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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furan-S 槳浴對貳目魚苗活存及其

成長之.-多智試驗( 預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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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iwan, lots of milkfish fry f叭. culm! 、 e are imported from Southeast Asia.

The imported milkfish fry are not allowed to g'

been tree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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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in 1976

to

experiences, those treated fry do not grow well.

study was undertaken with the purpose to find out the e 叮'eet of Panfuran-S bath

on milkfish fry. The 24-hr TLm of Panfuran-S for milkfish fry is 6.4 ppm.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health condition of milkfish fr γ seems to be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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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ffect of Panfuran-S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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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ll 魚苗 (Challos chanos) 以

(J� 禿子ill 。這些魚苗產地隨時有可能發生霍亂之處 , 因此為叫好的疫措施 , 魚一I,!'i 規定 Yo) 鎖經 Panfuran-

V 材槃浴 ( 以 0.4 ppm 槃浴 4 小時〉甜可放行
(1) 。經過 Panfuran-S 碟� j谷處理事 , 經民間飼養之

結果 , 有成長不良之現象。本試驗剖針對此項問題 , 於 1976 年及 1977 年至1 目魚苗 i凡期 , 彷照進口無J,y,'i

之檢疫措施 , 用不同濃度之 Panfuran-S 樂的役 , 再行偶有 , 以探討 Panfuran-S 對 $.Ul 魚的之前

存及其成長之影響 , 同時亦探討其 TLm (Median tolerance limit) 。

前

材料與方法

Panfuran-S 蕪浴對武目 ;魚苗之活存及其成長之影響試驗 :

本試驗於 1976 年及 1977 年之 $J.r=! 魚前沉期實施
, 魚的探問東港們 n� 漁民所撈捕者。

* 東港分所研究報告 A-38 號
(Contribution A No. 38 from the Tungkang Marine Laboratory).

木幸!i� 害之主自己於 1977 年 2 月 14 臼於 66 年度加 �111 甸、病研究及防治計畫研 ;才會發表。
(An outline of this article was p 閃 sented in the anual meeting of fish pathology in Taipei, Feb,

14, 1978).

** 書畫灣省水 i?f. 試驗所
, 東港分冊。

(Tungkang Marine Laboratory,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Pingtung, Taiwan, 916).

"
料 Panfuran-S 係椅晶名 ( 又m Dihydroxymethylfuralazine) . Jf� 化學式的 J-Di (hydroxymethyl)

amino-6- (S-nitro-2 furylethenyl) -I, 2, 4-triazine.



Treatment
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Tank No.

:��:����a���..?� �/����N_�i�n�g (OC) (%,) Number of fry
Panfuran-S (ePEl)-"'- time (FIr)

Control 100
2 0.1 ppm/4 hrs 100
3 0.1 ppm/8 hrs 100
4 0.2 ppm/4 hrs 25.2-32.5 18.9-28.5 100
5 0��.�2 ppm/8 hrs 100
6 0.4 ppm/4 hrs 100
7 0.4 ppm/8 hrs 100

I

Treatment
Water temperature I Salinity�TSë�N�o�. I concentration of/bathing (OC) (%,) Number of fry

-L Panfuran-S (ppm) / time
-

(tir)
甸、

Control 87
2 0.1 ppm/4 hrs 87
3 0.1 ppm/8 hrs 88
4 0.2 ppm/4 hrs 89
5 0.2 ppm/8 hrs 86

20.8- 33.0 10.0-26.36 0.4 ppm/4 hrs 87
7 0.4 ppm/8 hrs 83
自 0.8 ppm/4 hrs 88
9 0.8 ppm/8 hrs 85

10 1. 5 ppm/4 hrs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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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之飼 :b< 試驗 , Panfuran-S 僅以水為情劑 , 克分攪拌 , 經肉眼觀拉已無顆粒後 , 依次研釋
至所需 -1!i- 濃度。魚 7日之選別則儘量使大小平均分配於各組 ( 平均體重 0.0081 土 0.0014 的。本次試驗
共分 7 組 (Table 吟 , 每組 100 尾豆豆目魚的。除對照組外 , 另三組濃度即 0.1 、 02 興 0.4 ppm 之試
驗組各重復一次。賽浴係仿照進口 Jl 目魚苗之方式、各組魚苗裝在雙層 PE 袋內 , 浸於 2 t 之樂浴
水中並灌入氧氣 , 價於陰暗處 , 4 小時後 , 解開對照組 0.1 、 0.2 興 0.4 ppm 之試驗組 , 8 小時後再
解開其除三組。解袋後 , 魚苗連同黨格水牌照倒入 ffl 備好之梅水中 ?中稀 , 克分換水後 , 檢視各組魚商
之前干下來, 有 )將魚 -I,' 被迫於魚外水混他 (2.0m x 1.5m x 1.0m) 。例有期間前三力 II 縣水 t;ft 持水也於縣 { 包

下飼宵 , 實際水深保持 30 cm 左右 , 並拉于人 I. 飼料行為 Mi 先例料。何 n J-. 、下午于以 � 時認 3年科
池之水瓶及鹽分濃度 , 並臨最調控各地之倘有水質悄況使之一致。例行 60n 後 ,

tJll] 定體煮 , 並槍觀其
?再有:萍,

。

Table 1. Treatment and rearing condition of milkfish fry (1976)

由於 Panfuran-S 難溶於水 , 因此 1971 年進行第二次試驗時 , 先以二甲基甲碰胺 (Dimethyl-
formam ide) 為潛 �F2) 加以溶解 Panfuran-S, 然後配成 10,000 mcgjml 濃度之濃溶液 , 再以海水
稀釋戚所需之各組濃度。此吠試驗共分 10 組 (Table 刀 , 每組選取 90 尾〈平均體重 0.0036 土 0.0021

的
, 並 f 方照上法進行樂浴。賽浴後 , 檢視其活存率 , 經完分換永 ?中稀後 , 放入水泥池中飼育60 日

, 結
束時測定體畫 , 並檢觀其活荐率。

Table 2. Treatment and rearing condition of milkfish fry (1977)

2. Panfuran-S 對武目魚苗 TLm 之探求 :

主拉項試驗係參照 Doudoro 叮法 (3)
。魚荷購入後 , 至少耙食 1 日 , 才進行生物轍定。 Panfuran-S

亦以二甲基甲酪胺為助醇劑。各組 10 尾魚的 ( 平均體實 0.0055 士 0.0027 g) 。供試魚祖先收容於外單
黑布之故璃燒杯 (5 I! 容量〉中 , 並加海水至 3.5 e 左右 , 再加 1 Panfuran-S �反辨液之間時立刻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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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J I} 已有三標涼 4 C 喔 , 以西Ei 民 ;背需之件組 i農 !史。木項試驗係佢空洞 (28.4-29.6 � C) 不打氣之情況下實

施 , 又為避免 Ij( 質之惡化
, 被定期間的不于投餌 , {Fl. 每隔 24 小時更換試水一次 , 同時隨時咽意若有死

f(i �'t: 刻取出
, 並站下令組之死亡半數時間 (Time to 50% mortality, L Tso) , 以求出 4 小時、 8 小時

、 24 小時及 48 小時之 TLm 。

結果與討論

Panfuran-S 蕪浴對武目魚苗之活存及其成長之影響 :

以 Panfuran-S 藥浴 4 小時及 8 小時之前存來
,
立n Fig. 1 所示。第一次

,
即 1976 年試驗時之研存

率 , 無論 4 小時或 8 小時均為 100% 。第二次
,

@P 1977 年槃俗時之活存來則均比第一次為低。叉 , 除

7 最高濃度 1.5 ppm 組之活存率較低外
, 在試驗濃度範圍內 , 藥浴濃度與活存率之間似無明顯的關

係 ' 但樂、浴 8 小時者比 4 小時者活存率稍低。不過
, 由下述之生物被定試驗中獲知 , 在上述濃度 ,

即

0.1-1.5 ppm 濃度範圍內若不封袋 , 則難浴 4-8 小時豆豆目魚荷均無死亡之虞 ' 因此
, 前述樂浴 8 小

時者比 4 小時者活存率稍 {丘之原因 , 可能為封袋 , 水中氧氣稱矢 , 叉 , 此批之供試魚苗之健康情形不
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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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rate of milkfish fry just after various Panfuran-S bath treatments.

至於經過黨浴之魚苗在室外水泥池飼育 60 日之活存率則示如 Fig. 2 。就問一次試驗中藥浴濃度相

同之兩兩試驗組之活存率相比較 , 經過現浴 8 小時者比 4 小時者活存率高些 , 不過在兩次試驗之濃度
範圍內 , 相問慕浴時間下之 Panfuran-S 之濃度與活存率之間似無關係 ' 但第二次試驗之濃度 0.4

ppm 時之活存率 , 顯然比其他濃度時為低。有關黨浴8 小時者比 4 小時者活存率為高之原因 , 1977 年

度看因為健康情形不佳者可能已先受掏放所致 , 不過 , 有關 1976 年度之原因則無法推測。至於飼會結

束時測定之體重則示如 Tables 3 & 4 � 1976 年度之飼育結果經 t ﹒ test 顯著性測驗 , 顯示各試驗組平
均體重與對照組之闊無顯著差異。 1977 年度者 , 亦行 t-test 結果示如 Table 5 , 樂浴 4 小時 , 濃度為
0.1 、 0.4 及 1.5 ppm 之試驗組 , 飼育 60 日後之平均體重與對照組之間均無顯著差異

, 但難浴 4 小時
, 濃度 0.2 與 0.8 ppm 之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則有顯著差異。至於難浴8 小時者除濃度 0.2 ppm 之試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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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y 60 days after Panfuran-S bath treatments

Concentration

Survival rate of milkfish

for 4 or 8 hours.

(Number of dead fry during bathing was excluded)

Fi 胃 . 2.

Mean body weight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milkfish fry 60 days

Panfuran-S bath treatments (1976)

Table 3.

Standard
deviation

Mean bod y
weight ( 的

Standard
deviation

after

扎;fean bod v
間 ight (g)

Tank No.Tank No.

1.87933.3339 (97)可1.51763.6619 (93)*

2.23005.5020 (92)61.86583.7186 (88)2

2.01713.9942 (95)72.20713.4731 (98)'
、

J

2.0191

Initial mean body weight: 0.0081 �I: 0.0014 g.
. Number of survived fry in each tank was indicated in parentheses.

3.7357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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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ean body weight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Ulilkfish

60 days after Panfuran-S bath treatments (1977)

vdr.-ri

Tank No.
恥lean bod y

weight (g)
Standard
deviation

Tank No.
心{ean bod y
weight (g)

Standard
deviation

1.9603 (76)* 1.1401 6 1.5091 (6�) 0.9879

2 1.4999 (75) 0.79'1 可 7 1.3126 (69) 1.1271

3 1.2951 (82) 0.6308 8 1.3358 (78) 0.9373

4 1.2900 (81) 0.7035 9 1.1946 (80) 0.6638

5 1.4789 (80) 0.8033 10 1.4094 (70) 0.7495

Initial mean body weight: 0.0036 土 0.0021 g.

* Number of survived fry in each tank was indicated in parentheses.

Table 5. The results of t-test for the difference of mean body weight

between control and various Panfuran-S bath treatments (1977)

T于函i 而ent Treatment
of /bathing 1

Panfuran- 豆Jp 哩 2�_� 空空-( 些E)J_- 一一一一一--L-���! 哇!型企 (p 哩2�_�i� 立 (hr)
一--一一一一一

,
I

0.1 ppm/4 hrs 1.4036 0.4 ppm/8 hrs 1.9612 *

0.1 ppm/8 hrs 2.2063* 0.8 ppm/4 hrs 1.9858*

0.2 ppm/4 hrs 2.2006* 0.8 ppm/8 hrs 2.5566*

0.2 ppm/8 hrs 1.4840 1.5 ppm/4 hrs 1.6853

0.4 ppm/4 hrs 1.2851

* Significant at 5% level.

驗組外
, 濃度 0.1 、 0.4 興 0.8 ppm 之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均有顯著差異。

綜觀上述試驗之結果 , 第二次 , 即 1977 年度供試之軍目魚苗
, 不論對欒浴之耐力、飼育 60 日之成

長及其活存率均比 1976 年度
,

�n 第一次所供試之直目魚苗較易於受到 Panfuran-S 賽浴之影響。比較

兩次試驗所供試之魚苗之平均體重 (Tables 3 & 4) 以及第二次試驗供試之直目魚苗較為瘦弱之事實
, 可初步推測 , 魚苗藥浴前之大小及其健康狀視或許會影響車目魚苗對 Panfuran-S 藥浴之感受性。

2. Panfuran-S 對孔目魚苗 TLm 之探求 :

依據生物檢定試驗結果 , 在全對數座標上 , 以 Panfuran-S 各濃度 (ppm) 對相應之半數死亡時

間 (min.) 作間 (Fig. 勻
, 並作直線姐歸分析結果 (t < 0.01) , 其關係式為 logY =4.5527 一 1.7292

logY, 推算 24 小時及 48 小時之 TLm 結果 , 分別為6.4 興 4.3 ppm
, 文由外插法求得4 小時及8 小時

之 TLm' 列于 Table 6 。

依據許與劉之報告旬 , Panfuran-S 在海水中含有 0.2 mcgjml 在室溫 (28-30
� C) 4小時 , 即

有殺死霍亂萬之故力。此種 Nitrofuran 衍生物之 Panfuran-S 比其他藥劑殺菌力強
, 因此興量可

少
, 殺菌時間也可鈕 , 並且對一些抗生素具抗藥性之霍亂菌亦有殼 , 但對於魚苗之毒性反應則未明。

因而 , 此次筆者等以生物被定法及摸摸進口時之嘿浴法探討 Panfuran-S 對豆豆目魚苗之影響結果 , 初

步瞭解 , 若眩目前進口魚苗被疫措施所樑用之賽浴濃度與時間 , 對豆豆目魚苗之毒惶不大 , 但難浴前之

魚苗之健康情況可能與礦浴後之活存及其成長有關。至於影響程度
, 則有待今後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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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為瞭解 Panfuran-S 繫路對直目魚苗活存及其成長之影響
, 於 1976 年及 1977 年直目魚苗訊期

, 進
行生物檢定及模模進口時之繫浴試驗 , 而得下述之初步結果 :

1. 依據生物檢定試驗結果 , 推算 24 小時之 TLm 為 6.4 ppm 。

2. 若按目前進口魚苗蟻疫措施所採用之繫裕濃度與時間 ( 以 0.4 ppm 難浴 4 小時 ) , 對 Jl 目魚和

之毒性不大 , 但賽裕前之丟人苗健康狀說可能興興浴後之活存及其成長有關。

摘

辭

本篇預報乃承東港分所同仁, 尤以潛� 雪小姐及時美芳小姐協助 1世購置自魚苗
, 越乃賢技正、骨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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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泊小姐和平立珊小 till 等給于 1鼎力協助
, 以及軍 IJ 忠和 l先于提供文獻及 Panfuran-S 藥品 , 因是布成 ,

詩此致謝。

叉 , 本報告係中央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愉助 ;n 苦 II 之加強魚病 ;坊加研究延續計m [77 CARD 的一

1.4-0-117J 及 [78 (ARDP)-5.3-0-158l 項下完成 , 持此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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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霍亂殺菌劑之探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