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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油生態環境與魚病關係之研究 (I)

臺灣鰻魚疾病之統計分析

林曜松﹒蕭世民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Eel Disease in Taiwan

Yao-Sung LIN and Shyh-Min HSIA 。

1. The mortality of eel varies with the size of fish, with 34% in the eleves, 16% in
middle-sized and 12% in the adults. The survival rate in ponds with sand-mud bottom is higher
than that in mud bottom by 8%.

2. The occurrance of fish diseases in Taiwan was found to be most frequent in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hrough April.

3. Red fin and ulcer diseases are most serious in Taiwan,
plistophora diseases are less important.

4. During the outbreak of fish diseases, only 20 佑。 f the fish farmer would consult the
researcher, 66% of them would make judgement by themselves.

while the water mold and

哥 | 言

近年來 , 畫灣的養鰻業由於國外市場的需求 , 發展蓬勃 , 至民國 64 年 , 養殖面積已達 1,300 公

頃 , 年產量約 14,000 公噸 , 外銷量近 13,000 公噸仙 , 外銷金額約九于萬美盒 , 在養殖漁業中佔著很
重要的地位。隨著養殖的擴展 , 鱷魚的疾病問題也日益受到重說 , 有關鰻魚疾病的研究 , 近年來在臺
灣已有多人從事“-�) , 但至今仍無確實的統計數字 , 足以說明各種疾病之危害程度 , 及其在全省之
分佈情形 , 發生季節 , 並與生態環境之關係。基於此 , 筆者等乃首先以訪問調查及問卷調查兩種方式

, 研究鰻魚疾病與生態環境之關係 , 而提供資料做為將來魚病研究及預訪的參考 , 以減少養殖過程中
鰻魚之損失。

芳 法

1975 年 12 月至 1976 年 3 月間 , 筆者等首先收集全省各地養殖戶的地址 , 而依地區分層逢機方法
, 抽出養殖戶 5∞戶 , 分別寄與調查問卷一份。問卷主要內容為各養殖戶的養殖面積 , 放聲量 , 幼鱷
來輝、幼鰻 (500 尾 / 公斤 ) 、中鰻 (50 尾 / 公斤 ) 、及成極 (10 尾 / 公斤 ) 之活存寧、魚病發生時間 , 各
種疾病之嚴重序列 , 使用藥物種類及處理方式 , 池水池底之狀況等 , 以 7 解臺簡各地鰻魚疾病發生及
治療狀況。接著叉於跳團、新竹、商栗地區 , 進行實際的養殖戶調查 , 共計 60 戶 , 以確實7 解實際
的養殖情況。

寄于養殖戶的調查表 , 陸續收岡 115 戶 , 連同直接調查訪問之 60 戶 , 共 175 戶。本研究所得之

百分比統計衰 , 即是由此 175 戶資料整理所得。

調查的魚病種額包括赤麟、潰囑病、水徽病、凹凸病、爛餌病、針晶病及其他等。其中赤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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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為 Aeromonas hydrophila) 與讀揚病 ( 病原菌為 Edwarsiella anguillimortiferum) 所引起的組

魚致病外表特徵 , 養殖戶無法分辨 , 均親為赤餾病。故問卷所調查之赤餾病 , 實應為赤餾病與法揚病

之總稱。

果結

一、損失率 :

鰻魚之活存率與體型之犬小相關 , 幼值平均死亡率為 34% ' 中鰻為 16% ' 成鰻為 12 弘 ( 表一)

。自幼鰻養成至成鰻出售之死亡率平均為 52% 。依地理分布而言
, 自北而南 , 五個地區自鰻線養至

成鰻之活存率平均約在 43 至 57% 之間 , 各區城間並顯著差別。

臺灣各地區養殖鱷魚在各成長階段之死亡率 (%)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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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池之活存率與鰻池底質有關 (表二) 。無論中鰻讀成蟬 , 魚地底質表層以含砂量較多者為佳
, 其活存率較合泥量較多者為高 , 增加比率為 , 中鰻 8 佑 , 成鰻 9 佑 , 因而鰻魚自幼鰻至成鰻在池底
含砂質較多之池中養殖 , 比在含混量較多池中養殖之活存率高 17% 。此種砂賞土壤較佳之現象

, 自

宜蘭至臺南之養鰻池均一致 , 惟屏東地區差異不顯著 , 含砂質較多與合泥質較多之鰻池活存率沒有顯
著區別 (p >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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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節之變化 :

各種疾病發生的時間 , 布明顯之季節變化 (表三 ) 。由 175 個養殖戶的統計 , 可發現本省各種農

病最易發生的時間為 1�4 月
, 發病率最低的月份為 5�10 月 , 此與春季央氣不穩定有關。水溫可

改變
,
池水生態 , 做生物相而影響魚體代謝及兒疫反應 , 養殖戶一般的經驗在寒流來襲時及其後 , 魚病

較易發生 , 巴 JJ 是水 ;t!< 影響之一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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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鰻魚疾病發生種類繁多 , 為害程度不一 ( 表四 ) 。筆者等就養殖戶熟習的幾種疾病進行調查
, 以 7 解各種疾病為害程度 , 同時亦進行地棋世之比較。問卷之疾病分為 6 項 : (1) 赤餾-潰囑病 , (2)

;7]( 籲病 , (3) 凹凸病 , “ ) 攔阻、病 , (5) 針蟲病 , (6) 其他接病。就全省性而言 , 赤繕-潰囑病最為嚴重, 水
徽病與凹凸病次之 , 爛聽、針蟲及其他疾病為害程度較低。文各種疾病之嚴重性隨地區而異。在宜蘭
、屏東三地 , 赤餾病為害程度超過所有其他疾病之總和 ,;7]( 徽病次之。在說園、新竹、莒栗一帶 , 赤
餾病、 ;7]( 徹病、凹凸病三者約同等嚴重 , 而在畫中、彰化及薑南 , 赤觸病、凹凸病較嚴重、 ;7]( 擻病較

輕飯。即畫中以南 , 水徹病較不嚴重 , 此與水溫似有相關性。

裴四各種股魚疾病相對嚴重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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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讀物使用頻率 :
鰻魚疾病之藥物治療 , 養殖戶往往有病急亂投藥之嫌 ( 表五) , 無論發生何種鰻病 , 任一種藥物

均有人嘗試 , 如細菌性的赤餾病 , 使用抗生素治療者有 33% ' 使用礦胺劑者 29% ' 映喃劑者 12%
, 其他藥物者 12% ' 甚而亦有使用非治療該病之化學染料者

, 如 Methyl blue 。反之 , 針對水生菌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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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 養殖戶使用有殼的染料者則只有 22% (表五) 。針對目前尚無者按治療藥物的袍子蟲疾病一一凹

凸病 , 養殖戶亦使用藥劑如抗生素、映喃劑等治療。且無論有病無病 , 養殖戶為預肪疾病之發生亦常
不時施藥於池中或於飼料中添加藥物 , 依本次調查訪問所得 , 養殖饅魚養成每公斤在藥物上的投資約
為 5 元

(1) ,
若依此計算 , 則本省每年在魚病藥物上的消耗便達 6 于萬完。

針對各種鰻魚疾病 , 養殖戶以個人主見判斷用黨的人佑 66% ' 請歡聽商及餌料公司者佔 14% '
請教專家說水試所人員者共佔 20 佑 , 此說明目前本省魚病之防治仍有待加強。

討 論

調查資料顯示劫鰻之養成, 死亡率高達 34% ' 依郭祠的之估計 , 本省每年需要 60 公噸之鰻攏 ,

若以 34% 之損失率計算則每年損失約 20 公噸 , 不可不謂嚴重。饅線之價搗起伏不定 , 過去數年中有
低至每尾 0.4 元 , 亦有高至 22 元者 , 如以 64 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之平均 , 每尾 4 元計 , 則每年損失
約四億元左右。而中鰻WIll. 成鰻之損失分別為 16%]t 14% 。二者合研計算損失為 26% ' 損失率雖較
劫鰻為低 , 卸囡投資較劫鰻為犬 , 其損失金額更可觀。民國 64 年鰻魚生產 14,000 公噸 , 價值三十六
億 , 若此 26% 亦能養成 , 則可增加之生產金額可達六億九于萬元。由上估計 , 吾人可知本省鰻魚養
殖尤其在鰻糗無法自給自足及養鰻池不斷增加之情形下 , 養殖過程斃死原因及其防治方法之研究 , 實
刻不容餒。

本調查發現各種饅魚疾病發生之頻率有明顯之季節變化 , 地區變異 , 及因魚池底質不閑之差異 ,

此說明鰻魚生存之環境因素會影響疾病之發生。一般魚病研究者亦認為「壓迫 J (stress) 鑄造成魚病

發生之主要原因 , 而其中文以溫度之壓迫最為顯著 (Meyer<7), Robert< 的 , Smith< 的 ) 。無論是日夜變化

讀季節變化 , 一且 ]j( 溫改變激烈時 , 便會影響魚體代誼作用免疫反應之功能 ,]j( 中溶氧量 , 化學物質
之毒性 , 病原菌及寄生蟲之生長等 , 因而極易引起疾病之發生。知是 Schli perc1ausC6) 便發現 , 當春
季 ]j( 溫變幻多端時 , 鯉魚之赤緝病極易發生 , 同樣地 , 本省鰻魚赤續病於春季大量發生 , 便可能也與
]j( 溫之變化有關ι臉此之外 , Meyer (1970) 叉認為溶氧降低所引起的缺氧壓迫 , 亦會減低魚體對病
原菌之抵抗性 , 其影響作用甚至可長違一、二星期之久。夏季魚池溶氧常有低降之危機 , 尤其在會腐
植土較多的泥質魚池 , 更是如此。本調查即發現含混質較多鰻池比會抄質較多鰻池之死亡率高出 S 佑

, 此一結果 , 足為養鰻業者之參考。
針對鰻魚疾病之發生 , 養殖戶就教於水產研究人員之比例不高。本調查發現只有 20 泊的養殖戶

曾請教水產試驗或其他單位之水產專家 , 有 66% 卸憑自身臆斷誼只說歡於飼料商、黨商等。是以往
往無法對症下藥 , 治療教果不一 , 時或有數 , 時或無裁。為能確切提高本省鰻病之治療敷果 , 各種魚
病之加強研究 , 固屬重要 , 然魚病之簡易鑑定及治療常識之加強推廣 , 亦應列為重耍課題之一。

摘 要

(1) 調查全省 175 個養鰻戶顯示 , 幼鰻死亡率為 34% ' 中饅 16 佑 , 成鰻 12 佑。而自中鰻至成饅

在會砂質較多池中養殖之鰻魚比在含泥質較多池中養殖者活成率高 17 佑。

ω各種組病發生的時間 , 以 1",4 月最為嚴重 , 發病率最低的月份為 5",10 月。
(3) 就全省性而言 , 赤續病、潰囑病最為嚴重 ,� 徽病與凹凸病次之 , 攔路、針蟲及其他病害為害

較低。對水徹病而言 , 畫中以商之發生率較低。
(4) 養殖戶為治竄魚病而就敢於專家者只有 20 佑 , 以個人主見判斷用藥者卸高達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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