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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張錦錦宜宜   
 

行行政政院院農農業業委委員員會會水水產產試試驗驗所所水水產產養養殖殖組組   
 
 
 
 

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已開發出全球第一個可以由養殖業者自行監測病原菌數量

及危險指數的檢測工具－E ! kit（圖 15.1）。檢測對象為造成養殖鰻魚及其他養殖魚類（如
鮭、鱒、鯉、鯰、吳郭魚、比目魚等）潰瘍症（圖 15.2）的愛德華氏菌（Edwardsiella tarda）。
其特色為： 
1. 簡易：無附加設備，可由消費者自行操作、自行判讀，不需假手技術人員。  
2. 快速：18 小時內可判定可能發生疾病的危險指數。  
3. 便宜：一年的檢測費用約只需藥品消費的十分之一。  

E ! kit 可判定魚體內愛德華氏菌的濃度，也可長期監測養殖環境中愛德華氏菌的數量
變化，適合在現場操作，不怕污染。因為成本不高，建議養殖業者每日自行監測魚體內

及養殖環境中病原菌的危險指數，將可成為預防養殖鰻魚潰瘍症大量爆發的絕佳工具。  
 

 
圖 15.1  E ! kit成品外觀 圖 15.2  罹患潰瘍症的鰻魚 

 
一、研究背景 

 
本產品之開發，係經 8 個月長期監測鰻魚養殖環境中常在細菌組成的變化，總計分

離純化 1335 株細菌，做為研究的基礎樣本。根據長期監測養殖環境常在菌相的研究結果
顯示，在正常的情況下，良好管理的養殖水中，E. tarda 數量極少（< 102 CFU/mL），故
養殖水中 E. tarda 數量增加到 104 CFU/mL 以上，係屬不正常且隨時有感染症爆發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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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E ! kit的設計有三大重點，其一是正確無誤地篩選出 E. tarda 並以肉眼可見的方式呈
現。其二是可以提供檢測樣品中 E. tarda 的約略數量，做為後續處理的參考依據。其三是
採用最低成本設計，日後成品將以一合理的價格問世，讓本套組成為一個人人買得起、

願意使用的好工具。  
 

二、使用方法 
 

(一) 採樣（圖 15.3、15.4）  
1. 檢測水中 E. tarda：使用乾淨的吸管，吸取少許養殖用水，滴 1 滴於本套組之培養槽。 
2. 檢測魚體內 E. tarda：使用乾淨的牙籤，自魚的肝、腎、腹水或其他有明顯病灶部位 

穿刺後，再於本套組之培養槽中攪動一下。 
(二) 培養  

於室溫（25－30℃）下靜置、觀察 24 小時。 
(三) 結果判讀  
1. 培養槽由綠色轉為全黑色為「+」反應。  
2. 可依「+」反應出現的時間，判斷 E. tarda 的

生菌數及危險指數：  
3. 高危險指數：12 小時之內變色，檢體中病

菌量多於 107個/mL 
4. 中危險指數：18 小時之內變色，檢體中病

菌量多於 105個/mL 
5. 低危險指數：24 小時之內變色，檢體中病

菌量多於 103個/mL 
6. 安全指數：30 小時之內變色，檢體中病菌

量少於 102個/mL（圖 15.5）  

 
E. tarda 濃度/mL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圖 15.5  檢體中E. tarda數量與本套組成色反
應時間之關係 

 

 
圖 15.3  檢測水中 E. tarda的方法 

 

圖 15.4  檢測魚體中 E. tarda的方法：以牙籤
穿刺魚的腎臟部位（上圖），再於

本套組之培養槽中攪動一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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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於養殖健康管理之具體建議 
 
 
 
 
 
 
 
 
 
 
 
 
 
 
 
亦可結合安全養殖的觀念，使 E ! kit 融入日常健康管理措施之中（如下圖），將可

在 E. tarda 大量繁殖前的 24 小時黃金時間獲得足夠的警訊，將疾病發生的風險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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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套組實際應用於養殖管理時，最好能對每一養殖池均建立長期連續的監測記錄，

如此，當水中病原菌數量異常增加時，即可在第一時間做最適當的處理；亦即在鰻魚還

未出現食慾減退或者死亡之前，就可有效抑遏環境中病原菌的大量孳生。善用此一簡易、

快速的病原菌檢測工具，當可真正落實「預防勝於治療」的健康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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