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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優碘對草蝦受精卵及其幼苗之毒性
,
以及其對接球藻和扁藻等二種

藻類之增殖率之影響
,
以建立在草蝦苗培育過程中以優碘消毒之最安全方法﹒

在本試驗中
,
使用的東浴方式有二種

, 一為瞬間消毒 ,
另為長期讀浴﹒結果發現 ,

在瞬間消毒方面
,
對萃蝦卵而言

,
濃度應小於 100 ppm .時間不得超過三分鐘 ; 而對其

蝦苗的毒性
,
濃度在 10 ppm .時間五分鐘以肉 ,

對其活存與變態不影響﹒在長期讀浴方

面
,
草蝦卵孵化至無節幼蟲期

,
濃度在 3 ppm 以下皆屬安全 ; 不過

,
無節幼蟲期至眼幼

蟲期
,
則濃度不得高於 1 ppm ﹒至於優碘對擬球藻的毒性 ,

濃度在 45 ppm 以下
,
不會對

其增殖率產生影響 ; 而扁凜的忍受度則為 1 0 ppm ﹒優碘對此二種藻類的長期讀浴毒性皆

比蝦苗者為低 ,
因此

,
在蝦苗培育過程中使用 ,

抵要以蝦茵的安全為優先考慮﹒

-
s:::3

草蝦是經濟效益頗高的養殖蝦種之一 ,
而蝦卵及其蝦苗品質的好壞是養殖成功與否的

軍要關鍵 t 草蝦在繁殖期間易為病原體侵襲而發生大量死亡 (Boonyaratpalin, 1990;

Lavilla-Pitogo et a/., 1990; Lightner, 1992) , 為了防治疾病的發生和提高活存率 , 藥物廣
泛地被使用 ,

甚至常因濫用而影響蝦苗品質。另外 , 病原體大多存於繁殖用水、種蝦及繁

殖設備中 ,
業者為預防蝦病的發生 , 常常進行例行消毒。優碘是普遍被使用的有機碘消毒

劑
,
常用於魚卵及魚苗放養前的浸潰消毒 (McFadden, 1969) , 對細菌、徽菌及病毒有良

好的殺除效果 (Ross & Smith, 1972; Amend & Piets 帥 , 1972) 。本研究目的 ,
在探討價碘

對草蝦受精卵的孵化率及其幼苗活存率之影響 , 以及擬球藻、扁藻等二種飼養幼苗常用之

前

藻類對它的忍受度 ,
以建立優碘在草蝦繁殖時最安全的消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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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與 克 法

材料

供試藥物 : 優碘 (Povidone-Iodine' 有效碘含量 11.4% ' Sigma 化學公司出

品 ) 。

供試藻類 : 擬球藻 (Nannochloropsis oculata) 與扁藻 (Tetrase 仰 is chui ) 。

供試草蝦卵及其無節幼蟲期蝦苗 : 為西南治岸海域捕鐘之草蝦種蝦所生產。

供試海水 : 鹽度 33 士 1 P 阱
, pH 8+0.5 ' 溫度 30+ 1

�c 。

2.

3.

4.

4
‘、
﹒- 方法

優碘對草蝦受精卵的毒性

瞬間消毒法 : 用網收集分裂至 16 細胞期之草蝦卵 , 然後以吸管定量取三次 , 計算卵

數後 , 置於具網底的容器中 , 分別以 10 '
30 、 50 、 100 ppm 之優碘浸潰卜 3 、 5 分鐘 ,

再將處理過之蝦卵移至燒杯 , 在培養箱中孵化 , 溫度為 30+1
�

C ' 隔日計算其孵化率。各

組均採三重覆 , 並以過濾海水重覆上述操作者為對照組。

長期藥浴法 : 草蝦卵的取得、計算及孵化方法向上述。將蝦卵直接放在優碘溶液中 ,

藥浴至孵化為止 , 優碘濃度分別為 0.5 、 1.0 、 1.5 、 2.0 、 2.5 及 3.0 ppm
' 隔日記錄孵化

率。各組均採三重覆 , 並以過濾海水重覆上述操作者為對照組。

優碘對鯨告幼蟲期草蝦苗的毒性
瞬間消毒法 : 將無節幼蟲期蝦苗放在具網底的容器中 , 每次 50 尾

, 以優碘消毒 , 方

式有 10 ppm 浸潰 5 及 10 分鐘 ; 40 、 70 及 100 ppm 各浸潰 30 秒及 1 分鐘 , 處理後之

蝦苗移至清水中 , 在培養箱培育至眼幼蟲期 , 溫度為 30+1
�

C ' 試驗期間打氣
, 記錄蝦苗

變態後之活存率。各組均採三重覆
, 並以過濾海水重覆上述操作者為對照組。

長期藥浴法 : 將無節幼蟲期蝦苗直接放在濃度分別為 1 ' 4 、 7 及 10 ppm 的優碘溶液

中 , 在培養箱藥浴至眼幼蟲期後 , 記錄眼幼蟲的活存率。培育溫度為 30+1
�

C ' 每組三重

覆 , 試驗期間打氣 , 並以過濾海7..K 重覆上述操作者為對照組。

2.

3. 優碘對擬球藻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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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尿素、硫氯、過磷酸鈣等肥料及適量的擬球藻種加入侵碘溶液中 , 濃度分別配製為
15 、鈞、 35 、 45 及 50 ppm

' 放入 1 公升的扁形玻璃瓶中 , 置於 2 支 40W 的目光燈前

10 公分處 , 採 12 υ12D 光照
, 培養時打氣。以滅菌海水重覆上述操作者為對照組。試驗

前後觀測與記錄擬球藻增殖情形 , 並依公式 K=ln(NtlNo)/t ' 計算各組的增殖率
; 在公式

中 ,K 值是增殖率 , Nt 為經 t 天培養後擬球藻的總數 , No 為初藻類量 ( 蘇等 , 1990) 。

接著以變方分析統計 , 比較不同濃度的優碘對擬球藻增殖的影響。

優碘對扁藻的毒性

將 Walne 培養液 ( 含 EDTA 、氯化鐵、磷酸氫二銷、胡酸、硝酸鍋、氯化鐘等 ) 、

矽酸銷等肥料及適量的扁藻種加入優碘溶液中 , 濃度分別配製為 0.1 、 5 、 10 、 15 及 25

ppm' 置於 1 公升的扁形玻璃瓶中 , 放在 2 支 40W 的日光燈前 10 公分處
, 採 12 υ 12D

光照 , 培養時打氣。以滅菌海水重覆上述操作者為對照組。試驗前後觀測與記錄扁藻增殖

情形
, 計算及統計分析方法向擬球藻者所述 , 以比較不同濃度的優碘對扁藻增殖的影響。

4.

結果

在本試驗中
, 優碘的藥浴方式有二種 , 一為瞬間消毒 , 另為長期藥浴。結果發現 , 在

瞬間消毒方面 , 對草蝦卵而言 , 濃度應A 、於 100 ppm ' 時間以不超過三分鐘為宜 (Table

1) ; 而對其幼苗的毒性 , 濃度在 10 ppm ' 時間五分鐘以內
, 對幼苗的活存與變態不會影

響 (T able 2) ; 至於濃度的 ppm' 消毒三十秒之組 , 眼幼蟲期的活存率雖然、與對照組無差

真 (Table 2)
, 但幼苗的活力與變態情形則較差 i 因此不宜使用。在長期藥浴方面 , 草蝦

卵以優碘長期藥浴至孵化為無節幼蟲期 , 濃度在 3 ppm 以下皆屬安全 (Table 3) ; 而在無

節幼蟲期以優碘長期藥浴至眼幼蟲期 , 其濃度則僅能在 1 ppm 以下 (Table 4) 。至於優碘

對擬球藻的毒性如 Table 5 所示 , 濃度在 45 ppm 以下對其增殖率無影響 , 而扁藻對優碘

的忍受度則為 10 ppm (fable 6) 。優碘對此三種飼養草蝦幼苗常用藻類的長期藥浴毒性皆

比蝦苗為低 ,
因此在蝦苗培育過程中

, 若欲使用優碘 , 只要以蝦苗的安全為優先考慮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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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 Effect of povidone-iodine on the hatching of the fertilized egg of Penaeus

monodon dipped with povidone-iodine.

濃度 (ppm) 消毒時間 孵化率 (%) Duncan's 分析﹒

o 1 min 92.S A

3min 93.1 A

Smin 91.4 A

10 1 min 87.0 A

3min 89.1 A

Smin 77.8 A

30 1 min 92.S A

3min 91.1 A

Smin 88.8 A

so 1 min 88.8 A

3min 86.8 A

Smin 73.3 B

100 1 min 90.S A

3min 86.6 A

Smin 6S.S B

'- II
-,

‘

Table 2 : Survival of zoeal Penaeus monodon dipped with povidone-iodine after meta-

、
morphosing from nauplius.

. 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無差異 (P>o.OS) .

、

也
濃度 (ppm) 消毒時問 存活率〈的 Duncan's 分析﹒

o Smin 91.0 A

10min 90.0 A

10 Smin 88.0 A

10min 33.3 8

40 30 see SO.O A

1 min 1.0 B

70 30 sec 2S.3 B

1 min 0.8 B

100 30 sec 20.7 B

1 min O.S 8

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無差異 (P>O.OS)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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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碘對草蝦受精卵、幼苗及藻類之毒性

Table 3 : Effect of povidone-iodine on the hatching of the fertilized egg of Penaeus

monodon exposed constantly to povidone-iodine.

濃度 (ppm) 孵化率 (%) Duncan's 分析﹒

0.0 83.4 A

0.5 85.9 A

1.0 73.2 A

1.5 74.3 A

2.0 75.1 A

2.5 89.2 A

3.0 85.2 A

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無差異 (P>0.05) .

Table 4 : Survival of zoeal Penaeus monodon exposed constantly to povidone-iodine af, ﹒

ter metamorphosing from nauplius.

濃度 (ppm) 存活率 (%) Duncan's 分析﹒

o 65.6 A

4 12.7 B

38.0 A

7 0.7 B

10 0.0 B

.‘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無差異 (P>0.05) ‘﹒

Table 5 : Effect of povidone-iodine on the growth of Nannochloropsis oculata.

濃度 (ppm) 增撞率 {昀 Duncan's 分析﹒

o 0.2696 A

15 0.2652 A

25 0.2642 A

35' 0.2621 A

45 0.2577 A

50 0.2282 B

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無盡異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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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 Effect of povidone-iodine on the growth of Tetraselmis chui.

10

增盟主i 旦
0.4708

0.4693

0.4501

0.4751

0.2062

-0.0837

析分惜
一
A

aH-Fuw-RHmHMm
nH
一

濃度並但i
o

0.5

5

A

A

A

15 B

25 B

﹒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無差異 (P>0.05) .

討論

優碘為合 Povidone 介面活性劑之有機碘消毒劑 , 其所舍之自由碘 ' 是殺除細菌、徽

菌及病毒等病原體之主成份 , 其界面活性劑有保持碘之力價及改變碘在水中溶解度之作
用 , 使有機碘呈水溶性 , 提高此碘製劑在使用上的方便性。優碘的作用機制是溶於水後 ,

將自由碘逐漸釋出 , 與病原體細胞內之硫氫基作用 , 而達消毒效果。其消毒效力在稀釋後

六小時 , 有明顯下降現象 , 同時會受到水中酸鹼度及有機質含量的影響 , 但與溫度、硬度

的變化則無閱 ( 馮 , 1983) 。

優碘在水產上的應用 , 主要是用在魚卵的消毒、魚苗放入魚池前的浸潰消毒或直接撒

入魚池消毒用。 McFadden (1969) 曾提及虹鱗魚卵可忍受 2,500 ppm 的 Povidone-

Iodine ( 音 10% 有效碘之優碘 ) 十分鍾的浸潰 , 與本試驗中蝦卵 100 ppm 浸潰三分鍾的

忍受度比較 , 蝦卵相當脆弱 ; 此外 , McFadden (1969) 亦表示 500 ppm 的 Povidone-

Iodine 經十分鍾的作用 , 可抑制 Aeromonas hydrophila 的增殖。 Ross & Smith (1972) 亦

指出 , 含 25 ppm 有效碘的 Povidone-Iodine 經五分鍾的作用時間 , 能夠有效地抑制 A

hydrophila 、 Vibrio anguillarum 等菌的生長。馮 (1983) 曾經進行類似的研究 , 發現 4

ppm 的有機碘 ( Iodophor, 含 2% 的有效碘 ) 經五分鍾的浸潰 , 即能對 A. hydrophila 、

V. anguillarum 等菌產生抑制效果 , 而其間的差異 , 與供試時的菌源、茵量及檢測法有

關。另外 , 含 25 ppm 有效碘的有機碘經五分鍾的作用 , 對徽菌的生長亦可有效地抑制

(Ross & Smith, 1972) 。至於有機碘對病毒的消毒力 , Amend & Pietsch (1972) 指出 , 使

用合 25 ppm 有效碘的 Povidone-Iodine 經五分鍾的浸潰 , 可使 I nfectious Pancre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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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碘對草蝦受精卵、幼苗及藻類之毒性

⋯m或 Viral Hemorrhagic Septicemia (VHS) 等病毒呈不活化狀態 ; 而 Infectious Hema-

topoietic Necrosis (IHN) 在有效碘含量 12 ppm 浸潰三十秒後 , 亦呈不活化狀態。大迫等
(1990) 亦發現 , 以 100 ppm 的 Isozin ( Povidone-Iodine 的一種 ) 浸潰三十秒 , 即可抑制
Rhabdovirus (HRV) 的活化。由上述有關有機碘對細菌、徽菌及病毒等病原體之消毒力的

報告 , 可知有機碘的應用方式 , 以高濃度短時間的消毒方式居多 , 也較安全 , 此乃因優碘

在長期藥浴的毒性偏高。除本試驗之外 ,
作者等曾在 1984 年進行有機碘對草蝦之毒性研

究 , 發現有機碘 ( Iodophor' 有效碘含量為 5%) 對草蝦苗 (Pl30-40) 的 24 及 48 小時

的半致死濃度分別為 0.73 及 0.55 ppm ' 忍受度為 0.2 ppm ; 而對中型草蝦的 24 及 48

小時之半致死濃度則分別為 6.33 及 6.00 ppm ' 忍受度為 5 ppm 。男外 , 在 1990 年作者

等亦曾經進行碘對草蝦、斑節蝦、熊蝦、紅尾蝦、砂蝦及淡水長腳大蝦等蝦苗 (PL15-20)

的忍受度研究 , 得到其 24 小時的半致死濃度分別為 3.9 、 2.8 、 1.7 、 2.5 、 15.0 及 1.0

ppm' 而忍受度則分別為 1.0 、 1.5 、 0.5 、 0.5 、 8.0 及 0.1 ppm 。劉與馮 (1983) 曾經進行

有機碘對鰻魚及泥轍的忍受度試驗 , 結果分別為 0.5 及 0.8 ppm ' 而其 48 小時的半致死

濃度則分別為 0.63 及 2.42 ppm 0 可見碘製劑採長時間藥浴的安全濃度很低 , 使用時必需

小心 , 否則易危害養殖生物。另外 , 水中之有機質會降低碘之效力 , 因此使用前宜換水 ,

減少池水中的有機質含量 , 以確保消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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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xicities of Povidone-Iodine to Fertilized Eggs and Larvae

and to Algaeof Penaeus monodon

I Chiu Liao2Jiin-Ju Guol

Tung 如ng Marine Laboratory,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 似的,Tungka 嗯, Ping-

tung, Taiwan 928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199 Hou-Ih Road, Keelung, Taiwan 2022

A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povidone-iodine on the survival of fe 此 il-
ized eggs and larvae of the grass prawn, Penaeus monodon, and of the live feeds, Nannochlorop-
sis oculata and Tetraselmis chu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ertilized egg exposed constantly to
povidone-iodine below 3 ppm or disinfected with povidone-iodine up to 100 ppm for 3 minutes at
the onset of hatching did not exhibit any side effects. 百le larval grass prawn exposed constantly
to povidone-iodine below I ppm or disinfected with 10 ppm for 3 minutes were found safe. The
live feeds, N. oculata and T. chui, exposed constantly to povidone-iodine at 45 and 10 ppm, re-
spectively, did not cause any inhibitive effects on the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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