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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48 hour TLm of iodophor for eels and

2.42 ppm, respectively.

4. The recommended concentration of iodophor

control pathogenic bacteria was 0.4 ppm.

言

目前使用於水產之消毒藥的種類很多
, 其中以 Iodophor 使用得最普遍。而 Iodophor 原是用於醫

院消毒的一種消毒劑 ,. 今將其應用於 7)( 產上的消毒 , 雖廣泛為業者使用 , 但其實並無實驗的數攘作為其
使用的依接。本試驗目的在明瞭 Iodophor 在水產上應用時 , 會受到何種因素的影響而降低其消毒力 ,

其對於饅魚之毒性及消毒饅池時之安全有效濃度。

緒

材料及 1; 法

Flexibactor821128-3K, Edwardsiella tar

的03 日 -9K 及 Vibro anguilliarum 800124-2S ,
'dahydrophila

Pseudomonas anguillisep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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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 : 購自中部養殖場 , 其品種為 Anguilla japonica , 體重約為 30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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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轍 : 購自畫北市市場 , 其品種為 Misgurnus anguillicaudus , 體重約為 5 公克。
Iodophor: 本試驗使用盡基企業有限公司提供之愛樂福痕 , 每 mI 合 2% 有數碘。

方 法 :

一、石晨曦餘數之測定 :
將 Aeromonas hydrophila 在 TSB (Tryptic Soy Broth) 中於詣。C 培養 24 小時的菌液 , 取 0.5 mI

分別加入石炭酸及 Iodophor 5 ml 的各稀釋被中。經作用 5 分鐘及 10 分鐘時 ,
分別將此菌混合被取出

一白金耳 , 塗抹在含 TSA (Tryptic Soy Agar) 的平板上 , 在詣。C 經過 24 小時培養後判讀巾。
當右按酸或 Iodophor 的稀釋濃度作用 5 分鐘時對菌無抑制 , 而在 10 至于鐘時有抑制之濃度作為其

最終濃度。而將 Iodophor 之最終濃度的稀釋倍數除以石挨酸者 , 即得到石鼓酸係數巾。
二、影響 Iodophor 消毒力因素之試驗 :

A. hydrophila 在 TSB 中於詣。C 培養 24 小時後 ,
將此培養被離心除去上層培養液 , 以生理食鹽

水稀釋之 ,
再用光電比色計以 525 nm 之按長測其透光率 ,

配合平被活菌數之計算 ,
作出透光率與活菌

數之標車曲線 ,
便可科用透光率來測定其菌含量 , 而將之固定在 106 CFU/mI 。取此 106 CFU Iml 之

菌平 3 ml, 加入岫阱。 r 之稀釋液 3 ml
中 , 經 5 分鐘後 , 取出此菌混合液 3 ml , 置入含 3.6 ml

sodium thiosulfate (0.0004 M) 的平被內 , 立即混合均勻。再將保持於鈞。C 之水浴中液態的 TSA
15 ml 加入平板內 ,

待 TSA 凝固後 , 置於詣。C 培養 24 小時後 ,
計算其商落數目。此法稱為 Ross

法《仙 , 以此作為比較各影響因素之標準。
1. 將 Iodophor 稀釋後置於室溫 ( 當時室溫是 14.5--20

�C) , 每隔一段時間 , 即 1, 3, 6, 12 及
24 小時與上述 106 CFU Iml 之菌液作用 , 作為 Iodophor 經稀釋後消毒敷力有數時問之試驗。

2. 將見血清加入前述的 106 CFU/ml 之菌液中 ,
使菌與 Iodophor 揖合液之血清濃度為 2 克及

4; 右 ,
作為有機物對 Iodophor 消毒敷力之影響試驗。

3. 將硬求加入前述的 106 CFU Iml 之菌液中 ,
使菌與 Iodophor 混合波之硬度為

準硬水 ) (10) ,
及 684 ppm , 作為硬求對 Iodophor 消毒效力之影響試驗。

4. 將前述的 106 CFU Iml 之菌液的 pH 值以 IN 鹽酸或 0.5N 氫氧化鍋調整 ,
使菌與 Iodophor

混合被之 pH 值為 pH 3, 5, 7, 9 , 作為 pH 對 Iodophor 消毒效力影響之試驗。
5. 將前述 106 CFU ImI, 之菌液 'Iodophor

稀釋波及其混合按在水浴中調為 15
�C, 25 �

C 及 35 �C,

342 ppm ( 標

作為水溫對 IOdophor 消毒敷力之影響試驗。

三、 Ross 法測定 Iodophor 在 5 分鐘與 10 分鐘對 A. hydrophila 之消毒試驗 :
方法與上述之方法二的比較標準間 ,

另增加菌液與 IOdophor 稀釋按作用 107t 鐘一項。

四、 Iodophor 對魚之毒性

1. Iodophor 對鰻魚之毒性 :
將自養殖場購得之鰻魚以 6 ppm Nitrofurazone 興浴 2 小時 , 之後蓄養於清水中 2--3 天 , 此為前

處理 ,
以供實驗用。將此經前處理過之鰻魚 ,

選取平均體重為 30 公克之鰻魚各 7 尾放入盛有 30 公升、
水溫為 25

�

C 之 71\ 接箱內 , 之後分別加入 Iodophor 稀釋液 , 經 48 小時記錄其死亡情形 ,
以測得

Iodophor 對鰻魚之最低致死濃度及最高不致死濃度 ,
此為上下限。再以同樣的情況將上下限聞之濃度

範圍以等差級數分成7 組、每組各 10 尾 ,
其他情況則與上述之上下限的操作相同 ,

以求得 Iodophor
對艘魚之致死百分之五十槃浴濃度 (Median Tolerance Limit, TLm) 。整個實酸過程皆不體食 , 水溫
則以水溫自動調節器維持在 25

�

C 。

2. Iodophor 對泥制之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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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Iodophor 對泥轍之 TLm 的測定
,
除7 泥 ,轍所選取的體重平均為 5 公克外 , 其餘各慷件及

操作皆與鰻魚之 TLm 的測定相同。

Indophor 應用於鰻魚病原菌消毒試驗

五、推講現場使用濃度

以 Iodophor 濃度為 0.2, 0.3, 0.4, 0.5, 0.6 ppm 對 A. hydrophila, E. tarda, F. columnaris, Ps.

anguilliseptica 及 V. anguillarum 以 Ross 法作消毒試驗。 Iodophor 與各菌作用之時間為 1---6 小時。

因各菌之生長條件不同 , 故 A. hydrophila 及 E. tarda 使用 TSA, F. columnaris 使用 Cytophaga

agar, 的 . anguilliseptica 及 V. anguillarum 使用 TSA 另加 0.5% NaCl 作為培養基 ; 除 Ps. anguil-

/ise ptica 培養於 20ce 外 , 其餘各菌均培養於詣。e ; A. hydrophila, E. tarda 及 V. anguillarum 培養

24 小時 , F. columnaris 培養 48 小時 , Ps. anguilliseptica 培養 96 小時後判讀。

果結

一、石炭岐條款之測定 :

由表 1 顯示 ,Iodophor 對 A. hydrophila 5 分鐘不能抑制而 10 分鐘能抑制之濃度為 11,000X ' 換

言之 Iodophor 對 A. hydrophila 之最高有效稀釋倍數是 11 月OOX' 而石景酸則為 lOOX 。將此代入石

景酸係數公式 :
石景酸係數 =Iodophor 最高有效稀釋倍數 / 石景酸最高有教稀釋倍數。

= 11,000 X /100 X

回 110

表 2 顯示 ,Iodophor 對 E. tarda 之最高有數稀釋倍數爵的 ,500 X ' 石景酸則為 120 X ' 代入上

述之石景酸係數公式 , 求得 Iodophor 對 E. tarda 的石景酸係數為 150 。

二、影響 Iodophor 消毒因素之試驗 :

表 3 顯示 'Iodophor 在低於 2ppm 恃無消毒作用 , 而在 4ppm 濃度時 , 經稀釋後 6 小時即失去

消毒力 , 而高於 8ppm 時可持續 24 小時。換言之稀釋濃度愈高 , 其持續作用時間愈畏。
表 4 顯示 , 在有 2% 或 4% 覓血清存在下

, Iodophor 之濃度提高為 16 ppm 才有與未加血清時

鐘分10

Iodophor 對 A. hydrophila 之石鼓酸係數

9,OOOX

9,500 X
I

I

11,OOOX

l1,500X

I 12,OOOX

80x

90X

100X

llOX

120X

分5數倍釋稀

表 1

劑毒消

+
++++

Iodophor

+
++++

酸

一 : 表示沒有生長 , + : 表示在平板上有菌落生畏。

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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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ophor 對 E. tarda 之石炭酸係數表 2

鐘
分

+++

10鐘分

++++

5數倍

17,000X

17,5 ∞×
18, ∞Ox

18 , 500 X

19,OOOx

19,500 X

20, “約×

釋稀劑

Iodophor

莓消

1∞×
110x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
++++

120x

130 X

140x

酸最石

一 : 表示沒有生長 , + : 表示在平板上有菌落生長

數

24

++++++++

時

12

++++++++

Iodophor 經稀釋後其持續有按時間之測定

6

++++++++

過經

++++++

3

後

(ppm) 0

0
I ++ ++

++ ++
++ ++

釋

表 3

稀度

2

濃

一 : 0--9 菌落 , +: 10--99 菌落 , ++: 菌落數大於 99
Iodophor 與 A. hydrophila 之作用時間為 5 分鐘。

A
峙
.
。

oro--A

註 :1.
2.

有機物對 Iodophor 消毒敷力之影響表 4

度濃清血度濃

45 百

++++++++++

25 也

++++++++++

0%

++++++

( ppm)

O

弓

-4
斗
口
前

16

一 : 0--9 菌落 , +: 10--99 菌
,

落 , ++: 菌落數大於 99
Iodophor 與 A. hydrophila 之作用時間為 5 分鐘

註 :1.
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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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pm 相同之消毒效果。換言之 , Iodophor 之情毒效力在有機物濃度相當於加入見血清 2% 時的受到

影響。

表 5 顯示 ,Iodophor 在

其消毒效力。

表 6 顯示 ,Iodophor 的消毒效力在 pH 3 時最好 , 在 pH 5�7 時次之 , pH 9 時最小。換言

之 ,Iodophor 在酸性皮愈犬的環境中 , 消毒力愈強。
表 7 顯示 'Iodophor 在 15

�C, 鈞。C 及 35"C 之消毒效力並無差別 , 即溫度並不影響 Iodophor

之消毒效力。

342 ppm ( 標單硬水 ) 及其 2 倍硬度 684 ppm 之硬水狀況下
, 並不影響

Indophor 應用於鰻魚病原菌消毒試驗

三、 Ross 法與石泉映侏敦法之比較 :

表 8 顯示 ,Iodophor 以 Ross 法測定其試管內對 A. hydrophila 之消毒力
, 在作用 5 分鐘與 10 分

鐘有效消毒濃度均為 4 ppm 。但是 Iodophor 以石鼓酸係數法操作 , 如表 1 所示 , 其作用 10 分龜有效

濃度為 11,000 倍 ( 即 90.9 ppm) , 5 分鐘為 10,500 倍 (95.2 ppm) 。由此可知 , 以此兩種不同配方法
操作 'Iodophor 之消毒力相差很大 ( 22.7�23.8 倍 ) 。

四、 Iodophor 對魚之本性

由表 9 所得之結果代入 Behrens-Karber 公式 :

度

684 ppm

++++++

硬水對 Iodophor 消毒妓力之影響

342 ppm

++++++

水

表 5

(ppm) 純水

0 ++
++
++

硬度濃

2
A
峙

nKuro
---

a

一 : 0�9 菌落 , +: 1O�99 菌落 , ++: 菌落數大於 99
Iodophor 與 A. hydrophi/a 之作用時間為 5 分鐘。

註 :1.
2.

9

pH 值與 Iodophor 消毒效力的關係

pH 值

5.6 7

++ ++ ++
++ ++ ++
++ ++ ++

5

表 6

1

0 I ++
++

度濃

....

++++++++

一 : 0�9 菌落 , +: 1O�99 菌落 ,++: 菌落數大於 99
Iodophor 與 A. hydrophila 之作用時間為 5 分鐘。

'I

句/
且
A
峙
。

orol

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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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m=TL1oo- LJ(z ﹒ dim)

=0.7 一 [(1+6)+0.1/10]

=0.63 ppm

�p Iodophor 對鰻魚之 TLm 為 0.63 ppm 。亦即有 50% 之鰻魚在 0.63 ppm 之 Iodophor 經 48

小時之樂浴內會死亡。

由表 10 所得之結果代入上述之公式 , 求得 Indophor 對泥獻之 TLm 為 2.42 ppm 。

五、推薦現場使用濃度

表 9 顯示 , 鰻魚在 0.4 ppm 之 Iodophor 稀釋中藥浴 48 小時不會死亡 ; 並由表 11 、衰 12 , 及表
13 顯示 'Iodophor 濃度在 0.4 ppm 郎對 A. hydrophila, E. tarda 及 V. angui/larum 有消毒效果。

而表 14 及表 15 則顯示 Iodophor 濃度在 0.6 ppm , 作用時間長達 6 小時仍對 F. columnaris 及
Ps. anguilliseptica 無消毒教果 ; 並由衰 9 知 , 鰻魚在 0.6 ppm 之 Iodophor 內藥浴 48 小時會有 2/10
的死亡率。

因此我們推薦現場使用 Iodophor 對 A. hydrophila, E. tarda 及 V. angui/larum 之消毒濃度為
0.4 ppm , 而對民 columnaris 及 Ps. anguilliseptica 則不直以 Iodophor 作為低濃度消毒之用。

衰 7 7.f( 溫與 Iodophor 消毒敷力之關係

濃 度 溫 度

(ppm) 1S.C 2S.C 3S.C

o

++++++ ++++++ ++++++
2

4

8

16

註 :1.
2.
一 : 0 9 菌落 , +: 10 99 菌落 , ++: 菌落數大於 99
Iodophor 與 A. hydrophila 之作用時間為 5 分鐘。

表 8 以 Ross 法測定 Iodophor 在'5 分鐘及 10 分鐘對 A. hydrophila 之稱聾作用

濃 度 時 間 ( 分 )

(ppm) 5 10一一一一 一一一
O

1

++++++ ++++++
2

4

8

註 : 一 : 0 9 茵落 , +: 10 99 菌落 ,++: 菌落數大於 9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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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註 : 1. z: 連續二濃度死亡魚數和之 %
d: 連續二濃度之差

2. 鰻魚之藥浴時間為 48 小時。

Iodophor 濃度
( ppm)

0.4

0.5

0.6

0.7

0.8

0.9

1.0

Iodophor 濃度
(ppm)

0.8

1.4

2.0

2.6

3.2

3.8
4.4

表 10

註 : 1. z: 連續二濃度死亡魚數和之 %
d: 連續二濃度之差

2. 泥轍之藥浴時間為 48 小時。

濃 度

(ppm)

O

0.2

0.3

0.4

0.5

0.6

..菌落生長數目

N.D.: 沒有測定

Iodophor 對鰻魚之 TLm

死 率 d亡 z

部
10/10

10/10

10/10

0.1

6 0.1

Iodophor 對泥撤之 TLm

死 亡 率 dz

0.5 0.6
0.6

0.6

0.6

0.6

2

4

7

9.5

表 11 Iodophor 對 A. hydrophila 之消毒試驗

問 ( Ij 、 時 )

210 2

作用時

1 234 5

8,800. 8,920 8,240 8,400 8,260 8,160

N. D. N. D. N. D. N. D. N. D. 8,820

N. D. N. D.N. D. N. D. N. D. 8,090

250 6

13 7

6

4 4 4 8

6 8 2 8

5 4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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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

(ppm)

O

0.2

0.3

0.4

0.5

0.6

度

> 10,000*
N.D.
N.D.

29

24

31

﹒ : 菌落生長數目
N.D.: 沒有測定

濃

(ppm)

O

0.2

0.3

0.4

0.5

0.6

﹒ : 菌落生長數目
N.D.: 沒有測定

濃 度

(ppm)

O

0.2

0.3

0..

0.5

0.6

. .菌落生長數目
N.D.: 沒有測定

度

..

∞

DDBJKN.-

『
/

20

12

> 10 ,000*

N.D.
N.D.

>10,000

> 10 ,000

> 10 ,000

劉

表 12

朝 鑫﹒馮 安 東

作

Iodophor 對 E. fordo 之消毒試驗

2

> 10,000

N.D.

N.D.

8

法 IJ

用
時 問

4

> 10 ,000
N.D.
N.D.

6

5

4

4

2

( 小 時 )

3

> 10 ,000
N.D.

N.D.

5

6

3

>10,000

N.D.

N.D.

5

作

Iodophor 對 V. anguillarum 之消毒試驗

2

7,130

N.D.
N.D.

4

6

2

表 14

用 時 問

4

mDD-

KNN

3

2

作

Iodophor 對民 columnaris 之消毒試驗

2

> 10 ,000

N.D.

N.D.

> 10 ,000

> 10 ,000

> 10 ,000

3

則

D.R3

趴

NN

6

4

用 時

3

〉凹 ,000

N.D.

N.D.

> 10 ,000

> 10 ,000

>10,000

間

4

> 10 ,000
N.D.

N.D.

> 10 ,000

> 10 ,000

> 10 ,000

( IJ 、 時 )

5

柳

DD5

1NN

2

( IJ 、 時 )

5

>10,000

N.D.

N.D.

>10,000

>]0,000

>10,00 。

6

> 10 ,000

> 10 ,000
>10,000

9

6 7

4 3

6

7,000

5,560

5,310

5

8

4

6

> 10 ,000

5,810

4,030

7,050

7,8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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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 度
作

Iodophor 對的 . anguilliseptica 之消毒試輪

1.J
時

衷
的

2

> 10 ,000.

N.D.
N.D.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N.D.
N.D.

> 10 ,000

>10,000

>10,000

0.2

0.3
0.4
O.S

0.6

..菌落生長數目
N.D,: 沒有測定

用 時 問

4

> 10 ,000

N.D.

N.D.

>10,000

> 10 ,000

>10,000

讀

、if'',
、
、

5

> 10 ,000

N.D.

N.D.

> 10 ,000

> 10 ,000

> 10 ,000

一 12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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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之所以揉用 Ross 法
(S .8.12, 山 , 乃因該法能使消毒波與其他影響因素分離 , 可作為加入各影

響因素後的比較標單。即將菌與培養液分離 , 而後以生理食鹽水稀釋 , 如此則可將各影響因子 , 如血清
( 代表有機物〉、硬水等加入菌液中以作比較。石炭酸係數法 <2,5,9,11> , 則菌 ;夜未與培蓮基分離 , 如此
菌液本身的含有相當量的有機物 , 則不邁作為比較之標準。

在 Ross 法與右農酸係數法之結果作一比較 , 前者對 A. hydrophila 之有效消毒濃度為 4ppm ,
後者為 90.9 ppm 及 9S.2 ppm 。顯示其間有相當大的差別。探究其因可能有 : 一、前者之菌量固定在
106CFU/ml' 當與 Iodophor 作等量混合時為 Sx 105 CFU ; 而後者之菌量則在 Sx 109�IO CFU (A

hydrophila 在詣。C 經 24 小時生長後之菌量約為 1010-11 CFU/ml , 取此菌液 O.S ml 加入 Sml 之
Iodophor 稀釋液中 , 故含有約 SX109-IO CFU 之菌量 ) , 後者之菌量較多。二、後者之菌液中含有相
當量的有機物 , 可能影響 Iodophor 之制菌效力 , 此點可由本實驗中見血清對 Iodophor 消毒力之影響

獲得證明。

當加 2% 晃血清入菌液後 ,
會使 Iodophor 的制菌效力大受影響。其原因

, 可能一方面因為菌液中
有機物之蛋白質與 Iodophor 之有效碘結合而使其失效。另一1J 面 ,

由於有機物覆於菌體之外而阻礙了
Iodophor 之滲入菌體 ,

以發揮其制菌能力。此結果在 Amend<S) 所作的實驗也得到類似的結果。

關於硬水對 Iodophor 之影響 , 據臺北市及臺商省自來水事業處之資料顯示 , 本省水質之硬哩 , 在
684 ppm 以內並由本實驗結果顯示 , 硬 71<. 度 684 ppm 以內並不會降低 Iodophor 之制的故力。可能

是因為硬水中之氯化鈣與硫酸錚係為強酸所形成之鹽類, 故不易解雄 , 因而並不會形響其 pH{i 直 ; 而
SO.= 與 CI- 之活性叉較 1- 7. 朝里

, 所以並不會使 I ﹒形成鹽類而況澱下來。所以硬水並不影響其中之

有效碘的字在 , 因而並不影響 Iodophor 之制菌效力。 Amend< 趴在他所作之實啥也顯示在 300 ppm 硬

度之硬水並不會影響 Iodophor 的效力。

在 pH 9 時 Iodophor 的制菌效力顯然降低 , 可能是由於在偏噸的情況下 ,
部分游離的有教碘所

形成無藥效的碘酸鹽 (Iodate) 0 Amend<3) 也有類似的報告。而 pH 3 時之所以會顯得比對照組更好 ,

可能是一方面由於 Iodophor 在酸性下比較安定
(3,6, 山 ;

同時在 pH 3 時 A. hydrophila 不過於生長
的 , 因而加強了 Iodophor 的效力。所以 Iodophor 在 pH 3 的制菌效果比 pH S.2, ,S.6 更好。

接調查本省的 71<. 溫終年皆約在 IS
� ,,3S0C 之間 , 而由此實驗顯示 Iodophor 在 IS0C, 2SoC 及 3S0C

之制菌效力並無差異。如此可知 , Iodophor 在本省之使用於池水消毒時大致不會受水溫而影響其消毒

效力。

從本實驗可知 Iodophor 在稀釋後 6 小時內其消毒力即 :有明顯的下降 , 所以若在 6 小時內無法致死

病原菌則即使延長使用時間亦屬無裁。

3

> 10 ,000

N.D.
N.D.

>10,000

>10,000

> 10 ,000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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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Iodophor 在濃度 0.4 ppm 時對 A. hydrophilo, E. tordo 及 V. onguillorum 都有相當好的
消毒敷果 ,

但因其 TLm 是 0.63 ppm 相當接近 ,
所以在使用時應特別注意稀釋濃度之計算及撒佈要均

勻。換言之 'Iodophor 以 0.4 ppm 濃度撒佈於鰻池中 ,
對赤儲病、愛德華氏病及弧菌症之病原體具有

消毒作用 ,
而對鰻魚亦屬安全 ,

但其安全域極為狹小 ,
故在使用時應特別注意。

摘 要

本實驗所測得 Iodophor 對 A. hydro philo 的右炭酸係數為 110 , 對 E. tordo 則為 150 I 一
Ross 法比較各種影響 Iodophor 消毒因素試驗 ,

結果顯示 Iodophor 對 A. hydrophilo 在 5 分鍾的有效
制菌濃度為 4 ppm, Iodophor 在稀釋 6 小時內其消毒妓力剖開始降低 ; 而其有機物對 Iodophor 之影
響以加入 2% 及 4% 的見血清時 ,

其消毒敷力受到影響而降低。 Iodophor 在 pH 3 之消毒敷力最好 ,
而在 pH 9 則有降低的情形、硬� 在硬 7.K 度 684 ppm 以下及 7.K 溫在 15--35

�

C 並不影響 Iodophor 之
消毒敷力。 Iodophor 對鰻魚 48 小時TLm 為 0.63 ppm , 泥轍為 2.42 ppm 。

由本實驗知 Iodophor 濃度 0.4 ppm 對鰻魚是安全的濃度 , 且對饅魚的病原菌
E. tar 旬 , V. onguillorum 具有消毒敷果 ,

可做為鰻池使用時之推薦濃度。

A. hydroph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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潰傷病鰻魚所分離之 Edwardsiella ictaluri 菌

Edwardsiella ictaluri Isolated from

Cultured Eel in Taiwan

雄

Huu-Yun Chung and Guang-Hsiung Kou

光郭
哥一月

虎鍾

Edwardsiellosis of cultured eel occured almost every year in Taiwan, since 1975.

believed tha t Edwardsil/a tarda was the unique etiological agent of this epidemics.

in the processing of serological study of the 87 strains of E. tarda isolates, by agglutinating

reaction using microtiter method, it was found that one strain among the 87 isolates, did not

react with any other strains in the isolates. All C1.

the distinct strain was identical to the other E.

It was

However,

tarda strains (1), except that

1. (2). The strain was suggested to be a E. ictaluri strain, because of its similarity to E. ictaluri

isolated fn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E. ictaluri is that the local strain is able to grow at 42
�C,

not at 45 �C, while the U. S. strain is unable to grow at both.

The only E. ictaluri strain was isolated from

andlltural

listed in Table

The only

but

EPUC3庇1

ulcer in muscle of edwardsiellosis eel with

eel.moribundviscera of the identicalfromisola tedwas alsotypical symptom.

Whether the local E. ictaluri isolate

tardaE.
catfishof channel1 叮lportationtherelevant with

from U. S. or not, remained to be investigated.

was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 的rda and E. ictaluri.

Table 1.

E. ictaluri

U. S. strainTaiwan strain

+

E. tarda

Growth in 42.C +
+
+
+

Growth in 45 �C

Motility at 30.C

Indole production

H2S production (SIM 30.C) +

Department of Zo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ersity, Taipei, Taiwan, R.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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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被討由本省養殖鰻魚潰攝摘 (Ed wardsiellosis) 所分離之87 株 E. tarda 病原菌之血清型時 ,
發現

其中一株與其他 86 株完全不作用。比較其生化學特性及生理學特性 , 則在生長遍溫 , 運動性及 indole,
的 rondroitinase 與 H2S 之產生等均與典型之 E. tarda 菌株不同 ,

而與美國河給所分離之 E. ictaluri

相同 ,
但二者生長溫度之上限則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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