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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呋喃那斯的抑蓥圈直径为 4．2厘米 。 

(二)MIC测定 呋哺那斯为 0．O19mg／L， 

呋喃唑酮为 0．61mg／L，磺胺脒和土霉素均达 

5000mg／L (见表 1)。 

寰 1 药鞠的 M1C比较 

M1C (mg／L) 

菌 株 
呋埔邢斯 呋哺唑酮 磺胺脒 土霉紊 

BSK l0 0 O1 9 0 6l 5000 5000 

(三)药浴治疗效果 用 im接种后，将感染 

鱼分组药浴。浸洗组为 1o分钟 ，浸泡组为 5天。 

详 见表 2所示。 

1．浸泡药浴 用 0．2和 0．5mg／L呋 喃那 

斯和 50mg／L呋喃唑酮分别浸泡药浴 5天结果， 

前者的有效率为 90 和 100 ，后者仅经 72小 

时，其死亡率已达 100 。病死鱼的体表无明显 

症状+仅按种部位有点状充血，而体内症状都与 

对照组相似。不用药的对照组在 48小时内死亡 

率达 100 。其接种部位严重浮肿溃烂，肌肉大 

块糜烂，鳃和胆囊、肠道等也有明显充血等症状。 

2．浸洗药浴 经 5天暂养观察，呋哺那斯 

用 lOmg／L和 20mg／I 及 呋 喃唑 酮 50mg／L的 

成活率均为 0。呋哺唑酮 50mg／I 的死鱼时闻比 

前者早 1天。各组病死鱼的接种部位都有严蘑竖 

鳞和溃烂 ，鳃紫黑或苍白，胆囊微红而透明等程 

度不同的症状。 

寰 2 唛 邵新与呋 哇一的药潜鼓果比较 浓度 n崛／ 

呋喃弗斯 呋哺唑耐 埘蝇 

致死天数 慢 袍 浸 洗 浸 泡 侵 洗 

O．2 o 5 lo 20 5o ‘_尢莳对 

l 8 6 6 

Z 4 4 

总死亡尾数 l O lo 1o lO lC 4 lo 

有效率 ( )I 90 100 1 0 0 0 [0 6o 

(四)lp给药的防治效果 如表 3所示，呋 

喃 那 斯 治 疗 剂 量 在 0．5~g／g时 的有 效 率 为 

80 ，1．0—8．O#g／g均为 100 ；其预防的有效 

剂量为 1．o~g／g。呋哺唑酮的治疗剂量在 o．5 ／ 

g时的有效率为 80 ，4．o~g／g则为 lOO ；预 

防剂量在 4．o~g／g的成活率为 60 。 

寰 3 嚷 部新与眭 哇一 特药的髓治藏暴 剂量 ：旭，g 

呋嘻那斯 呋喃唑酮 对照 

致死天 数 治 疗 预 防 治 疗 预 防 

o．5 1 o 2 o 4 o 8．O o 5 1．o 2．o 4．o 8．o o．0 4．0 0 5 4．o 【无菌 术 

l l 3 5 2 3 

2 1 

3 l 

4 

0 

死 亡 总尾教 l O O O O 3 O O o o 1 O 5 2 

有散率 ( ) 80 loo 1oo loo 100 40 100 100 1o0 loo 80 loo O 6O 

(五)安全性 2．ip给药 600毫克／kg后，暂养 15天均正 

1-用 lO--lOOmg／L药浴 2小时后，经暂养 常。 

1 5天未见鱼体出现异常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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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细菌性鱼病采用药物防治是重要的技术 

措施之一。目前能证 明对暴发性鱼病进行有效防 

治的药物报遭甚少 呋哺那斯与一些常用鱼药的 

比较试验表明．对暴发病的强毒株 BSK一10，不 

论是其 MIC或药浴和 ip给药的抗菌和 防治效 

果．均明显优于呋喃唑酮等药物 其 MIC属高度 

敏感值“ 。浸泡药浴用 0．2和 0．5mg／I 的疗效 

比50mg／L呋喃唑酮明显。这与鳗鲡的嗜水气单 

胞菌症的疗效相似。 。浸洗药沿 用 10rng／L和 

20mg／L的死鱼时间比 50mg／L呋喃唑酮还缓 

慢．因而也显示出一定效果 _p蛤药的防治效果 

也优于呋喃唑酮 由上表明．呋喃那斯可以作为 

色种放养前浸洗消毒或全池遍洒，或制成药饵后 

投喂防治暴发病的首选药物之一。特别是一些水 

库、湖泊等大水面中发生的暴发病 ，可能与鱼种 

来自疫区，又缺乏有效的药物进行放养前鱼体消 

毒有关 。因此，用呋喃那斯药浴消毒鱼种 ，对预 

防暴发病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用呋喃那斯 0．2mg／L和 0 5mg／L浸泡药 

浴 的效果明显优于 10mg／I 和 ZOmg／L浸洗是 

与药浴时间长短有密切关系 根据两种药浴方法 

的试验结果表 明，浸泡药浴时间长达 5天之久， 

即药物能持续地作用于鱼体 ，能充分发挥药物的 

效果 ，使被侵害部位上的病原及时得到控制；而 

相反 ，浸洗药浴的药物浓度虽比浸泡组高 20— 

100倍 ，但由于其药浴时间仅 10分钟，因而疗效 

不及低浓度的浸泡组。据此，为了充分发挥药效， 

在生产上所采用的药物浓度和浸浴时间应根据 

当时鱼体的耐受力和水温等条件 ，尽可能延长药 

浴时间。 

根据病死鱼的体表无明显症状表明，浸泡药 

浴使接种部位的病原体被杀灭，因而使皮肤和肌 

肉不受感染而显症 。这类鱼的死因很可能因病原 

体进入体内的脏器和血液中，并迅速增殖 ，从而 

使体内被感染 ，而浸泡药浴 的剂量不足以有效地 

控制体内大量滋生的病原体 ，因而受感染的鱼因 

体内病受而致死。自然患暴发病的鲫 、鲢或鲂等 ， 

虽然其病原的侵入途径不尽是皮肤和肌肉，但也 

30 

常有不同体症出现 ，有的以体表显症为主．有的 

以内脏显症为主，或两者皆有。为此，对于暴发 

病的治疗，应采用体内用药 (投喂)和体外用药 

(浸浴)相结合为宜。 

小 结 

呋喃那斯对 BSK一10株的 MIC或药浴的防 

治效果均优于呋喃唑酮 。两者的MIC有 32倍之 

差。浸泡药浴的有效浓度则相差 250余倍 。浸洗 

和 |p给药的效果也优于后者 。 

呋喃那斯对 白鲫的 ip给药 600mg／kg或对 

鲢以 1OOmg／L药浴 2小时均是安全的。 

呋喃那斯可采用鱼体药浴 、全池遍洒或投喂 

等给药途径．有效地防治由 BSK 10菌引起的暴 

发性流行病 

参 考 文 献 

1．左文功等 1987 常皿鱼瞒防抬手册 (第三版) 89页 

农业 出版牡 

2．剂世英等译 1 982 水产药详解 (第 一版) 220 232 

页 农 业 出版社 

3．孙其焕等 1991 异育银鲫溶 l【『L性腹水病病原的研究 

术产学报 15(2)：130一】39 

4．陈怀青 陆承平 1991 家养鲤科鱼暴发性传染病病 

原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14(4)：87—9】 

5．撩怕亥等． 1 991 鞋鳙鱼流行性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 

细菌病因的初步研究 水产科技情撤 18(5)：j34— 

136。 

6．黄琪琰等编 1983 鱼瞒学 75页 上海科学技术出 

艋社 

7 De sbr ghDn J．1974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 nito 

the suka~lky 0f a耻 w chemotherapeutic。F~ ace。for 

the n憎 nnent of inl'ectiaus P⋯ n dis~ s． AquacMt~ · 

3：175— 185． 

8-Marse，R．S．。V．Pullin．，D．A．Co~oy et a】． 】974。 

Ob~ereat 他 on the use of Fura~ ce for the control of v Lb- 

rio dlsea~ in mai~me f h ^ 。3±295—302 

9．Ma~nDo SHIM IZU alld Yosl】iyu TAKASE， 1967 A 

potent chemotherapeutic agent against fish di ∞ ：6-H 

droxymethy 1—2一[2一(5一nitro一2一{ury1)vlny1]l：qriditte． 

Bulletin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Scientific Fisheries一33 

(6)· 544-- 554 

10 Taknsht AOK1 and Syuzo EGLISA ，1971．Drug~mitiv 

l of^扪—  工 血 白 iso~ted from e wat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物 学条 上 Chinese Journal。 Zoology 

fishes．PmHetin f̈ the Jap．nese Society 0f．Scientific Fish 

cries．37 (3)： 76 【85 

XU B 1 et a1．19§1 An 0u cbreak of Dew epi~otic 

in silver carp and bighead caTp Y~sinia ~ heri． 

⋯ pathog~ 。f silver crop and bighead carp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36 (2])： I82 5 l828 

鲫 28(5) 

2 Yoshiyukl TAKASE．Shinchi NAKAMURA．M a~mit 

su ISHIYAM A，and M 0SHIM I脚 ．】973．】nhibi 

tion of the synthesis of macromolecu]~ in Escherrchta￡ 

by nitrofuran derlvativs． III nifurpirino1． (：hem． 

Pharm．Bul1．21(23)= 】44 148． 

THE CoNTRoL EFFECACY STUDY W ITH FURANACE oN 

ACUTE EPIDEM IC SEPTICEM IA oF F卫SH 

CHEN Yueying DUNG Jihai SHEN Zhihua 

Zhejiang Res~ h Institute of Freshwater Fi ，H~hou 3[3001) 

SUN Yuxiu LI Yanhong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0f Nutrition s0u㈨ Beijing 100054) 

ABSTRACT The M 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of Furanace to bacteria strain BSK 10 

separated from fish with acute epidemic septicemia，was 0．0l9mg／L，which was 32 times 1ess than 

that of Furaxone．When infeeted fmhes were immersed with Furanace at concentration of 0，2mg／I 

and 0．5mg．／I ，the cure rates were 90 and 100 ，respectively．But Furaxone was ineffective on in 

fected fishes at concentration 50mg／I ．Infected fish in 10 nT 20mg／L Furanace died one daY later 

than that in 50mg／：l Furaxone for 10 minutes bath，Furanace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Furaxone to 

tnfected fish which was injected Jotraperitoneally(ip)at concentration of 0．5 and 4．0~g／g．Furanace 

was nontoxic tO silver carp which was immersed for 2 hours at concentration of 1 00mg／L．it％vas also 

nontoxic to crucian carp which waS injected ip at concentration of 600mg／kg． 

7 I一岁 2 型动物活动微机自动精确记录方法 

熟  3 l001 ／qCK'／,~： ／一 (杭州大学生确系，杭州 2) 、、 一 
摘要 本文舟绍 r用APPI E l微机对小型动物活动自动记录与结果处理的实验方法，阿时尝试了 

电子学的发展以及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为生物学的实验研究创造 r良好的条件，⋯ 应 

用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于动物生态学研究 ，可以 

取得更加精确的实验结果 如研究小型啮齿动物 

的活动规律 ，有助丁更有效地防治它们．使用 一 

般的活动记录仪很难获得准确的实验结果，最后 

· 杭 州大学 计算 机科 学 系 

+ 浙江 师范大 学 物 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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