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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I

larvae of Penaeus monodon, P. japonicus, P. semisulcatus, P.penic£llatus, Meta.

ρ enaeus ensis and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to Formalin and Saponin following

administration by dipping for 24 hours. The results were calculated with

the Van der Waerden method as follows: For Formalin, the TLm values of

the six kinds of prawns in the above order were 168, 136, 184, 275, 633 and

respectively. For Saponin, the TLm values of .the six kinds of

the above or< respec-

values

168 ppm

, 口1

162135,fer

423 ppm

prawns In

tively.

-Z 司

集約養殖所引發的蝦病 , 以夏執雨季較為類繁 ,
且以總部和表殼部位最易罹患。常見的寄生蟲性蝦

病以鐘形蟲寄生病 (Protozoan epizoism) 居多 , 一般在水質和底質不佳時較易發生。罹患此症的
病蝦 ,

常以福馬林 (Formalin) 殺除蟲體
, 或以皂素 (Saponin) 促進蝦體脫殼 ,

而達肪治之故
(1)

0

本篇報告係擋緻前三篇報告〈廖與郭
(2) ,

1985 ; 廖與郭
(3 且 , 1986 ; 廖與郭“

)

'1986) , 為確保用藥
的安全 , 針對福馬林及皂棄對革蝦、斑節蝦、熊蝦、紅尾蝦、砂蝦及淡水長關大蝦等蝦苗之毒性進行藥
浴試驗

,
求出半致死過度

, 以供養蝦業界蝦病的治上之參考。

前

材料與古法

物

福馬林 (Formalin' 島久藥品株式會社出品 , 甲醒含量 37% 之水溶液 )

皂素 (Saponin, Sigma 藥品公司出品 )

* 東港分所研究報告 A-86 號 (Contribution A No. 86 from Tungkang Marine Laboratory).

" 至E� 省水產試驗所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199 Hou-Ih Rd., Keelung, Taiwan, 20220,
R.O.C.).

..* 臺灣省水產試驗所 Jt!: 港分所 (Tungkang Marine Laboratory, Tungkang, Pingtung, Taiwan

R.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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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蝦苗之種類及夫小

3. 怯試水

4. 方

草蝦 (Penaeus monodon), PL 15"':"20
斑節蝦 (P. japonicus), PL 15-25

熊蝦 (P. semisulcatus), PL 15-20

紅尾蝦 (P. ρ enicillatus), PL 25-30

砂蝦 (Meta ρenaeus ensis), PL 25-30

說水長師大蝦 (Macrobrachium rosenber gii), PL 10-30

海水 : 臨度 31-34 ppt , 溫度 21.5-'29.5 �C, pH 7.9-8.6 。

淡水 : 聽皮 0-4 ppt , r且度 21.5-29.5 �C, pH 7.5-7.9 。

法

如向前報 ( 廖與郭
(2) ,

1985 ; 廖與郭fC3) , 1986 ; 廖與郭“
)

'1986} ,
先作預備試重復唔 , 對蝦苗進行 24�

小時藥浴 , 求出大概的上眼 ( 百分之百致死的最低禮度 ) 和 r 限 ( 百分之百活荐的最高溫度 ) , 然後在
所得之上限和下眼間 , 依幾何等比級數 ,

將供試藥物分別配成數種不同溫度 ,
再進行藥浴試蟻。為了避

免在試驗期間 ,
蝦苗互相聽食 , 因鈍 , 將每一尾蝦苗分別收容在 200 cc 的故璃燒杯中 , 每一組 10 尾,

於第浴結束後 ,
觀察並記錯蝦苗活存情形 , 再以 Van der Waerden 法 ( 高木典小澤悶 , 1967)

計算 , 求出半致死禮度 (TLm) , 其計算方程式如干 :

式中 L

Xn

hi

d

L=Xn 一 (hI +h2+ +hn-I) d 一活 d

TLm=Antilog L

VCml= 把主翠玉hi)

Mu=L+tyVcm'

ML=L-tY'Vcm;

n

VCm)

Mu

ML

t

代表半致死濃度的對數值

代表百分之百致死的最低濃度的對數值

代表各禮度藥浴後蝦苗的死亡率

代表各禮度閻公比的對數值

代表每一溫度使用的蝦苗尾數

代表每一個標準差之平 : 穹的對數值
代表信頓界限之上限的對數值

代表信賴界限之下限的對數值

代表常數 1.96 (少 =0.05)

結果與討論

以福馬林及皂素分別藥浴草蝦、斑節蝦、熊蝦、紅尾蝦、砂蝦及缺水長曲大蝦等蝦苗 2是小時之牟
致死禮度及毒性的關係 , 如 Table 1 及 Table 2 所示。

自 Table 1 及 Ta ble 2 可看出 ,
福馬林對上述六種蝦茵的毒性 ,

以斑節蝦最強 ,
砂蝦最弱 , 換

言之 ,
即砂蝦對福馬林的忍受力最強 ; 至於 ' 皂素的毒性

,
則以斑師蝦最強 ,

淡水長臨大蝦最弱。究其
原因可能與藥物在蝦體內被吸收之溫度及代謝之情形有闕 , 唯 ,

詳細情形尚待日後繼續研討。
J萬馬林是一種強蛋白質沉澱劑 ,

具有很強的投菌、去微及除蟲的故果 ,
在水產養殖界通常用來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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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mortality of postlarvae of the six
kinds of prawns and concentration of Formalin (F) and

. Saponin (S) administered by dipping for 24 hours

Table 1.

Unit: ppm

100908070
Mortality

(結 )
Prawns

Penaeus F 70 98 137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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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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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lerance, TLm and limit of dependence of postlarvae
of the six kinds of prawns by dipping in Formalin (F) and
Saponin (S) for 24 hours

15711280S

Table 2.

Unit: ppm

Limit of dependence

138-203

Tolerance TLm

F 70 168

110-16613560S

123-14913684F

S 29- 594110

monodon

P.
japoni'cus

R

Penaeus

'-

157-216

118-180

184

146

75

50

F

Ssemisulcatus

R 238-318275135F

107-170135是OSρ en£c£llatus

Meta ρ enaeus

enszs

573-699633360F

130-20316250QM

背

AQU

380-470423240Macrobrachium

141-199

蝦類體外之寄生蟲性疾病。其消毒及防腐作用之主要機神 (mechanism) 在於它的還原作用 , 屑一種必 i

苦'11 之還原劑。其主成份為 37% (W /W) 之甲陸 (Formaldehyde) 氣體水樁液 , 且通常加 10-15; 苦
的甲醇 (Methanol) 以肪 If: �fI 陸產生聚合作用 (Polymeriza tion) 。它是一種無色的被體 , pH 值

約在 2.8-4.0 之間 , 具有刺激性的味道 ,
置於泠處 � �C) , 會變成實狀溶液 ,

若在超低溫之情形下

16880rosenber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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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會產生物化性質種定且具有氯的 (chlorof ormlike) 味道的三聚甲婦 (Trioxymethylene) 沉

澱。由於其在空氣中會慢憧氧化而形成甲酸 (Formic acid)
, 因此 , 必讀裝在緊密容器 (Tight

container) 中 , 置於 15-30.C 處肘存 , 以免費價失殼。它對鐘形蟲的殺除盤度為 25-30 ppm (廖

等 (II '1985) , 該湛度與此次得到之結果比較 ( 示如 Table 2) , 可知殺除鐘形蟲 (EPistylis sp.) 的

適當濃度皆在六種蝦苗之忍受範圍內 , 不過 , 其慢性毒性則有待日後的追諒。

福馬林在實地應用時 , 應避免興高鐘酸帥 (Potassium permanganate) 、碘劑 (Iodine) 、雙

氧 7lc (Hydrogen peroxide) 、銅鹽 (Copper salt ; 如硫酸銅及克藻淨
@
等 ) 等氧化劑併用 , 以兔

產生措坑作用。而且當養殖池中之氫 (Ammonia) 、有機質 (Organic substance) 、鹼度 (Alkalies)

、藻類 (Algae) 截鐵臨 (Iron salt) 等含量超過某特定含量時 , 福焉林的用量必領提高 ,
因為遣些

物質會與福馬林發生作用°, 而使福馬林真正作用在病原體的劑量減低 , 以致無法達到預期的教果 ( 陳仰

, 1982)

皂素類 (Saponins) 是一種植物皂素配質配酷體 (Sapogenin Glycoside)
, 廣泛分佈於植物體

內
, 它的主成份是由顯脂醇 (Steroid) 說三踮頓 (Triterpene) 等植物皂素和葡萄糖 (Glucose) 、

半乳糖 (Galactose) 、戌輝 (Pentose) 或甲基戊髓 (Methylpentose) 等牆頭縮合而戚
, 具有苦味

, 加水震搖後會產生持續性的泡誅 , 對人體的毒性很低 , 南畏的土著常用它 * 毒魚 , 其作用扭轉在於溶
解血液中的紅色細胞 (Red corpuscles) , 故口投並無毒性 , 它對魚貝類的毒性比甲殼頓強 , 所以 ,

可以用來殺除蝦池中之于難魚。利用這種具有選擇性之特性
, 水產養殖界沿用茶柏 , 已有數十年的歷史

了 , 茶拍一般含有 10 克左右的皂素 , 它除了可以促使蝦體脫殼及殺除干雜魚、外 ,
亦可當肥料

, 促進祂
中藻類之繁生。

總之 , 本試驗係接討有關蝦苗對藥物忍受度之一系列研究之四。目的在於求得福馬林及皂素對六種
蝦茵的半致死濃度及其毒性

, 以供養蝦業界蝦病肪治上的參考。

摘
要

福馬林和皂素是前治蝦類體外寄生蟲性接病常用的藥物。為了確保蝦病肪治用藥時的安全性
, 乃針

對福馬林及皂素對草蝦、斑節蝦、熊蝦、缸尾蝦、砂蝦及缺水長臨大蝦等六種蝦苗之毒性
, 進行 24 小

時藥浴試擻 , 並以 Van der Waerden 法為計算芳法 , 求出半致死濃度。所得結果胡干 :

1 福馬林對上述六種蝦苗藥浴之三件致死濃度分別依次為 168, 136, 184, 275, 633 及 423 ppm 。

2. 皂素對上述六種蝦苗藥浴之半致死漫度分別依次為 135, 41, 146, 135, 162 及 168 pp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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