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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霉素防治草
、

青鱼粘细菌

烂鳃病的试验
’

黄惟顺 陈月英 董济海 杨广智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介绍了用庆丰霉素防治草
、

青鱼粘细菌烂鳃病的试验结果
。

试验表明
,

防治草
、

青鱼烂

鳃病
,

翔采用投喂 I J服为宜
。

治疗药髦为每 1 00 斤成鱼每天投喂庆丰霉素 (固体 )半斤 (含 2犯

万单位 )
,

连投三天
,

有效率达 肠劣 ;气 100 斤夏花鱼种
,

每天投喂 】斤 ( 含 5 00 万单位 )
,

连投 在

天
,

有效率为 7 2
.

下拐
。

预防的投药方式和治疗剂量相同
,

唯应在该病流行季节之前投喂
,

夏花

鱼种以连投 7 天为宜
。

试验表明
,

成鱼投药组死亡率为 1
.

7叮
,

对照组死亡率达 2了% ; 夏花鱼种

投药组死亡率为 1 6
.

7形
,

对照组死亡率为 4 0
.

3粥
。

目J
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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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在鱼病防治方面已应用的抗菌素有金霉素
、

土霉素
、

青霉素
、

链霉素
、

氯霉素等
。

这些抗菌素的价格较贵
。

在鱼病防治中通常采用浸浴或注射方法
,

用量较大
〔 , ` , 3。 农用抗

菌素一般价较廉
,

要是从中找到适合防治鱼病的抗菌素
,

就有可能以投喂或泼洒的方法来

防治鱼病
。

本文报导一种农用抗菌素一一庆丰霉素对防治草
、

青鱼粘细菌烂鳃病的试验结果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药物
、

菌护l
,

和培养基

药物
:
庆丰霉素标准液每毫升含 1 万单位

,

由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提供 ( 以下

简称标准液 )
。

庆丰霉素水剂每毫升含 1 万单位 ( 以下简称水剂 )
,

庆丰霉素固体 (粉状 )每

克约含 1万单位 ( 以下简称固体 )
,

由植生所提供一部分
,

向上海市
.

上海县购买一部分
。

菌种
:
鱼害粘球菌协灯 x那训。 u o P污。主。 ol 的 C g g 和 C g l6 菌株

,

用冷冻真空干燥法密

封于的安瓶瓶内
,

冰箱保存〔1)
。

本项工 作得到巾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微生物室
、

吴兴县荻港公社李市大队张荣堂
、

本所叶承坤
、

史

洪芳别司志的协助和支持夕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白永延同志审阅 了本文
,

在此一并致谢
。

( l)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

1 9 7 9
。

从淡水养殖鱼上分离的粘细菌的苗种鉴定
。

全国鱼病会议资科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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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

按水生生物学集刊第 5卷第 3 期《草鱼烂鳃病的研究》一文介绍的配制
〔’ 〕 。

(二 ) 抑菌效价的测定
〔 4 ” 〕“ ,

试管法
。
每只试管加 5 毫升胰陈肉汤

。

两只试管供对照
,

一只加标准液
,

使其浓度

每毫升达 z8 单位
,

一只不加标准液
。

其余各管加不同量的标准液
,

每档药物浓度均设有

二个重复
,

分为 A
、

B 两组
。

15 磅 30 分钟高压蒸汽灭菌
。

除加药对照管外
,

各试管加入

三接种环经 26 ℃ 48 小时胰膝肉汤培养的 C g g 菌株
,

置 2 6℃恒温培养
,

定时观察抑菌效

采
。

(三 ) 鱼体中间试验 〔月

为了给药物于池塘应用时在方法上和用量上提供依据
,

我们在室内小水体里采用了

二种给药途径
,

观察了对粘细菌的抑菌实效
。

实验在水泥池 ( 5 2 只 4 2
.

5 x 3 6厘米 )或水族箱 ( 3 o x 48 x 36 厘米 )里进行
。

水泥池里盛

曝过气的自来水 40 斤
,

放 5 尾草鱼 (全长 5 寸
,

体重约 75 克 )
。

水族箱里盛砂滤河水 20

斤
,

放 6 尾草鱼 (全长 3 寸 )
。

试验鱼健康
,

并用 2 %盐水浴后暂养 拐 小时
。

每次试验均设有加菌对照 (每公斤水加菌液 10 毫升
。
)
、

加胰炼液对照 (加胰陈液量与

加菌液是同 )
、

空自对照
。

把菌液泼于用药组和加菌对照的池水或箱水里对鱼进行攻击
。

每公斤水加菌液 10 毫

升
。

供攻击的菌液用 C g g 菌株接种于盛有胰陈肉汤的三角烧瓶中
,

25
O

C培养 20 小时 左

右
。

试验期间平均水温 2 1
O

C
, p ll 7

.

3左右
。

泼洒法
:

在水泥池和水族箱里进行
。

加菌半小时后
,

泼洒药物一次
,

也有每天泼一次

连泼三天的
。

药泼后观察
、

检查死鱼等情况
。

口灌法
:

试验在水泥池里进行
。

用约一寸长的塑料管 ( 口径 0
.

3 毫米 ) 一头插入鱼口
,

直抵咽喉部下
。

用结核杆菌注射器头插入露在鱼 口外的塑料管
,

向鱼肠内灌注药物
。

每

尾鱼每天灌药一次
,

连灌 1一 4 次不等
。

供灌注的药物是水剂
。

末次灌药完毕后 4 小时把

菌液泼于池水攻击
,

观察
、

检查死鱼等情况
。

(四 ) 大 池 治 疗川

固体与面粉拌匀
,

冲入开水适垦制成药糊
。

如果用于青鱼
,

则将药糊与豆饼粉或大麦

粉拌匀捏成对鱼适 口的药团子
,

凉干投喂
。

如用于草鱼则选鲜嫩的宿根黑麦草或其它陆

草切成对鱼适 口 长短
,

与药糊拌匀
,

凉千
,

待药糊在草上粘牢后投喂
。

9 月份之前用于夏花

草鱼的也有制成药团子的
,

方法同青鱼药饵制备
。

下文防病部分的药饵制备方法与治疗

部分相同
。

药物剂量
:

成鱼每 1 00 斤体重沟 每天用固体半斤 (含 25 0 万单位 )投喂一次
,

连投三

(劝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

1朋6
。

草
、

青鱼细菌性烂鳃病防治研究工作简报
。

全国鱼病会议资料汇编
。

( 2 ) 计算草负体重时
,

应将与草鱼争食的鱼体重计算在内
。

青鱼用 药量的计算也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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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半窗素防治草
、

青鱼粘细菌烂鳃病的试验 3胎

天 ;夏花鱼种每 功O 斤体重增至每天 1 斤 (含 5 00万单位 )
,

每夭一次
,

连投四天
。

(五 ) 大 池 防 病

夏花草鱼防病
:
试验在本所进行

。

投药塘和对照塘各一只
。

每只塘 面 积 。
.

5 亩
,

平

均水深 3 尺
,

放养夏花草鱼 2] 50 尾
。

投药塘于 8 月和 9 月的 1 日至 7 日连投 7 天固体
。

药

物剂量按每 10 0 斤鱼体重每天用固体 1 斤
,

加磺胺肌 5 克
,

制成药团子投喂一次
。

8 月上

旬
,

投药塘和对照塘用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 ( 5 : 2) 全池泼洒一次
,

浓度为 O
·

6 5 P p m , 还

用晶体敌百虫 〔” 拓 )全池泼洒一次
,

浓度为每亩水面平均水深 1 尺用三钱
,

加硫酸亚铁 l

两
。

鱼种在放养时曾用 1终盐水浸洗 1一 2 分钟
。

上述各塘搭配鱼的种类和数量以及日常管理均依当地传统
。

最后一天投药后统计草鱼死亡数并观察死负症状
。

草鱼成鱼防病
: 在本所和吴兴县荻港公社李市大 队前塘灯生产队进行

,

共 10 只塘
。

对照塘 5 只共 4 亩
,

放养草鱼 1 6 7 3 尾
。

投药塘 5 只共 5
.

1 亩
,

放养草鱼 1 6 5 8 尾
。

4 月底

与 8 月 中旬各投固体一个疗程
,

每百斤鱼体重每天一次投喂固体半斤 (含 25 0 万单位 )
,

连投三天
。

试验塘和对照塘在 4 月底和 8 月初
,

还用晶体敌百虫 ( 90 % )加硫酸亚铁全塘泼洒一

次
,

浓度同夏花草鱼防病部分
。

上述各塘的搭养鱼种类和数量以及日常管理按当地传统
。

实 验 结 果

(一 ) 抑菌效价的测定

每毫升含庆丰霉素 12 单位以上各试管内的培养液不发生混浊
。

在培养 96 小时时培

养液镜检结果
,

庆半霉素含量每毫升 12 单位以上各试管未找到粘细菌
,

而且培养液在平

板上 划线培养也均未长出粘细菌
。

加菌对照管内的 C g g 菌株生长良好 (表 1 )
。

表 1 庆丰霉素试管抑菌结果

受受

沐扮掣掣
444 666 888 1 0

111
注222 飞444 1666 I 888 2 OOO 兜兜 2 444 2 666 2 888 加菌菌 加药药

222 444 人人 十十 +++++++++++++++++++++++++ +++++

UUUUUUU 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444888

众众
+++ +++++++++++++++++++++++++

{{{十十十十十 +++++++++++++++++++++++++++

777 222

贪贪
十十 +++ 十十 +++++++++++++++++++++

+++++++++ +++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000 666 人人
一

}
·· +++ +++ +++++++

…二二二 l
-----

{
二二二二

+++++

另另另另 l +++ +++ +++ +++++++++++

{
----------- +++++

注
: ` + 口

为阳性
,

长菌 ;
“ 一 ”

为阴性
,

不 长菌
。



3 5 4 水 产 学 报 6 卷

(二 ) 鱼 体 中 间 试 验

泼洒法
:

侮天泼一次
,

每毫升水含庆丰霉素 。
.

25 单位
,

连泼三天
,

或 0
.

8 单位泼一

次
,

在粘细菌攻击下
,

能挽救试验鱼的死亡
,

活动 自如
,

全部存活 (表 2 )
。

表 2 药物中 l’@ 泼洒试验结果

蔚户膜鉴
.

、

1辘 {黔 }蓖 }蘸 1嘿刹

“
`

肪 }
1
}

1
}

”
1

。 【
。

}
”

·

5

}
1

{
1

}
5

…
1

}
2 5

}
“

·

艺 5
}

”
1

1
{

5

…
”

!
10 0

}
` ,一 8 _ }

1
1

” i 工2
{
王名

}
1 0 0

}
“口阂刘 ’以 } {

1
}

“
}

”
} }

“日甩养故 } {
又

}
”

}
“

} !
丫 臼 ! } 1 } 5 } 。 } {

周 内 死 鱼
J

清 况

纵 小时内死 5尾
,

烂鳃
,

并找到粘细菌
。

2 4 小时内死 引己
,

烂鳃
,

并找到粘细菌
。

24 小时 内死 6 尾
,

烂鳃
,

并找到粘细菌
。

日灌法
:

经三批 l 吐池次 了0 尾鱼试验
,

在剂量分别为每克负重每天一次为 13
.

3 单位

或每克鱼重每天一次为 6
.

6 单位
,

连续三天
,

其显效率均在 88 % 以上
。

药物浓度与存活率

成正比
。

加菌不加药的刘
一

照池鱼个致死 (表 3 )
。

表 3 庆丰霉素口灌中间试验结果

活数存尾药物浓度
(单位 厂克 )

灌药
次数

缺冰
(只 夕

放养
止衫数

周 内 死 鱼 情 况

299曰

2!

50

石5

29
é05555

丁23
工nl

下33j

1
.1

2 6
.

6

13
+

3

」3
甲

3

6
甲

6

,:l1 自对照

刀}1士六字草1夜

空 白

末死
。

禾死
。

第二天死 3尾
,

鳃丝浮肿
,

并找到钻细菌
。

未死
。

鳃丝浮肿
、

有白块并找甄粘细菌

未死
`

未死
。

(三 ) 治 疗 试

经 4 2 只病鱼塘治疗统计
,

治愈 20 只占 47
.

6%
,

1 6
.

7%
,

有效率为 8 3
.

3% (表 4 )
。

表 4 大池治疗结果

验

好转 15 只占 3 5
.

7%
,

无效 7 只占

一二一兰一 }一熟 , 二二
~

匕兰一一兰一…一三二一止兰一篇二尘址里一
李半 {

一

妙
一

阵
竺

一

卜竺 1一 {三二遭生 1 些 世 {:崖三 {一贷 {止二
;

圣一 1一里一
一

呼粤 }
2̀ , l 王8

}
” o … 1 …

“

}
1

1
“

{
1 9 … ” 5

导“ }
艺 2 “

{
”

·

1
1

14

}
“ 3

,

6

{
“

…
“ 7

·

3

1
工6

{
7另

·

7

下; T l }
4 2

·

即 }
4 7

·

“ } 1 6 } 3 5
·

7 } 7 }
1 6

·

7
}

” 。
{ 邓

4

3

注 :
厅效统计标准是按停药后 一周 内停止死亡 为全愈

,

死亡减少为好转
,

死亡不减少为无效
,

并结合病支情况
,

如

转为肠 炎
、

出血等其他病
,

则不统计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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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庆 丰 霉 素 防 病

夏花草鱼防病
: 8 月 7 日第一次投药结束

。

统计从 8 月 8 日到 10 月 8 日的草鱼死亡

数
,

结果投药塘死亡 19 6 尾
,

死亡率 15
.

7终
,

对照塘死亡 5 0 4 尾
,

死亡率 40
.

3形 , H 月中

旬干塘
,

投药塘起捕 8舰 尾
,

成活率 65
.

9%
,

对照塘起捕 50 2 尾
,

成活率 40
.

2% (表 5 )
。

表 5 防病试验结果

只 数 }放养数 f )认少
死死亡数 (尾夕}}}}死

:
、

万率 (% )))起捕数〔尾 夕夕

下下 9日日 1月 777 闷 9改改 月月 qqq

444444444 0
`

222OOO 日生生 门 U
一

西西 D U乙乙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一
~~~~~

111 666 111 ///

兰一一
4

é一ù一一一…一一
另一ō化一翻
·

成鱼塘防病
:

本所投药组共死草鱼 13 尾
,

死亡率为 1
.

了3终
,

不投药的对照组共死草

鱼 5 4 尾
,

死亡率为 7
.

2形
。

投药组死鱼中只有 1尾是烂鳃
。

对照组在死鱼 中遭受烂鳃病

或烂鳃并发症死亡的有 33 尾
。

11 月中旬干塘起捕
,

投药组成活率为 90
.

3%
,

对照组成

活率为 80
.

1男
。

前塘抒生产队投药组死 3 尾
,

死亡率 0
.

33 %
,

对照组死 初。 余尾
,

死亡率

4 3
.

3书
。

本所和前塘好生产队两地试验塘合计投药组死亡率 l环
,

对照组死亡 27 % (表 5 )
。

讨 论

庆丰霉素是庆丰链霉菌 ( tS r tP 。二y o e o q i l l g f o g m y 。 。 t ic u 。
) 产生的抗菌素

仁, 」; 2 寸左

右的螂鱼养在每毫升含 1 00 单位的庆丰霉素盐酸水溶液中
,

一周并不死亡川
。

实际治疗

中 即使不考虑投喂过程中的损失
,

鱼体内达到的药物浓度最多也只有 5 0 单位 /克
,

因此应

用时对鱼是很安全的
。

庆丰霉素易溶于水
, p H Z一 8 范围内很稳定

。

P且 值超过 8 ,

稳定性较差
「月 。

因此
,

在

碱性超过 8 的水里投喂时
,

尤其要注意药饵的散失和药物的分解
,

设法使鱼尽快吃下
,

以

免药物损失过多
,

影响疗效
。

在防治烂鳃病中
,

夏花草鱼效果不及大鱼
。

小草鱼抗病力弱
,

并发病多
,

主要的并发

病是肠炎病
、

出血病
,

还有寄生虫病
。

这是影响夏花草鱼防治效果差的重要原因
。

庆丰霉素是用米糠 ( 30 拓 )
、

裁皮 ( 30 % )
、

玉米粉〔2 0一30 % )
、

碧糠 ( 10 一 20 终 ) 做培养

基川
。

这些东西都可作鱼的伺料
。

庆丰霉素价格低 (l)
,

可以上法生产
多 ’ 。

这都给推广应用

带来了有利条件
。

根据中间试验泼洒法结果
,

庆丰霉素池塘泼洒有效浓度要 S Op pm 以
_

L
,

这在生产上

是难以推行的
。

根据中间试验口灌法结果推算
,

每 10 。斤鱼投喂量为 66
.

5 单位
,

实际采

用的是 25 。 万单位
。

这是考虑了药物投喂中的损失
、

经济上的许可和计算上的方便而定

( 1) 据 1盯 6年和 1盯 7年我们做实验时购得庆丰霉素固体每斤价伍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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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庆丰霉素是一种 j一谱抗菌素
,

对革兰氏阳性细菌
、

革兰氏阴性细菌和一些酵母和植物

病原真菌有抑菌作用川
,

因此
,

对除粘细菌之外的鱼类致病细菌和真菌有进一步试验的价

值
。

小 结

( 1) 庆丰霉素对鱼害粘球菌 ( C g 16 菌株 )试管抑菌效价为每毫升 12 单位
。

(幻 在小水体里
,

草鱼在鱼害粘球菌 ( C gg
、

C g 16 菌株 )攻击下
,

每毫升水泼洒庆丰霉

素 。
.

75 单位以上
,

显效率 10 。环 ; 0
.

5 单位时显效率 25 % ; 0
.

2 5 单位以下无效
。
口 灌一次

13
.

3 单位 /克
,

显效率 80 % ; 6
.

6 单位 /克一天一次
,

连灌三天
,

显效率为 10 。%
。

据此
,

该

药适用于 口喂
。

( 3) 草鱼和青鱼粘细菌烂鳃病流行季节前
,

成鱼每 1 00 斤体重每天投喂庆丰霉素固

体半斤 (含 2 5 0 万单位 )
,

连投兰天
,

死亡率 1终
,

对照组死亡率 27 娜
。

夏花鱼种每 10 0 斤

体重每天投喂庆丰霉素固体 1斤 (含 5 00 万单位 )
,

连投 7 天
,

死亡率 15
.

7终
,

对照组死亡

率 4 0
,

3%
。

( 4) 草
、

青鱼患粘细菌烂鳃病
,

成鱼每 1 00 斤体重每天投喂庆丰霉素固体半斤 (含 2 50

万单位 )
,

连投三天
,

有效率达 95 多 , 夏花鱼种每 10 0 斤体重每天投喂庆丰霉素固体 1斤

(含 5 00 万单位 )
,

连投四天
,

有效率为 了2
。

7%
。

( 5) 庆丰霉素是防治草
、

青鱼粘细菌烂鳃病的有效药物之一
。

[ 1 ]

[ 2 了

〔 3 J

汇4 〕

[ 6 〕

[ 6 〕

汇7 〕

汇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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