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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草蝦衛生細菌調查及消毒試驗

王文亮﹒張士軒﹒駱秋燕

Sanitary Survey on Grass Prawn and Experiment

of Effectiveness on Disinfectant Treatment

Wen-Liang Wa 呵 , Shyh-Shiuan Chang and Chiu-Ye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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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anitary status of pond grass praw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Alth 已ugh 伽 APC of law grass prawn m叫 for local frozen fac 削es was 伽 ut 106 cru/ 皂 ,

with tapba thing

times

water containing 200 ppm sodium hypochlorite for
40 mm. had 200

decreasing effect.

Cooking, of cowse, was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However, it must be careful since

recontamination might occur during or after cooling by improper treatment.

的 adding autoclaved 協 grass prawn meat or 協 grass prawn shell into alkaline pepton-, -- ---��

increase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in vi vo test always far away from the in vi tra test.
Two

select strains of V. cholerae, Le; 01 "and o.on-01 serotype were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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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bvious effect to kill V. cllOlerae within SO min. bathing treatment in this paper.

前 雷

本省養殖草廠在民國 75 年年產量達 45,817 公噸
, 價值約 109 倍新台幣

(1)
其中大部份供應外

,",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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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 年來因養殖面積迅速擴充 , 估計年產 10 萬金噸將為時不邊。近年因日本對進口蝦類實施霍亂商

檢疫 , 一發現帶商部以銷毀 , 不僅業者損失悔童 , 且亦有損其他農 7.}( 產晶之形象 , 本所乃針對此一問

題進行調查。

由於霍亂菌典糞便污染指標菌聞並 1豈有絕對的相關性州州
)
且 non -01 型霍亂菌對企共健康之

重要性仍在爭黨中
(5)
近年世界各沿岸地區的海水及 7.}( 產生物也不斷發現 non ﹒ 01 型霍亂菌 , 即使最

先進的國家如美國
(4)
-ω及日本ω也屢有發現 , 頓然霍亂菌在天然水域普遍存在已是不爭之事實 , 吾

人將防不勝助。儘管如此
, 在未經WHO 同意前

, 食品若按樟出霍亂菌 , 即使是低毒性歲無毒性 , 仍

需予以銷幟
, 吾人對可能發生問題的水產晶 , 仍有必要在養殖最境衛生 , 加工廠環境消毒 , 加工人員

之福生及原料之稍等各方面同時進行改善
, 以誠少霍亂菌發生之機率。

許等ω會進行 in vitro 試驗發現在 28
一 30.C 下 , 含 0.2 mcg/ml Panfur 訊 -s 之海水在 4 小時

具有殺誡霍亂菌之敷力
, 間條件下含 1 mcg/ml 之 merthi olate 亦具有數果

, 二者均在低濃度下有急

速殺誠霍亂菌的故力
, 認為係理想之霍亂殺菌劑。但 1977 年日本發表 Panfuran-S 有致癌性

, 在同年

7 月禁止使用。劉等
0.3)

發表 furaz.ol idone 0.5 mcg/ml, oxolinic acid 5 niq�/ml ,glutaral 岫de

31 mcg/ml 均具高度之殺霍亂菌敷果
, 認為可取代 Panfuran-S 應用在進口重� 目魚苗及鰻苗之消毒

。董ω試驗將次氯酸鍋、明馨、經基二甲幸按 ( benzalkonium chloride) 、有機碘 ( 商品名 In-

dophores) 等接種於試管內 ( in vitro test) 及以活鑑進行的 vivo 試驗 , 認為加工原料鑑須以

Ind()oores 30 ppm 武經基二甲苓敏 32 ppm 在強力抽水東噴神下消毒 12 小時以上
, 並應再以清水沖

洗 3 一 6 天以免藥物殘留。董
o.� 亦對多種消毒劑 ( BKC ﹒間 , �urazolidone, furalradone, Povi-

done- iodine, 10 血肉 ores , NaOCl, Ca(ClO)2, acetic acid, lysol, oless 等
) 進行單劑與 2

種僻用對牛蛙活體人工感興霍亂菌之情毒試驗 "
由於考慮藥物費留問題

, 建議以 50 - 100 ppm Na�

OCI 進行消毒。陳 " 則採用臭氧進行試管內研究 , 認為臭氧具有殺誠霍亂菌敷果 , 惟當時尚未進行人

工勢菌草蝦淨化實驗。
本試驗除了調查養殖拖車蝦與加工前、加工過程草蝦之衛生細商狀況外 ,- 亦進行數種消毒劑之試

管內典人工梁菌活體草蝦進行消毒模擬研究。

..

材料 ,提海法

'

-弋衛生細菌調查 :

H 探樣地點 :
1. 冷凍加工廠 :A 、 B 、 C 、 D 四家均在高雄縣市 , 由原料至加工各重要階段實施探樣。

2 養殖池 : 在宜蘭縣、雲林縣、彰化縣草蝦養殖地探取草蝦及抽水進行細菌學測定。

叫採樣方法及樣晶處理 :

1. 養殖池水 : 取 1.5i 三份盛於棋菌之細口 PE 插中
, 於 6 小時內撰回實驗室

, 其中二份各以 Toyo

No.1 瀰紙過濾雜質後
, 以抽氣方式通過 0.45 μm 滴膜

, 分別直接投入含 45 ml 之 lactose

broth 內及舍的 ml 1 %NaCl 之 Alkal ine peptone water
( 以下簡稱 APW) 內。

2. 草蝦 : 以誠菌過不錯鋼錯于衷入無商採樣 PE 袋內 , 封口後置於不錯鋼製便當盒內 , 放入以碎

泳冷卸之採樣箱在 8 小時內揖回實驗室。

戴用無菌 PE 手套制除草蝦外殼 , 蝦肉供測定生菌數、大腸桿菌之用 ; 而以整尾草蝦供測

定沙門民菌及霍亂菌之用。以誠菌之不錯鋼刀將上述蝦肉或整尾草蝦切細後
, 放入無商攝杯中

以 Po lytron 均質機均質是
, 此不錯鋼打碎頭在每一樣品均質前均以火焰棋商之。

(司衛生指標細菌翻定 :
取均質後之供試接品

, 依下述方法翻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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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菌數 ( Aerobic Plate Count) :

抽水分別取 O.lml'lml
、 10ml 各 3 份 , 前二者需以 0.85 (w Iv) 食鹽水加至 10 ml'

通過。 22 仰爐膜 , 爐膜直接貼在營養洋菜培養基 ( 他 rck ) 上 , 以 35' 士 0:5'C 培養

2 小時計數菌落數。草蝦肉部份則依 FDA 法
d 實施之。

2. 大腸桿菌 ( E. col i )

抽水分別取 0.1 已 1 、 1m 1
'

10m I '
100 ml 各 3 份如上法過嗯 , 灑膜直接投入臼Tb 叫h

( Merck) 中 , 以下與軍蝦肉部份同。草蝦肉部份則依 FDA�\'" 實施之。

3. 沙門民菌 ( Salmonella) :

抽水經 (斗 1. 所述處理後與草蝦肉部份
|司接依 FDA 法間實施測定。

4. 霍亂菌 (V. cholerae ) :

池水經仁)1 所述處理後與草蝦肉部的同種依 FDA 法仰實施分離及生化反應測定。若有嫌

疑時再另祖.n 定 cholerae red test 陽性後
, 送請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進行血清學鑑定。

(四I) pH 祖u 定 : 使用本國製 " Bent 眩
,
牌 pH 祖u 筆。

關鹽度創定 : 以 At ψ ( 日本 ) S / Mil l- 0 - 100%0 扭折式鹽度計觀訕。
三試管內 ( in vitro) 及人工染藺草蝦 ( in vivo) 實驗 :

←) 消毒劑 ( disinfectants) :

1. I 次氯酸納 ( sodium hypochlorite) : 以含 5.3% 有數氯之原液稀釋至適當濃度應用。

2.ll 安定化二氧化氯 ( stable chlorine dioxide, CIO 2
) 係日本 ,

新生實黨林式會社
,
出晶

商品名為 n Benmax
n 原液濃度為 10,000 ppm , 稀釋至適當濃度應用。

3. 趾百可特 ( Bioquat-80 ) : 主成分為經基二甲 =f 鼓 ( alkyl dimethyl benzyl ammonium
,

.俏的 %' 其餘的 %為 ;d( 及酒精
, 係宜蘭市

,
全信製藥有限公司

d 出品
, 稀釋至適

當濃度應用。

4. IV. Newmark: 係新記公司代理之 1 種殺菌劑
, 其成分為天然物 , 經日本財團法人岡山縣預

防醫學協會證朗對人體無毒性。.
--安期消毒液 ( Antiseptol soln.) : 係「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J.. 出品

, 含 10 % (

w / v) benethonium chloride».. 10 % (w / v) alkyl arylpolyoether alcohol 之 10%

( w/v) 原液 , 稀釋至適當濃度使用。

6. VI. AM I - 21 C : 係日本
,

Nizuma

及其他天然物﹒稀釋至適當濃度使用。

48 :!:

' 公司出晶
, 主成分為維生素 E 、酒精、界面活性劑

( 二)臭氧產生器 : 係康儀公司出品之
,
康民牌

,
臭氧產生機 ( ozone generator) , 在 27

海水中每小時約可產生 2g 臭氧 ( 本試驗中未實施臭氧定量 , 懂,以 KI 試紙試其有敷性 ) 。

的菌種 : 菌株 A 係台大動物系魚病學研究室所分離出之
01 型霍亂窗 , 菌株 B 係本所由文蛤所分離出

之 non-Ol 型霍亂菌。

個)試管內 (in vitro) 試驗 : 取上述各種消毒劑
, 以含 1 % NaCI 之 Apw 稀釋至適當濃度分裝

8

mI' 接種一自金耳之新鮮菌種 , 立即置 37:!: 0.5"C 培養至 24 小時。同時在 APW 中添加 5% 之

草塵世肉或草蝦殼
, 作霍亂菌對各種消毒劑之抵抗力試驗。

l 五 )人工染菌車離消毒試驗 ( in vivo test) :

將草蝦 ( 體長 12 :!: 2 em, 體重 12 士 3 g
.. n = 35

).
先蓄養在 28 一 29"C ' 鹽度 20 ppt 之海;d(,

200 i 中 8 小時 ( 不投飼 ) ; 另在一 50 i 之塑膠桶中放 15 i 典上述同攘的海水
, 接種新鮮菌種

, 使其濃度為 10$/ml' 將車轍投入其中提菌
2 小時後 , 撈出放在不同消毒劑中消毒 30 分鐘 ,

以整尾車轍當作供試樣品。

一 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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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10 g 細切供試接品
, 加入 90ml 含1% 無菌生理食鹽水中均質

, 作 10 倍稀釋 ,
各取 0.1

ml 塗抹在 TCBS 上 , 在 35 :t 0.5 'c 下培養 24 小時 , 計數直徑 2-4mm 之黃色菌落數及

TCBS 上之﹒總菌落數。

的人工善良藺草蝦以臭氧淨化試驗 ( ozonination in vitro test) :

梅草蝦 ( 體長 6.0 土 0.5 em, 體重 3.0:t 0.3 g, n = 60 ) 先在 28 'c 之 15ppt 鹽度半海水

中蓄養1 天 ( 不投飼 ) , 如上法染菌 , 然後在 20£ 半海水中通入臭氧 , 在 o 、 20 、 40 、 60 、

及 80 分鐘時分別採樣
, 如上述方挂進行細菌學測定。

(七)帶菌器材及廢水晶理 :
使用過之 PE 手套、手抄綱、水桶等以 1/50 倍濃度安期消毒液消毒 30 分鐘 ,

廢水則加安期

消毒液至成 1/100 倍濃度
, 消毒 30 分鐘後煮沸 , 倒棄於描土中。

電

結果與討論

,養殖草蝦及養殖抽水之衛生細菌狀況 :

H 養殖草蝦 :

自民國 75 年 8 月起至 76 年 6 月止至全省養殖抽探取樣品共 45 件
, 如表 1 所示生菌數介

於 103 - 106 CFU/g 之間 , 大腸桿菌由 < 18 一 430 MPN/100 g , 沙門民菌有 8 件陽性
,
而霍

亂菌均為陰性。依鹽度而言 , 無論是生菌數、大腸桿菌武沙門民菌如表 3 所示在 19 ppt 以下污

染均較為嚴重 ; 但就統計學上的意義來看 , 21 ppt 以下鹽度時污染生菌數並無顯著區 5JU ( 表 5 )
, 他 ;3( 鹽度在 17 ppt 以下時

,
大腸桿菌與沙門民菌含量就有顯著意義 ( p < 0.001) , 但在 18

- 28 ppt 間於 p=0.05 之水車上並無顯著差異 ( 表 5 ) 。依水溫而言 , 如表 4 所示生菌數、大腸

菌、沙門民菌三者之分佈 , 均隨 ;3( 溫之提高而增加較高菌置之百分率 ; 就統計學上的意義而言 ,

於 21.8 - 29.8.C 間 , 生菌數在 p = 0.05 水準上並無顯著差異 ( 表 5 ) , 但大腸桿菌與沙門民
菌在這 28'.C 時則具有顯著性。顯示養殖抽水之水溫注 28.C 及鹽度三 17 ppt 時 , 養殖草蝦之衛
生狀況欠佳 , 加工時需注意清洗。
仁)養殖池水 :

其目表 2 所示 , 生菌數在 5.5 X 103 - 5.7 X 106 CFU/ml, 大腸桿菌 < 18 - 540MPN /100

ml, 沙門民商陽性有 4 件 , 霍亂菌均為陰性。由表 3 知 , 抽水鹽度在 19 ppt 以下有 75 %樣晶生

菌數 > 106 CFU/ml , 而 23 - 28 ppt 間則為 0%; 在 17 ppt 以下時有 50% 樣晶大腸桿菌 >
200MPN / 100ml , 當 > 20 ppt 時所有樣晶均主 100 MPN /100 ml ; 所有沙門民菌陽性之樣晶
, 均發現在 17 ppt 以下 , 依鹽度各衛生細菌仍具相當高之顯著性 , 由表 5 來看 , 最好能將池水鹽
度維持在 20 ppt 以上。就水溫而言 , 如表 4 所示全 28.C 時生菌數 > 105 CFU /ml 達 100 %

'其

中注 106 CFU/ml 有 60% ' 大腸桿菌 > 200 MPN/ 100ml 有 60 %' 沙門民桿菌陽性有 40%'

其顯著性均在 0.01> p> 0.001
, 但沙門民菌的3 個 level 則在 p = 0.05 之水單上均有顯著性

( 表 5 ) , 顯示在調查的溫度範圍內 'ZJ\. 溫越高時越需法意改善養殖池之衛生。

雖然影響養殖池及美殖 zJ\. 產物之衛生細菌數量的因素甚多
, 而且 i Kenyon 等

(7)
也曾在 37.1

ppt 的海水中分離出 non-O I型霍亂菌 , 然而 DePaola 等
(4)
則指出鹽度> 16ppt 時霍亂菌出現機

率顯著下降 , 故筆者是多認為根擺上面的調查結果分析 , 提高池水的鹽度 , 對養殖草蝦之衛生晶質

可能有改善的教果 ; 幸運地 , 本調查中養殖草蝦及其他水均未發現霍亂菌。

三冷凍加工廠加工迦程衛生狀況 :

調查 4 家冷凍加工廠 ( 編為A,B,C,D) 之原料及重要階段之衛生狀況
, 直是現原料之生菌

數在 106CFU/g 左右
, 有三撤 ( 表 6,C 及 D 廠 ) 之草蝦鼠料大腸桿菌陽性

, 有一廠 (D) 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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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他草蝦之衛生調查表 1

Sanitary survey on cultu 可 I grass prawn from ponds.

霍亂
V. cholerae

(-+I-)

菌抄門民菌
Salmonella

(-+I-)

大腸桿茵
E. co Ii

(MPN/100g)

生菌數

A P C
(CFU/g)

水溫
Temp.

(OC)

Table 1

-1)I

池水鹽度
Salinity
. (ppt)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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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蝦養殖池水之衛生調查

Sanitary survey on the pond water of cultural

表 2

Table 2

霍亂菌
V.cholerae

(-+I-)

沙鬥氏菌
Salmonella

(-+I-)

大腸桿菌
E. co I i

(M PN/100 ml)

grass prawn.

生菌數
!\ P C

(CFU/mI)

水溫
T�mp.
( UC)

抽水鹽度
Salinity

(ppt)

日期

< 18
540

105
106

x
x

7.4
5.7

29.1
29.3

1,rhy

7.8
7.1

26
17

Date

+

+
51

410
350

8.1 X 105
1.4 X 106
3.6 X 106

29.7
29.7
29.8

7.6
7.1
7.2nurooo

俏

,L-EA--A

8/05/86

9/09/86

22.3ha'--
嘲
。

-

nonono

弓

L
咀
且

,1
<
〈

10'
105
10

‘

9.1 x
5.2 x
6.1 x

27.6
27.7
27.6

7.1
7.2
7.3

-i
﹒

i
司
3

司
L
內L
句
,b

10/07/86 r

-

rO
句

L'1

2JA
峙

-fo

1.1 X 105
1.8 X 105
2.4 X 105

21.8
22.0
21.9AAJ

呵,
門,
門,

甜
甜
幻1/ 劫 /87

QOQO

口
mO--A4EA--A

<<
〈

‘

nugnu-nu--A-EA--Axxx

2.8
5.5

4.7

23.1
23.3
23.1

7.8
7.8
7.8

。

onO

呵,

叫
L
呵,
ι
而
L

4/ 到 /87

-

nonOA--

eEA--A

司

4
ω

〈
〈

5.8 x 10'
2.1 x 10'
1.0 X 105dAJ

A
可

AT

治
峙,

肉,
ι
呵
,&

呵,
也AJJ

門,
呵,
呵,

、

Edda4..i

qr

呵
,&

司L

5/12/87

-
-+

』

24
130

18
36
18

〈

8.8 x 10'
2.0 X 106
3.4 x 10'

4.6 X 105
8.3 X 105

24.5
24.5
24.4
24.6 、

24.5

7.7
7.2
7.6
7.1
7.1

F3no-rorony

勻

,bei

呵

,b'i

會
且

5/19/87

+mm

叫
什

..A

〈

<3.7 x 10'
1.8 X 106

6

27.3
26.4
26.4 ,

7.5
7.1
7'.2

'i'
。

ny

司

L-i

﹒
i

6/08/87

蝦原料沙門民菌陽性 , 但 4 家之霍亂菌無論是原料或在加工階段均為陰性.。

� 廠之帶尾熟草蝦個別凍結晶 ( 倉儲晶 ) , 比剛煮熟冷卸後之半製品生菌數高 10 倍
, 可見冷

卸過程至凍結階段有染菌之可能。 B 廠擊尾草蝦以含 200 ppm NaOC I 水處理 30 分鐘
, 比同種處理

之去聽草蝦生菌數高約 500 倍
, 顯見去頭處理後再以含 200 ppmNaOCI 水處理敷果要好得多。 C 廠

以 100 ppm NaOCI 處理 40 分鐘
, 只降低了約 4 倍 , 而帶尾草蝦叉比去頭草蝦生菌數低了 36 倍

,

顯見帶殼時會誠低 NaOCl 之誠菌妓力。 D 廠以自來水浸洗原料可降低生菌數 10 倍左右 , 再以含
200 ppm 之 NaOCI 水浸洗 45 分鐘可比原料降低 1,000 倍左右的生菌數

, 煮熟冷卸後即刻探接測

定則只剩24 CFU/g " 同樣經煮熟 A 廠比 D 廠生菌數高約 60 倍-.因此A 廠確需在冷卸過程加以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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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草蝦及抽水之衛生細菌依抽水鹽度及水溫之顯著性分析

Comparisons significant of sanitary bacteria in grass shrimp

and pond water dependent on salinity and water temperature.

表 5

Table 5

Pond water

溫度 .Tempera ture
池水

Salini ty

Pond
water.

Grass
prawn

Pond
water

鹽度

Grass
prawn

衛生細菌

Sanitary
bacteria

統計方法

Statisti cs

321

321

231

312

A
吋

-A
『

-A
汁

,3-

司3
一
句
3

,i
呵
呵
L

句LqL-41.i

2 1 34

1234

APC

E.coliS N K
test

321

..

..

321

ns

..
...
...

1234

...

...

Salmonella

APC

E.coli

Salmonella

G L Mb

procedure ..*

a. Levels with underline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 = 0.05.
SAS General Linear Models (GIM ) Procedure

......

Values ( 悶 , 留e)
-to

Level s

-ree---aw

ed-

sdan

,4',

、Jcnn

l3 - 2820-21,18-19,13-17,1,2,3,4Salinity (ppt)

Pond' water

temperature (oC) 21.8-25.0, 25.1-27.9, 主 28

科 ., p < 0.001.帥 , 0.01> p>O.OOI ;

1, 2, 3

Number of observations in data set = 45

., 0.05> p >0.01 ;肘 , p>Q.OS ;

三三消毒劑在試管中 ( in vitro) 殼誠霍亂菌之敷果實驗 :

由於霍亂商在不同培養基中對環境變化的抵抗能力不同岫帥 �De P 的 la 仰指出蠶食L 菌含幾

丁質分解酵素
, 不但可以增加其對甲殼類之親和力 , 而且可延長其存活時間 ; Huq 等問也指自霍

亂菌在橫胸類 ( copepods ) 存在下 , 可以增殖較多的量 , 同時存活時間也較長 ;Kazunobu 等←更

進一步在培養基中舔加幾丁質及其衛生物、洋菜、胺基酸、蛋白肺、明膠、單醋及多酷等發現胺基

酸、蛋白臉、幾丁質及洋菜均可延長霍亂菌在 O.C 的存活時間。因此在進行消毒劑對軍亂菌之殺棋

敷果試驗時 , 筆者等除了以鹼性蛋白陳為培養基 ( 表 7 ) 外 , 另外也添加 5% 激菌草蝦肉
( 表 8 )

及 5% 誠菌草蝦殼 ( 表 9 ) .也發現草蝦肉及數二者均可增加霍亂商對消毒劑之抵抗力。

用車蝦在消毒處理之活存率 :
如前所述霍亂菌在某些有機質存在下

, 可以提高其對環境抵抗力 , 且由牛蛀及甲魚消毒之經驗
, 腸道中之霍亂菌比表皮者更難以致誠 , 因此需行活存狀態下消毒 , 同時籍活體之代謝作用也比較

沒有藥物殘留的問題 , 所以在活體消毒時首需瞭解以表 6 為基麗之處理後草蝦的活存率
( 表 10 )

, 其中以安定化二氧化氯 ( C1O2 ) 最佳 , 在極高的濃度下仍有極佳的話存率。

軍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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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鹼性蛋白腺水為培養基在試管中進行消毒劑對霍亂商之殺誠敷果試驗
strainS \11

In vitro test of some disinfectants on V. .cholerae
ti1e llse of alkaline peptone water'"

I irS'medium.

表 7

24

培養時間 ( 小時 ) ..
Incubation 'period (hours)

ν

168
八 *5

Table 7

消毒劑處理

DisinfectaHt
扎。 Concentration'" 8

treatment 司. .

度濃

B

++++

A

++++

B

++++

A

++4+

13*8

++-T++

++++

50
75

100
150
250

Control

+
+

+
+

+
+

+++

+
+

+++

100
200
300
400

II

+
+

+
+

+
+

+
+

+++

+
+

5055.1.i7b

iII

++++++
+

1.50
100

50

F

++++
+

++
+

100
50
25

IV

++++++
+

1000
750
500

V

VI

Contains 1% NaCI.��.._�...�-,- . ._-'.

.- ���._", UJr
,

111. Bioqu 肘
��.._�...� --,--- ,'r-m -.

20% water or alcohol.
IV. Newmark, contains unknown natural substance.
V. Antiseptol , contains 10% solution of 10 揖 (w/v) benethonium.-

VI. AMI-21C, contains vitamine E,' alcbhol, natural substance, and
surface active agent.

Disifectants 1- UI represent as ppm
Incubated at 37�C.
Strain A (01) and strain B (non-Ol).

*1.
*2.

as dilution times.while IV 于 VI*3.
*4.'
*5.

損



以含 5% 草蝦肉之鹼性謹白陳水為培養基在試管中進行許可毒齊 !
對霍亂菌之殺誠敷果試驗

表 8

256

�" 萬句詩

侖

auGyp-'..0,npbvnocdSEt--a'..
、cer--ERE-qu---Gel-OCJV

',E
且0.tcdPLV�.�-0�OFAT---sunvtTable 8

1*,aes--
‘awe--0�.�.�. �)

,..,
enve、E1.Il--'

‘Elia,..aoepaueli-Et

、

BI--co】rnuI',
、eo

as medium.

培養時間 ( 小時 ) ..
Incubati�n period (hours) 傘

,

contains 5% grass prawn meat

24168

度

Concent ration* 3

濃消毒劑j 處捏

Disinfectant

treatment*2 BAB入
,

B* �A *�

+

+
+

+

+
+

+

+++

+

+
+

+

+++

+

+
+

100
200
300
400

Cont rol

++

+++

自

+
+

++++++4.+++

200
400
600
800

II

+++

+
+

-
-

+++

+
+

+++

+
+

25
50
75

100

III

++
+

+

-
'-

+
+

++
+

nununu

qJ

司

L'A

IV

++
+

++
+

++
+

'
、

unUEJ

qL

呵,
品

,A

++++++
+

500
300
100

V

VI

1. Contains 1% !"aCI.
2. The same notation as Table 4.
3. Pisinfectants I - III represent 'as ppm" while IV - VI as dilution

times.
Incubated at 37�C.
Strain A and strain B as shown in Table 4.

***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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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含 5% 草蝦殼之鹼性蛋白陳水為培養基在試管中進行情毒劑

對霍亂商之殺誠敷果試驗

表 9

in vitro test of some Jisinfectants on V.choleraeTable 9

st rains in the use of alkaline peptone watet*
1

contains 5% shell of grass prawn as. medium
﹒

培養時間 ( 小時 )

Incubation period (hours)
制

24168

度

Concent rationU

濃消毒劑晶理

Disinfectant
treatment*2 BABAB* �A *�

+

+

+

�+

+

+

++

+
+

+

300
400
500

Cont rol

++
+

+
+

+
+

600
800

1000
II

++
+

++
+

+75
100
125

III

+++
nun
υ

EJ

司
L
﹒
i

++
+

++
+

++
+

20
15
10

IV

++++

-
』

++
+

500
300
100

V

VI
-.

Contains 1% NaCI.
The same notation 帥 Table 4.
Pisinfectants I - III represent as ppm
tI 口lese
Incubated at 37�C.
Strain A and strain B as shown in Table 4.

...

.i
司

Lqu
*** while IV - VI 部 dilution

* 4.
* 5.

豆豆消毒劑對人工菩提菌草蝦之激菌敷力 :

以上述各實颱5萬基髓 , 選取適當的農度進行人工菩提藺草蝦之消毒試驗 ,
除 Antiseptol 外

, 在消

毒期間內草蝦均活存
, 對所用之 2 蝶試驗菌株

, 均以二氧化氧殼棋力較佳 . Ant iseptol 次之 ( 表 -

11 ) .但其敷果仍不理想。

六臭氧對人工污菩提草蝦誠菌敷力 :



表 10 草蝦在消毒處理時之活存率

Survival of grass prawn during sanitary treatment.

258

嚎,

B稍事時間同學 )
iiihrng TJeriods rmin)

Table 10

濃度
Concentration* 2

消護劑處理
Disinfectant
treat 叮lent*

I

906030

5/5
3/5

5/5
3/5

5/5
4/5
0/5

300
400
500

Cont £01

5/5
5/5

5/5

4/5

5/5
5/5

4/5

600
800

1000
II

。/5
4/5

0/5

75
100
125

III

0/5
0/5

5/5
3/5.
015nunuw3

司

4,AIV

。/5r
、

dp
、

dp
、
J',r',I',r'Anunu050

勻,
缸

,--i

V

。/52/5
0/5

4/5
1/5
0/5

500
300
100

VI

while IV - VI as dilution
* 1. The same notation as Table 4.

* 2. Disinfectants 1- Iii represent as ppm
times.

由於筆者等在消毒劑試驗並未得到良好的結果
, 乃依陳岫之結果以美氧發生器所生臭氧過入水

中
, 進行車轍之淨化 , 以每小時過入 2g 的臭氧於 20 f 之半海水 ( 鹽度 15ppt , 溫度 28.C ) , 至 80

分鐘為止 , 仍未能得到理想的結果 ( 表 12 ) 。

要

, 詢壺 45 件養殖草蝦樣品
, 生菌數 10S - 107 CFU/ g , 大腸桿菌< 18 - 430 MPN /10 旬 , 8 件沙

門民商陽性均發生在抽水鹽度三三18 ppt 之樣晶
, 霍亂菌均為陰性 b

主繭查 25 件抽水樣品
, 生菌數 10 ‘一 10S CFU/ml

' 大腸桿菌 < 18 - 540 MPN/I00ml , 4 件沙

們民菌陽性均發生在抽水鹽度三 17 ppt 之樣品
, 霍亂菌均為陰性。

三三統計分析攝示, 池水之鹽度三三 19 ppt 及水溫二三 28.C 時衛生狀況值得注意。

用冷凍加工廠之原料草蝦生菌數約 10.6CFU/g' 以 200 ppm 次氯酸鍋浸洗時 , 最低可時恆生菌數

摘



表 11 一些捐毒劑對人工污染草蝦之誠商敷力

Table 11 Effectiveness of some disinfectants on artificial
contaminated living grass prawn.*l

T C B S*' CFU/ g

Disinfectant Concen-
treat m ent *

2 t ration* a Strain A Sn ai n B

Typical Total Typical

Cont rol 1.8 x 10
� 1.8 x 10� 1.7 X lOr.

300 1.0 x 10 ‘ 1.1 x 10' 3.6 x 10'

II 800 1.7 X 10' 1.3 X 103 1.2 X 10'

2.5 x' 10'III 50 1.3 x 10' 104 x 10'

IV 50 6.3 .x 10 ‘ 1.3 x 10� 2.8 x 10'

V 50 8.2 X 103 1.0 x 10' 3.4 x loa

VI 750 4.4 x 10 ‘ 8.8 X 1034.8 x 10'

Total

2.6 x 10 �

6.5 x 10'

4.7 X 103

3.1 x 10 ‘

9.6 x 10
‘

1.0 x 10 ‘

4.0 x 10'

* 1. Grass prawn for this experiment was selected, 12:t2 cm in body

length and 12:t3 g in body weight ( n = 35 ).
。一﹒

* 2. The same notation as Table. Trl �at

ppt for 30 min.

* 3. Disinfectants I - III represent as ppm

� 半 4. Incubate at 35 士 0.5OC for 18:t 2 hours.

while IV -VI as dilution times.

Table 12

臭氧對人工污菩提活草蝦之淨化效果

Effectiveness of ozone on artificial contaminated

表 12

living grass prawn* 1 during purification.

弧菌培養基
T C B S* a

菌落數 / 公克
CFU/ g

處 理

Treatment* 2 Strain A Strain B
、

..Fnm',.
‘
、

Total TypicalTypical

Blank 1.3 x loa 1.6 X 10 5 1.3, X 10 a

Cont £01 6.0 X 10 ‘ 2.0 X 105 2.5 X 10 6

20 6.8 X 10 a 3.7 X 10 ‘ 1.7 X 106

40 4.6 X loa 3.5 X 10'

2;8 X 10
‘

1.3 X 10 6

60 4.3 X 103 9.0 X 105

80 4.5 X 103 3.1 X 10' 2.7 X 10�

Total

1.6 x 10 �

2.8 X 106

1.8 X 106

1.5 X 106

1.3 X 106

9.2 X 105

* 1. Grass prawn' for this' experiment was selected, 6:t 0.5 cm in body

length and 3:t 0.3 g in body weight ( n= 60 ).
*. 2.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at 28

�
C in 15 ppt brackish water

under aeration.

* 3. Incubated at 35' 土 0.50C for 18:t 2 hours.

259

"
,1;)



260

200 倍 , 煮熟是最有敷的手段 , 但若冷卸過程不當則教果就打折扣了。
2足以試管內試驗各種消毒劑之致力 ,

在鹼性蛋白臉培養液中 , 添加 5% 瀛菌草蝦肉或 5% 棋菌細硨草

蝦殼均會提高霍亂菌對消毒劑之抵拉力。
7有在人工污染草蝦的話體消毒實驗中 , 以二氧化氯敷果較佳 , 但仍不如理想。
有以 2g/h 的臭氧過入 20£ 半海水中進行活體情毒 , 直到 80 分鐘仍未顯示殼菌欽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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