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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璟境與產土味放線菌發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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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ing environment and OP A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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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究其原因可

能保由於養殖環鐘之挖制不當而造成養殖池中某些能產生泥土異味之放線菌 (3 )
或藻頸 co 滋長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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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盤國外許多研究報告指出 , 在殖環單中的故線茵如 Streptomyces 屬等常會因養殖環揖中之有

機質含量、氮磷比、措氧量、溫度、酸喊度等因素而促進其產生泥土異味之代謝物質如 geosmin,

methy lisoborneol, mucidone, isopropy lmethoxypyrazine 等ω , 這些物質經溶入水中及魚體
吸收至某一含量後 , 即會造成至今、體帶有異味 <12) 0 本省養殖魚類之泥土味問題事關廣大養殖戶之經濟

收益 , 因此揉討泥土味之發生與安佑他中放線茵及環境因素之關係 ' 從而研擬防除之道
, 室為目前亟

待解訣之間置。

木研究之目的軒在於 :1. 分 ?;�& 初步鑑定本省養矩地內產土味放線菌之種類 ; 2. 揉討養殖池內產

土味放綠茵之發生與妥地 ?也 7K 質之間 '5 犬。

材料與方法

1. 採樣地區

本調查之探樣地區為台商及新竹地區之魚、坦〈裹一) , 從74 年 7 月至同年 12 月每個月採摸一次

。台南地區共探樣6 次 , 新竹地區課樣 5 次。樣品為地底或池邊之土壤。

一 : 採樣養殖池基本資料表表

式方養飼類

Gross information on the sampled fishponds.

各殖養尸殖養點

Table 1.

地號編

料飼工人魚目直L連大
踅

茄縣、高Tl

各雜下魚驢回加
踅

-II-縣高T2

料官司工人魚、目鼠家主
吏

主 I-縣高T.

料飼工人魚郭吳家主德仁縣、南T ‘

漁故綜合〈諸糞〉魚郭吳家蔡化新南縣

新

T�

棋牧綜合〈鴨糞〉魚郭吳家 ( 大祂〉徐
竹

S 1

漁牧綜合〈鴨糞〉魚郭
吳

家 ( 小祂〉徐
竹

新S2

料

料

飼

飼

工

工

人

人

魚、

魚

郭

郭

吳

吳

家

家

謝

李

竹

竹

新

新

S.

S.

2. 產土味放射菌株之分離與培養

土模經裝入 40 me 無菌容器後 , 帶回實驗室先稀釋成 10-2 倍 (0.5 g 土 50 me 無菌 7心 , 振盪
30 分鐘 (100 r. p. m.) 後 , 背置 5 分鐘 , 再敢上層被 , 且 9 me 無菌水稀釋成 10-3, 10-., 10-5

三個濃度 , 每個禮度再取 0.1 me 以 L 型破棒表面接種 (spread plate) 於 stach agar (SA) 培

養血上 , 經30C 培養 3-7 天後 , 再從 10- ‘培養血上挑敢擬似放線菌菌落
, 再接種於 SA 斜面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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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 ,30e 培養 3-7 後 , 以嗅覺評定會產生泥土味之分離株 , 給予 +, 特及 -H+ 三個等級。

〈

3. 產生土味放線菌株之形態觀察

凡能產生泥土味之分離株均經純化培養於 SA 培養血上做形態上之觀察 , 包括革民染色
Gram stain) , 抗酸染色 (Acid-Fast stain) 及直接鏡檢。

4. 養殖池水質資料

每次探樣養殖油之池水由台南及竹北雨水試分所揖回傲水質成份分析 , 檢驗項目包括水溫、 7](

色、透明度、溶氧量、氧化還元電位、 pH 、 NH4+ 禮度、氮購比、撞度等項。

果結

1. 養殖環墳與產土味放線茵數之關保
(1) 台南地區

台商地區計調查高縣茄踅鄉大連等五 F 養殖戶 , 結果如表二所示。其中以茄是大連 (TO

及茄田 (T2) 兩F 進行7 六次較有系統之觀察。每個魚壇內分離出之產土味放線菌數與台南水
試所之水質資料配合分析結果 ( 圖一、圖二〉顯示 , 該商魚壇內產土味放線菌數與池內海氧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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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 : T1 養殖池中產土味放線菌數與溫度及禧氧量之關係

Fig. 1. Occurrence of odor-producing actinomycetes in relation to temperature

and dissolved oxygen in T 1 fishpond.



闕 ,
fAP 溶氧量高 , 產土味放線菌數亦高。其它之水質因素〈未列〉則觀察不出其關連性。其它如

T4 魚坦於 8 月 20 曰 :分離出產土味放線菌後 , 經轍右灰處理 , 於 9 月 17 日之採樣中
, 並未分離出

產土味放線菌 ( 表二〉。

各魚、坦之產土味放線菌量最高期間皆在 8 月份水溫水潛在 30e 左右時
, 12 月份後水溫降低至

20e 左右後 , 產土味放線菌量看減少之趨 ( 圖一、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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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 : T2 養殖池中產土味放線菌數與溫度及禧氧量之關保

Fig. 2. Occurence of odor-producing actinomycetes in relation to temperature

and di�solved oxygen in T 2 fishpond.

(2) 新竹地區

新竹地區計調查徐家等三戶共 4 個養殖抽 ( 表三 ) , 每個魚坦昕分離出之產土味放線菌數與
竹北水試鋒所之水質檢驗資料配合分析

, 結果顯示 51 舟、坦 ( 間三〉內產土味放線菌數隨措氧量

民錯離子濃度之增加而增加 , 其它水質因素〈未列〉則觀察不出其關連性。 58 魚墟 ( 圖四〉內

之產土味放線菌數亦隨話
,

氧量及 pH 昇高而增加之趟
, 其它水質因素 ( 未 �J) , 則未見其關連性

。 5. 魚坦 ( 圖五〉之調查結果似與水質因素無闕 , 但趴及 58 兩魚坦分別於10 月及 11 月換抽

水餒 , 產土味放線菌數均有下降之情形。
2. 產土味放線菌分離誅之形態觀察

本次從台商及新竹地區魚垣土壤中共分離出 102 個產土味放線菌蛛 ' 經純化培養成功者計82 株

。染色觀察皆屬革氏鷗性菌 , 且都具有分枝狀菌體 , 在 5A 培養基上都有分解澱粉之能力 , 可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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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台南地區養殖池產土味放線菌調查結果表

Isolation of odor-producing actinomycetes from fishponds inTable 2.

Tainan area.

註
備

重
要
水
質
資
料

溫度 | 由氧量
(C) I (ppm)

度*

計**

程

卅

味

廿

土

十
採樣日期養殖池

31oooo7/18T1

8.32912o758/20

6.631.521o19/17

3.7291o1o10/15

6.023312o11/13

7.21921o112/10

3122oo7/18T%

5.22951228/20

1.43141129/17

2.629411210/15

?8244o2211/13

6.2195o2312/10

3111oo7/18Ta

52112219計ρ、自

註 : 十〈廿〈卅

註 : 放線菌數 (X105/g 土樣〉

*

**



Sl 8/10 o 2 2 4 32.5 4.5 6:3 0.50

9/16 o o 2 2 28.0 4.5 6.9 0.15

10/16 1 o 1 2 28.0 6.0 7.4 0.15

11/13 1 1 4 6 20.0 7.5 6.9 0.80

12/ 9 2 o 1 3 17.0 4.0 6.8 0.50

S2 8/10 o o o o 32.5 5.5 8.4 0.35

9/16 2 O 3 5 28.0 4.0 7.3 0.30

10/16 O 1 o 1 28.0 3.5 7.3 0.40

11/13 O 3 2 5 20.0 8.0 7.3 1. 20

12/ 9 o o o o 16.0 6.5 7.5 2.40

Sa 8/10 O 1 1 2 33.0 6.0 7.9 0.30

9/16 O 1 1 2 28.0 4.8 8.2 0.35

10/16 1 1 1 3 28.0 6.5 9.0 0.20

11/13 o o o o 20.0 11.0 7.9 0.2 接水

12/ 9 1 1 。 2 16.0 6.5 7.6 1.0

S. 8/10 o 3 1 4 35.0 7.5 8.2 0.20

9/16 o 2 2 4 28.0 6.0 8.1 0.30

10/16 o o 1 1 28.5 9.0 9.8 0.10 cÛ�7�J�(

11/13 1 o o 1 20.0 11.0 8.7 0.50

12/9 2 1 o 3 17.0 6.2 7.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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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 新竹地區養殖池產土味放線菌調查結果

Table 3. Isolation of odor-producing actinomycetes from fishponds in

Hsinchu area.

期口H樣採 土 度
*味 程

先c兩i

重 賢 料

附
註

I

NH.+十
廿

卅 pH

計 11 17 22 50

* 註 : 十〈廿〈卅

** 註 : 放線菌數 (XIO�/g 土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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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ence of odor-producing actinomycetes in relation to temperture,
dissolved oxygen, and NH. + concentration in Sl fish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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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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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loved oxygen, and pH in Sa fishpond.

圖四 :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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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屬放線菌。其中 33 株經染色可觀察到其串生袍子之構造 , 菌體屬非抗酸性 (AF-) , 另外尚有成
對 ( 3 蛛〉及形成類似袍子軍構造 4 株者 , 其餘42 株未能確定其產抱情形。大部份分離株 (71 株〉

昔經由直接鏡檢觀察到其氣生菌絲 (aerial mycelia) , 其餘 (11 株〉僅觀察到其基質菌絲〈
substrate mycelia) 。以上結果列於表四。圖六、圖七為兩個產生串生袍子之分離株 ( 編號 T51
及 845 在 SA 培養血上之生長情形 , T51 墨圓形灰搗色之小型菌落 , 連接平滑且顏色鞍說 , 同
It, 環不明顯。 S45 之菌落較大 , 連據較不輝則 , 具白色及灰稿色之同 II) 環。 ( 二者在菌落周圍皆

產生澱粉水解環〉。經直接鏡檢均可觀察到其螺旋狀之串生氣生袍子構造及完整不斷裂之分枝狀菌

懼。極可能屬於放線菌中之鏈轍菌屬 (Streptomyces)
(4)

。

表 四 : 產土味放線菌分離株之形態觀察
Table 4.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odor-producing actinomycetes isolates.

革 民 染

l 11 33 3 4 42

5 長 產 砲 情 形

+

數冉
來
-4.n
﹒

菌 8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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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六 : 產土味分離株 Tu 在 Starch Agar Plate 土生長情形

Fig. 6. Growth of odor-producing isolate T51 on Starch Agar Plate.

圖 七 : 產土味分離蛛 S45 在 Starch Agar Plate 上生長情形

Fig. 7. Growth of odor-producing isolate S. 5 on Starch Agar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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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本衣調查中之五個較具代表性的養殖池 (Tl> Tj!, 缸 , Sa 及 s ρ結果顯示 , 養殖環揖中的溫
度 , 溶氧量 , pH 值 , 鎖離子濃度 , 撒石灰處理及故水與養殖池內產土味放線菌量有闕 , 而所有五個
養虹池內之產土味放線菌量告隨禧氧量之增加而宿增加之趨。

養殖讀讀中之氧氣濃度為決定放線菌子包子萌發之重要蝶件ω , 袍子在氧氣克銜的情況下可萌發
形成二次菌絲 (secondary mycelia) 而養殖池水或魚體發生異味乃由於放線菌在形成二次菌絲時所

產生之代謝物如 geosmin 而來
(5) 。禧數量之高低與養殖池之深淺民池內藻類行光合作用有密切之

關係。水生故線菌在水深 6-11 吋時生長直好
(10) , 而某些放線菌亦鳳藻類如 Cladophora 屬為棲

息場前及養分凍諒
(11) , 因也在夏季枯水期養殖抽水太淺或池內有大量藻類繁殖時 , 可能較易引起魚

體異味之問題。

對大多數水生放線茵而言 , 其最適合產生異味之溫度約在 25-30C , 如 Streptomyces 屬其袍

子萌發形成二次菌絲之最低必需溫度為 15C , 而在 17C 以 .i: 其昕產生之泥土味代謝物方可從水中萃

取出來
(8, 由 , 10) 。本扶調查之 Tl 及扎爾地在 12 月產土味放線菌量有下降之趨 , 可能與水溫由 8

月份之 30C 以上降至 12 月份之 20C 左右有關。

S. 地之產土味放線菌量在 pH 9.0 時最﹒窩 , 可能典故線菌喜好在水質編碼之環攝下生長 (10)
有

關。然而在其它養殖池則觀察不出其關連性 , 可能與水質之:pH 變化不大有關。

養殖池內有機質含量多寡亦為決定放線菌量及發生異味程度之重要因素
(1, t, 10) ,

高有機質含

量能促進故線菌袍子萌發產生異味代謝物及促進藻類生長。 SI 魚垣縣探魚牧綜合經營方式養殖 , 池
水中流入過量合蛋白質有機質之鴨類排泄物 , 可能係造成產土味放線菌大量繁殖之函。

更換抽水及清除底泥為控制養殖池水中有機質含量與我總菌量完﹒法之一。Sa 及 S 吾爾魚坦經換

7K 後 , 雖然抽水中之禧氧量增加 , 然而產土味放線菌量部有減少之效果。
T4 養殖祂在撤石灰處理設土味放射菌量有下降之趟 , 石灰是否對放線菌有設菌作用或能分解泥

土味駒賀 , 原因倘不確定。
養殖魚績泥土味問題並非全年皆會發生。而多在 8-11 月高溫 , 乾旱之際問題較為嚴重。由以上

調查結果可知 , 養殖戶若能於這設期間注意控制水質如定期換水 , 避免過多之動物排泄物流入魚墟 ,

適量投餌及養殖密度 , 避免抽水太淺等措施 , 當能收防除之效。
能產生土味物質之水生放線菌有 Actinomyces, Micromonospo 悶 , Actinoplanes, Nocardia,

Microbispora, Actinomadura, Nocardiops 詣 , Streptemyces 等屬“
,t) ,

其中以 Streptomyces

屬為最常見。本次調查中所分離出之產土味放線菌株 , 在 33 株能產生串生氣生袍子中 , 除有部份如
T51 及 545 者因其形態上之特徵極可能屬 Streptomyces 外 , 其餘各蛛備有待進一步之形態及生化
試驗之觀察 , 因為某些非屬 Streptomycetes 網之產土味放線菌如 Actinomadura 及 Nocardiopsis

等屬亦會產生串生氣生袍子 , 且菌體亦為負抗酸性 (AF 寸 , 與 Streptomyces 相似“ 3 。至於產生

對生袍子之分離株可能屬於 Microbispora 屬“
) ,
其餘各分離株則尚有待進一步之鑑定工作。

摘 要

本質驗自民國 74 年 7 月至同年 12 月 , 每個月定期對台商及新竹南地區共九個魚墟 , 進行養殖軍揖
興產土味放線菌發生關係之調查 , 其中台南地區有兩個魚墟 , 其他土中產土味放線菌數隨抽水中之禧
氧量之增誠而增誠 , 新竹地區有兩個魚、墟 , 其產土味放線菌數除7 隨抽水之禧氧量增減外 , 俏分別有
隨抽水之 pH 及銀離子濃度增誠之趨。另外台商及新竹地區各有一魚坦分別在經過撤石灰與換水處理

後 , 其他土中產土味放線菌數有減少之現象 , 其餘魚坦之產土味放線菌數與水質因素似無關連。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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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個放線菌菌株從 ?也土中分離出來 i 其中有 33 株其有串生袍子及氣生菌絲之構造
, 極可能屬於放線菌

之鏈徽菌綱 Streptomycetes 。其餘之分離株尚待進一步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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