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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篇 海，潟，水田，浴糟，

        臨蝋e譲》面諭eノ検索

ノ検索

温泉ノ

    金澤讐科大學細菌學教窒（主任．谷教授）

專攻生田上利正
         7濡ガフ〃郡α 7互鮮ノ〃～

         （昭禾ll 12！tl三7月10日受β付）

（本論文ノ要旨ハ，昭和12年6，月24日金澤轡學會二於テ護表セリ．）

                  内 容 抄 鎌

 余ハ前2篇二三テ，金澤地方ノ地表水申：Bakteriophageヲ橡索シ，之が屈睦ト天候，水量，水温，清

濁，不潔度，探水時刻，探水地職及ピ季節的關係ヲ明ニセリ．而シテ本篇二於テ之が知見ヲ更ニー一ma確然

タラシメ，且ツ之ト衛生學的意義トノ關係ノー端ヲ併セ窺ヒ，大略衣ノ如キ結論ヲ得タリ．

 1．：Bakteriophegeノ時差的消長ハ圭トシテ，日光（紫外線）照射ノ有無強弱二因ルモノナラソ．

 2．浴槽水ノ：Bakter｛ophageノ・濃度ノ上昇二從テ減少ス，之ハ交流作用＝ヨリ，高熱二接鰯シ，爲二

破壊セラルニ因ルモノナラソ．

 3，Bakteriophageハ，土1沙，殊二泥土二著ク吸着セラルe

 4． 降雨ニヨル水量，淵濁ハ，ソノ度ヲ加フルニ從テ，之ガ：Bakteriophage増加シ，次デ減水ト共二減

少シ，最後二至リテ，水量，三嘆爾著明ナルモ，之が陽性率一酉水二比シテ遙二減少セリ・

5．病原菌Phag・ノ多数誰明セラルノL永中ニハ，或程度ノ當該病原菌ノ存在ヲ意味シ，特二當地方二

於テ腸「チフス」流行ト當該水申Phageトノ消長ハ密接ナル關係アル如ク推思セラル．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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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日第1篇二於テ，金澤市内ヲ流ル・河川「犀川」，「淺野川」ニツキ，第2篇二於テ市内ノ

「3下水」並二「辰巳用水」ニツキ，水申：Bakteriophage（以下B．P 1・略記ス）ヲ検索セリ，今河

川，下水以外ノ地表水申ノB．P検索二關シテノ文獄ヲ案ズルニ，余寡聞ニシテ多クヲ知ラ

ズ，並並ノ毒忌ニスギズ，：Fortunato（57）ハMessina港ノ海水＝一ツキ，天候ノ如何二關セズ，

志賀菌（以下S菌ト略記ス），大腸菌（以下C菌ト略記ス）：B・Pヲ日明セルモ，「パラチフス」A

菌（以下p．A菌ト略記ス），「パラチフス」：B菌（以下p．B菌ト略記ス）：B・pノ検出不能ナリト，

叉Nyberg（27）ハ， Helsinkiノ海水中二C菌：B．Pヲ槍出セリト云フ，樹：Bifnlco（9）ハ， Venedig

ノ潟水申＝，C菌， T菌， p．A菌， p．：B菌， S菌，：Flexner菌（以下：F菌ト略記ス）等ノB・pヲ

讃明セルモ，大海ノ水ニハB・pヲ獲見セズト記載シ，内藤（5s）ハ，浴水中一＝ハ：B．pヲ豊富二槍

出セルモ，大阪港ノ海水ニハ，：B．P謎明不能ナリト述べ，其他Vagedes u． Gildemeister（30）

ハ，3回ノ浴後ノ浴水申ノ：B．p槍索成績ハ皆陰性二三レリト報告セリ．

 蝕二於テ余モ亦，金澤市警ケ崎海水浴場ノ海水，河北潟水，本市附近ノ水田，及ビ本學附

屡病院患者浴槽，並二本市附近ノ温泉＝ツキ水申：B．pヲ槍索シ，之が二二ト：水量，湖濁，水

温，不潔度，天候，離水時刻，旗開季節的關係ヲ攻究シ，磁力得ル所アリ，DIJテ妓二記載シ

大方江湖ノ御批判ヲ仰ガントス．

          第1節  粟tlr Pi奇海水中ノ Bakteriopha ge ノ槍索

 粟ケ崎海水浴場ハ，本市街ヨリ電車ノ便アリ，遠淺ニシテ，海底二岩石ナク，全ク砂地ナ

リ．

               第1項 實 験 方 法

 實験方法ハ第1篇二於テ詳細記述セルラ以テ，並二之ヲ約言セバ，滅菌硝子瓶二本海水ヲ探り，蹄途消

費時間約1時聞ニシテ？可樵海水50ccm二「ブイヨン」（P・H 7・4），ノ同量ヲ加（：37℃二，24時聞数置シタ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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ルモノヲバ，56℃，30分水槽滅菌シ，之ヲ：Berkefeld・N・濾過器ヲ以テ，濾過シ，ソノ濾液ヲバ毛細硲子

吸引管ヲ以テ，豫メ準備シ置キタル響板部チT菌，P・A菌， P．B菌， C菌各5株， S菌，駒込A菌（以下

k．Aト略記），駒込8菌（以下k・B菌ト略記）， F菌， Schmitz菌（以下Sch菌ト略記），疫痢菌（以下E菌ト

略記）各2株，計32菌株ノ塞天尉面24時間培養ノモノヨリ，各k生理的食盤水約」．5ccmヲ以テセル菌浮游

液ヲ作りソノ1滴ヲ2％ノ寒天季板（P．H7．4）二塗抹乾燥シタル李板上二1滴滴下シ，直：二同季板ヲ傾斜

シ，滴下濾液ヲ垂直二流下セシメ，再ビ37℃，24時間放置，滴下部二形成セラレタル1溶菌班ヲ以テ，

B．pノ有無及ビ溶照度ヲ決定セリ．

                 第2項實二成 績

 1． 2月27日午後2時採水，曇天，水濃，7。C．

 前，々日來i曇天ニシテ波荒シ，然レドモ水清ク，C菌， S菌，：B・P菌各1個，計2個（6％）ヲ橡出セリ，

而シテ之が室孔数甚ダ少激ナリキ。

 2． 3月1日午後1時30分探水，曇天，水温7。C，

 波灘ニシテ水清ク，P．A菌， C菌， S菌， B・P各1個，計3個（9．3％）ノ前同檬室孔数少キ陽性i率ヲ示シ

タリ．

 3． 4月27日午後1時採水，晴天，水湿，15℃．

 波荒ク水稽囲濁セリ，而シテ之がB・Pハ，室孔数僅二数個ノk．A菌B・P 1個（3％）ノミナリキ．

 4， 5月12日午前11時探水，晴天，水温190C．

 波荒ク水稽1国濁シ，S菌， B．Pノ室孔敷少キ・1個（3％）ノミヲ糠出セリ．

 5． 6月12日午前10時探水，晴天，水温19℃．

 波灘ニシテ水清ク，P・B菌B，P 1個（3％）ヲ誰明セリ．

 6． 7月21日午後1時探水，晴天，水温21CC．

 コノ日波稽荒ク，海水浴客雑沓シ，水梢溜濁セルラ以テ，磯ノ漏濁水ト，精沖ノ溺濁度少キ海水トニッ

キテ強索セルニ，爾者共全陰性ナリキ．

 7． 8月30日午前10時採水曇天，水2M 26℃．

 波翻ニシテ水清シ，而シテコノ日磯ノ表面水ト，約1尋ノ海底水トヲ探水槍索セルニ，之ガ：B・pハ共二

二陰性ヲ示シタリ．

 8． 9月27日午前9時30分探水，晴天，水温22℃．

 コノ日願ル波荒ク，從テ濯濁著ク増加セリ．而シテ之ガ：B・pハ又全陰性ナリキ．

 9．10月30日午前9時探水，曇天，水温14℃．

 波荒キモ水清ク，コノ日ノ検索モ叉：B，Pヲ謹明シ得ザリキ．

 10．11月18日午前9時30分野水，晴天，水温14℃．

 波荒ク水稚無縫セリ，而シテ溶菌班数個ノS菌B・P1個ノミヲ検出セリ．

 11．12月15日午前10時台網，晴天，水温6．5℃．

波跡キモ水清クニシテ前同筆S菌：B，P 1個（3％）ヲ示セリ．

 12，1月7日午前11時牛非水，曇天，水温7℃，

 コノ日水清ク，室蘭撒僅ナルk．A菌：B・P 1個（3％）ヲ積出セリ．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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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表  粟ケ崎海水中ノ：Bakteriophage槍索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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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乙項實験成績ノ小括

 1． フ｝く量ニトB．P出現度トノ房罰係

 本海門ノ干満ノ差，警世ラズ，爲二酉水時ノ海水量ノ多少ヲ判定シ得ズ，從テ之ガ：B・P出

現度トノ關係ヲ明記シ得ズ．

 2．水温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水溜7℃以下ノ4回ノ採水ノ：B．P全陽性7個，1回雫均1．8個ナルニ封シ，ソレ以上ノ水

温ノ8回ノソレハ4個，ユ回轡型0．5個日シテ，前述ノ河川，下水ノ成績ト相反セリ．

 3．澗濁度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水清キ7回ノ呼水ノ総：B．P判子藪ハ，8個，1回営門1．1個ナルニ封シ，波荒ク矛省漏濁セ

ル水ノ6回ノソレハ3個，1回平均05個ニシテ，之モ亦河川，下水ノソレト相違セリ．

 4．天候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曇天時採水5回ノRP総陽性数6個，1回平均1．2個ナルニ封シ，晴天時探水ノソレハ7

回ニシテ5個，五回雫均0．7個ナリ，帥チ曇天時探水ノ：B．Pハ晴天時ノソレニ比シテ多数ナ

リ．

 5．採水時刻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晴天時午前ノ採水5回ノ：B．p総槍出数4個，1回雫均0．8個ナルニ封シ，同午後2回ノ．採

水ノソレハユ個，1回雫均0．5個ナリ，一方曇天時午前ノ探水3回ノ：B．P総陽性数1個，1

回平均0．3個ナルニ封シ，同午後2回ノ聖水ノソレハ5個，1回平均2．5個ナリ，帥チ晴天時

午前ノ野水ノB。p槍出率ハ，午後ノソレヨリ多数ニシテ，曇天時午前ノ採水ノ：B．pハ，午後

ノソレヨリ少数ナリ．

 6．探水地黒占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7月ノ探水ハ磯ト梢沖トノ2ケ所ヨリ，8月ノソレハ磯ノ表面水及ビ同海底部ヨリ採水槍

索引ルニ何レモ陰性ナリ，從テコノ黙二野シテ云々スルコトヲ得ズ・

 7。不潔度トB．P出現度1・ノ關係

 海水浴客多敷ニシテ，水著ク汚染セラレ，從テ之がB．1）多数ナルベシト推思セラル・7，

8，9月二却テ全陰性ヲ示シタリ，之財主トシテ日光照射二起因スルモノ＝シテ，之ヲ以テ

直＝海水ノ：B．p出現度二障シテ，不潔物ノ混入無帽係ナリト断ジ得ザルハ勿論ナリ．

 8．4’季節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7，8，9，10月ノ暑置戸於テ晴曇二二セズ：B．p全陰性ヲ示シタルハ，普通1－396ノ濃

厚ナル食盤含有ノ海水ノ菌及ビB．1）ノ生存二不適當ナルト，日光照射ノ影響二因ルモノニシ

テ，特二興味アル黙ナリ．

 9．：B．pノ種類及ビ頻度
 噂
 海水ニツキテノB．p全陽性歎ヲ通計スルニ，p．A菌：B．p， p．B菌：B．p各裏個（1．6％），S菌B．p

5個（28．3％），C菌， KA菌B．P各2個（8．3％）ニシテ， S菌：B．P最モ多激ナリ。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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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節 河北親水申ノ：Bakteriophageノ検索

 河北潟ハ金澤市ノ北方約3里，粟ケ崎海岸ノ近クニ在リ，之＝淺野川ヲ始メ，2－3ノ小

川流入シ，大野川トナリテ出ヅ，而シテ余ハコノ大野川ノ起始部ノ潟ノ邊岸ヨリ毎常探水セ

リ．

                 第1項 實 験 方 法

 前U毎 7JくノB．p槍索ノ實験方豪去二準ズ．

                 第2項實験成 績

 1． 2月27日午後2時三三水，曇天，水温7。C．

 数日來曇天，水量，漏三共二普通ニシテ，之ガ：B・P陽性率ハ，C菌B・P 2個， Sch菌B・P 1個，計3個

（9・3％），而モ例レモ室回数少シ．

 2． 3月10日午後2時二水，曇天，三二7℃．

 数日來曇天ニシテ，時折小雨アリシモ，水量，溺濁攣化ナク普通ナリ，而シテT菌Bp 2個， C菌B・P

1個，計3個（9・3％）ノ共二室孔勲少キB・Pヲ示シタリ．

 3． 4月27日午後1時孚探水，晴天，水温14℃．

 コノ日快晴ニシテ氣温暖ク，水量，凋濁共二増減ナク，C菌，：B・P 2個（6％）ヲ検出セリ．

 4． 5月12日午前11時牛探水，晴天，水温20℃．

             の 前々日記晴天ナルニ，水量稽増加シ，猫コノ帆風烈ク，波立チ，殊二二二二於テ凋濁著ク増加セルラ採

水セルニ，T菌， C菌， Sch菌， E菌，：B・P各1個， K．B菌，：F菌各2個口計9個（28・1％）ノ而モ溶菌瑳多

敷ナル陽性ヲ示シタリ．

 5． 6月12日午前10時牛採水，晴天，水？R 27eC．

 前2週間雨ナク，凋濁，水量共二減少シ，S菌， k．B菌：B．P各1個，計2個（6％）ノ小陽性率ヲ示シタ

リ．

 6， 7月21日午後1時申二水，晴天，水温32℃．

 前10日間降雨ナク連績快晴ニシテ，水量，凋濁共二著ク減少セリ．而シテ之ガ：B・pハ全陰性ナリキ．

 7． 8月30目午前10時孚三水，曇天，水温29℃，

 前日來ノ中等度ノ降雨二，水量ノ壇加著カラザルモ，二二ハ著ク増加シ，S菌， F菌， Sch菌：B．P各1

個，E菌B・P2個，計5個（15・6％）ノ陽性率ヲ示シタリ．

 8． 9月27日午前10時採水，晴天，水淵23℃．

 前日暫時微量ノ降雨アリシノミニシテ，前5日間快晴ニシテ，水量，掴濁精減少シ，コレガ：B．P全陰性

ナリキ．

 9．10月30日午前8時牛採水，曇天，水温17℃．

 前ノ週間殆ド雨ナク快晴ニシテ，水量，溺濁稽減少シ，：B・P全陰性ナリキ．

 10．11月18日午前10時探水，晴天，水温14℃．

 前4日間快晴ニシテ水量，漏濁梢減少シ，Sch菌E菌， S菌：B．P各1個，計3個（9．3％）ヲ槍出セリ．

 11．12月15日午前10時牛探水，晴天，水温7℃．

 前10日間毎日小雨アリ，從テ梢増水渦濁シ，C菌， k・A菌， k・：B菌， F菌， Sch菌：B．p各1個，及ビS菌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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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2個，計7個（21．8％）ノ多数ヲi澄明セリ．

 12．1月7日午後12時牛探水，曇天，水温7eC．

 前日ノ相當量ノ降雨二，水量稽堀加セルモ，澗濁善通ニシテ，C菌， S菌， k．：B菌，：F菌， Sch菌B・P各

1個，：E菌B．P 2個，計7個（21．8％）ノ而モ室妙手鐵ナルヲ暦齢セリ．

              第3項二二成績ノ小括

 1．水量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水量普通ナル3回探水ノ：B．P総陽性数8個，エ回雫均2．6個，増水時4回ノソレハ28個，1

回李均7個，減水時5回ノソレハ5個，1回不均1個ナリ，帥チ減水時最：モ少ク，常水時之

二次ギ，増水時最モ多藪ナリ．

 2．水温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水温10℃以下4回ノ二水ノ総ユ3．P二三；＄！120イISI，1回雫均5個，11℃ヨリ20℃マデノ水温

ノ4回ノソレハ14個，エ回李均3．6個，21℃以上ノ4回ノ4回ノソレハ7個，1回李均1・7個

ノ陽性数ニシテ，水温ノ上昇ト共二13．p出現率減少セリ，之ハ前海水ノ成績トー致シ，日光

照射ノ影響二丁ルモノナルベシ．

 3．潤濁度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潤濁水3回ノ全：B．P槍出藪：21個，1回平均7個，淵濁梢減少セル水ノ5回ノ検索ノソレハ

5個，1回準均1個，湖濁普通ナル水ノ・1一回ノソレハ15個，1回雫均3．7個ナリ，帥チ凋濁

度ノ増加ト共二之ガ：B．P陽性率増大セリ．

 4．天候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晴天時7回ノ三水ノ13。1）総槍回数23個，1回挙均3．2個ナルニ樹シ，曇天三二水5回ノソ

レハ18個，1回干均3・6個ニシテ，曇天時探水ノB．p槍出率ハ晴天時探水ノソレヨリ梢多歎

ナリ，之ハ曇天時ノ概シテ水量湖濁ノ増加セルト，晴天時ノ日光照射ニヨルB．pノ減少ト

相侯テ由來スルモノナリ．

 5．三水時刻トB．p出現度トノ二二

 晴天時午前5回ノ探水ノ総：B．P陽性敷21個，1回雫均4．2個，同午後2回探水ノソレハ2

個，1回亭均1個ナリ，一方曇天時午前ノ2回探水ノソレハ5個，ユ回卒均2．5個，同午後ノ

3回探水ノソレハ13個，1回亭均4．8個ナリ，帥チ晴天時午前ノ探水ノ：B．p槍出数ハ午後ノ

ソレヨリ多数ナリ，之二反シ曇天時午前ノ探水ノ：B．p陽性率ハ午後ノソレヨリ少数ナリ．

 6．不潔物トB，P出現度トノ三三

 5月12日ノ探水ト8月30日ノゾレトヲ比較スルニ，三者ノ水：量，溺濁略同程度ナルモ，前

者ノ5月12日ハ風烈ク波立チ，邊岸ノ不潔物タル浮游物多数二含有セラレ，之ガ：B．P総槍出

藪9個（28．1％）ナル打倒シ，後者ノ8月30日ノ採水引浮游物少クシテ5個（15．6％）ノ陽性率

ヲ示シタリ，帥チ不潔物タル浮游物ノ混入セル場合ハ，然うザル場合二比シテ遙二：B．p陽性

率多数ナリ．

 7．季節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ge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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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9，10／5ケ月闇ノ5回ノB．P総楡出数7個，1回平均1．4個ナルニ樹シ，他

ノ7ケ月間，7回二二ノ全：B．P陽性籔34個，1回手均4．8個＝シテ，一般＝氣温暖ナル夏期

ハ参期二比シテ：B．P少シ，印チ海水ニツキテノ成績トー致シ日光照射ノ強弱二起因スル所ナ

ラン．

 8．B．pノ種類及ビ頻度

 12回ノB．P総検出数ヲ通計スルニ， S菌B．P 7個（29．1％）， Sch菌， E’菌，：B．P各6個（25

％），KB菌，：F菌B．P各5個（20．8％）， C菌：B．P 7個（11．6％）， k．B菌B・P 1個（4・1％）， T菌

B．P2個（3．3％）， P．：B菌B．P 1個（1．6％）ノ順序並二頻度ヲ示セリ．

            第3節水田申ノ：Bakteriophageノ槍索

 余口碑市街南端接綾ノ地質，泥土ノ猿丸祠1肚附近ノ水田5，票ケ崎海岸二近キ新須崎騨附

近ノ砂地水田ヲ撰ビ，之がB．pヲ槍索セリ．

                第1項 實 験 方 法

 前群験方法二準ズ．

                第2項實験 成 績

 1 猿丸神就附近ノ泥土水田ノB・P梅索．

 ユ． 6月9日午前9時採水，晴天．

 稻ノ成受未ダ十分ナラズ，從テ水田面ハ何レモ日光直射二丁サル，而シテ水ノ出入ナキ普通水量ノ漏濁

少キ3水田ヲ撰ビ，所謂溜水ヲ．探り梅索セルニ，A田ハ水温20℃ニシテ，室孔籔少キ：E菌B・P 1個（3

％），B田ハ，水濃同ジク20。Cニシテ室孔敷多数ナルE菌B・P2個（6％）， C田ハ，水温23℃ニシテ，之

が水量前三田二比シテ稽多キ観アリテS菌B．P1個口3％）ノ陽性率ヲ示シタリ．

 2． 6月18日午後1時採水，晴天．

 コノ日，稻猫短ク，日光照射烈シク，氣温頗ル暖ナリ．而シテ雨槍索水田ノ至々溜水ナルニ反シ，水出

入シ，且ツ水量，潤濁略同程度ノ3田ヲ求メ，何レモ畦道ノ申央ニテ，水量普通ニシテ，凋濁梢認メラル

ルヲ採水セルニ，A田，水温20℃ニテ溶菌班少数ナルS菌B．P 1個（3％），：B田ハ，水温25。Cニシテ全

陰性，C田ハ水温19℃ニシテS菌iRP 1個（3％）陽性ヲ示セリ．

 3． 6月24日午前10時探水，曇天．

 前1週間連綾曇雨天ナリ，コノ日各日レル水量普通ナル水田ニツキ，水取入口，中央部及ビ排水ロヨリ

探水セリ．部チA田ハ水取入ロノ採水層テ，水温20℃，漏濁著ク，T菌， E菌：B・P各2個， S菌B・P 1

個，計5個（15・6％），：B田ハ，農夫ノ手入セシ後ノ泥水ヲ申央ヨリ雲水セルニ，水温21℃ニシテゑ陰性，

C田ハ排水ロヨリ，水温20。Cノ梢1薄濁セルモノヲ採水入ルニS菌， E菌：B．P各1個，計2個（6％）ヲ橡

出セリ．

 4， 7月14日午前9時論水，晴天．

 稻著ク成長シ水面ノ殆ド全面ハ，稻ノ陰影ニシテ，日光直射ヲ避ク，コノ日稽多量ノ水ヲ保ッ同一水田

ノ水取入口，中央部並二排水ロトニツキ二三セルニ，水取入ロバ，水温21℃ニシテ之が凋濁ハ他二比シ

テ梢著ク，C菌， S菌B．P各1個， E菌：B・P2個，計4個（12。5％），中央部探水ハ，水温22℃ニシテE菌

B・P2個（6％），1非水口探水ハ，水淵21℃ニシテ， C菌， S菌：B，P各1個， E菌：B・P 2個，計4個（12・5％）

ノ陽性ヲ示セ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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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表  ：水田（泥土）中ノ：Bakteriophageノ二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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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新須崎附近ノ砂地水田ノB・P検索．

車 1・7月21日午前11時採水・晴天・

    尽日快晴ナリ．コノ日同一水田ノ水量梢増加セ峯

   ルモノノ水取層群，申央部，・排水ロノ水ニツキ橡
峯

   索セリ，而シテ稻ハ著ク封〆セルモ風狂ク，從テ

   水面ハ風ノ聞二間二日光二晒ル，水取入ロバ，水
車

＿  温33。C，凋濁度中央部霜融シテ梢高度ニシテ， S

   菌，k．：B菌， E菌：B．P各ユ個，計3個（9・3％），申

   央部採水ハ，水温30℃ニシテ歪陰性，排水ロバ，

   水温31℃ニテ潤濁度略中央部ト同程度ニシテ室

   孔数少キEes B・P 1個（3％）ノミヲ示シタリ。

    2， 8月30日午前11時探水：，曇天．

華   前日來小雨ナルモ採衣當時快晴ナリ，コノ日各

毒  異りタル4水田ノ何レモ中央部ヨリ採水槍索セ

ー二F  リ，A田ハ，水量僅二凹部溜水ノ水温31。Cニシ

   テ稽漏濁セルラ検索セルニ．Bp全陰性，：B田ハ，

   小川様ノ水深キ稻田ニシテ，水温35’Cニテ，之

   ガ漏濁度略A田ト等ク，C菌， S菌， E 1菌：B・P各

   2個，：F菌Sch菌B・P各ユ個，計8個（25％）， C

   田水温30℃，D田水温31℃＝シテi共二丁水量梱

   濁増加シ，之がB．PハS菌， E菌各2囮， C菌，

   ：F菌，Sch菌各1個，計7個（21・8％）ノ何レモ溶

   菌度著明ナル同陽性率ヲ示シタリ．而シテコノ日

   稻大ニシテ且ツ風ナク水面ノ日光照射完全二遮ラ

   ノレ。

        第3項 實験成績ノ小括

     1．地質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泥土水田12回ノ冠水二於ケル総：B．P槍出

   藪ハ22個，1回雫均1．8個ナル一一シ，砂地

   水田ノ7回ノソレハ25個，1回弔均3．5個ノ

   陽性ヲ示セリ，帥チ砂地水田ノB．Pハ，泥

   土水田ノソv ＝tLシテ多数ナリ，而シテ余

   ノ砂地水田ノ断水時期ハ，泥土水田ノソレ

   ニ比シテ，稻著ク成長シ，之が水面ノ日光

   直射ノ遮ラレタル時ニシテ，日光直射ノ有

   無ハ：B．Pノ出現度二大ナル影響ヲ及ボスモ

    ノナルヲ以テ，猫り地質ノ差異ノミ＝因ル

g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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モノナリトハ遽断シ難キハ勿論ナルモ，之が主ナル原因ハ泥土ハ砂二三シテ：B．Pノ吸着顯著

ナルニ起因スルモノナルベシ．

 2． 水量トB．p出現度トノ屡罰係

 一・般二水四四キ水田ノ探水ハ，ソノ多：量ナルモノニ比シテ：B．P陽性率少シ，帥チ8月30日

ノA田ノ如ク田ノ凹部ノ溜水ノ槍索二全陰性ヲ示シ，：B田ノ如ク小川様＝水多キ水田ノ探水

ハ8個（25％）ノ多数B．Pヲ示シタリ．

 3．洞濁度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澗濁度普通ナル3回出水ノ総B．P門出tw 4個，1回雫均1．3個，凋濁度梢著明ナル10回探水

ノソレハ19個，1回干均1．9個，1國濁度著キ5回採水ノソレハ26個，1回平均5．2個ナリ，即

チ凋濁度ノ増加二俘テ之ガ：B．p増加ス，然レドモ6月24日ノ：B田ノ如キ農夫ノ手入セル後ノ

泥水ニハ却テ全陰性ヲ示シタリ．

 4．採水地堺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水取入学ノ3回採水ノ総：B．p数12佃，1回雫均4個，中央部探水13回ノソレハ30個，1回

奉均23個，排水口3回ノソレハ7個，1回準均2．3個：シテ，申央部及ビ排水ロノ：B．P陽性

率ハ，共二水取入ロニ比シテ少数ナリ，之ハ水田中央部ノ水流緩慢ナル爲メ，水申菌沈澱

シ，且ツ：B．pノ土壌二吸着セラル・二起因スルモノナラン．

 5．探水時刻トB．P出現度トノ呼野

 晴天時午前3回ノ探水ノ：B．P総平出：敷ハ28個，】回平均9．3個ナル；封シ，同午後1回ノ

採水ノソレハ2個ナリ，帥チ晴天時午後ノ採水ノB．pハ同午前ノソレヨリ少数ナリ，而シテ

本槍索二戸テ曇天時午後採水ノ例ナキヲ以テ曇天時ノ呼水ノ午前，午後ノ：B．p陽性率ノ比較

不能ナリ．

 6．天候ト：B・p出現度トノ三一

 晴天時探水12回ノ総：B．p陽性歎19個，1回亭均1・5個ナルニ封シ，曇天時探水7回ノソレハ

29個，1回亭均4．1個ニシテ，曇天時無水ノ：B．Pハ晴天時ノソレヨリ遙二多藪ナリ．

 7．水温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水温20℃以下ノ5回ノ採水ノ総：B．P槍出門10個，1回平均2個，21℃以上300Cマデノ9

回ノ採水ノソレハ20個，1回早均2．2個，30。C以上ノ5回ノソレハ19個，1回雫均3．8個ナリ，

帥チ水温ノ上昇ト二二B．pノ出現度増加セリ，之ハ稻ノ成長二件ヒ，水面ノ日光直射遮ラ

レ，且ツ水田内二取入ラル・用水モ亦水温ノ上昇ト共二之がB．p増加シヲルノニ貼r起因ス

ルモノナリ．

 8．：B．Pノ種類並二頻度

 総評索回数19回，申E菌：B．P20個（52．6％）ニシテ最：モ多ク，次ヂS菌：B．P 14個（36．8％），：F

菌，Shi菌BP各3個（7・8％）， C菌：B・P 5個（5．2％）， k．B菌：B．P 1個（2．6％）， T菌：B．P 2個

（2．1％），P．：B菌B．p 1個（1％）ノ順序及ビ種類ヲ示シタリ，而シテ糞尿ヲ肥料トスル水田ガ，

C菌：B・P僅＝5個（5・2％）＝シテ，他ノ菌種：二比シテ著ク少シ，コ四三二奇トスベキモ，之ガ

                   E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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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下二關シテハ未ダ確言シ得ザノし所ナリ．

             第4節 浴槽中ノBakte「iophageノ槍索

 本義附田病院ノ患者及ビ看護人用ノ浴槽ハ，高熱蒸氣ヲ以テ沸ス装置＝シテ，入浴時間ヲ

午前9時ヨリ正午マデトセリ，コノ男，女浴槽ノ浴前ノ午前9時前及ビ浴後ノ午後1時前後

ノ鼻水ニツキ：B．Pヲ槍索セリ．

                 第1項 實 験 方 法

 前方法二準ズ．

                 第2項 實 験 成 績

 1． 3月29日陽平

 男子昼前ノ浴水温度（43。C）ニシテ，之がB．P全陰性，同浴後，（42℃）ノ場合ノ：B・Pハ2個，（6％）ノ陽

性率ヲ示シ，女子浴前，（42℃）ノソレハ全陰性，同浴後（42「C）ノソレハユ個（3％）ナリ．

 2． 4月14日槍索．

 男子浴前，（42℃）ノ：B・Pハ1個（3％），同浴後，（43“C）ノソレハ1個，（3％）ナリ．女子浴前，（33℃）

ノ未ダ充分沸ザル低下水ノソレハ9個（28・1％）ノ多撒ヲ示シタリ，而シテ同浴後，（43℃）ノソレハ3個（9．3

％）ニシテ却テ減少セリ．

 3． 5月30日樵索．

 男子浴前，（40℃）ノ：B・Pハ全陰性，同浴後，（42℃）ノソレハ1個（3％），女子浴前，（40℃）ノソレハ2

個（6％），同浴後，〔42℃）ノソレハ2個（6％）ナリ．

 4． 6月20日樵索．

 男子浴前，（40’C）ノB．Pハ1個（3％），同浴後，（40℃）ノソレハ2個（6％），女子浴前，（41℃）ノソレ

ハ2個（6％），同浴後，（40℃）ノソレハ2個（6％）ナリ．

 5． 7月9日橡索．

 男子中豊，（40℃）ノB．Pハ1個（3％），同浴後，（40tC）ノソレハ2個（6％），女浴前，（39℃）ノソレハ

ユ個（3％），同浴後，（36℃）ノソレハ5個（15．6％）ナリ。

 6．  8月13日樵索．

 男子半歩，（40℃）ノ：B．Pハ2個（6％），同浴後，（40℃）ノソレハ3個（93％），女子浴前，（41℃）ノソレ

ハ2個（6％），同浴後，（35℃）ノソレハ7個，（2ユ・8％）ニシテ而モ室孔数多シ．

 7． 9月19日梅索，

 男子浴前，（4・1cC）ノB．Pハ2個（6％），同浴後，（39℃）ノソレハ2個（6％），女子浴前，（41「C）ノソレ

ハ2個（6％），同浴後，（40℃）ノソレハ3個（9・3％）ナリキ．

 8．10月19日槍索．

 男子広前，（41。C）ノB．Pハ全陰性，同浴後，（41℃）ノソレハ2個（6％），女子浴前，（43℃）ノソレハ2

個（6％），同浴後，（41ec）ノソレハ4個（12・5％）ナリ．

 9．11月18日面面．

 男子浴前，（43℃）ノ：B．Pハ1個（3％），同浴後，（40。C）ノソレハ全陰性，女子浴前，（42℃）ノソレハ全

陰性，同浴後，（40cC）ノソレハ2個（6％）ナリ．

 10，12月1目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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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表（1） 浴槽中ノBakteriophageノ検索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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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浴前．（40℃）ノB．Pハ全陰性，

同浴後，（439C）ノソレハ1個〔3％），

女子浴罰，（36℃）ノソレハ8個（25

％）ノ而モ盗孔多数ナルヲ示シ，同

浴後，（42℃）ノソレハ2個（6％）ナ

リキ．

 11．1月18日玉上．

 男子口前，（42¢C）ノ：B・Pハ全陰性，

同浴後，（40。C）ノソンハ1個（3％），

女子浴前，（41℃）ノソレハ全陰性，

同浴後，（39℃）ノソレハ2個（6％）

ナリ．

 12．2月7日橡索．

 男子浴前，（45℃）ノB・P1個（3％）

同浴後，（40℃）ノソレハ1個（3％㌧

女子浴前，（42℃）ノソレハ全陰性，

同浴後，（40℃）ノソレハ1個（3％）

ナリ．

 第3項 實験成績ノ小括

 1．男，女浴水ノ浴前，浴後

ノ：B．P出現度男，女門下12回目

：B・p槍索＝於テ，男子浴前ノ総

：B．p槍出tw 2個，同浴後ノソレ

ハ18個，計27個，女子浴前28個，

同浴後34個，計62個ナリー7自Pチ

面面水子，浴後ノ：B．pハ浴前ヨ

リ多ク，且ツ浴前，浴後タルヲ

問ハズ，女子浴水ノ：B．Pハ，男

子ノソレヨリ多藪ナリ．

 2． 7國濁度トB．1）出現度トノ

關係

 男，女浴槽共，入浴後ノ細水

ノ湖濁点入浴前ノソレニ比シテ

増加シ，省女子ノ西水ハ，男子

ノソレニ比シテ，ソノ畑田タル

ト，浴後タルトニ關セズ1國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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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高度ナリ，而シテ之ガ：B．p出現度ハ前丈二詳細記述セル如ク，男，女浴槽共，浴後ノ水

ハ面前二比シテ：B．P多ク，女子浴水ハ，男子ノソレニ比シテ，浴前，浴後共B．P多数ナリ，

帥チ湖濁度ノ増加ハ之ガ：B．Pノ出現度ヲ増大セリ．

 3．水温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水温（33。C）ノ1回採水ノB・P全陽性藪ハ9個，（350C）ノ1回探水ノソレハ7個，（360C）ノ

2回一水13個，1回懸鯛65個，（37℃），3回採水5個，1回平均1．6個，（400C），17回採水

27個，1回雫均1．5個，（41℃），7回採水10個，1回雫均1・4個，（420C），10回探水9個，1

回亭均0・9個ナリ，而シテ（43℃），6回採水8個，1回畢均1．3個，（45。C），1回＝テ1個ナ

リ，邸チ浴水温度42℃二至ルマデハ漸次温度ノ上昇ト共二B．P減少シ，43。C以上ノモノハ

回数少ク制明日ズ．

 4．季節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1，2，3／3ケ月間ノ3回槍索ノ：B・P総三聖数ハ9個，4，5，6／3ケ月間ノソレハ

26個，7，8，9／3ケ月間ノソレハ32個，10，11，12／3ケ月聞ノソレハ22個ニシテ：夏期

最モ多ク冬期最モ少シ，之ハ入浴人皆ノ多少二因ルモノナルベシ．

 5．：B．pノ種類並二頻度

 全陽性歎ヲ菌種：別二見ルニ，S菌：B・P 22個（22．9％）ニシテ最モ多ク，次デSch菌B．P 20個

（20・8％），F菌：B・P10個（10・4％）， k・：B菌B・P9個（9・3％）， k．A菌：B．P8個（8．3％）， C菌：B．P

16個（6．6％），P．A菌：B・P 1個（0・4％）ノ順序ヲ示ス．

             第；5節 濫1隅々ノ：Bakteriophage検索

 金澤市附近ノ5ケ所ノ温泉ニッキB・Pヲ検索セリ．

                第1項 實 験 方 法

 検索方法ハ単三用意シタル100ccmノ「コルベソ」二「ブイヨン」50CCm入レタノLモノヲ持参シ，直二可検

温泉50ccmヲ之二注加シ，騒田浦費時間約2時間ニシテ艀卵器内二入レ前方法二準ジ樵索セリ．

                第2項實 即成 績

 1． 4月20日午後時…es Mnく。

 粟津温泉ノ共同湯ノ歓料湯43℃，男子浴槽44℃，女子浴槽43℃，○下族i館男子浴槽42℃，女子浴槽

42．5eCナリs而シ以上5探水共之がB・P全陰性ナリキ．

 2， 5月6日午前11時採水．

 山中温泉共同浴槽ノ飲料湯49℃，男女浴槽共45℃ナリ．本3探水モ叉全陰性ナリ．

 3． 6月21日午後1時探水．

 山代温泉共同浴槽ノ相知湯45℃，男子浴槽420。C，女子浴槽41℃ニシテ共二B・Pヲ橡出シ得ザリキ．

 4． 7月20日午後2時採水．

 湯涌温泉共同浴槽ノ軟純一40℃，男子浴槽37℃，女子浴槽36・5。C，及ビ○屋旅館ノ男子浴槽44℃，女

子浴槽36．5。Cナル5探水，何レモB・P全陰性ナリキ．

 5． 8月30日午後2時菊水．

 片山津温泉共同浴槽ノ歓料湯47。C，男子浴槽43℃，女子浴槽42αC， Oや族館ノ飲料湯48℃，男子浴槽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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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女子浴槽42。C／6採水モ叉B・P全陰性二終レリ．以上5回二亘リテゾ22探水ニツキテ樵索セルニ

之がB．P 1個ダニ検出シ得ザリキ．

              第3章総括並二考按

 以上粟ケ崎海水浴場海水，河北山水，水田，浴槽，溜泉ニツキテB．pヲ槍索セル成績ヲ総

括シ考按セバ次ノ如シ．

 1．水量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〆

 河北晶晶ノ水量普通ナル3回一水ノ：B・P総検出tw 8個，1回信均2．6個，増水時4回探水

ノソレハ28個，1回三山7個，減水時5回二水ノソレハ5個，1回疏隔1個ナリ，且ツ叉水

田ノ8月30日ノA田ハ，僅二凹部二二レル少量ノ水ヨリ三水槍索セル＝之ガ：B．P発陰性ナ

リ，街同日ノ：B田ノ如ク多：量ノ水ヨリ探りタルニ之がB．P8個（25％）ノ多数ヲ六出セリー即

チ二水，水田ノ小水量ニハ：B．p少ク，多：量ナル水二於テハ之がB．p増加ス，而シテ海水ノ干

満不明ナルト，浴槽内ノ水量ノ毎回大差ナキヲ以テ，コノ爾区点成績ト水量トノ關白山ツキ

テハ附言スル能ハズ．

 2．水盗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水田ニツキ20。C以上ノ5回剛兵ノ総：B．P槍出血10個，1回雫均2個，21。C以上30。Cマデ

ノ9回探水ノソレハ20個，1回平均2・2個，30℃以上ノ5回ノ探水ノソレハ19個，1回亭均

3・8個＝シテ水温ノ上昇ト三二，之ガ：B・P出現度増大セリ，之ハ稻ノ成長ニツレテ水田面ノ日

光直射ノ減少ヲ來セルト，水田二導入セラル・用水ノ暑期二於ケル：B．Pノ増加ト相槍テ起因

スルモノナリ，之二反シ海水ノ70C以下ノ4回探水ノ全：B・P陽性数ハ7個，1回雫均1．8個ナ

ルニ謝シ，80C以上ノ水温ノ8回探水ノソレハ4個，1回卒均0．5個ナリ，樹潟水ノ水温10。C

以下ノ4回ノ探水ノ総：B・P留出数目20個，1回準均5個，11。C以上20。Cマヂノ4回忌水ノ

ソレハ16個，1回平均3・6個，21℃以上ノ4回雨水ノソレハ7個，1回平均L7個ナリ，荷浴

槽ノ33。C／1回採水ノ：B・P総陽性数ハ9個，35℃ノ1回二水ノソレハ7個，360C／2回山

水ノソレハ13個，1回雫均6．5個，39℃ノ3回探水ノソレハ5個，1回二三1．6個，40。C／17

回忌水ノソレハ27個，1回不均1・5個，41。C／7回忌水ノソレハ10個，1回平均1．4個，42℃

ノ10回探水ノ10回採水ノソレハ9個，1回平均0・9個ナリ，以上海水，漏水，漏水ノ3面面

ハ共＝水盗ノ上昇二件テ：B．pハ減少シ，前水田ノソレト相反セリ，而シテ海水，潟水ハ，水

温ノ上昇＝ツレテ晶々日光照射強烈トナリ，從テ之がB・Pハ減少ヲ來タスベク，浴槽水ハ高

熱蒸氣ノ注入＝ヨル加温装置ナルが故二，温度ノ上昇＝從テ，高熱藁紙二燭レタル水毒菌，

及ビ：B．pハ漸次死滅セシメラル・二因ルモノナラン．

 3。凋濁度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河北潟水ノ潤濁著キ3回ノ採水ノ：B・P総陽性数21個，1回平均7個，湖濁普通ナル水ノ4

回探水ノソレハ15個，1回準均3・7個，渦濁輕度ニシテ清キ水ノ5回採水ノソレハ5個，1

回雫均1個ナリ，省水田ノ渥濁普通ナル3回ノ探水ノ全Bp槍出数4個，1回挙均1．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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澗濁梢増加セル水ノ12回探水ノソレハ22個，1回雫均1．8個，潤濁著明ナルモノノ4回採水

ノソレハ23個，1回雫均5．7個ヲ示シ，尚男，女爾浴槽二於ケル浴後ノ漏濁水24回槍索ノ総

B．P楡出門52個ナルニ謝シ浴前ノソレハ37個ナリ，以上河北潟水，水田，浴槽水ノ3槍索ハ

二二之が潤濁ノ増加二件テB．P出現度増大セリ，然レドモ水田ノ6月24日ノ：B田ノ如キ’泥水

ノ検索険阻テ全陰性ヲ示シタリ，而シテ以上ノ成績ハ河川，用水，下水等ノソレト相一致セ

ルモ，猫リ海水ノミハ凋濁度少キ7回採水ノ：B．P総陽性tw 8個，1回4均1．3個ナルニ劃シ，

掴濁水5回ノ探水ノソレハ3個，1回雫均0．6ニシテ前三者ノ結果ト相反セリ，然レドモ余

ノ探水検索セル澗濁水ノ多クハ，暑氣ナルヲ以テ日光照射ノ大二影響スルモノナルベシ．

 4．天候トB．p出現度ノ關係

 海水ノ曇天時5回重水ノ総：B．P早出数ハ6個，1回特等1．2個ナルニ調シ，晴天時7回探

水ノソレハ5個，1回平均0．7個ナリ，樹潟水ノ曇天時5回探水ノソレハ18個，1回雫均3・6

個，晴天時7回ノソレハ23個，1回雫均3．2個，街水田ノ曇天時7回ノ湛水ノソレハ29個，

1回平均4．1個，晴天時12回ノソレハ19個，1回雫均15個ナリ，EPチ以上何レモ曇天時探水

撃ノB．p陽性率一骨天時ノソレニ比シテ多数ナリ．

 5．採水時刻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海水ノ晴天時ノ午前5回探水ノ：B．P総槍出藪4個，1回雫均0．8個，同午後ノ2回呪水ノ

ソレハ1個，1回亭均05個ナリ，同党水ノ晴天時午前ノ5回干鱈ノソレハ2ユ個，1回平均

4．2個，同午後ノ2回聖水ノソレハ5個，1回平均2．5個ナリ，’両水田ノ晴天時午前ノ3回採

水ノソレハ28個，1回雫均9．3個，同午後ノ1回ノソレハ2個ナリ，以上何レモ晴天時午後

ノ採水中ノ：B．p陽性率ハ午前ノソレヨリ少数ナリ，之二反シ海水ノ曇天時午前3回探水ノB．p

総置旧藪1個，1回平均0．3個，同午後ノ2回探水ノソレハ5個，1回卒均2．5個ナリ，術潟

水ノ曇天時午前ノ2回探水ノソレハ5個，1回雫均2．5個，同午後ノ3回採水ノソレハ13個，

1回雫均4．8個ナリ，印チ海水及ビ潟水ノ曇天時午後ノ採水中ノ：B．Pハ同午前ノソレヨリ多

数ナリ，而シテ水田＝ツキテノ曇天時午後ノ槍特例ナク之が珪較不能ナルヲ逡憾トス。

 6．採水地胆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水田ノ水取入ロノ3回採水ノ：B。P全陽性数12個，1回雫均4個，中央部13回探水ノソレ・ハ

30個，1回平均2．3個，排水ロノ3回探水ノソレハ7個，1回平均2．3個ニシテ，水取入ロノ

B．p多数ナル＝中央，排水口共二少数ナリ，之ハ水田ノ水流緩慢ナル爲メ，水中菌及ビ之ガ

：B．P沈澱シ，土壌二刀着旧ラル・一因ルモノナルベシ，而シテ海水ノ多クハ磯＝テ野水シ，

唯7月四聖ト沖ニテ，8月ハ磯ノ水面ト水底部ヨリ採りシモ共二全陰性ヲ示シ，且ツ離水ハ

常二大野川起始部ノ邊岸ヨリ，三水ハ常二表面ヨリ採水セル關係上，採水地黙ト：B．P出現度

トノ關係ヲ云々シ得ザルナリ．

 7．不潔物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三水，水田，浴槽ノ不潔物混在程度ハ，之が潮濁度トー致セルモノニシテ，澗濁度ノ三二

於テ詳細記述セル如ク，所謂不潔物ノヨリ多キ混入ハ，之がB．Pヲヨリ多ク出現セシムル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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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ナリ，然レドモ糞尿ヲ肥料トセル水田＝於テ，比較的C菌ヲ始メ他ノ菌二作用スルB．p槍

出ノ少歎ナルハ甚ダ奇トスル所ナリ．

 8．季節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海水ノ7，8，9，10／4ケ月聞ノ凹凹ノ何レモB．P全陰性ナルニi封シ，他ノ8ケ月聞ノ

8回ノ槍索ノ総B．P槍出数ハ11個，1回亭均1．3個ナリ，二水ノ6，7，8，9，10／5ケ月

闇ノ5回槍索ノソレハ7個，1回平均1．4個ナルニ樹シ，他ノ7ケ月間ノ7回槍索ノソレハ34

個，1回雫均4．8個ナリ，帥チ海水，潟水ノ夏期ノ：B．P陽性数ハ冬期ノソレニ比シテ遙二少

数ナリ，之ハ日光照射ノ有無強弱二起因スルモノナラン，之二反シ呪水ノ1，2，3／3ケ

月闇ノB．P総陽性数ハ9個，4，5，6／3ケ月間ノソレハ26個，7，8，9／3ケ月ノソ

レハ32個，10，11，12／3ケ月ノソレハ22個＝シテ夏期ハ参期＝比シテ署ク多数ナリ，之ハ

夏期ノ入浴人肥ノ多数ナルニ因ルモノナルベシ．                  ・

 9．B．Pノ種類及ビ頻度

 海水12回槍索ノ：B・Pノ種類及ビ頻度ハS菌B．P5個（28．3％）， k．A菌B．P2個（8．3％）， C

菌：B．p 2個（3．3％）， p．A菌B．p！個（1．6％）， p．B菌B．p 1個（L6％），計11個，1回手均0．8

個，潟水12回思索ノソレハS菌：B・P7個（29・1％）， Soh菌，：F菌B．P各6個（25％）， kB菌，

：F菌B・P各5個（20・8％），C菌B・P 7個（11．6％）， k．A菌， P．：B菌：B．P各1個（4．1％〉，丁菌：B．P

3個（3・3％），P・B菌：B・P 1個（1・6％），計42個，1回丁一陣3．6個，水田19回楡索ノソレハE菌

B・P 20個（52・6％），S菌：B・P 14個（36・8％），早早， Sch菌：B・P各3個（7・8％），T菌：B・P 2個（2・1

％），P．：B菌B．P1個（1％）， C菌B．P5個（5．2％），計48個，1回野州2．5個，浴槽48回槍索

ノソレハS菌22個（22．9％），Sch菌：B・P 17個口17．6％），：F菌：B．P 11個（11．4％），k：B菌：B．P 9個

（9．3％），k．A菌：B．P8個（8・3％）， C菌：B．P16個（6．6％）， P、A菌B．P1個（O．4％），計84個，1

回平均2．7個ニシテ，之ヲ菌種別昌セバ，T菌B．P 4個， P．A菌：B．P 2個， P．：B菌B．P 3個， C

菌B．P 30個， S菌B．P 48個， k．A菌B．P 11個， k．：B菌B．P 15個，：F菌：B．P 19個， Sch四二ビE菌

：B．P各26個＝シテS菌：B・P最：モ多藪ニシテT菌， P．A菌， P．：B菌B’P最モ少藪ナリ．

 伺各水脚ツキテ槍索1回卒均ノB・P槍出籔ヲ見ル・・，潟水：B．P3．6個ニシテ最モ多ク，浴水

2．ク個，水田25個，海水0．8個ノ順序タリ，以上何レモ河川，用水二二シテ著ク少数ナリ．而

シテ水田ノ：B・Pノ少藪ナル原因ハ，水流至極綾慢＝シテ，；水中菌ノ沈澱及ビ：B．Pノ土壌吸着．

並二河川二巴シテ水量著ク少ク，而モ強烈ナル日光直射ヲ防グ隙蔽物ノ少キ＝ヨリ，浴水ノ

ソレハ高熱水蒸氣ノ干鰯ニヨリ，B．pノ破壌セラル・二起因シ，債1海水及ビ三水ノソレハ水

中二含有セラル・濃厚ナル食盤並二日光直射ノ：影響＝因ルモノナルベク，四二海水ノ最：モ少

数ナルハ，何二由來スルカヲ按ズルニ，嘗テ長沼ハ，生理的食引水ヲ以テ稀繹セル「ブイヨ

ン」ヲ以テB．Pノ増殖ヲ計ル＝，高度＝稀物サレタルモノ程，添加菌，襲育不良ニシテ且ツ

之がB．Pノ溶菌贋少キヲ實験セリ，之二由レバ食盤ヲ1－3％二含有シ，反慮中性ナル海水

ハ，當然菌ノ三門ヲ障害シ，從テハB．Pノ増殖＝一不適當ナルハ明ナリ，加之，海水ハ各方面

ヨリ各種汚物ノ注加混入彩ク多量ナルモ，之二巴スル海水量飴リニ多ク，且ツ干満ニヨリ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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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ズ移動シ，之が汚染度合ヲ極メテ稀薄タラシメ，更二：B．Pノ出現牽ノ減少ヲ來タスモノナ

ラン．

 10．温泉トB．p出現度トノ關係

 山中，山代，粟津，片山津，湯涌ノ五濫泉ニツキ，総計22回探水槍索セル＝之がB・P総テ

陰性ナリキ．

               繁4章 結   論

 余ハ粟ケ崎海水，河北潟水，水田，本學病院患者浴槽及ビ温泉ニツキ「ブイヨン」増殖法ト

塞天亭板法トノ併用ニテ，「チフスJ菌，「パラチフス」A菌，「パラチフス」B菌，大腸菌．各

5菌株，及ビ志賀菌，駒込A菌，駒込：B菌，フレキシネル菌，シユミツッ菌，疫痢菌ノ各2

菌株，計32菌株ヲ以テ：Bakteriophageヲ検索シ次ノ結論ヲ得タリ．

 1．温泉ヲ除キテ他ノ各水二Bakteriophageヲ槍出セリ，而シテ之が陽性率ハ，河北潟

水最モ多ク，次ヂ浴槽水，水田，海水ノ順序＝シテ，二二赤痢菌Phage最モ多ク，大腸菌

之二次ギ，「チフス」菌：Phage最モ少シ，然レドモ以上何レモ河川，用水，下水二比シテ著

ク少歎ナリ．

 2．潟及ビ水田＝於テ増水時多ク，減水時少シ．

 3．潟，；水田，浴槽ニツキテ見ルニ1二品高度ナルモノ程：Bakteriophage多シ．

 4．潟及ビ水田ノ水温ノ高キ水ハ，低温ノモノニ比シBekteriophage多数ナリ，然レドモ

浴槽ノ如キ40℃以上二上ルモノハ，之ト相反シ，樹海水ハ7，8，9月ノ水温高キニ於テ

全然陰性ナリキ。

 5．潟，水田，浴槽ノ不潔度ノ増加ハ，之ガ：Bakteriophageノ出現度ヲ増大セリ．

 6。浴槽ノ夏期槍索ハ，参期ノソレニ比シテ：Bal〈teriophage上敷ナルモ，海水及ビ二水ハ

夏期二却テ少数ナリ．

 7．海，潟，水田ノ：Bakteriophageハ日光照射ニヨリテ著ク減少ス，從テ曇天時午後ノ探

水ノBakteriophageハ，同午前ノソレヨリ多数ナルモ，晴天時殊二日光直射ノ三三ナル午後

探水ノ場合ハ，同午前ノソレヨリ却テ減少セ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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