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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部淡水養殖魚類泥土味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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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fish farmer use reservoir for

fresh water fish by integrated polyculture. Farmer use pig, chicken manure

as fertilizer, sometime feed with rice bran, soy bean powder as supplement

feed. There are about 38� 屆 reservoir with off-flavor fish.

Pond-rearing fish with off-flavor has seasonal change, the

and

highest off-

graduately
increase from March to April etc.

In polyculture pond fish with grade of off-flavor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and

thenflavor in November, the lowest off-flavor in Febuary

next Big headto the species, the highest is Tilapia and Common carp,

Grass carp, the last Crucian carp.

Off-flavor of fish will be inhenced if the fish are putted in onefreezer
day or more except the viscera and gill were moved out before freezing.

Fish with of ← flavor or. not is positive relate to water temperature

but negative relate to turbidity, no relate to PH, DO.
and

transparency,

雷

吳郭魚、草鰱魚、鯉魚等為本省重要淡水養殖魚類, 其產量已隨國民生活水準揖高而對養殖魚、 ifJi
品質之要求也愈高 , 對於養殖魚、體智有之異味 (off-flavor) , 如泥土昧的排斥反應也愈明顯 , 魚體
如帶有泥土味往往產生滯銷現象 , 即使削價亦不易錯售 , 降低聲殖魚類之經濟價值及其經濟效益。

Thaysen (1936) 研究結果認為蘇格蘭河流內鯨魚之泥土味是由河兩岸泥土中放射狀菌〈
Actinomycetes) 新陳代謝之有機物質所引起。這些有機物質在水中為鯨魚、吸收蓄積魚體內使之星現
泥土味。 Ashner (1969) 等報告以色列養殖鯉魚之泥土味是由一種藍綠藻 Oscillatoria tenuis 昕引

起。美國中南部及東南部集約養殖之美國河能亦屢見帶有泥土味 (Lovell, 1971) 01971 年秋天約有
的%池塘內之美國河蛤帶有泥土睬 , 這些河蛤雖已達上市體型甜無法銷售 , 嚴重影響經濟效益。雖然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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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驗室內已證實藍綠藻和放射狀菌能引起魚體帶有提土味 (Lovell, 1972) , 但並非所宿藍緯藻典故
射狀菌均會使魚帶有泥土味

, 僅其中數種而已。
引起魚體泥土味之化學物質有 Geosmin, Mucicone, 2-Methylisobornel 等

, 其中最重要的是
Geosmin , 此為無色 , 具有很強烈泥土昧之中性抽類 , 分子式為 CuHuO 。藍蜍藻中 Symploca

muscorum, Oscillatoria tenuis, Lyngbya d. 的 stuarii 及某些放射狀菌類能製造並含有

Geosmin 0 Yurkowski and Tabacheck (1974) 更進一步自加拿大湖中帶有泥土味虹僻抽取分離

出 G eosmin
, 證明虹鱗泥土味是由 Geosmin 昕引起

, 魚體內 Geosmin 含量每 100 g 魚體含量超

過 0.6 μg 以上則能使之嚐出具泥土味。 Geosmin 含量愈多 , 泥土味則愈靈。
為7 確保養殖魚類之附加價值

, 預防及肪止異眛之發生而降低聲殖魚類價值 , 乃針對養殖魚類異
味進行研究 , 循予接討本省淡水養殖魚類類泥土味發生之原因 , 進而尋求預肪 , 防止之芳法與對策 ,

以提高水產養殖魚類之品質和經濟效益。

材料與方法

按月至本省北部地區揖切|民半集給式談水養起祂謂查池魚臭味出現情形 , 制昂地魚間捕時或以撤
網捕獲標本魚 , 於現場謀取魚肉以保潔膜密封於塑膠培養血 , 直接移至徹渡爐內熟化 , 以味覺感官測
試標本魚泥土味之右無及其程度 , 同時樹試標本魚他中之水質如水溫、水色、透明度、獨度、 pH 、

DO 等 , 另以浮樹生物主眾集結踩集魚池中之浮游生物 , 予以分類鑑定、篩選以確定引起養殖魚泊異味
之藻頸 , 進而揉討預防、防止引起異味之對策與方法。

又養殖池標本魚捕獲後分二部分 , 一部分如前述於養殖場馬上拉肉置於徵法爐內熱化後以感官測
試其發生泥土味之程度 , 另一部分帶回分所後置於冰箱內冷凍 , 隔自取出使之自然解凍後 , 以間樣方
法測試其發生泥土味之情形 , 兩者比較以探討冷凍對魚體泥土味之影響。

結 果

本省北都說竹地區之缺水養殖大部分為粗放式之埠 �II 養殖 ' 所養殖之魚類 QJ. 草、鱷魚、鱷魚、吳

郭魚等為主 , 由於養殖種類以健科及吳郭魚為主 , 因此抽水中的浮游生物密度直接影響到養殖魚類的
生長速卒 , 為了培育養殖魚類生長及維持夏好水質所需的植物性浮游生物大部揉融投綜合經營方式 ,

在魚池埠 till 周圍建宿舍鴨舍來養豬、鴨等 , 以這些豬、鴨的剩餌和排 i世物作為浮游性植物繁衍滋生的

營養分 , 禽畜耕 j世物內的有機養分除了供浮游性藻類生長繁衍外
, 亦哄水中的菌類如放射狀菌等營養

滋生。池中繁生的浮游性藻類、放射狀菌中之某些種額的新陳代謝 :詢部具有很特殊的異味 , 聞之墨特
妹令人不悅的味道 , 一般概括的稱之 II 泥土味咿。

一、北部淡水養殖魚類發生泥土味之情形

桃園、新竹地區之談水養殖大部利用水利會權組用之埠 till 養殖魚類
, 所養之魚種以吳郭魚、大頭

鰱、竹葉鰱等為止 , 這些魚、續為濾食性 , 池塘中之浮游生物為其主要食物 , 為7 使池塘中浮游生物繁

生 , 養殖方式都跟用海投綜合經營 , 以禽畜之排泄物為有機肥料來達到降低聲殖成本 , 提高產量目的
, 因此池塘非常富營養化 , 致使藻類和菌類大量繁生 , 又養殖業者亦瞭解他魚之換肉寧、餌料係數等
理論 , 他魚吃得多才長得快 , 所以埠 till 養殖雖說是採粗放 , 亦已逐漸轉為半集約養殖 ' 不只在埠 till 周

圍養豬、鴨使其排泄物注入 , 每天亦投值大量的黃豆盼、米糖和垂掛大宣餅等 , 抽水富營養化 , 導致
豆豆頓和菌類大量繁生, 池中高密度的藻類、菌類群中如其代謝產物中有 Geosmin 等物質時 , 則會使
祂魚具有泥土味。在 73 年 5 至 10 月調查 13 口養殖之池魚中有 5 口養殖池魚具有泥土味

, 北部地區埠圳

養成池魚具有泥土味之頻率約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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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一 : 北部養殖魚類泥土味調查位置圍
A: 眺圓大園地區 B : 說圈新屋地區
c: 新竹湖口地區 D: 新竹新單地區

Survey area of off-flavor in pond-raised fish in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A: Tao-yuan Tai-yuan B: Tao-yuan Hsin-wu

C. Hsin-chu Hu-kou D: Hsin-chu Hsin-feug

fig. 1.

二、地魚含有泥土味之季節變化

眺園、新竹地區 , 埠草 II 養殖池之抽魚發生泥土味情形經初步調查後 , 選定三個具有代表性且池魚
曾含有泥土味之埠胡| 按月調查一丟失 , 以瞭解其季節性變化。三個埠切 l之季節性變化均不相間

, 但有 -
共同趨勢為池魚含有泥土味以11 月的最強 , 2 月份最低 , 3 月份時魚體會有之泥土味再度增高回升〈

圖 2 ) 三個埠 �II 中之二個在整個調查期間池魚均具有泥土睬 , 合泥土味程度隨季節變異 , 另一個埠 �II

祂則在 5 月和童年 2 月時他魚不具泥土味。可見養殖池魚含有泥土味之有無和高低會隨手都在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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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 北部地區養殖他魚之泥土味變化

魚體異味依強弱分成 1 至 10 個點數表示 , 10 : 不具泥土味 '8: 稍具泥土味 ,
6 : 其顯著泥土味 , 4 : 具重泥土睬 , 2 : 具極重泥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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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ctuation of off-flavor in pond-raised fish in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Score descriptions: 10=no off-flavor, 8=slight off-flavor,

6=distinct off-flavor, 4=intense off-flavor, 2=extreme off-flavor,

Fig. 2.

三、同一埠事 1/ 池中不同魚種含泥土味之差異情形

揖till 漁牧綜合經營地中 , 放養魚類以吳郭魚為主 , 其次是大頭鰱和鯉魚、細魚 , 另放聲少數七星
鱷來控制池中雜魚。檢靚同一揖 till 中不同舟、種含有泥土味之程度 , 初步發現魚種不同 , 其體內含有泥
土味物質亦墨現程度上之不間 , 以吳郭魚、鯉魚含有泥土味最重 ,

其 ::X 是草魚、大頭鰱 ' 再其 ::X 是鯽魚,
在其他野外調查項目中亦發現高密度放聲集約養殖他中之美洲大嘴鱷和七星鱷亦有嚴重之泥土味。

四、魚體冷凍前接與其含有泥土味之變化情形

取縛事
'I 網捕之祂魚、於養殖場現場釘了魚肉經徵按堪熟化後

,
由感官測試具以感官味覺測試泥土味 ,

感覺似有又似無或很輕徵時 , 經冷凍一臼後 , 再以同樣方法採魚肉熱化後 ,
以感官味覺測試泥土味即

可明顯辦別出來具有泥土味。但若將其內攝和肥等先去除再冷凍一天 , 繼之將肉熟化 , 其泥土昧與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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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 北部地區養殖他之水溫變化

Fluctuation of the pond water temperature in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凍前相同。可見在魚體內攝如消化器宮和餌上附著之泥土味物質 , 於冷讓時亦會逐漸的擴散轉至魚體
內 ,

因此緝捕之地魚愈快出售愈好 , 他魚銷售前如能蓄養一設時間並禁食 , 去除踴胃內容物 , 將可減
少魚、體內泥土味物質, 提高魚產品質。
五、埠 :!;Iii 池魚含有泥土味之水質讀讀

1. 水溫與抽魚泥土味關係 ( 圖 4-1, 4-2, 4-3)

本省北部埠 :!;Iii 養成抽魚以 11 月份含有泥土味最濃 , 1比時月平均水溫在 2S0C 以上 , 以後隨水溫降
低 ,

他魚泥土味逐漸降低 , 水溫在 1 月份降至最低約 lS0C 左右 , 此種低溫情況持續約一個月 , 3 月
份水溫回升至 20 �C 左右 ,

他魚泥土味亦還漸增加。由此可見抽魚泥土味隨水溫降低而逐漸誠退 , 如
20 �C 以下持續一個月左右之低溫可使他魚泥土味降至不合泥土睬 , 又當冬去春來 71< 溫回升時 , 他魚
很快又再含有泥土味 ,

因此祂魚泥土味之有無與含有泥土味之漫談隨水溫消長 , 與 71< 溫墨正相闖關係
。

2. 透明度其他魚泥土味關係 ( 圖 6-1, 6-2, 6-3)
埠 :!;III 池中影響透明度之因素主要為浮游性藻頸 ,

而藻額為引起魚體含有泥土味之主要因子之一。
埠 :!;III 抽水透明度最低在 11 月份 ,

也是地魚含泥土味最高之 11 月份 '11 月份後水溫達漸降低但透明度卸
漸增高 , 至 2 月份透明度達最高點 , 相對的地魚含有泥土味隨著透明度增高而誠少 , 在透明度最高之
2 月份 ,

亦是池魚泥土味最少的時候 , 國此 ,
抽水透明度與他魚含有泥土味之閱有負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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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 : 李先生養殖場水溫與他魚泥土味之閥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temperature and off-flavor sC'Ores for

pond fish in Mr. Lee's fish farm.

Fig.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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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 : 謝先生養殖喝水溫典池魚泥土味之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temperature and off-flavor scores for

pond fish in Mr. Hsieh's fish farm.

Fig.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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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 : 徐先生養殖場水溫興地魚泥土味之關保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temperature and off-flavor scores for

pond fish in Mr. Shyu's fish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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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3. : 徐先生養殖場透明度與池魚泥土味之聞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parency and off-flavor scores for pond

fish in Mr. Shyu's fish farm.

Fig. 6-3.

濁度、 pH 、 DO 興地魚泥土味關係〈圖 2. 7. 9. 10)

影響濁度因素有浮游生物和懸浮顯粒 , 由於浮游生物為影響透明度之主要園子 , 而透明度與池魚
泥土味有負相關存在 , 因此濁度與池魚泥土味之關保亦有負相關存在〈圖 a-I, a-2, 8-3) 只是故此

間之負相關關係並不知透明度與池魚泥土味飯之顯著。由圍 2. 6. 7 可見 pH, DO 興地魚泥土味之

間並沒有任何正或負相關存在。

3.

r ,r 、
0' .r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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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請

養殖祂魚具有不能為消費者接受之異味如泥土味等是最近竟是年來才發生, 也就是隨養殖技術發達,
由單位面積低產量之粗放養殖走上高產量之集約養殖的副產物。養殖業者為了在有限面積內獲取最

大利潤 , 不斷的提高放養量和投餌量 ,
期於最短時間內獲敢最大產量。在池塘水質環撞管理上未能適

當配合情況下 , 池水高度宮營養化 ,
使宮營養化的池水和底捏成為藻類和放射狀菌的溫床 , 而大量繁

衍 , 不幸的是 ,
有些藻類和放射狀菌之代謝產物為具有特殊難聞的味道如 Geosmin 之饋的物質 , 呈

現特別令人難以忍受之臭泥土味。

藻頡、放射狀菌產生 Geosmin 之類的新陳代謝產物 ,
不只存在其體內亦釋放至其生存之水域。

高雄地區之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因澄清湖逐漸宮營養化且水溫適合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 除了造成
淨水廠過濾油的嚴重阻皇之之外, 最嚴重的是會造成自來水帶有臭味 , 影響民家用水 , 亦使水公司一天
到晚遭到用戶的抱怨 , 如民國 71 年曾因自來水中帶臭泥土味長達半個月之久 , 而屢適用戶抗議。

養殖魚類具有泥土味之現象 , 淡水魚鑽比海水魚獨普遍 , 而其泥土味亦較嚴重 , 養殖魚期之泥土
昧與其食性有關 , 漁民傳統上認為竹葉鰱在自露 ( 農曆 7 月 24 日〉以前不能網捕上市 , 究其原因乃由
於竹葉鰱以攝食浮游性植物為生 , 而浮游性植物中有會產生泥土味之藻類 , 致使魚體常帶有不易為人
接受的怪味道所致。依本報告資料顯示本省養殖魚續發生泥土味最嚴重季節是在 11 月 , 由於劃目魚、
吳郭魚等養殖魚類在台灣不易越冬 , 因此每年大多在寒流來臨前清地放麓 , 導致軟末冬韌肢獲時由於
產量多 , 加上魚體帶有嚴重之泥土味 , 致產生滯銷、銷售無門 , 而成為不容忽臨之養殖問題。

摘 要

本省北部水產養殖主要為大型之埠�II 養殖拙 , 以淡水魚類為主 , 揉用撫牧綜合方式蘊營 , 其發生
泥土味之頻率約為 38% ' 養殖池魚具有之泥土味有季節性之變化

, 以 11 月份最強、 2 月街最低 , 3 月

份峙魚體含有之泥土味再度增高固卉。再一養殖祂魚中依魚種不同其體內含泥土味程度亦隨之不同 ,
以吳郭魚、鯉魚含有泥土昧最重 , 其次大頭鰱魚、草魚 , 再其次為蜘魚。具有泥土味之魚體經冷凍後

, 其魚體泥土味比未加以冷凍前更過烈 , 但如將其內鵬及姆先行去除再冷凍員。魚體泥土味未有增誡現
象。池魚泥土味之有無及含有泥土味之濃談隨養殖環境中之水溫消長 , 與水溫星正相關關保 , 與抽水
透明度、濁度呈負相關關保 , 與 pH." DO 等沒有正或負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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