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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環境改善及魚類異味之防止與去除

豆葉類與魚類泥土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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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魚類常因帶泥土異眛而影響其品質與售價。此種異味之發生 , 經前人研究 , 係由藍綠藻
“ ,9,11, 13, I�, 19) 或放射線菌

(2, I, f, 11) 所產生之有機物質引起。此期有機物質經鑑定主要

為 Geosmin
( �, 7, 8, 14, 19, 2 1

)

或 2-methylisoborneol
(�, 7, 1 f, 19, 21) 等。能產生此頡物質

之藻餌 , 接文獻所載可為顫藻 (Oscillatoria) 、魚體藻 (Anabaena) 、鞘絲藻 (Lyngbya) 、裂

氯藻 (Schizothrix) 及東藻 (Symploca)(�' 8, II, 18, III, J!的。這類藻撞在本省水域中 , 尤其是
養殖魚池 , 常普通繁生。接前人報告 (1) , 本省之養殖魚類確已常有泥土異味之問題存在 , 並已影響
養殖魚之經濟效益。因此調查養殖魚池中藻類與泥土味發生之相關性

, 研擬改善此異味之對策 , 提高
養殖魚額之品質 , 邊為當毒害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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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 新 竹 徐 先 生 N 1 台南一和j眉 謝 先 生

T 2 新 竹 徐 先 生 N 2 台南一仁德 王 先 生

T 3 新 竹 謝 先 生 N 3 台甫一七股 草草 先 生

T 4 新 竹 李 先 生 N 4 台甫一西港 �J�j0� 先 生

T 5 新 竹 江 先 生 N 5 台甫一新化 蔡 先 生

T 6 新 竹 徐 先 生 N 6 台南一麻丘 陳 先 生

K 1 高雄一路竹 直 先 生 N 7 台甫一土城 黃 先 生

K 2 高雄一茄荒 林 先 生 N 8 台甫一安定 劉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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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新竹、台南、高雄地區之養殖池
, 作長期探樣調查 , 以確定造成養殖魚體泥土味之藻種 ,

並于分離、純化及培養
, 以供進一步研究其生長特性 , 及研擬防除泥土味之對策。

材料與方法

自 1985 年 7 月起在新竹、嘉義、台商及高雄地區
, 選定 16 個養殖他 ( 見裹一 ) , 定期以探集網探

集藻類樣末 , 以固定被 (Lugol's solution) 固定之
, 經甘油脫水 , 快染給 (Fast green) 染色

, 封

片永久保存。

在顯微鏡下觀察及鑑定藻類品種並分析旅群之組成特性
, 從各接種在 1000 個藻個數所出現之頻度

, 依 Shannon 及 Weaver (1949) 之公式算出各養殖他之種政異度
(Diversity Index) 。對與泥土

味之發生有相關之可疑藻種 , 子以分離、純化及培養 , 並利用嗅覺方法來確定所培養之藻種是否具有
泥土味。經推定會產生泥土味之藻種

, 在實驗室予大量培養。

果

養殖池中之藻類族群, 隨不同之養殖池而有不悶。其隨季節變化所作之按群消長型態亦有不同。
在所有調查之養殖池中 , 均有優養現象。他中最常見之藻種 , 有藍綠藻額的顫藻 (Oscillatoria) 、

徵囊藻 (Microcystis) 、席藻 (Phormidium) 、螺旋藻 (Spirulina) 、失頭藻 (RaphidioPsis)

、魚腥藻 (Anabaena) ; 綠藻類的棚藻 CScenedesmus) 、盤星藻 (Pedi 自trum) 、寂藻〈

Chlamydomonas) 、實球藻 (Pandorina) 、 g 球藻 CEudorina) 、卵囊藻 COocystis) ; 課藻類

的課藻 (Euglena) 、扁課藻 (Phac 圳、囊課藻 CTrache lomonas) 、鱗孔藻 (Lepocinclis) 及

矽藻類的針桿藻 (Synedra) 、直鏈藻 (Melosira) 、小環藻 (Cyclotella) 。藻類族群之種政異度

由於有優勢種出現 , 一般水壩之種歧異度分於 1 至 5 之間 , 其值愈高 , 水質愈佳。在所調查之養殖池
中 , 其值多在 4 以下 , 在有絕對優勢藻積的出現 , 更有近於 1 者。以藻類指標看 , 養殖池之水質多屬
於中腐水性 , 而介於 2 至 3 級水之間 , 有的甚至為 3 級水質。

有的養殖池常有藻花之現象 , 造成藻花之藻種主要 jf.b 徵囊藻 (Microc) 叫is aeruginos, 的
, 另顫

藻、螺旋藻、魚腥藻、尖頭藻、課藻也會產生藻花。但藻花之形成與養殖魚類之泥土味並無相關
, 因

將此顯藻種作純種培養時 , 並未發現會產生泥土味。
由選定之16 個養殖祂包括新竹地區 6 個、高雄地區 2 個、台南地區 8 個 ( 見棄一〉。其中 T1 、

結

一 : 養殖池樣本分佈表

號
1

表

尸殖養點地號 |II 編尸殖聲點地編



T 1 +*

T 2 +*

T 3 + + v

T 4 + + j

T 5 + + j

T 6 +*

N 1 + j

N 2 + j

N 3 + + j

N 4
j

N 5 +* j

N 6
j

N 7 + v

N 8 + v

K 1 + J

K 2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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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 T6 雖有可疑藻種的出現 , 但其出現頻度極低 , 魚體中未具泥土味。 N4 之魚體雖具有泥土味
, 但並無發現可疑的藻種。 N5 、 K2 雖其有泥土睬 , 但可疑藻種之出現頻度偏低。 .lit 外其餘各養殖
祂皆可發現魚體泥土昧與藻類出現有密切相關。由 A. viguieri ( 見圖五 c) 所引超泥土異味之養殖

抽只有N3 。由 A. macrospora var. cr ω'sa ( 見圖五 b) 昕引起者為新竹地區的 T3 、 T4 、

T5 。由 An. circularis ( 見圖五 d) 所引起的有台南地區的 N3 、 N8 。由 O. tenuis ( 見圖五 a

〉所引起者最多 , 新竹、台南及高雄地區都有。有的養殖他之泥土味由 2 種以上的藻種所共同引起 ,
如新竹地區的 T3 、 T4 、 T 5 , 台南地區的 N 3 ( 見表二〉

養殖環境改善及魚類異味之防止與去除一藻類與魚類泥土味關係

。

二 : 養殖魚類泥土昧與藻期出現關係表

味土泥

種

J

A. ma, 法
;pora

I

."�

養殖戶 Oscillatoria
tenuis

Anabaenopsis
circulat 臼

Anabaena
vzgulerz

出現頻度小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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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會產生泥土異味之養殖池中 , 選定 5 個作長期追聽調查 , 包括新竹地區 T3 、 T4 、 T5 三個

養殖油及台南地區 Nl 養殖池。園一之 T3 養殖池 , 其種歧異度於八、九月達最高 , 此時藻類相較為
龍雄 , 並無優勢藻種出現。一、二月間 , 種政異度降至最低 , 此時矽藻佔優勢。六月間為藍綠藻類的
頤藻佔優勢 , 但此時並無會引起泥土味之藻種。此養殖池於三、四、六月間有發現引起泥土異味之藻
種 A. macrospora var. crassa , 此藻種在四至六月間數量最多 , 此時之魚體亦帶泥土異味。在十
一、十二月份雖有泥土味之記錄 , 但未發現可疑之藻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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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3 養殖池中藻類群落種歧異度、藍綠藻類、綠藻類、課藻類及魚腥藻等在 1985 年

8 月至 1986 年 6 月間之數量消長變化及其與魚體泥土異味發生之關係。

泥土異味之標示 : m' 中等 ; s' 輕微。

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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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 T4 之養殖池 ,
其種歧異度均偏低。於不間的月份有不同佔優勢的藻種。八、九月份徵囊藻

拈優勢 , 十月席藻優勢 , 二、三月 Micractinium 優勢 , 四、六月盤星藻優勢。此養殖魚池之泥土味
由 2 種藻種所共同引起 , 分別是 O. tenuis 及 A. macro 掙ora var. crassa , 於八、九、十一月
份泥土異味之產生 O. tenuis 所引起 , 六月份時泥土異味則由 2 個藻種昕引起。二月份時並未發現可
蜓的藻種。

養殖環境改善及魚類異味之防止與去除一藻類與魚類泥土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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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4 養殖池中藻類群落種歧異度、藍綠藻頸、綠藻類、顫藻及魚盟藻在1985 年

8 月至 1986 年 6 月間之數量變化及其與魚體泥土味發生之關係。

泥土味標示如團一。

國

間三 T5 之養殖池 , 只有十月至童年一月之資料 , 十二月份時有優勢藻種席藻 , 此時種歧異度最
低。魚體泥土臭味的發生 , 十月份由 A. macrospora var. cr ωsa 51; 臣 , 一月時增加7 o. tenu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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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T5 養殖池中藻類群落種戲真皮、藍綠藻類、綠藻類、顫藻及魚盟黨在1985 年

10 月至1986 年 1 月間之數量變化及其與魚體泥土味發生之關保。

泥土味標示如圖一。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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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四 Nl 之養殖池 , 除7 三月時種歧異度最高外 ,
其餘各時間均有優勢藻種的出現 , 種歧異度偏

低。八月時有尖頭藻及課藻佔優勢種 , 九月及童年一月有互交藻 , 五月有螺旋藻及囊課藻 ' 可知優勢藻
種隨季節性變化。魚體泥土臭味之發生 , 分別在八、九月及童年五月 , 其發生時間與顫藻之數量消長

養殖環境改善及魚類臭味之防止與去除一藻類與魚類泥土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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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Nl 養殖池中藻類群落種歧異度、藍緯藻類、綠藻類、課藻額及顫藻在1985 年

8 月至 1986 年 6 月間之數量變化及其與魚體泥土味發生之關係。

泥土味標示如圖一。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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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本省會產生泥土昧的藻類

(a): Oscillatoria tenuis Ag. (500 x)

(b): Anabaena m前rospora var. crassa Klebahn (500 x)

(c): A. viguieri Denis et Fremy (500 x)

(d): Anabaenopsis circularis (G. S. West) WoI.. et Miller. (100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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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話

泥土味之發生有季節性, 通常發生在八至十一月閉 ,
及四、五月間。引起泥土味之藻種 , 如前面

結果之研述 , 分由四種藻種引起。其中 , An. circularis 在二、三月聞出現外 , 其餘三藻種之生長
期與魚、體泥土味發生之季節大致吻合。從季節變化之結果顯示藻頓與泥土味之發生確有相關。由前面

結果顯示 , 本省會引起泥土味之藻種以顫藻最為普遍。在新竹、台南及高雄地區均有。由其餘之藻種
所引起之泥土味 , 似有地區性 , 但因以上之結果只為一年之結果 , 尚不足以下肯定之結論。此有待更
長久之調查查證。

有關台商地區養殖池之藻類相消長變化 , Shen (1961) 曾作過調查 , 其藻類相雖有部份和本文
類似 , 但因d學者養殖型態之改變甚大 , 藻類相也隨之變化 , 吾人已難以當時之資料作為魚體泥土味調
查之參照。

由分析藻類群落種歧異度發現 : 泥土昧的發生與種歧異度並無相關。當有佔優勢的藻種大量繁衍
時 , 種歧異度郎會降低。所以種歧異度並不能用於分析是否會使得魚體中具有泥土異味。由會引起泥
土味之藻種出現頻率與魚體之發生泥土異味作比較時 , 吾人發現此類藻撞在很低的出現頻率 ( 低於

0.5 %) �p 會引起魚體帶泥土味。此種現象使得要應用水質及藻類群落特性作為預測泥土味發生之可

能性大大降低。事實上 , 由過去水質分析中確尚不能找出泥土味發生之特殊環境狀況。最直接的預測
養殖池是否會產生泥土味 , 是直接分析水中泥土味成份 <1 肘。但 i比方法在國內尚未建立之前 , 同前可
用之檢測方法 , 尚只能從鑑定藻頸品種上著手。

魚體之帶泥土味有時並不和會 5J 超泥土味之藻種數量變化一致。此現象除可能有的泥土味係由放
射線菌引起外 , 另一原因可能因泥土味成份會在水裡或魚體殘留一殷時間所致。魚類攝取會引趕泥土
味之藻額可能會堆積一設時間 , 因此 , 雖然養殖魚池中此藻種已消失或極少 , 魚體仍有一殷時間會帶
泥土味。

會產生泥土味之四種藻種中 , 從文獻上已知 o. tenuis 及 A. macrospora var. crassa 會產生

泥土味素 Geosmin
(1 1, 12) 。對於另二種是否產生 Geosmin 或 2-methylisoborneol 則尚待進一

步分析。

摘 要

豆粒計劃在新竹、嘉義、台商及高雄等地區之16 個養殖魚池 , 由竹北及台南分研協助 , 每月謀樣調
查 , 在有泥土味之 14 個養殖池中 , 其泥土味之發生 , 與綠藻、課藻、矽藻及隱藻等藻群似無相關、而
與四種藍綠藻類之出現有闕 , 此四種分屬魚腥藻 (Anabaena) , 頂圈藻 (Anabaenopsis) 及顫藻〈

Oscillatori 的。在所調查之養殖池中 , 魚醒藻計有 4 種 , 頂圈藻計有 2 種 , 顫藻計有 16 種 , 但與
泥土味有關者 , 只有其中之 4 種 , 分別是 Anabaena macrospora var. crassa, A. viguieri,

Anabaenopsis circularis 和 Oscillatoria tenuis , 除7 第三種外 , 其餘之品種均有分離培養之純種
, 並確證其會產生泥土異味。泥土味之出現有季節性 , 其出現之時間與以上四種藻種之生長期相助合
。從藻種群落結構分析上 , 不能找到與泥土味發生有相瞬之因子。從水質之分析中 , 也迄未找到與以
上四藻種生長有關之特別環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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