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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蛙養殖
﹒壘,.
實 堯﹒玉丈政

-前言

臼蛙叉稱自怨、水為、水睦 , 學名虎皮娃 ,( Ranat igrina

DAUDIN) , 是東亞洲系之蛙種 , 台灣全島均有分佈 , 為原產食
用蛙品種中體型較大的一種 o

本省 3 -- 11 月間 , 在田野的圳溝、池靖、水間都有蛙類活躍覓
食 ,
一般常見可食用蛙有俗稱的自蛤仔、金銀娃、青蛙、回蛙等 ,

前二種軀體較小 , 食用價值較低 , 青蛙體表星青色 , 徵帶苦味 , 食
用前需要剝皮 , 售價低 , 也較不受喜愛也至於田蛙驅體大 , 肉多細
撤辭美 , 為最受歡迎的品種。

以往此等食用娃 , 多賴自然繁殖成長 , 予以搞捉銷售 , 但近年
來由於河川受廢水污染及勵才普遍使用農藥 , 自然繁殖已頻臨絕跡
。由於供不應求 , 價格節節升高 , 一般市價約在每台斤 300 元左右
, 在青黃不接的季節里 , 以每隻 50 公克者 , 每台斤價格更高達 500

元以上。

自蛙多以清續調理 , 受大眾普遍喜愛 , 需要量日增 , 目前雖有
養殖牛蛙 , 以回蛙之大小 , 即行出售 , 作為田蛙的代用品 , 唯其肉
質較自蛙為差 , 仍然無法完全取代 o 因之業者乃對自蛙養殖 , 產生
濃厚的興趣 , 紛紛成立養殖場 , 然而回蛙的習性較為特殊 , 僅管有
部份業者獲致成功 , 而得到良好的新摘 , 但因參考資料缺乏 , 叉沒
有實際經驗而失敗者還是比較多。

本文主要就回蛙的習性及其飼育方法 , 參照文獻 , 調查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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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實例及筆者的一些試驗結果 , 作一有系統的介紹 , 希望本項報

導 , 對擬進行是項養殖的業者 , 提供一些具體的資料 , 並祈先進不

吝指數。

二毛形態
(寸外形 :

田蛙隸屬兩接綱 ( Amphibia) 、無尾目 (Anura) 、青娃

科 ( Ranni idae ) 、亦蛙屬 (Rana sp.) 。驅體長可達 110 公廈 ,

重量達 150 公克 , 分為頸、胸體及足三部份 o 頸部不明顯 , 無尾

巴 , 跪坐時脊部稍陸起 , 頭部扁而潤 , 曇三角形 , 頭長比頭寬犬 ,

口潤大。頭有細齒 , 上頭近先端有二個鼻孔 , 連過口腔 , 下頭的
緣上有向內的細長舌 , 音部是柔軟的肉質 , 經常保持粘住 , 張開

嘴能迅速伸展捲住飛躍中的蚊蠅 , 作為食物、頸部上方有 2 個大

而突起的眼 , 具有瞬膜 , 潛入水中時 , 突起的眼即收縮興頭部成
水平。鼓膜圓形而平滑, 位於眼後芳 , 為蛙之聽覺器官 , 無外耳。

肛門位於胸部末端後肢跟凹進處 , 兼營生殖泌尿之用。前肢
種小 , 有 4 指 , 指闊無膜 , 後肢大而長 , 有 6 趾 , 但 1 趾不明顯

, 趾間有膜。大腿和經部的筋肉發達 , 後肢向前伸張峙 , 其腔對

關節能到眼部後穢 , 如此構造便於陸上及水中活躍行動。驅體分
佈著粘液膜 , 時常分泌粘液 , 保持皮膚潮濕潤滑 , 以利幫加呼吸
作用。

體色依棲息場所而不同 , 接息掩蔽物少而較明亮地方 , 墨灰

黃褐色 , 一般棲息掩蔽地方的 , 背部星暗黃福色 , 背部側面、口
的周圍與四肢背面 , 有多數的黑裙色斑紋。皮膚不接鱗毛 , 背面
有縱列平行徑條狀的皺起 , 其間有密集突起 d 激狀 , 形成皮膚之

粗糙 ( 照片一 ) 。腹部光滑有白色、黃色及黑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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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 田蛙 ( ♀ ) 之外觀

{斗雌雄鑑別

田蛙雌雄在幼蛙期不易鑑剔。成蛙在交尾期 , 雄蛙就會鳴吽
。體型雄蛙驅體狹長 , 雌蛙寬潤。體色雄蛙背面暗黃色 , 尤其是
頭部黃褐色較濃 , 雌蛙黑褐色。腹部雄娃除黑白間斑點外 , 並帶
有黃褐色 , 雌蛙為黑白聞理點。咽喉部 , 雄蛙在喉部兩側鼓膜下
方 , 由疏鬆皮摺形成一對很明顯 :三角形黑褐色鳴囊 , 雌蛙僅有深
黑白斑紋 ( 如照片二 ) 0

三美習性

由蛙性敏捷 , 活潑輕快 , 著游泳及跳躍 , 警覺性高 , 性情膽小
, 遇有風吹草動 , 或看到人畜 , 即潛伏水中 , 或跳躍逃離 , 常因四
處奔竄 , 而撞死在蛙袍的牆邊。喜棲息在溫暖潮濕 , 夏季無日光直
射 , 且寧靜的地方 , 通常在產卵期 , 會棲於水邊 , 不喜於高溫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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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 雌雄的區別 ( 左 : 雄吉、右 : 雌♀ )

之氣候。

田蛙是變溫動物 , 體溫隨外界的溫度昇降而變動 , 遇到冬季氣
溫下降時 , 呼吸逐漸種慢 , 循環漸次沈滯 , 行動遲鈍 , 逐成昏睡狀
態 , 終做死狀而靜止地安眠 , 故田蛙在晚秋時 , 開始選擇場所多眠

, 約在 10 , 15 0
C 時 , 即潛只抱底較軟泥土處 , 潛入深度約 15. --

25 公分 , 此時以皮膚進行呼吸。

入多眠前 , 儘以飽食 , 財害豐富營養 , 渡過多天 , 此營養以脂
肪及肝糖之形態 , 脖存於肌肉或肝臟里 , 這些營養份 , 主要在保持
體溫及構成新生細胞之用。

初春的氣候 , 使自蛙結束多眠 , 醒覺再出現陸上活躍及產卵 ,

在冬眠所消耗之體力 , 此時為要恢復原狀、食慾轉強 , 一般以蚯蚓
、蜘蛛、蝸牛、甲殼、多足類、昆蟲等食之。但是大部份以昆蟲如

甲蟲、蜻蜓、蠅、蟑蟲、蝶蛾等為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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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蛙在黃昏時出來活動 , 覓食均在晨 tY 間 , 其嗅覺味覺較遲鈍
, 索餌時嗅覺作用較少 , 幾乎是親覺的作用 , 在黑暗中不攝餌。在

明亮處有活動之東西即行捕食 , 如用細籐綁石頭或任何物體 , 在蛙

前躍動 , 均會捕食 , 唯感覺無味道時 , 即把物體吐出 , 僅嘸食有捏

味及徵腐敗味之食物。蛙以肺呼吸外
, 皮膚經常保持濕潤 , 以利幫

助呼吸作用 , 但蛙不飲水 , 所需之水分崗皮膚吸收而來。田蛙於春

季產卵於水中 , 經孵化成捌斜 , 卵及蚓斟必須生活於水中 , 捌斜

以求中之動植物性浮游生物或腐植物為食
, 成蛙陸棲 , 以小型昆晶

等動物為食物。

田蛙冬眠後 , 一是如上述覓食外 , 二是求偶。在求偶時雄娃先

選擇適當地方 , 高聲鳴峙 , 其鳴聲有二種意義 , 一是對同性發出警

告有「這個範闇我已經佔有 , 屬於我的地盤 , 希勿平擾」之義 , 二

是表示一種求偶的行為有「這裡有一個溫柔之愛的巢窩
, 妳們來吧

! J 之義 , 引誘雌蛙 , 刺激發惰 , 達成交配生殖的目的 o

用暴蘊池
田蛙的適應環境範圈較廣

, 具天然繁殖能力 , 在溫度較低季節

需要越多外 , 因較具野性 , 宜選擇比較不易干擾之處設置為宜 , 養

殖池需有適量的水源 , 故在田野、山坡地均可設置。至於庭園、樓

頂平台 , 亦可利用 o 養蛙池的圍牆以網類 , 水泥板或磚砌造均可 ,

池底以泥土為宜 , 池底如為水泥 , 應鋪上一層泥土為妥 , 以利越多

。養殖池之上方及四周 , 必須以網類圍起 , 以防範逃逸 , 并避免蛇

、鼠、鳥類等的侵害。

(→產卵池 :

田蛙性膽小 , 遇人畜侵入 , 即四處奔竄 , 故應選擇四周安寧
, 造池近似天然之環境來建築 , 為便利觀察其產卵情形 , 產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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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過大 , 以 7 平方公尺 , 高 90 公分較為適當 , 牆壁以磚砌造或
水混扳圈築均可 , 池底以泥土為宜 , 牆底周圍為陸地 , 池內做平
行之溝哇 , 相問約 100 公分左右。陸地栽植草木 , 溝里放水 , 約
深 10 -- 15 公分 , 作為產卵溝之用 ( 如照片三、園一 ) 。牆底周

照片三 產卵池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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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一 產卵抽油底結構側面

陸地 ( Land) 、水城 (Water) 、

公分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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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陸地上面 , 每隔 30 公分 , 放置一個掩蔽木坡 , 高 9 公分 , 長寬

各 70 公分 ( 如圖二 ) , 木坡上面覆蓋稻草 , 使木扳內面 , 稱為黑

暗且涼爽 , 向水溝處向下挖一洩溝 , 使種蛙得以進入棲息 o

掩蔽木扳構造

此外亦有以鐵絲網做成產卵箱
, 一端斜放浸入水中 , 一端放

闡二

於陸地 , 上面搭蓋涼棚 , 親蛙配對放入箱內 , 以利產卵與射精 ,

此方法可防止親蛙亂竄潛伏
, 破壞了排放出來的卵粒圈 , 比較便

於撈取 , 放於孵化池孵化。產卵箱長 50 公分
, 寬高各約 25 、 20

公分 ( 如圖三 ) 。

‘金 Land -一---

圖三 產卵箱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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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孵化池 :

為便於觀察與撈捕蚓斜心 l 高 40 公分 , 寬 70 公分 , 長 120

公分左右的方型池為宜 , 水深 15 -.., 20 公分 , 並設注排水口 , 以
便注排水 , 控制水溫與水位 , 池上面架設涼棚 , 以防午間陽光直
射曝晒。

同蚓斜池 :

用磚砌做之水泥池 , 其大小規養殖之多寡而于加寬或縮小 ,

一般設計為高 60 公分 , 長 4 公尺 , 寬 3 公尺 , 水深 20 -.., 25 公分

, 池上架設涼棚。變態期屆臨時 , 放入布袋蓮或數個集蛙盒 , 集
蛙盒高 5 公分 , 長寬各 20 公分 ( 如圖四 ) , 利用薄放在其四個角
間釘上女性即可 , 餘四方均留空 , 此盒浮於水面 , 黨涼且可掩蔽

, 變態後之幼蛙 ' 均喜爬上盒內棲息
, 捕捉時 , 利用手網慢慢的

從水中向上連盒一起撈起。

女注

國四

幼童 t 進入

集幼蛙盒

(鷗成蛙池 :

蚓斟逐漸變態而成幼蛙 , 其大小不一 , 且其有大吃小的習性
, 故成蛙池不宜太大 , 以利大小分養。
蛙喜接於 ]j( 邊 , 但并不常棲於水中 , 故池里的水量不必多。

陸地多留 , 以便於管理與投餌。池子以長方型為笠 , 長 15 公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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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5 公尺 , 高 90 公分 , 池內做成睦、溝 , 各寬 100 公分 , 水深 1

0 --15 公分 , 兩邊以陸地為宜 ( 如照片四 ) , 陸地栽種花草外 ,

每隔 10 -- 20 公分 , 放置一個掩蔽木跤 , 緣高 9 公分 , 長寬各 7

0 公分 , 木板上面覆蓋稻草 , 使木扳內部保持黑暗且涼爽 , 向水
溝方向 , 亦挖一洩溝 , 使田蛙由此進入棲息 , 池上方圈網 , 以防
鳥類侵襲。

照片四 成蛙池之結構

互支飼接方法

田蛙有越多習性 , 在越多時期均潛伏土中 , 至氣候溫暖與下雨

時 , 始醒覺結束冬眠躍出活動覓食與求偶 o 在本省之自然環境繁殖

時期 , 因地域不同稍有差別 , 北部較南部慢。一般在 g 月中旬以後

結束冬眠 , 開始活動。

在養殖池里因太小未出售而越多者 , 至 3 月份氣候溫暖時 , 再

出來索食 , 此時應即設餌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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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種蛙蓄養 :

留著次年產卵用之種蛙 , 選擇成長良好 L行動敏捷 , 體型大
而豐滿者 , 飼以充份營養的飼料 , 尤以多眠前約 30 日 , 於飼料中
添加 0.3--0.5% 之維生素 E ' 維持種蛙的健康﹒冬眠後

, 即行

投餌 , 飼料中亦添加維生素 E, 俾以促進產卵。

(斗種蛙選擇 :

飼養的種蛙越多後再行選擇以成長良好 , 雌蛙腹部豐滿而有
彈性者為佳。除上述蓄養之種蛙外 , 亦有採自野生之種蛙。自行

菩養者以二年較佳 , 一年雖能產卵 , 然其產卵率及孵化率均較差
o

野生種蛙之產卵率及孵化率較蓄養一年之種蛙為高 , 在 3 月

問即出來索食 , 尤其雨後最活躍 , 其捕法有 2 種 , 一是用低壓電

流捕捉 , 但卵細胞受電流的刺激 , 影響孵化率 , 其次是用手或網

捕撈 , 選用此法捕捉的親蛙較佳。
(三)產卵 :

田蛙在產卵期 , 雖然有成熟的卵 , 但若無雨水下降 , 還是不
易產卵 , 須以人工催促產卵。池內陸上栽種花草或放入掩蔽木放

, 供其掩蔽 , 溝內放些布袋蓮 , 把池內噴濕 , 溝內暫勿蓄水 , 使
其近似自然環境 , 周圍避免噪音。選擇之親蛙以雄 l 對雌 2--3

的比例放入產卵袍 , 待 2 -- 3 天 , 使其安寧適應環境 , 在此期間

內 , 仍應按時投餌飼養 o

黃昏時 , 開啟噴水禱 , 水滴要細 , 噴淋全池約 30 -- 60 分鐘

, 觀溝水達 10 - 15 公分深 , 擬似下雨 , 使天氣潮濕溫度下降 ,

刺激產卵。交尾時之行動 , 雄娃爬在雌蛙背上 , 前肢從雌蛙之跛

下伸至腹部抱著雌蛙 ' 由前肢壓迫雌蛙腹部
, 雌雄蛙均浸浴在 7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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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後肢向兩側展開 , 然後各自產卵與射精於水中 , 行體外授精
, 此稱為假交配﹒產卵通常在黎明 4-8 時之間 , 童問若是陰天
, 其天色像夜裡有亮光數小時 , 在中午前也還會產卵 , 在此按時

間勿于平擾 , 免得影響受精 , 故多在 9 時以後 , 才去檢現有否產
卵 , 如有產卵 , 即以容器將卵連水勿顛倒地移入孵化池。若無產

卵 , 隔數日再反覆噴水刺激產卵。

如採用產卵箱 , 在箱上覆蓋稻草 , 亦以噴水法促其產卵。一

隻雄蛙通常之產卵數約數百至于餘粒 , 一年產卵約 2-3 次。唯

野生之雌蛙 ( 150 公克以上 ) 有多達 4,000' - 5, ∞o 粒者。

田蛙之卵濫約 1 公廈左右 , 其大小以肉眼即可看見 , 星灰色

柔軟 , 外面包著一層由輸卵管分泌形成的膠質膜 ( Telly Coat

) , 當卵排入水中時 , 即吸水膨脹而形成一保護膜 , 此膠質除了

保護卵不被外物破壞外 , 且把卵粒連結成塊狀浮於水面 , 因易吸
熱有助卵之發育。卵若是有受精作用之後 , 上部星暗黑裙色 , 稱

為動物性極 , 下部星黃褐色 , 稱為植物性極 , 其動物性極會朝上
, 植物性極向下 , 在水中形成一塊狀小黑球子。

(四)孵化 :

卵移入孵化池時 , 宜小心放入 , 勿予傾倒 , 同時池水之溫差
不可太大 , 孵化池 1 平方公尺 , 約集 3-4 窩卵 , 以同日產出之

卵塊放集放一孵化池 , 勿將 2-3 日量
, 混放一池 , 避免以後發

生卵與捌斜分離之困難。

孵化時間因水溫而有不同 , 一般如在 25 -27
� C 下約 2 日就

會孵化。其卵如有受精 , 整日就變為矩形 , 否則仍保持球形而變

自腐爛 , 孵化用之水 , 可周末受污染的河水或地下水 , 但須要過

濾和充分曝氣。孵化期間用緩慢流速換水 , 以維持池水的清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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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氧氣。中午避免陽光直射 , 過雨天要遮蓋避免雨水打擊 ,

影響其孵化率。

但)關斜飼養 :

受精卵孵化脫掉其外圍的膠膜時 , 即是由蛙的幼蟲 ' 是所稱

之蚓斜 , 此時轍斜利用其腹部之卵黃營生 , 以口盤吸附在水草或

池壁 , 不甚游動 , 不攝餌。至第 3 日口盤消失 , 外總消失 , 長出

內線 , 腹部之卵黃己用完 , 需靠攝食維生 , 開始游說t索餌 , 此時

即飼以生蛋黃或養熟蛋黃 , 第 5 日飼以魚漿法鰻魚飼料。第 6 日

即可移入關斜池 , 以後同時投飼料重量之 1-2% 打碎之豆腐。

每坪蚓斜池約可放養 4 ,000 - 5,000 隻 ' 祂水深保持 10-1

5 公分 , 經常換求 , 每日上、下午各餵一次飼料 , 投餌量觀其食

餌情形而增滅 , 以 1 小時內能吃完為妥 , 免得使池水腐臭 , 每日

以草委慢流水換水 , 保持池水清潔及充是氧氣。

變態成為幼蛙時間
, 與氣溫及管理良否而異 , 約需 14 - 20

天 , 最先長出後肢 , 隔 3-5 日再長前肢 , 飽消失長出肺 , 尾巴

逐漸消失 , 腸也逐漸縮徑。此時要格外注意池底水質之清潔 , 勿

使腐敗引起缺氧 , 免得變態中之蚓斟死亡 , 經由此變態作用 , 即

成幼蛙 , 此時即可用網或集娃盒 , 每隔 1-2 日把先變態的幼蛙

撈捕 , 分別大小移入養成池中放養。

回蛙蚓斜與田蛤仔的蚓斜不悶 , 回蛙蚓斜腹面雪白 , 田蛤仔

蜘斜腹面淡金黃色 , 購買蚓斟飼育時 , 宜注意選剔 , 免受混雜的

虧損。

(六) 成蛙的飼養 :

蚓斟從 71c 中的生活
, 變態為幼蛙而棲息陸上 , 索餌方式由靜

餌轉變為活動昆蟲 ' 此時幼蛙體弱 , 若數目覓食不到食物即會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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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 因是密集飼養 , 池內無充足的昆蟲 , 幼娃也不慣索食靜餌 ,

故此階段的死亡率很高 , 是養殖成敗的最重要關鍵。
幼蛙期應先餵姐 , 以魚、肉繁殖的姐為主 , 不可用為糞姐或

廁所姐 , 在黃昏時將姐散放於陸地上 , 使得每隻幼蛙均能索食 ,

經 5 天後幼蛙顯著成長 , 體力增強 , 餵姐時滲入少許魚漿 , 進而

逐漸增加魚漿 , 減少姐的比例 , 約十餘日即能習慣索食魚漿 o

幼蛙飼養 15 日左右 , 大小就有顯著差別 , 蛙有大吃小的惡習
, 為避免自相殘害 , 宜再次選划分開飼養 , 此期之管理工作 , 影

響聲蛙成績的優劣。

成蛙每坪約可放養 100 隻 ' 投放餌料鷹定時定位 , 役餌量現

索餌情形而增滅 , 約為蛙重量之 145 后 , 飼料以下雜魚絞碎成的魚

漿為主 , 另添加補助飼料。其配製以魚漿 70% 、豆腐渣 285 后 ,

綜合維生素 0.59 石、酵母粉 0.5 % 、鹽 0.4 % 、離氮酸 0.1% 、

蛋氮酸 0.1 % 等 , 充分攪拌混合。
餌料放以塑膠放為佳 , 放於陸地上 , 蛙董日均躲入產蔽處 ,

黃昏始出來覓食 , 故飼料應於下午 3 --4 時前投放妥當
, 稍晚就

會出來索食 , 此時才投放飼料 , 田蛙受驚四處奔竄 , 會影響索食

情緒。飼料以當日吃完為宜 , 隔日之飼料宜于清除以保蛙體健康
。

幼蛙經飼育 80 餘日 , 約 2/3 可達 10 隻 1 台斤時 , 即可選別

出售 , 未能出售之娃 , 留下再行飼養 , 此時因受驚影響索餌 , 飼

料於 3 日後再行設放即可﹒

入冬前未出售之小田蛙或選擇之種蛙 ' 需準備越多
, 在鞋上

隔 50 -- 60 公分處 , 把土壤挖鬆 , 直徑約 20 -- 30 公分 , 深 10 公

分 , 於其上方覆蓋轎車或掩蔽肢 , 田蛙即會爬入潛伏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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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眠期間 , 土壤要保持潮濕 , 使蛙皮膚濕潤 , 幫助呼吸 ,

土壤若過於乾燥 , 蛙會脫水而死 , 故需觀土壤之情況 , 偶而溉水
, 使土壤潮濕 , 使田蛙能安全越多。

飼育期問如遇著下大雨 , 雨停而晴天 , 陽光烈照 , 此時滿地
潮濕 , 水份蒸發 , 池內無風流動 , 致使池面酷熱 , 因蛙在此苦悶
天氣下 , 受不了即會死亡。在此情況 , 飼養池應儘量能保持直涼

, 離地面 6 公分處 , 放置藍蔽物 , 減少陽光直射 , 保持黨涼 , 水
溝中灌入水或利用價水的方法以降低溫度 , 並可利用吹風戳 , 使
池內空氣流通 , 改善池內的苦悶頭境 , 適應田蛙之生活。

利用飼料飼養田蛙之飼養成績如下表所示 , 月重量增加率以
魚聚為佳 , 增肉係數以混合Y3 配合飼料者為例約為 3.44 , 3.67

左右。 ( 如表一 )

加)姐的繁殖 :

養蛙是密集的飼養 , 若以蚯蚓、小魚充當活餌 , 實供不應求 ,

下雜魚及魚餵能迅速大量生姐 , 是理想的活餌 o 繁殖時會影響衛

生 , 應選擇偏僻處所行之。大小及數量觀需要而增減 @

繁殖池高 20 公分 , 用磚砌造 , 最上層磚塊橫砌 , 池底用水泥
舖造兩側較高 , 斜向池中 , 上方設屋頂 , 使其黨涼以防雨淋 , 雜
魚或魚餌置於池中 , 以腫味引誘蒼蠅吠吸產卵 , 約 3 日即會長姐

, 姐往四周螃行 , 集中牆角 , 用掃把搞起即可使用。
六田蛙的敵害及疾病

的蚓斜期的敵害及疾病 :

蚓斜期生活於水中 , 一般之永生昆蟲之幼蟲 ' 會侵害總斜 ,

其蜻蜓幼蟲、水龜、剪蟲等 ,
尤以蜻蜓幼蟲為害最為普遍。蚓斟

池放養前充分晒池及消毒 , 池上遮蓋網 ,
以防蜻蜓產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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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斜的疾病以皮膚及胃腸的疾病較多 , 多因池水腐臭所引起
, 飼養期問若能多注意池水清潔即可預防 o 感染皮膚病時蚓斟背

部產生自斑點 , 散佈於背腹各處 , 可利用 1/1000 土徵素 1 公升藥

液浸浴 80 尾 15 分鐘。胃腸病可用 0.5/ 1∞0 水產用妙利散與飼

料混合投飼。

何幼蛙及成蛙的敵害及疾病 :

幼蛙及成蛙均棲息陸上 , 注意池水清潔、飼料鮮度 , 可有教
防止各感染性之疾病。感染皮膚病之田蛙在皮膚上發生自斑點 ,

可用 1 /1000 土徹素之孟公升藥液浸浴 20 隻約 20 分鐘。感染水

腫病 , 其病徵是腹部鼓脹、肝臟腫大、并有斑點潰爛 , 可用 0.2

/ 1000 泰誠淨或 0.5 / 1000 四環素混合飼料投餒。亦斑病叉稱

紅腿病 , 病徵是兩肢後腿肌肉變紅、爛皮、口內有暗紅粘液、肝
臟腫大、部份肝臟有自點及自塊、胃歸時常鼓脹、膀管有出血性

粘液、小便有暗紅血液 , 此病所感染屬 Aeromoll.as s ρ.細菌 , 通
常在初夏至秋天發生 , 尤以氣溫上升 , 密集飼養時最易發生。可

使用 0.2/1000 泰誠淨或 0 .5 / 1000 土籲素 , 分別與飼料混合
後投餒。

至於敵害多為蛇、鼠、貓及鳥類的侵害 , 在池子四周及上方
, 圖以細網 , 經常巡視注意修補 , 是防範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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