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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Lm values of tetracycline and chloramphenicol on postlarvae of Penaeus

monodon, P. japonicus, P. semisulcatus, P. penicillatus, Metapenaeus ensis and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were calculated with Van der

Waerden method as follows: For tetracycline, the TLm values of post-larvae of prawns

in the above order were 324 ppm, 123 ppm, 629 ppm, 682 ppm, 39 ppm and 594 ppm

For chloramphenicol, the TLm values of postlarvae of prawns in the

334 ppm, 362 I

respectively.

above order were 247 ppm, ppm, 404 ppm, 437 ppm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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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集約養殖引起的各種蝦病中 , 以細菌性疾病居多 , 傳染迅速 , 死亡率高 , 一且發生便很難
控制及杜絕 , 今四環素及氣徹素對雌類疾病有認可之療按〈尾崎口泌的 , 1970a, 1970b; 黃州 , 1977

; 楊等川 ,1978; :郭、郭 f 的 , 1980; 劉、蔡 (8) ,
198 的 , 唯由於養蝦業者普遍缺乏正確用藥知識 ,

而有濫用藥物以致產生說藥菌之慮 , 因此 , 在法令未對水產用藥有明確的限制前 , 為了確保用黨的安
全性及預防抗藥菌的產生及蔓延 , 本分所進行一系列之各種水產藥物對蝦苗忍受度之探討 , 本篇郎其
中之一 , 以竄徹素及四環素對草蝦苗、斑節蝦苗、熊蝦苗、紅尾蝦苗、砂蝦苗及淡水長腳大蝦商進行
24 小時的藥浴試驗 , 以求得半致死濃度 , 以供養蝦業者肪治疾病上及相關研究上之參考。

3. 供試水 :

海水 : 鹽度 32ppt , 溫度 25.2-29.5 � C , pH 7.9-8.0

淡水 : 鹽度 0 p 抖 , 溫度 25.2-29.5 � C, pH 7.4-7.5

4三方法 :

先作預備試驗 , 對蝦苗進行24 小時藥浴 , 求出大概的上限〈百分之百致死的最低濃度〉和下限〈百
分之百活存的最高濃度) , 然後在所得之上限和下限間 , 依攘幾何等比級數 , 將供試藥物分別配成
數種不同濃度 , 再進行藥浴試驗 , 為了避免在試驗期間 , 蝦苗互相殘食 , 因此 , 將每一尾蝦苗分別
收容在180 凹的塑膠杯中 , 每一組 10 尾 , 於藥浴結束後 , 觀察並記錄蝦苗活存情形 , 再以Van der

Waerden 法〈高木、小澤們 ,1967 ; 劉、王 (8) , 1978 ; Brown(9) , 1980 ; 簡等 (10) , 1983) 計算
, 求出半致死濃度 (TLm) , 其計算方程式如下 :

L 盟 Xn 一 (hI +h2 + + h 祖國 l)d 一去 d

TLm=Antilog L

Venn = d2 旦旦旦斗 i)

n-l

Mu=L+t v"V 而7
ML=L-t v"V 而7

式中 L 代表TLm 值之 log 值
Xn 代表百分之百致死的最低濃度之 log 值
hi 代表各濃度藥浴後 , 服茵的死亡率
d 代表各濃度間公比的 log 值

1. 藥物 :
四環素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crystalline, Sigma Chemical Co., potency more

than 90.0%)

氣徹黨 (Chloramphenicol crystalline,

p.g/mg)

2. 蝦苗 : 大小皆為 P L 15-20

蝦之種穎 : 草蝦 Penaeus monodon

理節蝦 P. japonicus

熊蝦 P. semisulcatus

缸尾蝦 P. penicillatus

砂蝦 Metapenaeus ensis

淡水長開大蝦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potency more than 助。Chemical Co.,

材料與 'j; 法

實

Sigma

前

一.
-



代表每一濃度使用的服苗尾數

VIm) 代表一個標準差之平芳的 log 值

Mu 代表信顧界限之上限的 log 值

代表信頓界限之下限的 log 值

代表常數 1.96 (p=O.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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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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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1. 以四環素及氯徹素藥浴之半致死濃度 (TLm) 及感受性 (Sensitivity) :

本次針對上述草蝦、寬節蝦、熊蝦、缸尾醋、砂蝦和淡水長肺大蝦等六種蝦苗進行藥浴試驗 ,

結果如Table 1 及 Table 2 所示 , 由表中的半致死濃度可知淡水長開大蝦苗對竄徹素的感受性較
弱 , 而草蝦苗最強 ; 至於 , 對四環素的感受性 , 則以砂蝦商最強 , 紅尾眠苗最弱 ,

有關其理由目前

尚無從獲知 , 不過 , 若能瞭解此些藥物在服體內之吸收及其代謝情形 , 則相信不難掌握其機制〈
Mec'hanism) 。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ntration of tetracycline (TC) and chloramphenicol
(CP) and mortality of postlarvae of six prawn species

Table 1

Mo!"tality
Cone. (%)

Prawns of drug
(ppm)

Penaeus monod on T C
CP

P. japonicus TC
CP

P. semisulcatus TC
CP

P. penicillatus TC
CP

Metapenaeus ensis T C
CP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TC
CP

。 10 20 40 70 1∞

167
1的

55
258

4∞
170 233

8050 6030

229
192

314 430 589
331

450
250

535
311

230 276

8.3
362

15

77
288

108 151 211
4∞

170
1,1 ω 1,704

321 358

496 615 946
599319

7臼
437

636 899
6∞

756
387 482

27 49 88
561404 451 印3

3∞ 935
3,493

1,6 切
5,001

530
2,440

Table 2 Tolerance. TLm and limit of dependence of prawn postlarvae calculated with
Van der Waerden method

Penaeus mondon

P. japonicus

P. semisulcatus

P. penicillatus

Metapenaeus ensis

Macrobrachium rosenber gii

T 旦旦笠 cline
tolerance

(TC) (ppm)

TLm limit of
dependence

Chloramphenicol (CP) (ppm)
tolerance TLm limit of

dependence

167 324

55 123

4∞ 629

450 間2

8 39

170 594

278-378 160 225 自271247

104-146 315-353258 334

563-702 170 313-419362

626-742 2 叩 364-4 叩404

29-51 437 412-462363

4 是4-793 1,1 的 2,286-3,228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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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驗期間四環素及竄徹素溶液之pH 值及溶氧變化情形 :

四環素及氣徹素溶液之溶氧 , 極測定結果 , 皆在 5mgf1 以上 , 因此 , 可提供蝦苗足移之需氧
量( 陳

(11) , 1981) 。至於 , pH 值之變化 , 氣徽素約在 6-8 之間 , 而四環素因是鹽酸鹽製劑 , 所以
pH 值有偏酸現象 , 而此現象在高濃度藥浴時更趨明顯 , 不過 , 經測定的結果 , 在高濃度 587ppm

摺浴時 , 其pH 值為 6
, 因此 , 當實際廳用於蝦病防治時 , 對蝦之活存聽不會構成太大的威脅。

討論

水產藥物之急性毒性試驗,- 般測定其半致死濃度 (TLm) , 即測定供試對象漫游在各種不同濃
度之藥物溶液中 , 在一定時間內計算 50% 活存率所得之濃度。一股以 24, 鉤 ,96 小時為測定標準 ' 本
報告乃接用24 小時之藥浴試驗 , 並以 "an der VVaerden 法為計算方法 , 此法係利用劑量及死亡率
所形成立面積來推算半致死濃潰 , 計算簡單容易 , 所以揉用之。
本試驗所跨用的四環素及黨徹黨皆屬廣截住制菌試生素 ) ( 尾崎

(1)(2),
1970a' 1970b; 陳 (12) ,

1981;Goth(13),1981) , 而就生素乃是活徵生物的代謝產物 , 在水產界常用為細菌性疾病之治療劑
, 不過易於產生說藥菌〈尾畸 0)( 肘 ,197 缸 , 1970b ; 劉、蔡 (6), 1980; 陳、郭 (14), 1978;: 郭、

J�(l 晶
) ,

1980; 林等 (16 】 , 1983) , 且有費留現象 ( 尾崎
(1)( 叭 , 1970a , 1970 的 , 價格昂貴 , 因此 , 最好

於使用吠喃劑 (Furan drug) 及嘖胺劑 (Sulfa drug) 無故後
, 再使用為佳。它們的作用機制〈

mechanism) 皆為細菌之蛋白質合成抑制劑 ; 但作用熙不間 , 四環素作用於按糖體循環KRibosomal

cycle) ( 陳01 】 , 1981) 上之30S 處 , 抑制Amino-t-RNA 與30S 上起始密碼 (AUG) 的結合反應
( 尾畸

(2) , 1970b) ; 而氣徹素作用於 50S 處
, 抑制 Aminoacyl-t-RNA 與 50S 之結合反應〈尾崎

0)

,1970 的 , 會阻斷蛋白質的合成作用 , 屬於制菌劑 , 而非教菌劑。
四環素可自鏈絲菌科之一種融菌 Streptomyces aureofaciens 立培養液中提取製得之。其

基本結構由四個環( 雷
(18) , 1981) 接合而成 , 屬兩性化合物 , 對 Aeromonas hydrophila, A.

puncta 此 , Vibrio anguillarum, Flexibacter COlU1 仰zaris, Edwardsiella anguillarum 及

pasteurella piscida 等病原體有抑制作用〈尾崎
(2) , 1970 的 , 其製劑有鈣鹽及鹽酸鹽二種 , 鈣鹽

者用於飼料添加劑 , 鹽酸鹽者一股作為治療劑用 , 但因四環素水溶液安定性低 , 易受 pH 值變化的影

響 , 其基本結構會遭受敬壞以致失殼 , 並且遇光或遇熟時亦會分解變質 , 顏色變深 , 按價減弱法消失
,
因此藥浴投賽時 , 宜謀高濃度鐘時間藥浴法 , 以達治療之裁。
笠〔徽素亦由鏈絲菌科之一種絲菌 Streptomyces venezuelae 之培養液中提取製得之。分子結

榜簡單 , 目前皆以化學合成法製造 , 為硝化基京之衍生物 (Derivative of nitrobenzene) ( 曾
(18)

'1981) , 對於 Aeromonas hydrophila, A. salmonicida. Edwardsiella anguillimO1 叫 -
lerum, Flexibacter columnar 缸 , Pseudomonas anguilliseptica 及 Vibrio anguillarum

擎病原體有抑制作用〈尾崎
(1) , 1970a ; 郭等

(1 叭 , 1977) , 其說菌範圍 , 作用機制j 及投力皆與四環

素相額蝕 , 但在水溶液中卸較安定 , 遇光不易分解 , 所以在臺灣水產界廣為接利用 , 然因一般養殖戶
對於魚病之知識不足 , 常聽信藥商的丹田之詞 , 有濫用藥品〈林、蕭 (20 】 , 1977) 之嫌 , 不但對治療
無汶 , 且徒致浪費 , 甚至易導致說藥菌的產生與蔓延 , 因此 , 在歐美各國除狗以外 , 已將試微素禁用
於畜產及水產 , 日本亦於1984 年 3 月宣佈禁用於水產界 , 其原因是竄微素為治療人類霍亂或赤荊i等腸

內感染症最有殼的藥物 , 所以禁丘廣泛使用 , 以免造成徵生物抗藥菌問題 , 以期延長認微素的可能使
用壽命 , 叉車徽素對於造血系統有很大的傷害作用 , 因此 ,

禁止使用於畜產或水產界
, 以免殘留於動

物體內之藥物 , 侵入人體後造成悔害 , 或減弱藥物對人盟的治療敷果。基於上述種種原因 , 臺灣的有
關單位也應該早自有某種因應措施 , 唯 , 現實問題上有關法令未制定前 ,

I1!P 故府未能有放對水產藥物

加強管制前 , 先進行上述二種藥物對六種蝦苗的半致死濃度試擻 , 以供養蝦業者用藥時之參考。
總之 , 本試驗係探討有關藥物對蝦苗忍受度之一系列研究之一 , 目的在於求得四環素及主(微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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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蝦茵的半致死濃度。至於 , 藥物在蝦體內及蝦池中的費留試驗 , 停賽期的測定及抗藥商之設主恕
,
則有待令 ?是更進一步的研討。

摘 要

四環素及 I-' 徵素對六種蝦宙
, 包括草蝦苗、斑節蝦苗、熊蝦苗、紅尾蝦苗、砂蝦苗及淡水長帥 j

蝦苗等之忍受度進行試驗獲得如下結果 : 四環素對上述六種蝦苗之半致死濃度依次分別為 324 ppm

123 ppm, 629 ppm, 682 ppm, 的 ppm 及 594 ppm 0 氯徹黨則依次分別為 247 ppm, 334ppm

362 ppm, 404 ppm, 437 ppm 及 2,717 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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