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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enol coefficient of Disinfectants on Vibrio anguillarum (Strain.

830222-IGb) bacteria were tested with ten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SEPTO-

BAR, B. K. C-50, DUOQUAT-80, SANISOL C, BIOBACIDE-50, IODORIN-2000,

NPEEI-SOO, Iodophor, Povidone-Iodine, Phenoxythanol. The results as above

the orders were: 120, 500, 250, 150, 200, 100, 80, 170,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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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在養殖業非常發達的臺筒 , 無論淚水、海水魚或蝦類養殖均趨向於高密度的養殖方式 , 在養殖環

境不良 eG 氣棋不穩定或魚體受外寄生蟲的寄生前損館等因素下
, 弧菌 ( Vibrio anguillarZllfl ) 很易於

在淚水及海水魚蝦體中感染
, 尤其當氣候驟變魚體賽弱時 V. anguilla rum!3p 大量繁生

,
而對養殖生物

造成各種病害
,
如嵐目魚

(1 )
、香魚

(
2 )
的紅斑病症 , 蹲魚的 Vibriosis( 吋草蝦或斑節蝦的肝棋臟及

總中的感染
(0(5) Vibriosis 症 ,

造成養殖業者重大的損失
, 因此全世界各國魚病專家針對 Vibrios 泊

的病害
, 嘗試以最具時殼的各種藥物浸泡來加以做治療的 : 如在日本的 SAKO

(6)
等人以 Trimeth-

oprim-sulfadoxine 的混合處理香魚的紅麓病的研究 ; 在英國的 Pearse 等人口〉對平魚的紅理病以

Furanace 來處理的研究 ; 在英國的 Austin 等人的以 Quinolines 來處理購魚的研究 ; 在日本的 TA-

KAHASHI 等人的以 Oxytetracycline 加在飼料中處理感染 Vibriosis 的斑節蝦的研究。其成教都被

盡興有 , 然而筆者認為過頻繁的使用高劑量的抗生素會導致水中的 R 斗的菌的產生
( 9)

.而使得 Vi-

briosis 將來的處理更形棘手 , 因此消毒劑頡即被廣泛地應用來做為水產細菌性疾病的治療藥劑 , 割
。的曾對稱膏藥類的 Iodophor 在水產上的 V. anguillarum 、 Aeromonas hydrophila 、 Edwardsiella

tarda 等三種病原菌的消毒敷果做一評估 ; 林等
(11)(12)(13)

利用多種消毒劑對於嵐自魚紅班病的藥

裕妓果做一比較評估並做田間治療試驗 , 其結果很滿意。目前哨聲劑額用來做 2fc 產細菌性疾病的防治應用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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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均越來越廣泛的利用

, 因此本研究對於本省的消毒劑中選擇其中最常用的十種 ,
做其對 v.

anguillarum 的悄聲敷果比較 , 以為田間施用的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藥品的選擇

選擇市面上常用之消毒劑類藥品十道
, 其中包括四級按消審水五種 : 殺得多液 ( SEPTO-BAR)

, 其主要成分為 Didecyl-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50% ( 安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 棋菌可軍
( B.K.C-50 ) , 其主要成份為 Dodecyldimethyl benzyl ammonium chloride 60 % & Tetradecyl

dimethylbenzyl ammonium chloride 40 % ( 必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 都克能一 80 ( DUOQUA 1＼

80 ) , 其主要成份為 Didecyldimethyl ammonium Bromide 80 ( 旭格公司 ) , SANISOL C ( 沒有

中文名稱 ) , 其主要成分為 Alkly Dimethyl Benyl Ammonium Chloride 50 % ( 優越實業有限公司 )

, 百菌靈一 50 ( Biobacide-50 ) , 其主要成分為 Benzalkonium Chloride ( BKC ) 50� 屆 ( 龍門實業

公司 ) ; 含碘消毒水四種 : 愛得靈 - 2000 ( IODORIN-2000 ) , 其主要成份為 Active Iodine 20 %
, 安百疫碘 - 500 ( NPEEI-500) , 其主要成份為含 5% 的活性碘 ( 必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 愛
樂福液 ( Iodophor) , 含 20 �苦的有教碘 ( 益基企業有限公司 ) , 普維龍碘被 ( Povidone-Iodine)

, 其主要成分為 Povidone Iodine 10 % ( 全信製藥有限公司 ) ; 及一種 Phenoxythanol 10 % ( 沒有

藥品說明書 ) ( 丞基實業有限去司〉。

二、菌種 : 由臺灣大學鐘虎雲老師所提供的菌株 Vibrio anguillarum ( Strain: 830222-1 Gb ).

三、石破酸係數 ( Phenol coefficent )

以 Vibrio anguillarum ( Strain .: 830222-1 Gb ) 品供試菌 , 以 BllI Broth 2 % Nacl ( BRAIN

HEART INFUSION) 為菌培養薇 , 將石碳酸與各種情毒劑以無菌蒸餾水配民所需之藥濃度 , 所有的

操作過程均在無菌箱 ( Lamina r flow) 的無菌操作下 , 先以較大的稀釋被施行第 1 次測定 ,
找出大概

的數目後
, 第二次再做詳細的稀釋 , 以 5 分鐘內菌不死 , 而 10. 分鐘內菌會死的消毒藥最大稀釋倍數與

同樣之石碳酸之最大稀釋倍數之比 , 即為石碳酸係數 , 其操作之流程如圖 1 所示。

操作方法 :
1. 準備六排中型試管 ( 請看圖 I ) , 每排 10 吏 , 在第 (三) 至杭) 排的 40 支試管內各放入 10 毫升的無菌

BllI Broth 。

2. 將配好稀釋濃度的藥被分別按順序放在 (一)排的試管內。

3. 試驗開始計時 , 在“ 0 ..秒時 , 準確的將 (一)排第 1 支試管內的藥品及菌被各取 1 毫升快速的注入仁 )

排的第 1 支試管內 , 當計時到“ 15 ..秒時 , 則將←)排第 2 支試管內的藥品及菌液各取 1 毫升快遠的

注入 (二 )擠的第 2 支試管內
, 每隔 15 秒依此類推的操作。

4 當進行到第 (三)排的“ 2:30 �.�.fB ( 以下試管內均已加入 10 c巴的 BHI 培養被 ) , 直接以自金鉤 ( Lo-

op ) 站取仁 )排的第 1 支試管被放入即可
, 當計時到“ 2:45 ..時則以自金鉤站取仁 )排的第 2 支試管

放入即可。

5. 當進行到第 (四j排的“ 5:0 �.�.fB , 直接以自金鉤 (Loop) 站取仁 j排的第 1 支試管被放入即可
, 當計時

到“5: 15" 時則以自金鉤站取仁 )排的第 2 支試管放入即可。

6. 第崗、 (六)排的操作均向上 , 以上圍的時間為準。

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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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石破酸係數翻定操作之流程

各種藥劑對 Vibrio anguillarum ( Strain: 830222-1 Gb ) 之石碳酸係數
( Phenol coefficent )

: 本試驗以市面上最常用的 10. 種消毒劑類藥晶為主
, 其中包括四級鎖消毒水五種 : SEPTO-BAR

( 含

Didecyl-ibimethyl- ammonium chloride 50 %) ; B.K.C-50
( 含 50 % Aqueous solution of Do-

decyl dimethyl benzyl ammonium chloride 60 % & Tetradeyl dimethyl benzyl ammonium chlo-

ride 40 % ) ; DUOQUAT-80 ( 含 Dide cyldimethyl ammonium Bromide 80 %
) ; SANISOL C (

含 Alkyl Dimethyl Benzyl Ammonium Chloride)
; Biobacid-50( 含Benzalkonium chloride 50%); 及

四種含碘消毒水 : IODORIN-2000
( 含 Active Iodine 20 %) ; NPEEI -500

( 含 5% 活性碘 ) ;

Iodophor ( 20 % 有教碘 ) ; Povidone-Iodine ( Povidone Iodine 10 %) ; 另外一種 Phenoxy than-

01 10 % ( 沒有藥品說明書 ) , 結果如表 1 所示
, 可知此 10 種消毒劑的 Phenol cofficent 分別為 :

SEPTO-BAR : 120
'

B.K.C-50 : 500 '
DUOQUAT-80 : 250 '

SANISOL C : 150 '
Bioba ﹒

cide-50 : 200 '
IODORIN-2000 : 100 '

NPEEI-500 : 80 '
Iodophor: 170

'
Povidone-Iodine

: 30 '
Phenoxythanol : 10 ' 其中以四級按額的 B.K.C-50 抑菌力最強

, 為 500 ' 其次為 DUOQUAT

-80 ' 為 250 。在本改所傲的五種四級數消喜水的石碳酸係數均在 120
""'"

500 之間 , 而四種含碘消毒

水的抑菌力較差
, 石碳酸係數在 30

""'"

170 之間。另外一種 Pheoxythanol 抑菌力最差 , 其石碳酸係數

為 10 。

摘 要

以 10 種消毒劑類藥品來探討其對弧菌 (Vibrio anguillarum Strain: 830222-1 Gb) 之石破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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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Table 1

10 種消毒劑對弧菌之石破酸係數

A comparison of Phenol coeffici 個 t for ten disinfectan ts on Vibrio anguillarum*

Disinfectants Phenol coefficient

SEPTO - BAR ( 設得多被 ) 120

B.K.C-50 ( 滋菌可靈 ) 500

DUOQUAT- 80 ( 都克能 ) 250

SANISQL C ( 沒有中文名字 ) 150

Biobacide - 50 ( 百菌靈一 50 ) 200

IQDORIN - 20 ∞ ( 愛得軍 - 2000 ) 100

NPEEI -500 ( 安E 疫碘 - 500 ) 80

Iodophor ( 愛樂福權 ) 170

Povidone- Iodine ( 智雄龍碘權 ) 30

Phenoxytbanol ( 設有中文名字〉 10

Strain: 830222-1 Gb

** Bacteria was incubated in Bm (2% Nacl ) at 20 + O.l �

C for 18-24 hrs.
*

係數
,
其結果如下 : 殺得多液 : 120

' 誠菌可靈 : 500 '
都克能一 80 : 250 ,SANISOL C ( 沒有

中文名字 ) : 150
' 百菌軍一 50 :2 ∞ , 愛得靈 - 2000 : 100 ' 安百疫碘 -500 : 帥 , 費繁福按 :

170
' 普維龍碘按 : 30 ' Pbenoxythanol ( 沒有中文名字 )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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