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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鰻細 菌分佈 之研究

陳昭德 . 郭光雄**

Studies on Bacterial Distribution in Pond-Cultured Eels*

Jau-Der Chen* and Guang-Hsiung Kou 料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bacterial flora in eel-farms

and the difference bet\' v-een Edwardsidla. Five and

thity-nine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two hundred and four

The isolates were classifi:r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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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siel 缸 , Enterobacteriaceae,

Pseudomonas, Achromobacter, Flavobacterium, Alcaligenes and unidentified

negative rods. The number of isolates from intestine was more than those

viscera and pond-water and the number of isolates from diseased eels was more

titan that from healthy ones. The distribution

was rather different. The latter, unlike the former, was rarely

eels as well as in sediments and plankton of rearing pond. The investigation

the origin of Edwardsiella and the way it got into eel-pond indicated that feces of

birds might be one of

Edwardsiella did not succeed.

from

of Aeromonas and Edwardsiella

found in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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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養鰻事業因養殖密度的提高, 鰻池的老化 , 及飼料品質之不穩定 , 使疾病發生之種類及發
生率增寓 , 造成的損失也隨著增加 , 鰻病問題因而日益受人重視。樣一九七六年臺灣養鰻戶之鰻病調
查統計分析 , 發現由細菌性引起的赤緒及潰擴病為鰻罹病死亡之主因 , 佔鰻魚所有死亡病困的 36% 山

, 是以引起著者研究鰻池細菌相之興趣。
細菌性疾病中以亦餾病之發生率及造成之損失為最大。過去赤緒病係指由病原菌

hyd, 吵hila 及 Edwardsiella anguillimort 伙 rum CParacolobactrum 仰伊 illimortiferum) 共

同引起或單獨引起之痕病。.旬 , 如今 E. anguillimortiferum 已被認為是引起潰揚症之病原菌 (') ,

有關 A. hydro. ρhila 的研究很多恥的 , 但關於 E. anguillimoT 叫rerum 之研究則甚少
, 且自一九五

九年 Sakazaki 和 Murata 發現此菌以來 , 研究者大多著重在細菌之分離及分類上的工作 (10-18) , 而
其他方面的研究則甚稀少。由過去之研究報告仇 19, 酌 , 得知一些引起魚類疾病之病原菌 , 常存在於
水中 , 由外觀 k 健康之魚體內 , 亦常常可以分離出來 , 如 A. hydrophila 。因此當魚體內外條件惡化

時 , 如魚體受寄生蟲寄生 , 營養不良 , 消化不良 , 氧氣缺乏 , 水溫激烈變化等等 , 此等病原菌容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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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體內繁殖引起接病 , 而被稱為蝶件性病原菌【 21) ,
由於此種之了解 ,

對於此等病原商所引起農病之
肪治就有了良策。而且 anguillimortiferum 是否與 A. hydrophila 相同為蝶件性病原菌 , 且常存
於池水中 ,

甚或由外觀上健康鰻魚之內轍中亦可分離出 ,
實有究明之必要。而水攝為鰻魚之唯一生活

環境 ,
故欲了解此類細菌感染魚體之機制 ,

除了究開此類細菌在魚體內存在之情說外 , 還得究明其在
魚體生活之水域中之種種情況 ,

諸如池水中各菌種之情長 , 季節變化 , 地域不同有無差異等。本研究
則針對這些問題 , 特別有關 E. anguillimo γtiferum 之分佈 ' 加以調至研究及分析

, 所得之一些見解
在此提出 , 以供研究魚病者之參考。

材料及方法

使用材料及來源如Table 1 所示 ,
係自一九七七年四月起至一九七八年三月止 , 選畫灣中部毒品

化地區三家及南部高屏地區三家養鰻場 ,
做為圍定採樣池 , 每月採樣一次 , 除池鰻外 , 池水、底泥及

浮游生物 , 亦一拼採樣 , 供做細菌分離用。
No. of eels examined from April, 1977 to March,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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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鰻體細菌之分離

每家養鰻場任取外觀健康, 大小為 150-200 g 之鰻魚 5 尾 ,
用 1.5 % Urethane 麻醉後進行肝臟、

腎騙、脾騙及腸之細菌分離 ,
若採樣時有病鰻發生 ,

亦同時進行採樣分離細菌。麻醉後再以 70% 的潛
精棉花擦拭體表面 ,

在無菌操作下解剖魚體 , 先自動脈球以瓣
,

晶針簡將血抽乾 ' 然發取出肝臟、腎臟及囑 ,
再將各組織分別合在一起 ,

精確稱重後 , 加入十倍於組織重量之誠菌食鹽水 (0.85% NaCl) ,
再以均質機 (Homogenizer) 研磨 5 分鐘 ,

便成組織懸浮液 ,
然後以誠菌食鹽水稀輯五階段 ,

每階
投皆為十倍稀釋 ,

自每階段稀釋液中吸取 0.1 C.c. 接種在細菌培養基上 (Pepton 15g, Beef extract
7. 袍 , NaCl 拾 , Agar 1旬 , dist. H2O 1000 c.c. pH 7.0-7.2), 用誠曲之玻璃棒均勻塗抹培養基之
表面後 , 置於 28 � C 培養箱中培養 48 小時 ,

將發育在培養基上形態不同之菌。落 (Colony) 銷出 , 轉
培養於斜面培養基上保存 , 供各種貨驗用 ,

同時計算不同形態菌落之數目 , 求出每 Ig 之內轍器官中
所合各菌之菌數。

二、池水細菌之分離

以針筒式採水器由鰻他投餌場之水表面下的 cm 處採水 , 將蝶取之池水 .注入經商



- 27 一

壓誠菌後之試管內 , 與上述魚體細菌分離之芳法相同 , (

博池水做五階段之十倍稀蟬 , 均勻接種於細菌
平根培養基上 , 挑出不同形態之菌落 , 再轉培養於斜面培養 ;在上保籽 , 以供實驗之用 , 問時計算不問
形態菌落之數目 , 求出 1 C.c 池水中所含各菌之菌數。

三、底泥細菌之分離

取投餌楊周圍之底泥, 在空氣中放置 24 小時之後 , 精確稱取旬 , 加入 9 C.c. 城菌食鹽水 , 振盪
後靜置 ,

符懸浮顆粒沉澱後 , 敢上層澄清液稀釋塗株於普通培養基上 , 與上述細菌計算方法相同 , 求
出含水直泥 19 中所含菌數 , 同時挑出不同形態的菌落 , 再轉培養於斜面培養基上保存。男精確稱取
19 之底泥 , 置於 100

� C 烤箱中烘 2 小時 , 乾燥泠卸後再精確稱童 , 扣除水分重量 , 計算出 19 鹿泥

中各菌研舍之數目。

四、浮游生物之細菌分離

以網目 100 μm 之荐游生物網 , 拖取水表面之持游生物 , 於 4
� C 3000 rpm 下離心十分鐘 ,

取下層沉澱物 , 用研磨杯研碎 , 與上述細菌分離之芳法相同 , 以 0.85% 食鹽水稀釋 , 塗掠於培養基上
, 槍敢不同形態之菌落 ,

再轉培養於斜面培養基上保存 , 以供實驗之用。

五、分離茵之鐘定

以常法進行下列各種細菌形態及生物化學特性的試驗 : gO Gram stain, Hugh-Leifson's

Cytochrome oxidase, M-R and V-P, Production of HzS (SIM), Indole production, Nitrate,

Kligler test, Arginine dehydrogenase, Lysine decarboxylase, Ornithine decarboxylase,

Utilization of Citrate, Glucose and Lactose 並觀察其在 RS medium, MacConkey agar 及

SS agar 上之生長情況 , 然後參考 NaegeW2Z), Gibbs and Skinnert23 九 Shewan, Hobbs, and

HodgkisstU), Davis' 鈞、 Emmett and BullocktZ6) 及飯旗、駒形等之分類基單 , 訂出了. Table

test

Diagnostic key of Enteric bacilli and similar Gram-negative bacteria

Cells do not glide
Cello' rigid I y bound
Gram-negative
Rod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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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SS agar 0, A, L: Ornithine, Arginine, Lysine NC: No Change

H-L: Hugh-Leifson O-F test

EnterobacteriaceaeEdu:ardsi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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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之分類衰 , 分出 Edwardsiella, Enterobacteriaceae, Aeromonas, Pseudomonas, Achromob.

前'ter, Flavobacterium, Alcaligenes 及 Unidentified Gram-negative rods 等八菌章。

六、病原性試驗

將鑑定為 Edwardsiella anguillimortiferum 之分離菌 , 於 28 � C 下 , 培養於普通培養基上
48 小時後取 10 mg 之培養菌溶入 1 C.c. 之誠菌食鹽水中 , 便成活菌懸浮液 , 依每 100 g 魚體接種
4 mg 濕菌之比例 , 以腹腔接種方式 , 接種於腹腔中 , 即每 100 g 魚體重 , 接種 0.4 C.c. 之菌液。
每一菌蛛接種兩尾 , 大小為 150-200 g 之鰻 , 接種後之鰻收容含水 30 公升之方形水箱內觀察 , 每天
換水一次 , 觀察兩星期、觀察期間不給餌 , 水溫與室溫間 (20-25 � C) 。同時以食鹽水腹腔接種法 ,
接種兩尾鰻 ' 同樣收容於含水 30 公升方形水箱內觀察 , 做為對熙、組。

結 果

自 1977 年 4 月起至 1978 年3 月止 ,
在畫脅中部毒品化地區及南部高屏地區養鰻場進行鱷魚之歸 ,

內

廠及池水之細菌分離 , 總共採樣 204 尾鰻魚 , 分離到 539 蛛菌 , 另由浮游生物及底泥分離到 160 蜍菌
, 數將所得資料加以整理 , 分述如下 :

一、季都雙化

依 Table 2 分離菌可分成八個菌畫 , 南部養鰻場之每月各菌草之出現分佈情況如 Table 3 所示 ,
Ed τvardsiella 僅 12 月和 3 月由腎臟分離到 , Enterobacteriaceae 及 Aeromonas 採樣幾乎都分離

到 , Pseudomonas 從 11 月起至 6 月止被分離到 , Achromobacter 僅3 月時被分離到 , Flavobacterium

在9 月‘ 12 月及 3 月極分離到 , Alcaligenes 在5 月、 11 月、 2 月及 3 月極分離到。中部養鰻場之情形如

Table 4 L所示 , 和南部養鰻場略有差異 , Edwardsiella 僅在 5 月被分離到 , Enterobacteriaceae 及
Aerom 珈山與南部相間 , 採樣幾乎都有分離到 , Psuedomonas 在 3 月至 7 月被分離到 , Achromo-
bacter 在 7 月、 1 月及 3 月被分離到 , Flavobacterium 在 7 月、 11 月及 3 月被分離到 , Alcaligenes

則在 5 月、 7 月及 11 月被分離到。

腸、內廠及抽水之總分離菌數之年分佈如 Table 5 所示 , 南部養鰻場之搗內菌數 , 每 1 g 之含
菌量除 1 月在 105 cells, 10 月及 12 月為 106 cells 外 , 其餘月份均達 107 cells, 內臘 1 g 之含菌量
5 月及 1 月最少為 10 ‘ cells, 10 月份高達 107 cells, 其餘皆在 105-6 cells, 中部養鰻場之搗內菌以 2

月為最低 , 每 1 g 之含菌量在 103 cells, 5 月及 12 月達 107 cells 外 , 餘均在 10.-6 cells, 內釀 1 g

之含菌量 7 月及 9 月為最低僅 103 cells, 6 月為最高達 106 cells, 餘均在 10 日 cells 。池水之含菌

量 , 中部養鰻場除 12 月及 3 月每 c.c. 之含菌量在 10s cells 外 , 餘和南部養鰻場一致皆達 10. cells 以
上 , 而南部養鰻場在 6 及 9 月為最高達 105 cells, 中部養鰻場則在 6 月及3 月為最高達 105 cells. 由

此可見不拘是內顱 ,
臨內葳池水之含菌量 , 中部之聲鰻場有較南部者為低之現象。

比較腸、內臟興地水之總!分離菌數 ,
由 Fig. 1 可看出南部養鰻場之踢內及內驗之含菌數以 1 月

為最低 ,
中部則以 2 月份為最低 ,

整年之最高及最低月平均水溫亦以 1 月至 2 月為最低。以每 1 g 相
等於 1c.c. 之單位來比較 , 除南部 10 月及 12 月 , 中部 11 月及 3 月 ,

腸內之含菌數較內融合菌數為低或
略恆外 ,

其他月份皆臨內含菌數較內融合菌數為高 ,
池水之含菌數除南部 5 至 6 月 , 中部 9 月及 3 月

較內臟及臨含菌數為高按略高外 , 其他各月皆較低 (Table 5) , 叉比較中南部之鰻魚體總分離菌數 ,
如 Fig. 2 所示 , 南部養鰻場合菌數最高的月份為 2 月至 4 月及 9 月至 12 月 , 中部則為 5 月及 12 月 ,
恰值水溫變動最劇之春初及秋初 , 而水溫最高之 7 至 8 月合菌獸 , 反而不是最高。
二、 A昨omonas, Enterobacteriaceae, Pseudomonas 及 Ed 叩ardsiella 之出現

由鰻魚體及池水分出之539 蛛菌如 Table 6 所示 ,
除 Unidentified Gram-negative r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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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MAY JUN JUL AUG SEP

Southern Taiwan 75080 72540 16673.3 46740
eel-culture pond 584.33 28.1 112.666 757.966 2318.34

52 52.06 134.6 76.83 349.5

�f��0�

Central Taiwan 25111.375 2490 896.8 1147.6
eel-culture pond I �

V 58.176 1062.066 7.626 3.6

610.8 70.95

Max. H2O Temp. 29.40 31.05 29.22 32.39 30.98 30.92
/ / /

/ / / /Min. H2O Temp. 25.46 28.05 26.80 29.40 28.59 28.19

OCT NOV DEC JAN FEB MAR

Southern Taiwan 3591.95 11437.05 6446 333.95 11836 22126
eel-culture pond 15204.166 1101.783 7822.166 73.75 1271.95 1508.55

12.75 30.5 28 13.5 33.3

rιe‘.圓圓圓圓,、

n嘲Taι缸M 32.45 18000 1048.75 6.91 58.79
eel-culture pond

I t �
82.212 120.666 666.676 217.8

47.5 2.2 31 7 450

Max. H2O Temp. 28.75 23.58 22.39 19.31 21.55 23.92
/ / / / / /Min. H,O Temp. 26.34 21.69 20.15 16.96 19.58 21.51

勻,
館

內
4,

Table 5. The annual distribution of isolated bacteria (103 cellsjg or c. c.)

amoung intestine (I), viscera (V), and pond-water (W)

外 ,
以 AeromonaS 佔 20.22 %為最多 , Enterobacteriaceae 佔 12.98% 次之Psuedomonas 佔 10.94% 文

次之 , 而以 Edwardsiella 佔 1.85 %為最少。檢討 Aeromonas 及 Enterobacteriaceae 之出現 ,
不拘健康魚或病魚之盼、內臟及池水皆可分離到 , 其出現之月份全年都可分離到 , 而 Psuedomon 山
之出現也是不拘健康魚讀病魚之腸、內臟及池水皆可分離到 , 但出現之月份則在 11 月至 7 月

, 而 8 月
至 10 月則未分離到。 Edwardsiella 之出現單就被分離出之器官凍霜 , 健康魚之脾臟分離出 1 菌誅 ,
腎臉 ? 再 �IIj 2 菌株 , 由病鰻之脾臟分離出 1 菌 1味 , 腎臟 2 菌株及腸 11 茵株 , 不論由健康魚或病魚之肝
臟均* 分離出 Edwardsiella 。再就出現的月別來君 , 分別在 5 月中部養服場健康艘魚之脾臟 (2.7 x
103 cells/g)' 9 月南部養鰻場感提水磁商之病恨之牌 IW( (85 X 103 cells/ 的及腎臟 (120 X 108 cells/g)

,
中都是關場外觀呈現赤賭病徵之腎臟 (30 X 108 cells/g) 腸 ( 11000 X 103 cells/g) 及問他池水

(2 X 103 cells/c.c.) , 12 月南部養鰻場之健康鰻魚之特臟 (7.5 X 103 cells/ 的及中部養鰻之正常;池水
(0.4 X 103 cells/c.c.), 2 月南部表鰻場之正常池水 (0.3 X 108 cells/c.c.) , 及 3 月南部益服場之健康

昭之特臟 (746 X 103 cells/g) /:1:\ 現 , 總共 10 茵株 , 此點顯示 Edwardsiella 和 Aeromonas 之生態

分佈不同 ,
有 iI 有 .,1\:',;\';:(/ 於池水中及健康盟員魚體內之常見細筒 , 且無一定在某月份特別佔優勢 ,

又由健

康服或 .,1\: 棍 ,皂、m痕症之病服都可能分離出 Edwardsiella 。

玉、高魚之分離茵

如 Table 7 所示 ,
南部聲色里場 9 月被 7}:t 擻菌感、勢之病鰻極分離出 Edwardsiel, 旬 , Aeromonas



- 33 一

∞

GN

f們-....
‘n<:>

N
。、
u 、用

心
。
-。、

精2
<::>
H

J
〈'
戶
。'
們

內
叩
門
們

(Om
【

i--0)

(OO
也
向

l--0)

1"""'\

∞

-N.0)

1"""'\

ONlN.0)

1"""'\

。
N!
一
【

(oam--OOH)

(oof-
們

-0)

(0--t
向

.0)

(0
∞

HIm--)(oo--N?)

1"""'\

cal--0)(-vNmlN.0)

1"""'\

N

(

申

.01
們

-0) 、J、J

�

<::>
由2

可﹒
-‘

一
、。

F司
p
、也2N可﹒自3<::>

N
00

"
、

r 、a
由2
....

F 丸,

(h
﹒
∞-T
【1
∞

NO-0)

海

(OV
申

INN--)

1"""'\

-wfi
。
.-
、J、J、J、J

NF們可 3f 門

'"

河2
....

p、
F ﹒

r 閩、

ohfl-T

﹒
們

!
咱.h

lm
﹒
門
申

)-

凶

、J

氓2

、J

....

、J

嗯?

、J

u 、

)

叭-、J

、。

、../

N

、J

N ....
。、一一

(coom-

∞

.-1)、J

N也3 H 、
甘、

、。

aqaaN)N

向
∞
們-

.
� 已 �".�

::c 0
'-v-'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

....
N

(OO
∞-l
申
呵
。-O
〉

hN

(oo--lm-N)

(

∞
NN
向1
們

(OOOO

們1
申

�.�-0	

(N-huff

。
.
『
)

(

∞

NN-loo-)

/""\

-m-N

〉

1"""'\

港2
月

(22
油

iz--)

叩
門

目。
‘--.,J

固。
、.、����

::c 0
�

白白
、自.,,

目。
�

目。
�

(

自
〉

BH

向
閻
明

kmAZSAHhH

句
口
耐
(

白

)gf
咱
可
說

g
咱
哥
們
們
怕
。

(4)

』
ω
〉

=-MZ

耐
戌
凶

)k

【
ω

ZMU3.(

的

)duu-

兮

"(

已
ω

SHE-52

伺

(

注
)

且
這
注
音
。
心
自
。
』
』(-u
﹒
υ
』
。
趕
咽
口
8
色
已
ω

Mggz-USES-m

電
話
苟
明
之
。

-szh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mh.Nl

∞

N.0)

(

。
-AM

叫
wl
們
-O

1"""'\

1
∞

N.0)

(

∞
-N
們

-hmo.0)

(OH

們1
∞

h.0)

/""\

NH-mh.0)

(ommIH--

(4uh
∞

-H.-

1"""'\

-wml-h.0)

J

(h
﹒
們

Om--NN.0)N

可﹒

一一一一一一
咱
.-1
月
心1咀
.
們

�
�

�
�

omhl

申
曲
。
.0)

∞

f ‘、

/""\

h.NI-w.O

(

回
肉
。
N!
們
由
、
.0)

∞

/""\

(com--h.N

f司

/""\

。

-wNIm--

【
〉

N

這2

f 閩、

。

N1
的
﹒
們

/""\

ON--O

們

/""\

海
申

him-h

(oom

油
1h
。

.0)

1"""'\

。
申
h1
∞
們
)

(N

申

N-vi--

〉

,.. 、

Im
∞
〉

/""\

的

w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1"""'\

om-wiN.N)

們

(coo-
油

1N-m)

們

(

。
.
申
苟
且
心
。-laN

〉

N

(ocoo-wlm-N)

∞

f 肉、

DOm-wlo

∞
h

〉
寸

N

(oco--IN.N)

。

(coom-wi

∞

OH)NH

H 、

(

。
∞
hm
剖

lhh.0)NN

N

1"""'\

、J

\0

。
申

-Vl--

自3

(OOO
∞-l
寸
呵
〉
∞-

(DOO--l

、圈,

,
司

-

4
〈
徊
。
'
們

叫
苦
』

,lO

可
占

382

月
4

H

這
個
阿

whsa

甲
、HkawhMMUSSGHhh

huhHq

怠

,Eqh

電
甲
、

SSS

也
可

EHA

旬

qROPE--

』
甸
、

U
咽
UU
呵
呵
』
ω-u
唱
品
。
』

uwugM

阿

。
這
句
﹒
昌
、
』

gaMAMH

.
心
ω
-A
眉
山,H



的

-mO
』

-OR

自
已
。
剖
開ZA

們--們

.cm-

mAM.

咱
們
-ah
唱mhN

們
.
們
寸

寸
.
∞-y

N.
【

餌,
∞
也

們.h
∞
-
【

hE.-

m-H

m--
們∞

∞
H

“
〈

E

- 34 一

倒
向
閻
明

白
白,
可
U
屆

CN
『

寸
守

也一一←←一一一句一一一
。、
r 、N-

唱
﹒
們

呵1-0\
a 、 ..,..

自D
r、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C?hCN-

12;

1 之
間 l
弋, i

[I 一-

G.> :
� I Q

�i 凶
古自

穹的何心的老

E
。
占

(4) EC.muu

凶

CHT

已
呵
? CN

白

H 、
吋 -
0
0

一一一一一于一一,自一 -一一

mh.D
口
也
﹒
用MUM
陶

eh?
DOO
油
油

C
寸
N

UUZ

呵

.:: >
閱

(

<iZ,
-;
E

d

』
U
〉

一一一

-gCEMMUM

陶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N�

。-h
叫
Mh.
∞0向

一‘一一一島
(

凶
〉

kmmH

自
由
晶
晶

DOm-T

.
白
白,
可

UM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DR
巾
甸

甸
﹒
同

一一一一-一一, 可一一

C
唱-T

0
V們

ccc--

心
凶
的

A
的

)guu-

已
間

、們
‘們

、1-0
∞ r-r'ci
0'"

、 E、.
‘

",. 門

石

?tM

∞
刑
。
.
。

B.
也
可
飢
渴
H

hme--m.AM
宙
『

-a-3
屆

-w.m

haNNmN

。、

'
、a

!Z-
名 J ;::; I

� 'I一_I
c..:: -I
圳 :1 !
� 1> I

� ,10 I

恥
(

阿
)

ugZEHE

』
。
(

切
＼
閉
口
心
心

抖
。
。

自
咽
主
呵
呵

HZ
』

屑
。
戶

)

耐
叫
』

HE--

芯

,Ha
oo--
【

0

'"

。
。

-vAU

ggz-v

口
也
可

EOHUH

咽

E
⋯

HERE

〈
﹒

句。g

I �
甜

言

一一-一一一

。
∞h

H.N
CNH

m
∞

UH
ω
耐

AMVUH

丘
。

nuH

白
,H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同∞凶 4
、-------

阿 CI)��

----
同的 ��
�

間的凶 4
、

-"..-J

間的 ��
、

�-�-�-w	vî
d 同∞凶 4

、-----
間的凶」

----...--.....

H 的 �,...:j

'---v--'

間

EO

耐
心
E
、
戶
的

間
可

EaiO

MHUCZEU

定

EP
SENds~

甲
、

宴
忘
記

HMO28

民

』
包
苟
且

HMEDAMmum

、

SEE

穹

shA
SEE-bF
、

-一一一一于一
U
帽
UU
聞
伺
』U
耐
心
呵
品
。
』

UHEM

國

HHb

令
』
『
、

AHHShAMH

-h

ω
-A
何
h



- 35 一

、 ',
、

'、

'、

'、

'、

、 '、 ,
\'

7

4

6

5

但
這
芯
且
』

osg
ω

OOJ

30

25

20

(0
。
)

.
已
芝
凶
← 32121110987654

Months
The comparison of total bacteria between Southern Taiwan eel-culture ponds 一一一一 -
and Central Taiwan eel-culture ponds.......

Fig. 2.

及 Psuedomonas
, 10 月愚爛尾病之鰻魚被分離出 Aeromonas, ' 11 月及 l 月外觀呈現赤緒病徵之

病鰻 , 按分離吾 I] Psuedomonas 及 Flavobacterium' 中部養鰻場 9 月外觀呈現有赤緒病之病鰻被分

離雯IjEdwardsiel, 缸 , Enterobacteriaceae 及 Alcaligenes' 10 月外觀呈現赤緒病徵之病假被分離到

Enterobacteriaceae, Psuedomonas 及 Flavobacterium' 11 月至 1 月所採到的皆為典型赤緒病病脹
, 主要分離菌為 Aeromonas 及 Enterobacteriaceae, 3 月份採到之病鰻為患凹凸病 (Plistophorosis)

之病鰻 , 非細菌性疾病 , 除 Ed 叩ardsiell a 及 Alcaligenes 外 , 各菌革皆曾分離至 I] 。

比較健康魚興病魚之總分離菌數與1 Fig. 3 所示 , 除南部養鰻場 9 月及 11 月與中部益怯場之 12

月及 1 月為健康魚之含菌量較病魚為高外 , 病魚之含函數要比健康魚之合菌數為高 , 不許}健康魚互交病

魚陽內含菌比內釀臟之含菌數為高。

四、底泥、浮游主物及鳥糞之細菌分離

自 1977 年 7 月起至 1978 年 2 月血 , 由中部養鰻場之底泥分離出 28 蛛齒 , 南部義鰻城之 )直泥分關

出60 株菌 , 合計的株菌 , 文浮游生物之細菌分離由中部養鰻場分離出 27 輯:菌 , 南部養股場分離到 45 蛛

菌 , 合計 72 蝶菌 , 經鑑定結果如 Table 8 所示 , 由底泥可分離吾II Enterobacteriaceae, Aeromonas,

Pseudornona, Achromobacter, Flavobacterium 及 Alcaligenes' 由得游生物可分關手 11 Enterob-

acteriaceae, Aeromonas, Pseudomonas, Achromobacter 及 Flavobacterium' 而未能鑑定的細菌

則佔大多數 , 但無任一菌林為 Edwardsiella , 文由南部養鰻場收集新鮮鳥糞 , 以 RS medium 分雕
細醋 , 亦無 Edwardsiella 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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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diseased fishIntestineE5E 草草

。 f healthy fish

Viscera of diseased fish

Intestine亡三二2

IZZZZZI

Viscera of healthy fishI':',"""":"

The comparison of total bactria between healthy and diseased eels of Southern (S)

and Central (C) Taiwan eel-culture pond.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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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he no. of isolates from sediments and plankton

Edwardsiella

Enterobacteriaceae

Aeromonas

Pseudomon ω
AUronYA

守
..A-EA

Achromoba£ter

Flavoba£terium

Alcaigenes

il Unidentfied G- rods

Sediments PlanktonSediments Plankton

0473..A

弓,
“

'
。
司

LA--

'
、
J

aaIrOAU

司

3

.A

司
L

Total 88 72

五、 EdwaT 泊 iella 之為原性

由鰻魚之醋、脾、腎及池水分離出之10 蝶 Edwardsiella 菌
, 經病原住試驗後 , 除 9 月份由南部

養鰻場被水徹菌感染之病鰻的脾臟兮離出 Edwar 幼 iella
, 經腹 ,睦注射外觀健康之鰻 ' 於接種後 24 小

時至第 4 天 , 體表出現徵小紅斑 , 但於第 5 天就消失回復正常外
, 其餘 9 株菌於接種後兩週內皆未造

成任何症狀 , 顯示分離之 Ed 叩ardsiella 無病原性。

討 論

鍾等 (1973 , 1974) 提出有關本省淡水養殖魚類魚體常有細菌之研究報告
, 指出外觀健康之魚體

不拘腸內讀內臟之分離菌 , 以 Aeromonas, Pseudomonas, Enterobacteriaceae 及 Flavobacte 門:um

最為常見
,19,20) 。郭 (1974) 調查日本之細菌相時 , 亦指出 Aeromonas, Psuedomonas, Enterobact-

eriaceae 及 Flavobacterium 為較常見之菌翠的。文鐘與郭將分離菌分為 Aeromonas, Psuedomonas,

sEnterobacteriaceae, Favobacterium, Achromobacter-Alcaligenes, Paracolcbactrum (Edward-

iella ) 及 Unidentified Gram-negative rods 等 7 個菌事
, 指出各菌皆有常年出現之趨勢。末研

究結果顯示分離菌為Aeromonas 等 8 菌孽
, 其中以Aeromonas, Pseudomonas, Enterobacteriaceae

及 Flavobaterium 為最常見之菌
, 與上述鍾及郭之研究結果相同。但月份變化而言 , 本研究之結果

顯示 Aeromonas 等 8 菌華之出現
, 除 1978 年 3 月南部養鰻場及 1977 年 7 月中部養鰻場各菌蓋皆可

分離到外 , 其餘月份不梢南部或中部則時有某些商事未能分離出 , 與郭之調查結果不同。此種差異可
能是地域不同所造成的。又分離菌中有 38.38% 為 Unidentified Gram-negative rods 所佔之比例

相當高 , 若林等 (1976) 之研究報告
, 指出鰻池中未能鑑定之分離菌亦高達 36%,28) , 因此對於水中細

菌之鑑定基單實有再詳細研討之必要。

本實驗所分離到的細菌全為草蘭民陰性菌 , 鍾等 (1973) 進行本省鰻魚體細菌相之研究亦指出分

離萄皆為草蘭氏陰性菌
(19) , 此可能魚體內細菌相受外界水域細菌相之支配 , 而外界水域存在之細菌

幾乎全為草蘭氏陰性商所致。早於 1946 ZoBell 便指出細胞構造和生態環境有很密切的關係
, 池水

中的環境適於對乾燥較敏感 (sensitive) 的草蘭氏陰性的.生存, 且細菌成桿狀之表面積要比圓形之表
面病為大 , 更有利其吸 l仗義份 , 故水中直幾乎全為革蘭氏陰性桿菌 ,29)

0 Bisset (1946, 1948) 進行

perch 及 powan 之間、蓋腔的腹膜腔之菌分離 , 指出魚體內細菌相係受外圍環境水域中之細菌相支
配 ,80, 划。

比較外觀健康股的腸與內瞬之分離圈 , 除少數之倒于外 , 每 1 g 所含菌數而言
, 腸比內臟高 , 與

過去之研究結果相間 ,0 幻此可能因腸內有餌料宮於營養 , 菌較易繁殖所致 , 內臟出現較高函數之個
體 , 腸內聽乎無餌料存在可為明顯的佐諱 , 皮阿等 (1971) 研究絕食鰻之腸內存在菌之消長

, 指出腸
內菌數因絕食而漸減 , 以致於幾乎達於零的地步 ,22) 。文比較中部與南部之分離菌數

, 一般而言 , 不

祠腸內或內轍 , 中部皆比南部略低 , 此可能因採樣的時間不一致 , 池水的更換等原因 , 或是和地理差

異有闕 , 則需做更多的調查比較才能了解。若比較健康魚與病魚之內臟分離菌數 , 除少數之例子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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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魚皆比健康魚高 ,
此可能因病魚之虹抗力較低 ,

易受細菌之侵入 ,
同時侵入內臟之細菌亦易繁殖所

致。由鍾等 (1974) 所提出 Aeromonas hydrophila 在鰻體內消長之研究報告 (2 旬 , 可現自侵入魚體
內細菌消長之機制 ,

郎細菌侵入魚體內後 ,
若魚體之防嘿機能無法控制及消誠之 , 則侵入菌會繁殖 ,

達到某一萬數時 ( 腎臟及脾臘每 1 g 達 107 cells 而肝廠及血液每 1 g 或 1 C.c. 達 10& cells) 魚
體會致病死亡。至於少數之例子 , 病魚內瞬之分離菌數較健康魚者為低 , 此與病魚發生之魚地撒佈及
投與抗菌劑有密切的關連 ,

因此時魚體內吸收入相當濃度之抗菌劑 , 使侵入體內繁殖之細菌受到控制
及消戚。

Sakazaki 和 Murata ο 959) 首先發現 Ed 叩ardsiella 菌 , 並暫定名為 A吋Isa group<10) ,
後來 Hoshina (1962) 由病鰻分離出此菌 , 並定名為 Paracolobactrum anguillimortiferum<11),
至 1965 年 Ewing 才正式命名為 Edwardsiella tarda(12) , 1975 年 Sakazaki 叉根樣命名法則之優
先權重新定名為 Ed 即ardsiella anguillimortiferum �圳 ,

並為畫潛之研究者所採用的。此菌最早見
於人類之臨床病例當為1959 年有自腦膜炎之患者分離到此菌之報告(1 旬 , 而後 Bockem iihl 等 (1971)
提出 Edwards 仿'lla 和 Salmonellosis 有關之報告【 17) ,

而引起許多研究者對此菌的重視。除此之外
,1967 年 Sakazaki 誼賓此菌為蛇之常在細菌 (15) ,

1970-1972 White 等在 Florida 的 Gainesville
四十公里半徑內的湖泊和溪流的水 , 分離出 Edwardsiella , 並由生病的鱷 (Alligator m

﹒

i的S幻siv 吋吵□)z z
e仰n肘nslS邱b份〉聽鴿 (σP伽a仰nn削uωs 0仰CαC泌伽仰叫切J晶釘 C御ar 呦e削n肘叫s 必的〉禿鷹 (1£品at 伽缸仰仰u忱e呦t郎uωs均h仇u缸4κ叫C

品品戶.⋯何 n削S均b份〉蒼鷺 (ωAr 品伽ah衍er的r功od 叫鶴 (Grus canadensis) 及普通水鳥 (Gavia immer) 和爐(Micropterus salmoides) 分離出此菌 1I6) , Dwight 等 (1974) 由豬的腸內分離出此菌 (88) , Berg 等(1972) 在 Oregon 的海岸禎查海鷗鳥葉之持染情形時 , 亦分離到 Edwardsiella1I8) 。至於此菌引起
魚病研究者之注目 , 可謂自 Hoshina (1962) 提出報告指出此菌與 Aeromonas hydrophila 同為鰻
赤緒病之病原菌開始 (28),

近年來本省養殖鰻受此菌之侵襲 ,
發生很大的損失 ,

更受到東省魚病研究者
的重視 , 且 Ed ω'ardsiella 已被證貴為引起讀癌症之病原菌 <') 。有關鰻地 Aeromonas 之分佈已有詳
細的研究

(
句 , 而 Ed 叩ardsiella 則甚少 , 郭 (1970) 調查日本愛知縣豐橋地區鰻池細菌相時 , 由池水

分離到 Edwardsiella' 句 , 若林等 (1973-1975) 調查靜岡縣吉田地區之正常鰻池細菌相時 ,
卸僅於1973 年 7,9, 11 等 3 個月及 1974 年 5 月由池水分離到 9 蜍 Edwardsiella

菌 (28) ,
彼等 (1976-1977)調查發生潰踴症狀之鰻魚池時 , 亦僅在阿年吭 12 兩個月及圳年 2 月由池水分離侈的 , 由此可見本研究之結果與過去報告有共同的特擻 , gp

不論正常說是發病池之池水 , 健康鰻識是非罹患糊症之病
峙

, 皆很少能分離到 Ed 卻叫 iella 悅點與 Aeromonas 在鰻地之生態珊 ,
不論池水或是健康

謹皆可容易分離到有顯著的不同。文若林等 (1976) 由鰻迪之底泥及浮游生物可分離出 Ed τ:uardsiella

' 並認為此菌似乎活存於池底及浮游生物中 , 因此不容易由池水分離到此菌 {8 旬 , 此種認定似乎很
牽強 , 探其分掉細菌之方法 ,

實無法排除地底底泥及池中浮游生物不受池水之影響。叉本研究利用
7 μm 之 millipore 過灑池水 ,

由池水能分離到此菌 ,
由浮游生物反而無法分離到 ,

因此著者認為
Edwardsiella 非如 Aeromonas 一樣為常存於鰻地之常見細菌。

既然 Edwardsiella 並非如 Aeromonas 常存於池水中 , 因此 Edwardsiella 菌如何進入鰻地
則有究明之必要 ,

推翻此菌進入股池之原因 ,
可能為水源及飼料受到污染而含有此菌 , !i 真是蛇及飛鳥

排泄物中含有此菌而教排入池中等等 ,
著者就其中最可能引入此菌入池中之飛鳥排泄物 , 先加以探討, 因 Berg 等 (1972) 提出報告 ,

指出飛鳥之啡泄物中含有此菌 {1 的 , 同時著者發現有許多的飛鳥停棲
於池邊 ,

且池邊走道及排水溝等處散佈許多乾潤的鳥羹 , 因此著者便試由養鰻場採取飛鳥之排泄物進
行組菌分離 ,

自 1977 年 10 月起至 1978 年 2 月止 ,
觀察南部養鰻場之飛鳥活動狀態 , 發現每天落日前 l

小時左右 ,
7t� 鳥成矗飛來 ,

或停留電線桿或低錯地面 , 待日落則全部飛離 , 僅留下四處可見的 ,為這是 ,

但由於池邊通常寬 30-40 cm 當作走道 ,
因此鳥糞耙大部份皆落入池水中 ,

可是細菌分離之結果卸顱
示無 Edwardsiella 存於鳥糞中 ,

此可能由於種種之原因而無法分離到此菌 , 譬如採樣之數目太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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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之時間不對 , 鳥糞已過乾 Edwardsrella 菌已死戚 , 或使用之 RS medium 不適於鳥糞中
Ed 叩 ardsiella 之分離等等 , 或者鳥糞中根本無 Edwardsrella 菌存在 ,

有關此些問題以及其他可能
引入 Edwardsiella 之可能妙 ,

實有待將來進一步詳盡的探討。
Sneiszko (1964) 指出魚類的病原菌可分成兩種 , 一為絕對性病原菌 (Obligate pathogen)l21) ,

另一為條件性病原菌 (Facultative pathogen), Aeromonas hydrophila 已經搜許多研究者認為是
條件性病原原菌 (19) ,

而 Edwardsrella 是否亦為條件性病原菌便成為魚病研究者探討之課題。依本研
究之結果 , 10 蛛 Edwardsrella 菌 , 以郭 (1975-1976) 所提出之病原性試驗所需接種量之兩倍 ,

接種鰻魚腹腔t 旬 , 僅有 1 蛛 Edwardsiella 於注射饅體 24 小時後至第 4 天 , 體素徵顯紅斑至第 5 天
消失外 ,

其餘菌蛛注射後 , 供試艘魚無任何的症狀出現 , 因此可認定此 9 株 Edwardsrella 菌為非病
原性菌蝶。若林等 (1973 , 1975) 分別自息潰屬症之病鰻分離出 Edwardsrella 並證實具有病原性
呦 .35,3 旬 , 郭等 (1975-1976) 自罹患潰瘋症之病鰻分離出之 Edwardsrella 菌亦具有病原性

(
旬 , 因

此可推斷 Edwardsrella 菌可分為病原性菌株及非病原性菌株兩種 ,
至於本研究由鰻脾臟分離出而僅

能引起接種鰻體表出現紅斑之 Edwardsrella 菌餘 , 可否視為準病原性菌蝶 , 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

但郭 (1968) 由金魚分離到之 Edwardsrella (Paracolobactrum) 能引起接種金魚之接種部位組織崩
壤 ,
甚至使脊椎骨露出 ,

而接種魚仍能活存之報告 t悶 , 可推想、準病原住菌蝶存在之可能極大 , 此點
與 Aeromonas 可分為病原住菌蝶 , 準病原性菌榜及非病原性菌蜍相似 (6) 。至於 Edwardsrella 是
否與 Aeromonas 相同為條件性病原菌 , 頁。有待將來詳細的探討。文宮峙等 (1976) 報告潰擴症之組
織病理時 , 指出肝臟之病變最為明顯、 38, 39, 4的 ,

然末實驗僅從鰻魚之腸、脾臟、腎廠及池水分離出
Edwardsiella , 由肝臟卸未能分離到 , 其原因何在 , 實有待詳盡的探討。

摘 要

自 1977 年 4 月起至 1978 年 3 月止 ,
自臺寓中部彰化及南部高屏兩地區各三家養鰻場採集大小約

150-200 g 罹病及外觀健康之鰻魚 ,
進行腸、內臟、池水、底泥、浮游生物及鳥糞之細菌分離及分析

, 得下列之結果。
1. 由 204 尾鰻魚及池水共探 539 株菌 , 分成 Ed 叩ardsrella, Aeromonas, Enterobacteriaceae,

Pseudomons, Flavobacterium, Alcaligenes 及 Unidentified Gram-negative rods' 等λ菌

囂 , 其中以 Aeromonas 估 20.22% 為最多。

2. 腸、內臟及池水之含菌數而言 , 以腸為最高 , 內臟次之 ,
池水最低。文不拘腸、內臟或池水

, 中部養鰻場之分離菌數有較南部者為低之現象。
3. 每克腸及內臟之含菌數 , 外觀健康鰻較罹病鰻低。
4. Ed 叩ardsrella 和 Aeromollas 之生態分佈不間 ,

前者非常存於池中及健康饅魚體內之常見
細菌。

s. 由底泥及浮游生物共分離到 160 躲菌 , 無一耕為 Edwardsrella , 此與若林等 (1977) 由底
泥及靜、泥生物皆可分離到 Ed 叩aT 泊 rella 之結果不同。

6. 10 株 Ed τ:vardsrella 經病原性試驗結果 , 其中一蝶由鰻魚脾臟分離出之 Edwardsiella , 於
注射健康鰻後 24 至 96 小時內 ,

體表呈現微小紅斑外 , 其餘9 菌餘 , 皆無病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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