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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 changes of the major and minor bacterial species in pond water of P. monodon

(grass prawn) and P. japonicu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central and

side drained water system of grass prawn ponds have similar bacterial distribution.

Pasteurella haemolytica,Aeromonas 且近旦旦旦,Aeromonaslwoff 且 and Flavobacterium sp.
were the most popular species appeared in grass prawn ponds while P.haemolytica and

旦旦豆豆豆 la sp, were the major bacterial species found in pond of P. ja ρonicus. The ratio of fec-
al coliform and fecal streptococcus of pond water indicated that January, February and Octo-

ber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be contaminated by feces of other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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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地理氣候上的得天獨厚 , 非常適合於草蝦養殖 , 近年來扉東地區
草蝦養殖事業有如雨後春筍般的快速發展 ,

配合著台灣完善優頁的冷凍廠設備 , 外銷之草蝦為國
家賺取大量之外涯 , 民國 75 年曾達到極盛之時 ,

然而相對的卻對養蝦池內徵生物相的認識與瞭
解相當有限

(
4,5.8

) 。由於養蝦油在連續多年的飼養後油底漸漸的會有蝦體排泄物、飼料、殘渣、
腐植質及污泥等物之堆積 ,

加以業者往往為了謀求較高之利潤 , 進行高密度之養殖 , 更使得水質
加速惡化 ,

蝦類產生病變的機會相對的增加許多。扉東地區自民國 77 年以來 , 草蝦養殖之成功
率日益降低 , 經過一段時問後 , 養殭業者乃逐漸轉移方向 , 發展斑節蝦之養殖技術 , 79 年鹿斑
節活蝦外銷日本之數量漸漸增加 , 而草蝦養殖經過幾年之沈按後 , 也慢慢有快復之趨勢。

由於養蝦事業之蓬勃發展 ,
但對養殖池水中細菌相變化之暸解不多 , 為了建立養殖池水之基

本資料 , 乃進行三年蝦池水細菌相分析之工作。 '78 年度實驗之研究目前 , 在研究草蝦養殖內細
菌相之變化 ,

選敢不同養殖型態 ( 中央或側面排水 ) 之蝦池作為研究之對象。 79 年度以混養之
草蝦池為主 ,

並加入斑節蝦池水之研究。有鑑於養殖池水細菌相之變化可能相當頻繁 , 以往每個
月採水一次所得細菌相變化之資訊 ,

可能無法正確代表及解釋池水中蝦類所受到之影響 , 因此
80 年度乃採較密集式之分析 , 除了每兩個星期之固定採水外 , 亦於蝦地狀況變化較大時 ( 如下
雨前後 ) , 機動性的採水以進行菌相分析。此外 , 79 與 80 年度之池水除了進行總生菌數與大腸
桿菌章之測試外 , 亦包括糞生大腸菌 ( Fecal coliform) 與糞生鏈球菌 ( Fecal streptococcus)
之橡樹 ,

以進一步瞭解養殖池水受溫血動物排泄物污染之情況。

前

材料與方法
採樣地區及時間

←) 自民國 77 年 7 月起至 78 年 6 月止 , 每月在屏東地區進行揉樣 ( 表一 ) 。

口自民國 78 年 7 月起至 79 年 6 月止 ,
每月或每兩個星期在屏東地區進行保樣 ( 表三 ) 。

目自民國 79 年 7 月起至 80 年 6 月止 ,
每兩個星期及蝦池發生特殊變化時 , 在扉東地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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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採樣 L 表三 ) 。

採樣方法 :
每個養殖池 ,

各於池周緣取一定點進行抽水之採樣 o 池水採水面下手可及之深度 ( 約二十公
分 ) , 以消毒過之 500 毫升採集瓶裝滿水樣 ,

置於冰箱中攬田 , 實驗時才取出。

細菌的分離純化與鑑定 :
將採樣水回溫後 ,

混合均勻 ,
以生理食鹽水做 10 倍稀釋 ,

取 10.1, 10.2, 10-3 的稀釋薇 ,
塗抹於含氯化訥 (2.0% ) 的%強度 Tryptic Soy Agar (TSA) 培養基上 , 置於 30oe 值溫培養箱
中 ,
培養 48 小時後測定總生菌數。並隨機取樣菌落 , 於 TSA 上作純化培養 ,

純化後測試 76
種生化試驗

(
3,7

)

測試項目詳見表四 , 以 Manual of Methods for General Bacteriology
(

6
)

為
參考依據。並將其中的 24 種主要生化特性輸入電腦

(
口 , 與標準菌株比對 , 而決定已其最可

章為何種細菌。若欲瞭解其真正為何種菌 , 須進一步針對個別之細菌 , 進行輔助性之追加試驗方
能鑑定出。、

糞生大腸菌之測定 :
取蝦池水 1 毫升 '10 毫升及 50 毫升的水樣 ,

以過濾方式將菌濾至 0.45 μ m 之過濾膜上 ,
再將過濾膜依標準方法 , 於含 mFe 液體培養基的墊片上 ,

在 44.5
�e 下培養 48 小時 ,

糞生大腸
菌會形成藍色菌落。

糞生鏈球菌之測定 :
方法與上述相同 ,

只將培養基改為 KF-Streptococcus 液體培養基 , 在 44.5
�e 下培養 48 小

時 ,
糞生鏈球菌會形成盼紅色菌落。

t 口﹒
‘、口口﹒

(→ Tryptic Soy Broth, Tryptic Soy Agar' m-FC Broth, KF-Streptococcus Broth, MR-VP

medium, SIM medium, Nitrate Broth, Bacto peptone, Beef Extract, Tryptone 等均為
Difco 公司出品。

仁j氯化銅為 Merck 公司出品。

結果與討論
不同排水型態草蝦池水細菌相之變化 :

民國 77 年 11 月至 78 年 3 月 ,
分別進行妨寮及佳冬地區不同型態草蝦抽水之細菌相分析,

圖一與圖二分別為相寮黃先生第 1 池 ( 側面排水 ) 與第 2 池 ( 中央排水 ) 細菌相之變化。結
果顯示 , 除了開始放養的第一個月之外 ,

兩種型態之蝦池水主要菌相均相同 ,
次要菌相稍有不同,

其中 78 年 12 月至 79 年 2 月以 Aeromonas 垃 offii 與 Actinobacillus 菌種為主要菌。類似
的細菌相亦發生於佳冬周先生( 側面掛水 ) 與吳先生 ( 中央排水 ) 之草蝦池水 ( 圖三、圖四 ) ,
顯示不同型態之排水狀況對他水細菌相變化之影響不大。
蝦抽水中之細菌數目介於 100 CFU/ 毫升至 2.6 X 105 CFU / 毫升之間 ( 表五 ) , 某些蝦他

以 8 月份或 12 月份之菌數最高 , 然而亦有 2 月份或 3 月份菌數偏高之現象 ,
總生菌數常因不

同蝦地而異。

草蝦混賽池水細菌相之變 ft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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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年度計進行 13 個草 �ftIJ( 均為混養他 ) 與 2 個斑節蝦池水之細菌分離、純化及鑑定。

甫平地區陳先生及吳先生均為草蝦混養成功之實例
, 其菌相之變化如圖五及闡六所示 , 陳先生之

池水 , 5 月及 7 月以主出且gparahaemolvticus 為主要菌種一 , 但到了 8 月又發生變化。而吳先生

之抽水 , 6, 7 月時以 Vib 豆豆 alginolvticus 為優勢細菌 , 8, 9 月以 Pasteurella haemolvtica 為主
, 但 10 月又轉變為以 Aeromonas 且泣旦旦為主要之細菌。
圍七顯示梁先生草蝦第 3 池之菌相 , 6, 7 月分別以 L parahaemolvticus 與主-

alilinolvticus 為主要菌相 , 而 8.9. 10 月常出現之菌為 A. 旦控單單與 Ehaemolvtica 。而梁先

生第 4 池水 ( 圍八 ) 則常出現主 .alilinol vticus( 為 6,7 月之優勢菌 ) , 8 月以 E.haemolvtica

為主 , 到了 9,10 月又變化為主﹒且也且退。梁先生第 3,4 池蝦均未成功 1& 成
, 其與上述陳先生

, 吳先生蝦池水之主要改要菌相之變化不同 , 其中比較明顯的是 ,
主.且坐坐坐菌位 l 乎較少出現

在陳、吳先生之蝦池中 , 但梁先生蝦池卻常以其為優勢菌種。
佳冬張先生之草蝦池 , 初放養的期間內兩蝦池之菌相稍異 ( 圖九、團十 ) , 但兩星期後均以

Ehaemolvtica 為優勢菌。張先生兩蝦池水之細菌相變化較大 ,
除了旦 haemolvtica 常出現外

,

主.且泣旦旦 , 主 .lwof 盤及 E.aerulllllosa 等菌亦出現在池水中。
梢寮蔡先生養殖成功的 6 個草蝦池中 , 細菌之歧異度相當大 , 隨著不同之月份

, 不同池水

之菌相變化均相異 { 圈十一 ~ 圖十七 ) 。除了常出現在第 1, 3, 7, 8, 9 池 ( 尤其是第 9 抽 ) 之優

勢菌 Ehaernolvtica 以外
, 不同池水之主要細菌包括有 A. 坦offii, 主.且旦旦旦旦, 主.hvdrophila,

主.parahaemolvticus,Fla vo bacteri urn sp., 且旦控 ella sp 及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等。由

養殖成功之池水中細菌相變化覆雜之結果顯示 , 水中細菌相之分布與養殖成功之正相關性可能並

不是很高 , 養項之成敗與否 , 另須靚養殖池之管理情況 , 池水中之藻類 , 浮游生物等其他之狀況
, 方能加以綜合評估。
彷寮斑節蝦成功收成的黃先生第 1 及第 2 蝦池 , 水中常出現之菌種為旦 haemolvti 凹 , 主

垃延缸,A. 也泣且盟 , 主-parahaemolvticus 等 ( 圖十八 , 十九 ) , 尤其黃先生兩蝦袖之菌相均以
P.haemolvtica 為主 , 不同期間內雖然細菌種類之變化不大 , 但主要菌相卻隨著時間而改變。

草蝦混養池及斑節蝦池水之總生菌數、大腸桿菌畫數、糞生大腸菌及糞生鏈球菌之數目
,
分

別示於表六至表十。表九與表十之結果顯示 , 夏天之菌數較低 , 且糞生大腸菌與糞生鏈球菌之數
目較少 , 梁先生第是池之水在 78 年 9 月底 , 糞生大腸菌與糞生鏈球菌之比例偏高 , 顯示其水質
受溫血動物排泄物之污染情形相當嚴重。此外 , 數據亦顯示 , 蔡先生池水在 2 月受到外來動物

性的污染較為嚴重 , 類似之情況亦發生於張先生之草蝦池。斑節蝦池水在春天似乎較易受到外來
排泄物之污染。

密集式及機動性採 71< 之蝦池菌相分析 :
80 年度分別進行林邊、彷寮及佳冬等地區之草蝦與斑節蝦池水之菌相研究 , 為了暸解抽水

在較起期間內之變化 , 乃每兩星期密集式的採集水樣進行分析 , 此外 , 亦機動性的在抽水受到外
界因素影響 , 而發生劇烈變化時 ( 譬如下雨前後 J 揉水樣進行菌相之轍棚。

以妨寮林先生養殖成功的斑節蝦池為例 , 發現林先生第 1 池水中 , 放養後 2 個月內菌相較

複雜
,
但收成前 2 個月

, 常以 Flavobacterium sp. , 旦旦延 ella sp. 及 Ehaemolvtica 為優勢菌
種 ( 圖二十 ) , 林先生第 2 抽水亦有類似之情況 f 圖二十一 ) 。佳冬張先生第 1 草蝦池之菌相
變化如圖二十二所示 ,

其主要菌相常為 P.haemolvtica 但有時以 V.parahaemol vticus,

Flavobacterium sp., 且巴拉 ella sp. 或 E 呈.fluorescens 為主要菌相。張先生第 2 池水在 79 年 8
月至 10 月初之菌相變化較大 ( 圍二十三 ) , 但 12 月底重新放養後至 2 月初止 , 其主要菌相常
為 E haemolvtica 或坐巴拉ella sp. 。物寮曾先生草蝦池水之菌相以主.Parahaemol vtic 山 ,

Flavobacterium sp. , 旦旦且 ella sp. 及 E.haemolvtica 為主
, 有時為優勢菌種 ,

有時則否 ( 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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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四 ) 。

圖二十五顯示
, 下雨前後之菌相稍有變化 , 以林先生第 1,2 斑節蝦池與張先生第 1,2 草蝦

抽水為例 , 下雨後之菌相均較為單純 , 且常以 Ehaemolvtica, 也且且已 la sp. 或 Ps.fluorescens

為優勢菌種。

蝦池水之輯 :生菌數維持在 5.4 X 102 CFU / 毫升至 2.1 X 104 CFU / 毫升之間 ( 表十一 ,
表

十二 ) , 結果顯示斑節蝦池在 11 月份受到外來動物性之污染較為嚴重 , 而草蝦池則分別在 10

月或 1 、 2 月受到不同程度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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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屏索地區之蝦題養植技術發達 , 近年來養殖面積逐年增加 , 但由於密集養殖之結果 , 常引致

池水晶質日漸惡化 , 養殖成功率急劇下降之情況 , 為了進一步暸解養瘟池水中徵生物相之變化 ,

乃於七十八至八十年度之間進行蝦類養殖池水之細菌相分析。

七十八年度之研究以不同型態之草蝦養殖池為對象 , 結果顯示 , 中央或側面排水型態草蝦池
之菌相相類似。七十九年度以混養之草蝦池與斑節蝦池水為主 , 養殖成功之草蝦混養池常出現之
細菌為 Pasteurella haemolvtica. Aeromonas anitratus Aeromonas lwoffii 及 Flavobacterium

等菌。入十年度乃將每個月之採水期間縮徑為每兩個星期較密集式的採樣 , 並於蝦池狀況發生較
大變化時 ( 如下雨前後 ) 機動性的採樣 , 結果發現 ,

斑節蝦池之優勢菌種常為 P.haemolvtica

與旦旦且已 la sp. ' 雖然下雨前後之菌相稍異
, 但下雨後抽水中常以 Ehaemolvtica 為主要菌種

。抽水中亦進行總生菌數、大腸桿菌重數、糞生大腸菌 ( Fecal coliform) 及糞生鏈球菌 ( Fecal

streptococcus) 的測試 , 由糞生大腸菌與糞生鏈球菌之比例結果顯示 , 雖然蝦抽水隨著季節的變
化受到不同程度之污染 , 但似乎在 1 、 2 月及 10 月間較易受到外來動物性排泄物之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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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地點

訪寮

坊寮

佳冬

佳冬

* 均為單養

表二、

地點

甫平

甫平

水底寮

佳等

劫寮

訪寮

.r

民國 77 年 7 月至 78 年 6 月止之採樣地分布

採樣地

黃先生 (第 1 池 )

黃先生 (第 2 池 )

周先生

吳先生

養贖種類

草帽 (側面排水 )

草蝦 ( 中央排水 )

草蝦 (側面排水 )

草蝦 ( 中央排水 )

民國 78 年 7 月至 79 年 6 月止之採樣地分布

採檬祂

陳先生

其先生

架先生 (第 3.4 池 )

張先生 (第 1,2 池 )

蔡先生 ( 第 1,2.3.4.
7.8.9 池 )

黃先生 ( 第 1,2 地 )

* 草蝦均為混養 , 斑節蝦為單養

養殖種類

單蝦

草蝦

草蝦

草蝦

草蝦

斑節蝦

備註

失敗

失敗

失敗

失散

備註

成功

成功

失散

成功

成功

成功

289



叮區區正百區區豆豆二
ImIQj!1_�

�-�r���!–?N	�:�!�:�'�2�.�)�"�!�l�g�r�[�!�!�!����N�N_

opaque yellow orange
diff usibl", brown巴駐巴巴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r�:T(+T=�-=-- motility spore rods
�3�1�B�iSë

l�Sø�-�- ca talase fermantative metabclism
oxidative metaboJism Arginine dehydrolase
Lysine decarboxylase Omithin decarboxylase
H2S Indole production MR
VP Phenyalanine deaminase �p�h�u�s�p�h�a�t�aN��e
Nitrate reduction f3 �-�g�a�l�a]ÞW0�l\q•“
0-129(antibiotic) Simmon citrate
Urease

4 ICrowth at

5
4"C 30"C 37.C 4Z.C

��rowth on

TCBS-green MacConk",y agar
NaCI (5%) NaCl(6%) NaCl(7%)

6 I Degradation of
bluod casem DNA gelatin
starch Tween 20 Tween 40 Tween 60

「于
Tween 80

Utilization of

Adonital Arabinose Cellobiose �f�J�/�O�SŠ1�-�E�r�y�t�h�r�i�t�o�l
Fructose Galactose �G�l�y�¹�"�,�r�o�l I lydroquinonlt
I�I-lydrobenzonic acid Së�É^ÿN��I�n�o�s�i�t�o�l Inulin
�L�a�c�t�oN��e Maltose Mannitol Mannose
Raffinose Ri bose Surbitol Sorbos",
�S�U�C�f�(eí�e Trehalose Xylos", .,»odi um aceta te
Sodium benzonate Sodium butyrate

Sodium citrate Sodium formate

Sodium �lutamate Sodium malate
Sodi urn rnalona te Sodium pyruvate

」 Sodium succinate

民國 79 年 7 月至 80 年 2 月止之採樣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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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備註養殖種類揉樣地地點

蝦筋斑
成功

第 2 地失散後
重新放養

草蝦

林先生 ( 第 1.2 池 )

張先生 ( 第 1.2 地 )

訪寮

佳冬

第 1 池失敗草蝦曾先生、( 第 1.2.3 池 }訪寮
- t ‘

* 斑節蝦與草蝦均為單養

的株形態及主化訓試項目表凹



表五、 扮寮 ( 黃先生 ) 與佳等 ( 周先生、

黃 1
1988.11 月的

12 月的

1989. 1 月的

2 月伯

3 月伯

黃 2
1988.11 月伯

12 月的

1989. 1 月ω

2 月掛

3 月伯

Total count
(CFU/ML)

200

100

15300

12000

14900

256000

11200

1800

8200

9300

'"Co 1 ifor8
(CFU/ML)

0.04

11.00

0.43

<0.03

11.00

0.04

吳先生 ) 草帽池水之衛生菌相

周先生
1988.12 月的

1989. 1 月的

2 月掛

3 月的

吳先生
1988.12 月份

1989. 1 月伯

2 月的

3 月的

4 月的

表六、 南平 ( 陳先生、 其先生 ) 草螺池水之衛生菌相

陳先生
1989. 5/27

6/19
7/07
8/25

吳先生
1989. 5/27

6/19
7/07
8/25
9/30

10/23
11/15

Total count
(CFU/ML)

1100
5600
4200
3300

200
17000

9600
2300
1200
1500
7800

Co 1 ifor.
(CFU/}.IL)

<0.04
<0.04
<0.04

0.43

<0.04
0.13

<0.04
0.93

11. 00
2.40
0.28

Fecal col iform
(CFU/ML)

<0.02

<0.02
<0.02

0.28

<0.02
<0.02
<0.02

0.36
11. 00
11.0 。

13.50

Total count
(CFUI 此 )

7000

3 ∞o

19700

53 ∞

490

泣。。

22300

36400

660

Fecal streptococcus
(CFU/ML)

<0.02
0.04

<0.02
0.01

<0.02
0.22

<0.02
0.03

14.40
12.40

120.00

291

Colifor8
(CFUI 且 )

<0.03

> 11. 00

0.43

1.50

11. 00

<0.03

Fc/Fs

28.00

12.00
0.76
0.89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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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 、 水底寮 (梁先生 ) 草蝦池水之衛生菌相

梁 3
1989. 6/12

6/19
7/07 .�

8/25
9/30

10/23

梁 4
1989. 6/12

6/19
7/07
8/25
9/30

10/23
11/15

Total count
(CFU/NL)

14000
3100
4100 、

10000
3300

480

AVA
υ

AUA
υ

A
υ

A
υ

A
υ

nnvhuv

司
‘

uhuvhum-AHVAU

日,

可

dq4a
且
可

nophM

。

onv

nnu

由
《U

唔

,..hJ-

唔
,..

唔,
‘

Co Ii f orll

(CFU/ 他 )

<0.04
<0.04
<0.04

0.93
4.60
0.09

<0.04
0.93

<0.04
0.43
0.14

>11.0 。

0.21

Fecal coliform
(CFU/NL)

<0.02
<0.02

. <0.02
0.48

11. 28
6.40

<0.02
<0.02
<0.02

0.49
9.57

11. 20
50.00

Fecal streptococcus
(CFU/ 也 )

1.13
0.20

<0.02
0.12
0.95
0.15

2.20
2.33

<0.02
0.04
0.05

15.30
256.00

..".

Fc/Fs

4
11.87
42.67

12.25
191. 40

0.73
0.19



表八、 佳等 (張先生 ) 草蝦池水之衛生茵相

張 1
1989. 10/05

10/23
11/15
12/13

1110

V06
2/28
3/14
3/30

1990.

張 2
1989. 10/05

10/23
11/15
12/13

1110

2/06
V28
3/14
3/30

1990.

Total count
(CFU/HL)

A
υ

AVAVA

υ

AVAVAVAVAVAHVAHVAUVAHVAHVAUVAHVAUVAMu-

句

2..

啥

EAAUVF
門

MAUVAUV

呵

,-AHV

句
自..276564241

句
『

�.�.U�

,..

啥

,..ezla

220
490

13000
6700
5800

14000

3400
2800

760

Col iforll
(CFU/HL)

0.23
0.43
0.23
0.04
0.93

<0.04
2.40

<0.04
0.23

2.10
11. 00

0.23
0.23
0.23
0.43
0.93

<0.04
0.23

Fecal coliform
(CFUI 他 )

<0.02
5.40

50.0 。

0.60
17.0 。

84.80
39.50

298.00
52.0 。

<0.02
8. 必

31.0 。

7.00
46.0 。

133.00
訂 .40

167.00
58.0 。

Fecal streptococcus
(CFUI 他 )

<0.02
8. 站

82.0 。

12.00
1.00

325.0 。

27.30
52.08
20.00

<0.02
1.67

36.0 。

14.00
11.0 。

73.00
3.80

32.50
筠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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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Fs

0.65
0.61
0.05

17.00
0.26
1.45
5.72
2. 的

5.03
0.86
0.50
4.18
1.82
9.82
5.14
2.32



Fc/FsFecal streptococcus
(CFU/ 他 )

彷寮 (蔡先生 ) 草蝦池水之衛生菌相

Fecal coliform
(CFU/ML)

Coliforll
(CFU/ 吼 )

Total count
(CFU/ML)

294

表九、

0.92
2.78
0.29

21.00
20.56
23.00

7.67
0.60
0.10
0.71
0.20

165.00
51.00
28.0 。

30.00
18.0 。

4.00
9.00

20.0 。

625.00
17.0 。
59.00

nJ
』
舟,
』
。

on
υ

nunJhnuu

呵,
』
啊,
』
啊,
』
呵,
』

raa
唔
呵
。
司

fnuunD4in0,i'i

'i
可

ihoqd

> 11. 00
5.00

<0.04
> 11. 00

<0.04
> 11. 00
、 <0�04

0.23
0.09
0.04
0.09

590
4060
1020
3700
2510

25000
5000
1800

28000
2600
2700

黨 1
1989. 11/22

12/05
1/03
2/15
3/07
4/11
4L18
4/26
5/10
5/22
6/07

1990.

.
、

0.49
0.91
1.75

210.0 。

26.38
2.59
4.33
0.75

75.00
35.00
12.0 。

0.30
14.10
17.0 。
12.00
28.0 。

司

tn4,i

呵
。
呵

,-a
倚
門
4
可

i

句
。
呵
。

hLn0

月

ta
ι
τ

FDnJ

』

qu

1.00
<0.04

2.40
> 11. 23

<0.04
2.40
0.04
2. 心

2000
1600
1660

44900
2810

21000
3700

11000

黨 2
1989. 11/22

12/05
1/03
2/15
3/07
4/11
4/18
4/26

1990.

0.47
2.78
0.83

76.09
8.19

14.31
0.91

165.00
51.00
12.0 。

0.92
14.10
26.0 。

101.00

78
142

10
10

124
372

98

0.10
0.46
0.46
0.23

<0.04
>11.0 。

> 11. 00

2600
的60
1620
3800
1610

12000
10000

第 3
1989. 11/22

1V05
1/03
VIS
3/07
4/11
4/18

1990.

0.29
0.56

1300.00
24.87
11.86

0.86

36. ∞

1.80

77.0 。

nOA
υ

FDFDA-

啊
。"
。

'in4,i

再

Onuu

。

oho

唔

,&

0.07
> 11. 00

<0.04
<0.04
<0.04

2.40
> 11. 00

5 的
1010

680
7900

500
5000

12000

黨 6
1989. 11/ 泣

12/05
1/03
VIS
3/07
4/11
4/26

1990.



表九、 繼續

黨 7
1989. 11/22

12/05
1103
2/15
3/07
4/11
4/26
5/10
5/22
6/07

1990.

黨 8
1989. 11/22

12/05
1103

2/15
3/07
4/11
4/26

1990.

第 9
1989. 11/22

12/05
1990. 1/03

2/15
3/07
4/11
4/26
5/10
5/22
6/07

Total count
(CFU/ 他 )

5700
320

5800

4500
3660
4400
9800

18000
2000
8000

2100
7100

10100

17000
3560
9000

16000

2400
4600

750
2200
3420
5900
5400

15000
2200
2600

Colifor8
(CFU/ML)

0.11
0.23

<0.04
<0.04

2.44
>11.0 。

0.23
0.23

<0.04

> 11. 00

> 11. 00
0.23

>11.0 。

0.23
2.40

>11.0 。

11. 00

0.75
0.23
0.04

<0.04
0.09
4.60
0.23
0.23
0.04

<0.04

,..

Fecal coliform
(CFU/ML)

89
15
15
65

729
71
25

8
17
28

13
15
87
竹

729
384

78

11
12

123
62

887
143

<0.02
54
29

7

Fecal streptococcus
(CFU/)fi.)

19.30
27.00
<0.02

0.05
11.18
11.0 。

27.00
124.0 。

182.00
186.0 。

18.00
27.00
<0.02

0.22
11.18

6.0 。

65.00

36.00
29.00
<0.02

0.10
18.00

7.0 。

12.00
496.0 。

392.00
43.0 。

295

Fc/Fs

4.61
0.56

1300.00
65.21

6.45
0.93
0.06
0.09
0.15

0.72
0.56

話0.00
65.21
64.0 。

1.20

0.31
0.41

620.00
49.28
20.43

0.11
0.07
0.16



表十、

296

訪寮 (黃先生 ) 斑節蝦池水之衛生菌相

Total count
(CFU/ML)

黃 1
1989. 10/05 2500

10/23 900
11/15 12000
12/13 弋 1∞00

1/10 14000
2/06 11000

2/28 2500
3/14 4100

1990,

黃 2
1989. 10/05

10/23
11/15
12/13

1/10
2/06
2/28
3/14

1990.

180
320
550

2700
7900
8500
1800

2300

Co I iforll
(CFU/ 址 )

<0.04
<0.04
<0.04

0.09
0.04
0.09
0.04
0.04

11.00
<0.04
11.0 。

0.43
0.23

<0.04
<0.04
<0.04

Fecal coliforll
(CFU/ 址 )

<0.02
5.20

11.0 。

6.00
3.0 。

88.80
49.80

129.00

<0.02
7.32

13.0 。

5.00
18.0 。

10.08
32.10

172.00

Fecal streptococcus
(CFU/ 他 )

<0.02
<0.02
95.0 。

18.00
<0.02
<0.02
11.70
37.70

<0.02
<0.02
45.0 。

18.00
3.0 。

4.00
9.60

38.44

Fc/Fs

0.12
0.33-

4.26
3.42

0.29
0.28
6.0 。

2.52
3.34
4.47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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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FSFecal streptococcus
(CFU/ML)

�

Fecal colifor8
(CFUI 吼 )

訪寮 (林先生 ) 斑街蝦池水之衛生茵相

Colifor8
(CFU/ML)

Total count
(CFU/ML)

表十一、

1.28
0.31
0.49

17.90
0.30

156.0
90.0
14. 。

58.5
105.0

12.5
76.8
13.1

112. 。

2.8
37.0

7
3

31

98
4

55
50
11
22

108

0.23
0.04
0.39

)11.00
)11.0 。

2.40
0.21

<0.03
<0.03

0.04
0.07
0.43
0.43

21300
540

2400
16000
10900

2800
10900

1700
3500
5100
8100
4700
7300

掉 1
1990. 7/14

7/28
8/09
8/24
9/07
9/11
9/20

10/04
10/18
11/01
11115
12/13
12/27

0.39
1.58

0.36
0.31
3.67

134. ω

0.13
42.00

0.50

38.0
24.0

9.0
9.0

48. 。

16.0
89.0
13.1
15.0

0.9
22. 。

24.0
1.0

14. 。

15
38

n
4

55
121

51
108

3
. 42

7

0.09
<0.03

4.60
11.00

)11.00
11. ∞

0.43
<0.03

0.04
<0.03

0.43
4.60
0.43
0.43

<0.03
<0.03

側m
⋯
州
州
州
捌
削
圳
翩
翩
翩
翩
翩
翩

mm

林 2
1990, 7/14

7/28
8/09
8/24
9/07
9/11
9/20

10/04
10/18
11101
11/15
12/13
12/27

1991, 1/10
1/25
2/ 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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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佳冬 (張先生 ) 與訪寮 ( 曾先生 ) 草蝦池水之衛生茵相

張 1
199 氏 8/24

9/07
9/11
9/20

10/04
10/18
111 倪
11/15
12/13
12/27

1991. 1凡。
1/25
2/06

張 2
1990. 8/24

9/07
9/11
9/20

10/04
12/27

1991. 1/10
1/25
2/06

當 2
1990.11/01

11/15
12/13
12/27

1991. 1/10
1/25
2/06

Total count
(CFU/ML)

14000
3530
2200
5900
3100
2000
3400
1400
2900
5000
4900
5700
5400

AVA
υ

AVA
υ

h
υ

h
υ

AVA
υ

AV

AVOwAVOwAHVAUVAUVAHV

。
d

h
訓,
‘

ipa
。

oe
。
"
。
呵

,-
。
。
呵

,-

aaT

句
。

AU

嚕
。
呵

,
峙,
』
啊

,-a
唔

唔

,A-EA

5100
2200
1200

1 詣。。
1700
4500

390

Co I ifora
(CFU/ML)

> 11. 00
>11.00
>11.0 。

> 11. 00
0.11

<0.03
0 :64 -

0.04
0.21
0.04
0.93

<0.03
<0.03

> 11. 00
>11.0 。

4.60
0.09
0.07
0.93
0.93

<0.03
0.23

0.93
0.07
0.23

<0.03
0.23
2.40
0.04

Fecal colifora
(CFU/ML)

-A-zhv

旬

AAVA
且

zq
ι

q4

司
ι

AVEd

E

啊,
』

FD'i'inLhuuoonJ

缸
,
。

唔

,..

1
152
160

98
45
85
81
39

113
2

46
126
121

65

Fecal streptococcus
(CFU/ML)

11.0
132.0

14.2
108.0

15.3
9.0
1.5

'21.0
2.5

36.0
1.0

14.0

37.4
47.5
90. 。

31.0
7.6

4.0
3.0

35.0

0.9
2.0

-M-M

..,.

FC/FS

﹒
啊

,
』

huvhJ

』

AVAUWAU

﹒

AUAUWA

υ

-hLoohL

丹
t
耐
4
。
。

-4JAVFD

A
υ

n
芯

,iARu--AU?-AHV

呵
,-

司

4'
。

0.02
1.69
5.16

12.89

21.25
幻 .0 。

1.11

125.60
1.00

40.30



圖一、

NOV1988

2 3 4

-"

5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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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7 9 108

訪寮 (黃先生 ) 側面排水草蝦池水細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
2.
3.
4.
5.
6.
7.
8.
9.

10.

Aeromonaslwoffii

Aeromonas anitratus

也 bri 立旦旦垣emolyticus

Act inobac i llus

Flavobacterium sp.

Moraxella sP.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Pasteur ‘ ella haemohtica

Pseudomonas �eruginosa
Vibrio alginolyticus



12

訪寮 (黃先生 ) 中央排水草蝦池水組菌族群在不同月街之分布情形
11. Pasteurella shigelloides

�

11109876543

NOV1988

.‘

21

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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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三、

NOV 1988

1 2

,.,.

3 5 1196 84 7 10

佳冬 (周先生 ) 側面排水草蝦池水組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 Pasteurella shi 畫elloides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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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988

.;t"

11

佳冬 (吳先生 ) 中央排水草蝦池水組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 Aeromonas hydrophila

109

」

8765432

」

1

圖四、



圖五、

MAY

1

U

2 3 4 5 6 7 8

-

9 10 11

甫平 (陳先生 ) 草蝦混養池水組菌族群在不閏月份之分布情形
11. Pasteurella multoc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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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甫平 (吳先生 ) 草蝦混養池水組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9876543

MAY 1989

.、

21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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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t 、

JUNE 1989

1 2 3 4 6 7 8 95

.,

10 11 12

305

水底寮 (梁先生第 3 池 ) 草蝦混著池水組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 Pasteurella multocida, 12: Vibrio cholerae



JUNE1989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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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八、

3 4 61 5 7 9 10

水底寮 (梁先生第 4 池 ) 草蝦混養池水組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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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989

30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圖九、 佳冬 (張先生第 1 池 ) 草蝦混養池水細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Aeromonas f且calis, 曰 :Aeromonas hydrophila,

13: Vibrio cholerae



.
‘

OCT 1989

」

308

-'

13

佳冬 (張先生第 2 池 ) 草蝦混養池水倒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Pasteur ‘ eIIa �higeIIoides. 12:Pseudomonas 堅 paci�t.
13: Pseudomonas �旦旦也ma II e i

121110987654321

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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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寮 (蔡先生第 1 池 ) 草蝦混養池水組菌族群在不閏月份之分布情形
11:AerolDonasg 且也� 12:Pseudollonasg 盟巫且 ,

13:Pseudollonas l.altophi lla, 14:Pseudomonas pseudollla 11 e i ,
15: Vibrio cbQL�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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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寮 (蔡先生第 2 池 ) 草蝦混養池水細菌族群在不同月的之分布情形
11:Aeromonas odorans. 12:Pasteurella shigelloides,

13:Pseudomonas 旦旦豆豆 . 14:Pseudomonas pseudo mal lei.
15: Vibrio chol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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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寮 (第先生第 3 池 ) 草蝦混養池水組菌按軒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Aeromonas 啞巴盟豆 , 12:Pasteurella shigelloides,

13: Vibri 企 chol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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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寮 (蔡先生第 6 池 ) 草蝦混養池水組菌族軒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Aeromonas hydrophila. 12: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13: Pasteurella shigelloides. 14: Aeromonas odorans

-'



圖十五、

NOV 1989

L-1

1 2 3 4 5 6 7 8 9 1 。 1 1

313

.r

訪寮 (蔡先生第 7 池 ) 草蝦混養池水倒菌族群在不岡月 {分之分布情形

11: Vibrio chol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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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寮 (蔡先生第 9 池 ) 草蝦混養池水組菌族群在不間月 {分之分布情形
11:Aeromonas od 旦旦毯 . 12:Pseudomonas 且越血,.
13: 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 14: Aeromonans hydophila

13121110987

.
、

u

6543

NOV 1989

21

國十六、

314



NOV 1989

I I

團十 t 、

6 72 3 4 5 8 9 10 4EE

--EEES--EBEa--zaEEE-

4.. 1"2 1 3 1 4

訪寮 (蔡先生第 8 池 ) 草蝦混養池水組菌族潛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Aeromonas odorans, 12:Pasteurella shigelloides,

13:Pseudomonas E星的 doma 11 世 , 14: Pseudomona� diminuta,

15: Vibrio chot�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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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寮 (黃先生第 1 池 ) 斑節蝦池水細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 Aeromonas hydroph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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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紡寮 (黃先生第 2 池 ) 斑節蝦池水組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 Pasteurella shigelloides. 12: Vibrio chol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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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寮 (林先生第 1 池 ) 斑節蝦池水細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 Aeromonas hydrophila, 12: 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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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寮 (林先生第 2 池 ) 斑節蝦池水組菌族軒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Aeromonas hydrophila. 12: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13: Pseudomonas stutz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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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等 (張先生第 1 池 ) 草蝦池水捌菌族群在不同月 {分之分布情形
11: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 12:Aeromonas hydrophila,

13: Vibrio chol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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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池 ) 草蝦池水組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diminuta. 12: 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佳冬 (張先生第
11:Pseudomonas
13: Vibrio chol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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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寮 ( 當先生第 2 池 ) 草蝦池水細菌族群在不同月份之分布情形
11: 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斑簡報林 1 池 )

326

下南前

下雨後

下雨前 (斑筋蝦林 2 池 )
.
、

下雨後

地
張報一

早
南下

下
雨
後

(草蝦張 2 池 )下闊前

下雨後

13

stutzeri,

1211

斑節蝦興草蝦池水下商前後細菌族輔之分布
11: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 12: Pseudomonas
13: Pseudomo 且as... diminu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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