vibriostatic agent and novobiocin

and chloramphenicol. Growth occurred at lOoG-45?G and the optimum tempera-

ture appeared to be 20oG-37 � G. Optimum salt concentration for growth was 3%

and 5% NaGI and growth occurred a

Growth occurred at the PH rauge of 5.0-10.0.

thet

Another study was also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pathogenicity of all isolates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on healthy clams. Clam mortality occurred after in-

oculation with this pathogen. for 90 hrs at 28 � G.

音
區司

一九七七年四月與十二月在畫灣北部新竹吞山海迪之貝顯養殖場 , 會連讀發生養殖文蛤之大量死
亡 , 造成重大的損失 , 極受各方的注意 , 著者於是進行詳細的調查與研究。雖然造成貝類死亡的可能
原因很多 ,

但不外乎外界環境的改變 , 去 �; 氧的缺乏、溫度與鹽度過度互交岩、聽的提高、海水病書長 ,
誠寄

生蟲、徹菌及細菌、病毒體之路、究所致。(3)

有關臺濟貝頓大量死亡原因之研究 , 目前已有多篇報導。骨文陽 (1)
將一九七四年四月末省西南

抽加一帶養她場只額大量死亡之原因歸為以下四點 : (1) 放養密度過高致使環境突變時 , 導致大量死亡
。 (2) 海水朽斃。 (3) 種苗養殖區先天 (條件不良亦故人工施肥不當、氧氣不足、泛地等。但 )種苗由於長途
搬運與棲息環境之改變 ,

是成放聲數日後剖開始死亡。鄭森雌於一丸七五年指出自一九六九年以辣 ,
蓋問西南部洩梅地區每年養殖 H 獄死亡之主要原因 ,

是由於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造成水質拓眾所引起
的

(2)
。吞山文蛤益殖場已有七年之極史 , 椒油氏所言 , 在此七年中 , 雖偶有死亡發生但情況都不嚴重

,
但一九七七年所故養之貝顯其研度極高 ,

只帶、生長迅速 , 原指望豐收 , 封不志發生大量死亡。吞山
e
輔仁大學生物學系 (Department of Biology,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u� 寓大學 !i1J 般每系 (Department of Zo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前



- 57 一

地區與畫倒西兩部之瑣坡不悶 ,
死亡原因厲自然有所差異 , 因此著者由挨病方面著手研究。

關於細菌性疾病 ,
在魚類疾病中極研究得很多 ,

但到目前為止 ,
吾人對於養殖貝類之細菌性在病

所知有限。Takeuch 等
(4 ) 於一九六0 年會發現一種草蘭氏陰性、具運動性之小捍菌 ,

大小約為 1-3
毫米的 Achromobacter , 是造成日本廣島 (Hiroshima) 海灣的太平洋牡蠣 (Pacific Oyster) 大
量死亡的主因 ,

指出在將死的牡蠣體內會有細胞浸世 (cell filtration) 細菌繁殖與組織潰療 ( tissue

necrosis) 等現象。 N umachi 等的於一九六五年發現 , 造成一九六 0 年代日本松島 (Matsushima)

海灣之牡蠣大量死亡 ,
百分之二十是由一種草蘭氏陽性細菌引起的 , 稱遣種疾病為 multiple absces-

ses ,
由於不是造成大量死亡之主因 , 故未加以詳細的研究。而在一九五九年 , Guillard( 的由臨死之

貝類 Venus mercenar 也幼體培養池中分離出幾種病原菌 , 分別屬於 Pseudomonas 與 Vibrio 。同
樣的 '. 在一九六五年 , Tubiash(7) 也由 Milford 實驗室之貝頭 lvfercenaria merccllaria 幼蟲培養

池中分離出多種細菌 , 分別屬於 Aeromonas 與 Vibrio, 是造成培養貝類幼體死亡之原因 , 他稱之
為 Bacillary Necrosis 。一九七三年 Brown(8) 由將死之美國牡蠣 (Crassostrea Virginia) 幼體中
分離出 165 種菌蝶 ,

發現其中大部份屬於 Pseudomonas 典的;b 門:0 , 發現其中有二十種菌蝶可影響幼
峰之死亡率並引起明顯的型態異常及生長遲緩。

為明瞭細菌性疾病造成吞山地區貝頓大量死亡之可能性 , 於是進行病原菌之分離工作 , 並配合情
!京性試驗、以及其形態、生理及生化特性之研究 ,

將所得之結果在此提出報告 ,
以供研究者之參考。

材料與芳法

甲、細菌之分離(Isolation of bacteria)

由吞山貝類死亡區取回罹病頻臨死亡之文蛤 ' 以清水洗淨外殼後
, 在無菌操作下以刀于小心將外

妓剝闕 ,
以無菌棉花棒吸取體液於乾掙致 }{- 上做塗抹 ,

同時做革蘭氏染色 , 以觀察細菌之存在情形。
並吸取少量體液並取一小時總絲及消化道組織於 Tryptic Soy Broth (Bacto-Typtone, 15 g; Bacto-
Soy tone, 5 g; Sodium Chloride, 5 g; Sea Water, 1 f; pH=7.4) 中培養 , 將培養液置於詣。 c
溫度下培養 24 小時後 , 取少許菌液於 Tryptic Soy Agar ( 以下簡稱 TSA 培養基〉上做塗株 ,

同
樣於 28

�C 下培養 24 小時至 48 小時 , 觀察菌落之形成 ,
選取外形、顏色上形態不同之菌落 , 分別以三

區吾吾i線法多次分離以得純培養 ,
然後再接種歪斜面培養基上保存 ,

供病原性、生化特性及藥物感受性
試驗之用。

除外也將體被與組織接種於 Thioglycollate 培養基中 (D--glucose, 5 g; Sodium thioglycol-
late, 1 g; 1% aqueous Methylene Blue, 0.2 ml; Tryptic Soy Broth, 1& PH=7.2) 利用 Gas

Pak 裝置 ,
於無氧狀態下做厭氧培養 ,

以分離出絕對厭氧菌。

乙、為原性試驗 (Pathogenicity test)

將供試菌接種於 Tryptic Soy Broth 中於 28 � C 培養 24 小時後 ,
經離心法除去培養液及新

陳代謝產物 , 再以無菌海水洗三次 ,
最後配成一定濃度之細菌懸浮液備用。實驗時取健康丈蛤 (4x3

cm)' 由外套膝注射 0.2 ml 之菌液 , 其濃度分別為每毫升含有 107 108 及 109 個菌數三種 , 每種濃
度注射 25 隻丈蛤。對照組分為兩組 , 對照組 I 是以等量 (0.2 ml) 之無菌海水取代菌液 , 依向法注
射 , 對照組 II 則完全不注射。注射後 ,

將女蛤收容於塑膠盤中 ,
上下覆以濕的紗布以保持濕潤環境, 放於 28 � C 培挂靠i 內 ,

每隔一定時間觀察死亡情形 ,
外殼張開死亡之文蛤 ' 則先除去

, 以免干擾其
他未死者。

雨、為原茵之鑑定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

(1) 形態與培養特性之觀按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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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分離直於普通蔽體培養基中培養 24 小時後 , 取少量會抹於故片﹒上 , 在顧徵鏡下觀察其運動性
, 同時以 Leifson 方法做鞭毛染色 L幻 , 觀

,
祟鞭毛所在之位置及分佈情形 , 利用革蘭氏染色法觀察其形

狀 , 大小與書長色特性。並培養於 TSA 固體培養基上 , 觀察其菌落之形狀、顏色、大小等外表特性。
(前生化特性試驗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emical test) 。

將分離菌接種於 Hugh & Leifson � 一一 -

測定其他特性 , 如氧化臨試驗 (cytochrome oxidase test), 硝酸鹽還原性 (nitrate reduction)
,

現膠之液化性 (gelatin liquefaction) , 剛果之形成 (indole formation)' 醋額之發酵性 ( carbo-

hydrate fermentation) , 激盼及酪蛋白之分解性 (starch and casein hydrolysis) 等。如j 用

Brooker 方法 tl0) 捌離氯酸竣酪 (lysine decarboxylase) 之存在。以 Fay 方法 t11)
詛IJ 鳥氯酸之脫

接臨 (ornithine decarboxylase) 。並接種於 Simmon's citrate agar 上
, 觀察其利用檸檬盟

(citrate) 的情形 , 利用 TSI (Triple Sugar Iron) 培養基捌定是否有硫化氫之產生。
(3) 耐鹽性試驗 (Tolerance of NaCI)

將經 24 小時培養之分離菌 , 接種於舍不同濃度強化動之 peptone yeast Extract Broth ( 內

台 1 % proteose peptone, 1 � 屆 yeast Extract, pH=7.2) 中 , 單化競之濃度分別為 1% ' 3� 屆 .s� 區

,8 侈 , 10 鬼 , 15� 屆與 20� 活 , 於 28
� C 下培養 24 小時 , 由培養液之混觀度可知其生長情形 , 而判斷

其對不同盟度之忍受力。
(4) pH 之忍受範圍試驗 (Tolerance of pH) 。

將 PYE 培養被以 1% 之氫氧化銷與 1N 之 � 化氫調成各種不同酸鹼度之培養液 , 其 pH 值分

別為 5.0, 6.0, 7 丸 8 札 9.0, 10.0 與 11.0 。將經過 24 小時培養之新鮮菌 1 白金耳量接種於內 , 於
28 � C 溫度下培養 , 隔天觀察其生長情形。

(日溫度忍受度試驗 (Tolerance of temperature)

將 24 小時培養之新鮮菌 1 白金耳量接種於 PYE 培養液中 , 於 SOC, lOoC, 2SoC, 28 � C, 37 � C,
位。C 與衍。C 溫度下培養 , 隔天觀察其生長情形。

(的藥物感受性試驗 (Drug Sensitivity Test) 。

為試驗分離而得之病原菌 , 對於藥物之感受性程度 , 將菌接種於 TSA 培養基上 , 於上灑上少許
Vibriostatic agent ( � /129-2, 4-diamino-7-diisopropylpteridine) , 觀察其抑制細菌生長的情形 , 同
時以各種不同之抗生素紙環置於已接種菌的 TSA 培養基上 , 隔天觀察抑制j頭的產生 , 所周抗生素
有 : Chloramphenicol, Kanamyc 泊 , Neomyc 血 . Penicillin, Novobiocin, Tetracycline, Eryth-

romycin, 及 Streptomycin 。

已

結果與討論

甲、細菌之分離(Isolation of the bacteria)

由患病之文蛤體腔與組織中 , 可分離出 11 種不開菌蛛之革蘭氏染色陰性之桿菌 , 經過病原性試
驗知其中 8 種菌蜍皆可造成文蛤之死亡。經書長色觀察 , 其次小均為 1-2 徵米 xO.5 徵米之鍾桿菌 , 略
微彎曲 , 具有端鞭毛運動性強 , 有時腎度不明顯 , 而星直狀、球狀甚誠菌體膨大 , 亦即表現出多形性

(pleomorphic) 。通常為單個體存在 , 有時會成對在一起 , 不產生葬胞 (endospore) 。於 TSA 培

養基上 , 在 28
�C 下經過 24 小時之培養 , 產生菌落里灰黃色、黏狀、圓形突起、光滑而周圍完整 , 直

徑約為 2 到 3 毫米 , 生長快速 , 很快瀰散整個培養基 , 若以側光照射 , 可見縣色之發亮現錄 ; 有2

於 PYE 液體培養 24 小時後 , 菌被混繭 , 並有白色菌體沉澱下來。於 TSA 培養基內加入定量之

crystal violet 及 sodium azide 試驗分離菌之感受性恥的結果 , 顯示於合 2.5ppm 濃度之 crystal

violet 的培養基內還可生長 , 但在合 sodium azide 250 ppm 濃度下則不生長
, 同時革蘭氏樂也為

紅色 ,
而判定分離的確 !屬 1(i. 蘭氏陰性菌。分離菌於無氧狀況下 Thioglycollate 培義萃,

上之良好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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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 認定為一種兼柯 : 需氧峙。

另外有可產生芽胞
, J平蘭氏惕性 , 不發酵醋巔 , 於 TSA 培養挂上形成白色黏狀菌落

, 類似 Ba-

cillus ' 由於不具病原性
, 故未做詳細的鑑定。同時亦分離出一種草蘭氏陰性 , 具運動性 , 不具芬胞

的恆桿菌 , 於 TSA 固體培養基上呈現鮮黃色的菌落 , 較乾不具動性 , 圓形、光滑而突起 , 依初步鑑
定 , 可能為 Flavobacterium' 但自分離後 , 經幾次培養就不容易再維持 , 由於此一特性 , 未能做更
進一步之鑑定 , 依著弱的看法 , 分離而得之 Bacillus 與 Flavobacterium 可能存在於文蛤體內或海

水內之原有非病原齒 , 由於缺乏貝類體內及其生活環境水域之常有菌叢之生態的資料 , 無法做深入之
研討 , 關於此一問題 , 有待將來進一步的探討。

乙、形龍、生理及生化學之特性

characteristics)

(Morphological 、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分離菌之形態、生化學特性及醋額利用性如 l表一及表二所示 , 郎具有運動性 , 可利用醋顯不產生
氣體 , 不產生硫化氫 , 可產生氧化酪 (Oxidase) 並有觸酪 (Catalase) 之存在 , liJ 將明膠液化 , 並
分解澱粉與酪蛋白 , 不具有 Arginine dihydrolase , 可將硝酸間還原為亞硝酸鹽 , 對抑制劑 (Vibri-

ostatic agent, � /129) 有感受性 , 有J 產生 nij[p 栗。有J 利用多種醋頓 , 也不利用Xylose, Inositol, Lactose

與 Ra 伍 nose �

分離菌對於聾度的忍受力很強 , 為 0.5� 屆 -15% ' 最適當揖度為 3� 屆 -5% 。於 pH 值 5.0-10.0

範因內皆可生長 , 可在 lOoC- 的。C 下生長 , 但最適溫為 20
� C-37 � C 。

Table 1.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ibrio ρarahaemolyticllS

Isolated from Moribund Bivalves

Catalase: Weakly positive

Cytochrome oxidase: positive

Hugh-Leifson's medium (O/F medium): Fcrmentation of glucosc

Ammonia: Not produced from peptone water, urea or Thornley's semi-solid arginine medium

Nitrate reduction: Nitrite produced from nitrate

Negative

Litmus milk: Slight acid production but no other visible changc

Indole: is produced

Methyl-red test: Negative

Voges-Proskauer test: Positive

Simmon's Citrate agar:

Not produced

Positive

Urease:

Sodium citrate may be utilized as sole source of carbon

Hydrogen sulfide:

Hydrolysis of starch:

Gelatin liquified: Positive

Gas from carbohydrate:

Hydrolysis of casein:

H γ drol ysis of Tween 80:

Lecithinase:

Negative

Positive

Positive

Is prod uced

Relation to free oxygen: Aerobic or Facultatively allacmbk

PH range: PH 5.0-10.0, scant growth at PH 5.0 and 10.0

Tolerance to NaCI: Good growth in 39 屆 and 59 屆 NaCl, stant growth in 15% NaCI

Temperature relation: Range 10 � C-45 � C, optimum 20 �
C-37

�
C



Utilization of Carbohydrate of Vibrio parahaemulyticus

Isolated from Moribund Bivalves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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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

+

+
+

C的ohydrate

'

I

I Inulin

Inosi tol

Ii Glycogen
Ii Ra 伍 nos 紀e
I'

肘nn汀In ω附os

il Trehalose
A

Result

+

+++-
四

Glucose

Maltose

Lactose

Dextrin

Fructose

Galactose +

Sensitivity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solated from

Moribund Bivalves to Antibacterial Agents

Table 3.

Sensitivity

+
+
+

Drug

Novobiocin

Neomycin

Kanamycin

Vibriostatic Agent
co /129)

II
S�nsitivity

+抖

+

+
+

Drug

Chloramphenicol

Streptomycin

Penicillin

Erythromycin

Tetracycline
+H

v'-LV.I.-..1,snρ
lues-bge--H問 :PositiveNegative +:.一 .

丙、細菌之鑑定 (Bacterial identification)

依 Harr 站 an(9) 及 Shotts
12)
之革蘭民陰性反應菌之分類基準 ' 知分離菌屬於 Vibrio' 郎此菌

具氧化酷 , 可分解開膠 , 非腸內細菌華 (En terobacteriaceae) 讀 plesiomonas 屬 , 可產生鳥氯酸
脫竣酪與離氯酸脫按酪 (Ornithinase decarboxylase & Lysine decarboxylase) , 對 Novobiocin

及 Vibriostatic agent
�

/129 極為敏感 , 非Aeromonas 議 pseudomonas, 而應屬於 Vibrio 。

依照 Bergey's Manual of Determinative Bacteriology 一書之第八版 (1
的之分額為基準 ' 並

參考 Vanderzant 之分類法
(15) ,

由於分離菌可產生時 l探 (Indole), 刺用檸檬酸鹽 , 於不合鹽之狀
況下不易生長 , 於 42

� C 下還可生長良好 , 但 SOC 時則不長 , 可產生卵磷脂酪 (lecithinase) , 分
解 Tween 80 等特性 , 加上以上描述之生化特性 , 可鑑定為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

7 、為原性之判定 (Determination of pathogenicity)

當以培養之菌液 , 進行外套腔之注射 , 結果顯示所有供試菌皆可造成貝體之死亡 , 經過重覆六次
實驗的結果 , 發現注射後時間與累積死亡率有一定關係 , 可以劃出一死亡曲線 , 如國一所示。即當以
每一毫升含有 109 個菌數之濃度進行注射時 , 的小時後就有百分之八左右的貝體死亡 , 融讀觀察 42 小

時 , 發現死亡速率按慢 , 其死亡率並不十分顯著。但在 42 小時之後 , 則死亡個數星直線上升 ,90 小
時的累積死亡率已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對照組 II- 亦即完全未經注射者 , 於一星期內發現死亡 , 對 !現

組 1- 注射 0.2ml 之人造海水於外套腔中 , 接種後 42 小時內未發現任何具體之死亡 , 直到 42 小時後 ,

始偶有少數個體之死亡 , 唯其累積死亡曲線並不歇著 , 可見注射入之菌液 , 確實可造成具體之損害 ,

引起其死亡。

而以不同濃度之菌被注射 , 觀棋其造成死亡之差異時 , 發現合菌量為每一毫升中有 107 個細菌之

濃度對具體影響較慢 , 而 108 {J甜的故次之 , 指控五十小時後才有明顯損害出現 , 可見注射之菌量可以
影醬捕

,

原性試驗之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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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由分離出之八屆誅之病原性試驗的結果及其他特性 , 依照“Bergey's Manual of

Bacteriology" 一書之第七版及第八版 (13,a)
所敘述 , 將之歸於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

此白宮一般皆認為來自海洋 , 許多徵生物學家曾做各方面研究 , 想、探討其在自然界之分 Htj 範圈。最先由

日本一草科學家在日本東京灣附近 , 由海水及海中生物體內分離出此菌 , 而在美國也有多人做這方面
的研究 , 如 Baross 與 Liston 兩.人曾在美國華盛頓州、沿岸及太平洋西北岸之海水、海中沈積物及只

類體內分離出此齒 06,17) ; Kaneto 與 Col well 兩人亦曾做一連續的研究 , 調查 Vibrio parahaemo-

lyti 叫 s 於 Chesa peake Bay 之拍岸及外海中之分布狀況 (18,19,20) Krantz 甚至由罹病之蟹類 (Blue

Crabs) 分離 11:1 此
,

齒 (21) ; 另外彿屜里達州、阿拉斯加等地亦有此的之分離報告(22.23) ; Bartley 於

一九七一年曾出美國新罕斯州 (New Hampshire) 海岸中之海水及牡蠣位中分離山 V. ρarah 山 IIl-

ulyti ωs( 昌的 ; 而在一九七五年 , Earle 也曾由軟設具瓶 (My ω are Ilaria) 分得這種海中病原菌 (�5.1 ,

由此可推想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是廣泛存在於海水中 , 但其感染海中生物造成書長病 , 都可能
自於生物生活環脆的改變 , 導致此的大量的嘴植識生物受到l壓迫 (Stress) 降低7 挖坑力所引起的 ,

Determina-

t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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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調度的突然變化 , 海水 �� 視皮的改變或其他物理閃京恥于可氧壘的阱 {氏的根練 Kaneto 氏指 IW2 的

冬季時 V. parahaemolytica 存在於 Chesa peake Bay 中擺得河 (Rhode River) IU 梅口處之向

民沈積物上 ,
但有; 四月左右 , 水溫上升至 14

�C 15 � C 時 , 此蝕
,

還能存在於海中浮游動物 (zooplank-

ton) 上 , 此時由於細菌數目 :不很多 , 不易額,I] 得 ; 苦酒度再上升至 19
� C-20 � C, 貝 I]I 道體大量繁叭

,

完滿於海水中 , 這種商數的消長 , 於一年中有一定的週財性 , 被稱之為年週期 (annual cyrl 吟
, Vr

r&1 度是主要決定因素外 , 水中含鹽度的變化也具有相同的影響作用。
由實驗結果知分離菌 Vibrio paraha('JJlol."liClls 可恕受湘度之範間很獸

, I), rml 達 1攝氏們皮之狀

況下還能生長 ; 台鹽度達 15% 亦能 f{ 軒
, 而 pH 蟬

,

而非 10 或 (底有三 5.0 也不受影響 ; 而不在布穿孔、仰、最

狀態下生長一樣快速 , 換句話說 , 外界環境之變化不影響此兩件, 長 , 有時反而促進其繁叭 , {R, 另一方

雨 , 環境改變所造對貝額等生物之壓迫 (stress) 對1使貝顯 l糾正7 鼠抗力 , 此可能是只寶貝受本荷馬民眾
, 造成死亡之原因之一。至於此簡藉由何種進徑侵入貝體 , 造成貝顯那一部位之 ;民幣 , 產生和 i 種病妞
, 需做更進一步有關組織病理學的研究。文感操之機制 , 究竟是商體本身之增晰 ,

造成貝如丹 :卦,之不

平衡 , 識因為此菌繁殖後其代謝產物或毒素所作用的結果 , 亦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
Tubiash 等人的 , 自患病之貝類幼體分離仲\ Vibrio 興 Aeromonas 兩種病原商之報告中

, 扣
卅幼體會受此二種病原菌之感樂而罹病 , {E. 成體則不受影響 , 司能成體外有硬殼保護 , 齡,經 24 小時

之浸泡 , 病原菌亦不易進入。閃此末實驗進行情原|生試驗時 , 採取直撥注射外套腔 (Mantal cavity)

法 , 並且連緝做數目的觀察 , 或許侵入之約i 繭 , 領純過一段時間的繁嗽 , 常達到一定數目後才能致使
貝類權病 , 使之呈現病徵。女 , 病原柯 :有無之判定 , 在以成體為供試材料時 , f草能由其外殼之關秤
情況而判定其死亡

, 而以幼體為材料時 , 除藉外設之開啟情況來判定死亡與否抖 , 還可藉閃爍現象
(scintillation) 凍判定貝體是否受病原菌的感染。 Tubiash 興Guillard (6.7) 於貝類幼體之培養池中

加入欲試之病原菌 , 幾小時後可見大量細菌聚積於貝體四周 , 他稱之為“Swarming of bacteria" ,

於一百倍放大下觀察 , 可見幼體組織受病原菌侵入後會有閃爍現錄 (Scin tilla tion) 產生。

由於一般梅中生存之貝額 , 雖離開海水 , 但仍可耕.持一段時間而不死, 世 II 丈蛤於濕潤環境下
, 仍

叮生存一星期以上 , 利用此一特性 , 常進行病原件試驗時 , 取定量欲試萬被注射後 , 將之故於瑚膠盤
內 , 保持一定濕度以觀察其活存狀況。此法所得教果較將女蛤泡於一定濃度之商被內所做試驗為好 ,

因為健康之文蛤泡於不加處理之海水中
, 亦時時可見死亡情形 , 因此易造成實驗之誤差。同時實驗時

為避免可能造成貝體之直接損害
, 很小心地將外殼打開一小髓 , 使注射針插於抖套腔內而不觸及體內

任何部位
, 以期儘可能保持原有之生理狀況。對照組注射向量海水做比較時 , 發現注射入造海水之死

亡率較未經注射者為高
, 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女蛤對實驗中所住射入之人造梅水有所反應 , 放因注射時

, 外敢打開後使保存於外套體內之海水流失 , 造成外套膜所餘水。 }太少
, 閃而影響其 l�, 長 , 們 E寢食原

閃植得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觀察分掰一菌 Vibrio parahemol) 圳'CIIS 之致病力時
, 發現快感 t 42 小時後

, 女蛤之累積死亡不

相當高 , 而對照、組雖亦有死亡 , {R, 累積死亡來相常低 ; { 貝在 90 小時的時候 , 對 !顆純之累和死亡率已

接近百分之十 , 雖仍較處理組之累積死亡你為慌 , {R.E 影響耕者判病原件有責任之判定 , 布酬的原 1,j 之

判斷某埠
, 實有持進一步的探討。

戌、暴物之感受性 (Drug Sensitivity)

分肯In 駕于 J 琴與物之感受絆, 如 1表三所示﹒除草! 背 f數票 (penicillin) 具才J JitJt 外
, f,t 多輔導接辦l 皆有感

受性 , 其中對氣做素 (Chloramphenical) 散散感 , 其次為 Erythromycin, Tetracycline, Kana-

mycin, Novobiocin, Neomycin 及 Sarept ωomyCl 沁II 。由此闢廠1訥力示三大罰郁i叫{份分的 J忱j立L叫仕住三素皆有才拉糾抑
{
內印|川i鬥叫'II亦巾制Ii仰削;1叫I] 此 l繭岩刊休三 f長支的

救果 , 尤其是穹氣1.\1 繳擻

起的訊 , 8n-nTn 棋穗 r'fIJ 以收 |仿泊之效果。祇是要以投輾 j- 式防的此 |有引起的故病 , 於們然 !狀況下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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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民大海 l1\rl'
,

11: 私有其對{
嘿Iii' 如果能做到此的侵犯只獄之途徑及引恆病倦的原因有所暸解 ,

或許能
找出較為切合實際之防治方法。

摘
要

由新竹吞山地區只類養殖場 , 文蛤大量死亡時採因之標本 ,
分肉\W:\- 種不符芽胞、句'. 關氏陰性具

運動性之桿商 , 經形態、生理及生化特性之研究鑑定為 Vihria ρ arahaemolyticus °此菌可在辛辛通培

養基內生長 , 具有產生明膠醋、 p�1 堅持、氧化臨 ,
及分解澱粉之特阱 ,

"中;發酹醇頓時差賠不產氣體 , 對
於 fiC 弧商齊IJ 去 II �

/129 及抗生素 Novobiocin 與單價系極為敏感 'lif 在 lOoC- 的。C 下生長 , 但最適
混為 20

� C-37 � C 。可 !{J 受鹽度之範圍很大 , 為 0.5-15% ' 但最適常濃度是 3%-5% 。於 pH=5.0
-10.0 範圍內皆可生長。

以健康丈蛤做病原性試驗時 , 發現所有分離之的brio parahaenlolyticus 萬林皆具病原性 ,90

小時內可造成試驗貝顯嚴重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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