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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rther-The present papers aims to review the studies on fish disease in Taiwan.

more, research works should be undertaken in this country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are also discussed.

雷

隨著水產養殖技衛的發展,
高密度以及企業化的養殖芳式逐漸普及 , 養殖魚類受到病原體侵襲的機

會增加 , 一且發生病害 ,
每每造成養殖魚戶重大之損失。本省魚病研究之歷史為時並不畏。民國六+ 二

年開始 ,
由國科會及聾發會開始資助各大學及水產試驗所 , 從事一連串之魚病調查、肪治及基礎研究工

作 ,
對本省常發生或易引起重大損失之重要魚蝦貝類疾病進行深入的探討 , 並尋求其預助及治療的 15

法。經遣幾年來之努力 ,
已逐漸建立本省魚病之基礎資料 , 並且在某一些研究領域上 , 依其成就而言已

漸居世界之領先地位。十餘年來之魚病研究報告有八十篇之多 , 而以鰻魚為主 , 以細菌性疾病為重。誰
就病因及疫病學之觀點 ,

針對過去蓋灣魚病之各項研究加以整理 ,
簡述於下列各節 , 以供今後魚病研究

者之參考。

前1.

.....
甘內2.

科細菌性疾痛之研究 :

1967 年安 0)

調查臺灣之罹病 ( 赤 ) 緝病鰻魚之病因 , 認為是由 Aermonas punctata 及 Paracoloba-
ctrum anguillimortiferum 感染所引起 ,

並且由實驗證實於飼料中添加適量的 Sulfaguanidine 或 Chl-
。romycetin 可達到預防的教果。郭 (1972) 口》利用 Aeromonas 菌接種於實驗魚 , 發現此病原體經數次
通過魚體後 , 其病原性可由弱轉強 ,

其原因可能與細菌內毒素之產生有關。

鍾及郭 (1973, 1974a, 1974b}(3. 的提出有關本省養殖饋 ,
體內外細菌相分析之報告 , 指出由病鰻或

外觀健康鰻體內外皆可分離出 Aeromonas, Pseudomonas, Enterobacteriaceae, Fla} 叫acterium, Achrom-

obacter-Alcaligenes 及 unidentified gram-negative rods 等 6 種細菌 ,
不拘病鰻或外觀健康之鰻 , 皆

以 Aeromonas 之出現率為最高 , 推論 Aeromonas 比較容易侵入魚體內。男 , 總、腸內、內臟 ( 肝、腎 )

及池水之細菌相皆間一組成 , 推測細菌侵入魚體之門戶 ,
臉了皮膚之破損處或寄生蟲寄生之部位外 , 最

主要之侵入門戶還是在聽及腸 ,
且魚體內之細菌相受外圍環境水域之細菌相所支配。 Aeromonas 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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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畫中 , Flavobacterium, Achromobacter-Alcaligenes 及 unidentified gram-negative rods 不具病

原性。

陳與郭 (1981 ) 吋》被討養鰻池細菌分布之情況
, 指出 Edwal 由 iella 和 Aeromonas 之生態分布不同 ,

前者時常存於池中及健康鰻魚體內 , 而後者則為池中及鰻體內之常有細菌。自郭等 (19-76 ) 川分離出鰻

潰踴病 (ed wardsiellosis) 之病原菌 , Edwardsiella anguillimortifera (E. tarda) 後 , 劉與蔡 (1980)'8) ,

自屏東地區罹患潰踴病之鰻魚分離由 31 株 E. anguillimortifera
, 就其對常用水產藥物之抗藥性加以檢

討 , 發現本菌對礦胺劑及四環徽素均具有抗藥性 , 指出此可能與濫施藥物有闕 , 因最常使用之藥物為礦
胺劑 , 四徹素、氯徽素及映哺劑 ( 林及蕭 , 1977 )

(9)

。另 , 陳及郭 ( 1978 )
(

山指出本省養鰻池中以。

礦胺劑 (Su, sulfamornomethoxine) 菌出現率最高 , 抗四環徽素 (Tc) 菌與抗氯徽素 (Cm) 茵次之
,

抗映喃劑 (Nf, P-7138) 菌最少 , 而抗 Su 菌中有45% 為 R+ 菌株為最多 , 抗 Nf 菌僅2% 為 R+ 菌為最

少。郭與鍾 (1978)
(11)
再次檢討養體池中 , 具有 R+ 因于抗藥菌之出現情況 , 發現 102 株抗藥菌中仍以

抗礦胺菌之 23.4% 之出現率為最高 , 而以抗 Nf 菌之2.9% 為最低。徐與郭 (1977)<13) 由罹晉、爛輝及爛尾

之病饅 , 分離出一種當時認為是黏液性細菌 (Myxobacteria) , Flexibacter columnaris (Chondrococcus

columnaris) 之細菌 , 確定其為病原菌 , 同時指由痛鰻之內臟無法分離到本菌 , 不過可由組織切井觀察
到本菌的存在。郭等 (1978)

<12) 由爛餌、腫總及爛尾之病魚 ( 包括饅、香魚、金魚及吳郭魚 ) 採得滑動

性細菌 (gliding bacteria) 125 蝶 , 其中 68 株設鑑定為 Flexibacter columnaris , 其餘之 57 株鼓鑑定為

Flexibacter spp. , 而無法確定種別 , 更正徐與郭之 myxobacteria 為 gliding bacteria' 同時檢討影響

病原性試驗之園子 , 指出在止水中中病性菌株之出現率較流水中為高 , 菌浴法較腹腔接種法易使鰻魚感
染本菌。柳等 (1982)(14) 再次被討流水式 , 血水式及打氣式水槽影響鰻對本菌之感受性 , 指出經本菌浸
浴後之鰻 ' 蓄養 24 小時內之殖亡率仍以流水式水槽為最低

, 打氣式居次 , 而止水式最高 , 推測此可能跟
溶氧與溶氮有關。

蕭及陳 (1977)
(

山調查臺灣地區之生蛙、淡水長腳大蝦及淚水養殖魚類之病害
, 而發現牛蛙、鱷

魚、草魚、香魚及鯉魚皆受Aeromonas hydrophila 之侵襲
, 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感染淡水長關大

蝦及草魚 , E. tarda (E. anguillimortifera) 感染堵軍魚及鰻魚 , 香魚及鱷魚分別受 Vibrio anguillarum

及 Norardia sp. 感染 , 而這些疾病及病原體大都在 1--4 月中出現。劉 (1977)
(17)

調查臺灣之泥撤疾病 ,

認為蓋灣之養殖泥轍易受 Flexibacter columaris, Aeromonas hydrophila, Pseudomonas 及 Edwardsiella

anguillimortifera 等細菌之感染 , 並出現明顯之病藏。男 , 1977 年春季郭及郭 (1978)( 圳發現臺灣各地

養殖鰻魚
, 罹患赤點病而大量死亡之病原為 Pseudomonas anguillise ptica 。

Vibrio anguillarum 為淚水及鹼水養殖魚之重要病原菌之一。本省每年於越冬期 ':00. 目魚受本菌感

染發生紅斑病而死亡者約 15; 皆以上 ( 陳及劉 ; 沈及江 , 1972 ) (!9.�O) 。黃 (1977)<21) 從頻臨死亡之越冬

魚苗分離出 Vibrio anguillarum , 而確認其為甄目魚紅斑病之病原菌。另 , 郭等 (1976)
(22)

由淡水養殖

香魚的病魚分離出一種具廣鹽性之病原菌 , V. anguillarum 。叉 , 楊等 (1978)(�3) 由新竹地區養殖的文

蛤分離出一種不同種別之 Vibrio, V. parahaemolyticus 。

亡3 兔疫學研究

利用免疫法來預防病原體的感染, 是眾所周知的事 , 而在人類留學上相當普遍。我國目前魚類免疫
學之研究

, 以暸解鱷之免疫系統及對 E. anguillimortifera (E. tarda) 疫苗
, 利用侵泡法免疫鰻魚之故

果及其機制之探討為主。宋等 (1976)(24) 利用皮下注射11 法 , 接種經處理之 A. hydrophila 抗原 ( 弱毒

活性活菌、福馬林死菌、加熱死菌及聲波萃取物 ) 之鰻魚
, 皆產生有教抗體 , 而以弱毒性活菌之故果較

高。指出 E. anguillimortifera 之加熱死菌及福馬林死菌抗原
, 由腹腔接種 , 免疫鰻魚可產相當高之抗

體 , 同時發現 A. hydrophila 與 E. anguillimortifera 有部分抗原決定基團 (Antigenic determinants)

相間 , 且此相同部分對 E. anguillimortifera 之抗體產生量有加強作用。宋及郭 (1977, 1980)<2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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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及 Kou (1979)<27) 發現細胞性免疫機制在鰻魚之免疫系統中佔很重要的地位 , 指出經 E. anguill-
imortifera 抗原處理之鰻魚 , 其自血球之 phagocytosis 有增強之現象。宋等 (1982)128) 針對 E. anguill-
imortifera 疫苗 ,

測定及評價利用浸泡法免疫鱷魚之故果 , 認為疫苗濃度每毫升 108 細胞之故果良好 ,
浸泡 3 分鐘就有免疫敷果 , 且浸泡一次的 :有教果 , 而以三次之效果最佳 , 同時指出體重 6 克以上之鰻魚
浸泡疫苗始有免疫反應。朱等 (1980)<29) 與林等 (1982 ) 問。 3 對美國出產之的brio anguillarum 疫苗 ,
HIV AX , 進行對至1 目魚罹患赤斑病之預防教果試驗 ,

結果顯示體重 0.3 克以上之現目魚經 20 秒浸泡於遺
種疫苗中 , 則一星期後郎可產生免疫反應 , 而這種免疫力可維持 5 個月。而且 HIV AX 疫苗對 !i\ 目魚是
安全而無毒性的。由上述之實驗結果可證實利用疫苗來預防艘魚罹患赤餾病與肝腎病 ( 潰踴病 ) 或單目
魚罹患紅斑病是可行的。

鍾與郭 (1979)<31) 億瞭解病原菌侵入魚體後 ,
負責吞食細菌之各種白血球變動的情形 , 將鰻魚赤饋

病之病原菌 A. hydrophila 經由動脈球 (arteriosus bulbus) 接種入鰻魚血被中 ,
發現血液中且噬菌作

用之中性球 (Neutrocyte) 在白血球中所佔之比例 ,
隨時間之增長而增加 , 但淋巴球 (lymphocyte) 之

出現率星降低之現象 , 而單核球 (momocyte) 之出現率則是不規則之變化。郭及郭 (1977)<32) 指出利
用經 FITC 標識之抗 E. anguillimortifera 血清 , 可迅速地鑑定出 E. anguillimorlifera 菌 , 且此種螢光
抗體具特異性。郭等 (1977) <33)

刺用同攘的螢光抗體法檢查凹凸病之幼鰻 ' 而能成功地將肌肉中存在之
Plistophora anguillarum 拍子或拍子囊體 (cyst) 染上螢光 , 且具有特異性。陳及郭 (1982)<U) 曾利用
免疫電詠法以判別同科或非同科之魚類細胞株。

同寄生性水徵茵之研究

本省在冬季寒流來聾 ,
水溫廳障時養殖魚類極易感染水徵菌 ,

而造成重大的損失。鍾 (1973)<3&) 及
簡 (1979)<36) 之報告顯示本省養殖鰻之水徽菌 , 主要是 Saprolegnia spp. 所引起的。郭及郭 (1980)<37)

探討 Saprolegnia ferax 對鰻線感染之各種可能性 ,
認為水徹菌無法感染健康之鰻魚 , 但對於皮膚受傷

或接種 E. anguillimortifera 或浸 F. columnaris 菌被之魚體 , 則極易感染。簡及簡 (1980)<38) 分析養
殖鰻魚之真菌性肉芽腫症之病理組織 ,

發現胃、脾之病變組織以及新生徵血管中有菌絲之存在 , 而推
定菌輯、是由消化道侵入魚體。簡(1980) <39)

自虹備之患部分離出 Saprolegnia diclina 及 Aphanomyces
laevis 兩種徹菌 ,

另由虹轉之死卵上分離出 Pythium deharyanum 。簡 (1976)<.0) 自養殖之淚水蝦分離
出 Saprolegnia 徹菌。劉 (1978)<15) 對感染 Branchiomyces sp. 之鱷魚的總進行組織病理觀察 , 而發現
總組織有嚴重的壞死現象 ,

且總簿板亦有排列零亂之情形。簡等 (1978) <41)
對罹患 Branchiomycosis 之

饅魚做了相同的觀察 ,
而認為此徹菌可由認之病蛙侵入 ,

並轉軍事到心騙與脾臟外膜之細動脈 , 而引起血
管之桂賽。

魚類組織痛理之研究

鍾等 (1976 )142) 發現錦鯉罹患上皮瘤 (Spontaneous epithelioma) 之病例 ,
指出其與哺乳類及其

他脊椎動物之上皮瘤 ,
在組織病理學上頗為相似。赤田等 (1977) “ 3)

觀察幼鰻罹凹凸病之組織病理變
化 ,
而將之區分為三個變化期 ,

從而推斷其感染途徑 , 指出病原蟲 Plistophora 可能經由總直接進入鰻
體內。徐與張 (1977 )I “》研究鰻魚拍子蟲自點病之病理 ,

而發現病魚皮膚裘皮下寄生許多黏液拍子蟲之
蠹胞 ,

病蛙上之多層扁平上皮細胞旱各種不同程度之退化與慢性炎細胞之浸潤。劉 (1978)(15) 收集各種
共聽部病變之鱷魚 ( 包括腐臨病、黏液細菌性鯨病、徽菌性服病、黏抽于蟲性爛鯨病、車輪蟲症及指環

蟲症 ) , 研討其肉眼及組織病理學變化以為診斷之憑撮 ,
其中由 Branchiomyces sp. 引起之徹菌性爛餌

病係臺灣首次之報告例。劉等 (1982 )I 怕就正常日本鰻 (Anguilla anguilla) 之度膚、心臟、食道、胃、

小腸、肝騙、膽囊、棋臟、脾臟、肥、鯨、氣腺及腎臟等十三種器官做組織學之觀察 , 並提出詳細之描
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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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魚類腫瘤之病理研究 ,
簡述如下 ,

徐及張 (1977) “ 6
)

提出饅橫紋肌瘤之病理報告 ,
而指出肌纖

維周圍無肉膜 ( 組 rcolemma) 或結締組織之增生 ,
亦無炎症細胞之浸潤。簡及余 (1980)<47) 於鹿港地

區獲得罹患腫瘤之福壽魚 ,
經病理學觀察診斷為胸腺淋巴肉瘤。簡及余 (1982 r 刊】鼓現金魚罹患有柄乳

狀突上皮腫瘤之病例 ,
指出腫瘤之基質為基底細胞、纖維組織、微血管、黏波細胞及變形骨質等所構

成。簡 (1982)( ‘ 9)

收集到左眼罹患腫瘤之白鰻 ' 經由病理觀察而鑑定此腫瘤為惡性上皮佳腫瘤 , 是由上
皮細胞之增生所造成的。劉及簡 (1982)( 叫描述患總腎炎病鰻的腎小管上皮細胞內改璃體之超徵結構 ,
指出破璃狀小球外覆設膜 ,

內舍不明之物質 ,
其形態可分兩類小球 ,

第一類具顆粒狀內合物 ,
第二類具

多重膜狀內合物。徐等 (1977) 山》被查發生慢性肉芽腫性疾病之體魚 , 發現其為受 Nocardia 之感染而
引起的。本病之特徵為發病率及死亡率均高 , 魚體肌肉、胸腔及腹腔各臆器可見許多肉芽組織包圍之腫
暢。

的水產寄生蟲學研究

使用藥物以防治養殖魚類病害的發生,
是目前病害防治的各種方法中 , 最為有教及切合實際的芳法

之一 , 因之藥理學之研究自有其重要性。劉及王 (1978)(52) 曾就六種常用之水產藥物包括 Chlvramph--.
�-�-�-SÊ

Ni-trofurazor 峙 , 轍討其鰻之急性及慢性毒性 ,
並找出其使用之安全濃度及期間。事及郭 (1978)( 叫研

究經 Sodium Sulfamonornethoxine 藥浴後 ,
饅體內吸肢之情形 ,

而證實此藥物可於鰻體內存在四
天 ,
若增加水中 NaCI 之量 ,

鱷魚對 Sodium Sulfamonomethoxine 之敢收則會增強。車等 (1978)(U)
進行 Panfuran-S 對竄目魚苗毒性之實駿 , 求出 TLm 為 6.4 ppm , 以 0.4 ppm 藥浴 4 小時 ,

對這些
魚苗而言 , 毒性並不大。劉 (1980)( 峙 ,

進行硫酸新徽素在鰻魚體內之攻故與排泄的研究 , 而發現此藥物
經口投藥後 ,

停賽期應為 5 天。陳及張 (1980)(66)
針對甲基藍輿孔雀爺對鰻池生物之毒性 , 進行一系列

的研究 ,
而認為二種藥物對生物之安全濃度應在 0.033 ppm 之下 ,

目前此兩種藥物已為政府明令禁血使
用於養殖魚類病害之防治。

水產寄生蟲學研究

臺灣地處亞熱帶'7.K 溫偏高 ,
因之魚類寄生蟲症之發生乃是難免。李及陳 (1972)( 肘 ,

針對華灣養
殖魚類之寄生蟲進行調查 ,

指出侵犯本省養殖魚類之寄生蟲包括原生動物 , 節肢動物及跟蟲類。賣等
(1977)(68)

發現寄於養殖鰻後腎之黏拍子蟲 ' 指出本蟲以腎細管間支持組織及飽民囑周圍為主要寄生部
位 ,
且屬組織浸潤之寄生。鍾與郭 (1977) (59)

發現本省養殖的德國艙鯉被 Myxosoma sp. 寄生的痛例 ,
指出受本蟲感染之蟬鯉的死亡率可高達到方。羅等 (1978)<6 的按規彰化地區文蛤養殖場受害之情形 ,

發
現丈蛤受條蟲 (付Ty抖rloωce句phalum 口m) 之球形幼蟲嚴重感染。自 1凹98切o年閱抬 ,

羅等 (刊19夠80恥; 19 兜82訂)<81,6 “叫2幻3 進佇一
連串有關寄生於香魚之黃甄蟲 (C 枷
幼蟲形態變化等之研究 ,

而使得有關 2本拉省黃吸蟲之生態及生理學上之研究更為透徹。徐及林 (刊19兜80的)( 叫u仙3J 》

進行為害牡蠣甚大之扁蟲 (βSt吵y川loc 扮hu叫s inimic 的 )
的產卵率 ,

幼蟲之發生 , 以及鹽度對扁蟲捕食率和生長
率影響的研究 ,

並實地按討養殖扁蟲典牡蠣死亡之關係 ' 而發現扁蟲吞食牡蠣之速率隨海水鹽度之升高
而增加 ,

同時指出澎湖牡蠣養殖區之大量死亡 , 與扁蟲的大量發生有密切的關係。羅等 (1980)( 州對嚴
重危害本省養殖牡蠣(Crossostrea gigas) 之蚵螺 (Thais c/avigera kiister) , 進行電子顯徵鏡之觀察 ,
而發現它具有特殊之切都及續孔補助器 , 因而能讀入牡蠣殼內 , 攝取柔軟組織。
的竊毒及組織培接研究

從五年前開始畫灣之魚病研究者開始進行一連串有關臺灣重要養殖魚類的組織培養研究。 1981 年陳
等刊的首先發表了全世界第一個鰻魚卵巢細胞棟。相繼的陳及郭 (1982)' 帥 ,

以及陳等 (1983a, b)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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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鰻魚及腎臟細胞株及吳郭魚之組織細胞株的研究報告。最近陳 (1983 r 叫再提出有關鯉魚及泥獻之
餾細胞株的研究論文。這些研究成果使我國在溫水魚類之組織細胞培養上

, 居於世界領先之地位。
有關菌毒研究 , 陳等 (1983)< 川及上野 (1983 )川》等調查蓋灣養殖魚類感染病毒之情形 , 而發現蓋

灣養殖魚類中鰻魚及吳郭魚受歐洲鰻魚病毒 (EVE) 感染之百分率相當高 , 而鯽魚亦受感染性服臟壞死
病毒 (lPNV) 的侵襲。 Hedrick 等 (1983) 口 2)

更進一步的證實臺灣之 EVE 與 IPNV 之 AB strain

的血清型很相近。陳等 (1983 )川》更由日本進口之虹縛分離出出血性壞死病毒 (IHNV)
, 指出受此病

毒感染之魚卵 , 在孵化後全部死亡。

約生物防治研究

生物防治乃是一項以生物來控制生物繁殖的芳法。魚病上之制用較有價值者
, 乃是刺用噬菌體

( phage) 以控制病原菌的繁殖。吳等 (1981 r 圳 , 和吳及趙 ( 1982) 口 5)
已分別自池水或下水道內之水樣

品中 , 分離出對 Aeromonas hydrophila 及 Edwardsiella tarda 具專一性的噬菌體。並於實驗室中
, 誼

明此兩種噬菌體 , 可有效的控制上述兩種魚類病原菌的繁殖 ' 但噬菌體田間試驗之效果
, 則有待進一步

之摺守。

水產毒物學研究

自然界中存在多種徵菌的芬胞, 這些努胞在適當之頭境下 , 可在飼料中生長 , 並產生毒素 , 若養殖
魚類吞食此種飼料會發生疾病而死亡。接周 (1979)< 附之報導 , 稱黃翹毒素 (Aflatoxin) 中如 Aflato-

xin Bl, Afta toxin 5 及 Aflatoxin 10 可引起虹縛、銀蛙及洞館之急性中莓 , 其中 Aflatoxin Bl 之毒

性最強 , 極少量就可引發惡性之肝腫瘤。本省養殖業者使用人工飼料非常普遍 , 但是有關上述具有毒素
之飼料 , 對魚類之傷害則缺乏調查與研究。李及陳 (1981 )<77) 會針對十一種水稻田使用之農藥

, 對大肚

魚及吳郭魚之急性毒進行調查 , 指出 Phenthoate 及 Endosulfan 對大肚魚 (Gumbusia pat ruelis) 及

吳郭魚 ( 訂 lapia sp.) 之毒性不小。林及林 (1981 r 間進行農藥 Radapon 及硫酸銅對絲藻、龍鬚菜、

直目魚、吳郭魚、草蝦及沙蝦之毒性測定 , 而指出利用硫酸銅來清除龍鬚菜池中之絲藻是不可行的 ,
另

一7方面 , 龍鬚菜池若混養吳郭魚及軍目魚則不宜用 Rada pon 來清除絲藻 , 但若僅混養草蝦及沙蝦則因
安全性高 , 可以使用。

蝦類疾痛之研究

自民國 57 年草蝦之人工繁殖技術被確定後
, 草蝦養殖已成為本省重要 7X 產養殖事業之一

, 其前途將
不下於鰻魚之養殖。由於集約養殖之結果 , 帶來了許多疾病上之困擾 , 尤其近幾年來 , 由於疾病的不斷
發生 , 而引起養殖蝦類之死亡 , 已遠不可忽觀之地步。但有關這方面之研究尚不多。 1977 年廖等口 9

)

針

對養殖蝦類病害進行全面調查
, 指出原蟲感染症、絲藻附著症、蝦體彎曲症及變紅症的發生 , 對養蝦業

者而言最為嚴重 , 同時提出此類病害發生的可能原因及其防治對策。陳及黃 (1979)< 叫調奎蘭陽地區四

個草蝦養殖區
, 詔篤聲殖之草蝦周年均有疾病發生 , 以四至八月最嚴重 , 其中以黑臨病之危害最大 , 佔

全部疾病之 72.75% ' 其次為腐館、病及變紅症。對這些病症至今缺乏治療及防治方法
, 因此為蓋潤之蝦

類養殖之前途若想 , 蝦病之研究乃是一項刻不容援的課題。
綜觀上述 , 臺潛之魚病研究雖已頗具成果 , 工作之層次亦由淺而入深 , 可是仍有許多嚴重之病害尚

待瞭解以尋求肪治之道
, 例如草魚之腸炎 , 虹牌之病毒性疾病 , 文蛤、牡蠣、草蝦之成蝦及苗 , 以及箱

網養殖吳郭魚等之大量死亡 , 牛蛙之紅腿病 ( 敗血症 ) , 甲魚腔腫症、鰻魚之腹水症 , 草蝦之紅蝕或黑
醜病 .等等。除此之外, 由於藥物使用之氾濫 , 導致抗藥性細菌增加及其抗藥性之多接化 , 而對病害

防治與公共衛生上形成莫大戚脅之問題。由於引進新品種 , 大量進口魚苗 , 種蝦與受精卵等而引進新的

原體
,
尤其是病毒

, 而使得我國養殖魚類受到很大的侮害 , 引發進口魚類驗疫之問題。荊害之發生 ,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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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非為單一之成因 , 譬如因自 1料不良或不全 ,
造成營養性傷害 ,

使得病原體有機可乘 ; 寄生蟲大盆寄
生 , 尤其總部受到寄生 ,

對魚體造成莫大之壓迫 (stress) 或傷害 , 使得病 !京體乘虛而入 ; 水質問題 ( 如
水中含有過孟之鋼 ,

鋪或錚等重金屬 ,
71\. 中動物性浮游生物過多所造成之氧氣不足或氮過多 , 池底因老

化而產生多 ;壘之硫化氫 , H2S) 而導致魚體衰弱 ,
使病原體有機可乘 ,

因此魚體與如此複雜之魚病成因
之間 ,

關係如何之問題。當吾人發現池中有病魚出現時 , 其病情己相當嚴重 ,
使用藥物治療已太遲 ,

僅
能挽救病癥未出現之罹病魚 ,

因此早期診斷技術開發之問題 , 防治 t 除使用藥物外尚有方法 , 如生物控
制法與免疫法 , 就免疫法而言 ,

亦即魚用疫苗的開發 ,
在對魚類免疫系統尚未充分瞭解及一般接種及口

服方式使魚類得到免疫為非常不切合實際下 ,
除非加緊瞭解魚類免疫系統外 ,

更應多方面進行菌浴方式
免疫魚體之實驗。

為了更進一步增強臺灣魚病之研究內容 ,
更使魚病研究成者能更進一步的合作而諜共同問題之解

決 ,
主主提出下列研究重點以供參考。

1 ) 魚病防治研究
a) 抗藥菌及其抗藥性之研究。
b) 病原體之分離及其病原性機制之研究。
c) 病原性簡速檢出法及檢疫系統之建立。
d) 免疫機制及魚用疫苗之究明與開發。
e) 組織病理學之研究。

2 ) 魚類營養性疾病之研究
a) 臺灣重要養殖魚蝦貝類之營養性疾病之調查。
b) 各種營養與魚類疾病之關係。

3 ) 水質與魚額之關係
a) 臺灣地區各養殖水域之水質調查。
b) 各種水中污染因于對魚蝦貝類之影響及其發病機制之研究。
c) 各種污染園子之防止或去除方法之研究。

4 ) 病毒之研究
a) 病毒之分離及其特性之研究。
b) 病毒感染之簡速診斷方法的建立。
c) 遺傳工程及融合瘤技術應用於疫苗開發之研究。
d) 開發重要魚蝦貝類之永久細胞株以供病毒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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