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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地區鰻池土放射菌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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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December 1984 to May 1985, 13 Pond Soil or sewage pipe soil were

examined for the presence of actinomycetes. Actinomycetes species could be

isolated by either water agar or agar supplemented with simple C. N. K.
sources. The pure cultures isolated will be investigated f(

producing muddy odour geos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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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地區養殖之鰻魚、已隨著高度漁業科技之發展 , 而達到高密度的集約養殖方式 , 鰻魚成品外銷
之總量亦高達每年二億之多 , 可說是高屏地區誌殖特色之一。但由於集約養殖昕 51 致的鰻體異味 (

。 ff-fla vor ) 則常常造成高單價鰻魚滯消之情形 , 對養鰻業者帶來的損失相當大 , 所以高屏地區鰻體
臭土味之去除 , 乃是目前重要課題之一。

目前已知臭土味是由 Geosmin' (1) , 2-methyl isoborneol (2) 及 mucidone (3) 等研 51 致的 ,

這些化合物主要是放射菌 Actinomycetes C尤其是 Streptomycetes (4)) 與藍綠藻 (5), (6) 昕產生

的。其中又以 Geosmin 最常見 , 通常魚體 100 g 內 , Geosmin 含量若超過 0.6 μg 時 , 即可嚐出
魚之臭土味。

為7 肪 ;台臭土味之發生 , 以確保鰻魚之高經濟價值 , 本計畫乃針對高屏地區之鰻池土進行放射菌
之分離純化工作 , 以期找出會產生 Geosmin 之放射菌 , 將來能有效的加以去除或防治。

前

材料與方法

標準品之來源 :

引致魚體異味的最重要化合物Geosmin , 為無色 , 具有臭土味之中性油類 , 其分子式為C12H:uO

。經由 Nancy Gerber 教授之介紹 , 美國環境保護局贈予一小瓶 Geosmin 標準品 , 此標準品乃作
為將來本質驗分析樣品中 Geosmin 含量之參考標準。

村 Geosmin

* 7311 撞一4.1 一蓋一2M.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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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放射菌分離與純化 :

謀取鰻魚祂底之表土 , 每個鰻他訝 : 四點混合均勻 , 帶回實驗室 , 依下2 月j 步驟操作之 :

取 0.5 g 土壤食無菌三角瓶中
, 加入 50 ml 無菌水

, 在 28
�C 下振報 20-30 分鐘 , 靜置 5 分鐘 ,

取上澄被 (laP 10-2 倍稀釋披〉以無菌水和釋至 10-8, 10-', 10-5 及 10-6 等不罔稀釋濃度 , 由各種
河之間稀釋液中取0.1 ml 至分離培養基 ( 表一、二〉上 , ( 每種和釋濃度做三重覆 ) , 再以 L 棒塗勻

, 倒置於 28
�C 或 37

�C 培養。菌落長出時 , 觀察放射菌 ( 一般為表面不光滑 , 具摺皺 , 有時肉眼即
可見到祖子 ) , 或以個立顯微鏡觀察其菌戰:反袍子排列形狀。挑選單獨的放射菌落在增菌培養基上〈

表三 ) 經純化培養多次後 , 保存純化菌種於冰箱中。

(Water Agar)一 : 放射菌分離培養基 (1)表

20.0 gBacto Agar

1.0 L

醫製方法 : 將 20.0 g 之 Bacto Agar 加入 1.0L 蒸館水
, 煮禧

後 , 121
�C 下誠菌 15 分鐘 , 分裝在培養血中 (15-

20 ml) 凝圈。

水餾"".",if,

二 : 放射菌分離培養基 (2)表

10.0 gSoluble starch

0.5 gNH.CI

0.5 gK2HPO.

15.0 gBacto agar

1.0 L

配製方法 : 稱取 agar 以外的各成分
, 浩於 1.0L 的蒸餾水中調

pH , 至6.8 加入 agar 並煮誨 , 在 121
�C 下棋菌 15 分

鐘 , 分裝在培養血中凝固。

7K餾宅姐,.,..
7.r:<

(Yeast Malt Extract Agar)三 : 放射菌增菌用培養基表

4.0 gYeast Extract

10.0 gMalt Extract

4.0 gGlucose

20.0 gBacto Agar

1.0 L

配製方法 : 稀取 agar 以外之各成分
, 措於 1.0L 的蒸餾水中

,

調 pH 至 7.3 , 加入 Agar 並煮樁
, 在 121

�C 下誠菌

15 分鐘 , 分裝在培養血中提圓。

水餾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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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高屏地區養殖之鰻魚, 其臭土味之發生情形 , 一故而言是以秋天下雨季節較為嚴重 , 其原因可能
是雨季時換水 , 個泄不易 , 過剩之飼料屯積而造成徵生物及菌類聚積生長所造成的。本實驗在 73 年 12

月底至 74 年 5 月底 , 固定在潮州養鰻場探敢不同池土的土壤做放射菌之分離 , 採土時係以養鰻時間鞭
長 , 久未換水的鰻池為對象。

由實驗結果顯示出 , 分離培養基 (1) 及 (2) 均可分離出放射菌 , 由 water agar ( 分離培養基 1 ) 分

離所需的時間較長 , 28 �C 下需培養 10-14 天左右。分離出之結果列於表四。

分離得到的放射菌經多次純化培養以後 , 先用感官方法檢定菌體是否產生臭土味。打開菌種培養
血後可聞出臭土味之菌 , 將依照 Nancy Gerber (4) 等人之程序

, 在液體培養基內大量培養後 , 以
methylene Chloride 萃取之 , 萃取物謹縮後注射入氣相層析儀內 , 和標準 Geosmin 比較 , 鑑定此
射放菌是否會產生 Geosmin 。

表 四 : 放射菌分離純化結果

自 期

73.12.30

74. 2. 5

74. 2. 5

74. 2. 6

74. 2.28

74. 2.28

74. 2.28

74. 3.31

74. 3.31

74. 4.30

74. 4.30

74. 5.30

74. 5.30

*

取 來 放射菌種鑽* 培養溫度 分離培養基樣 源

64 抽土 1 28 �C 1

50 抽水溝泥土 37 �C 26

50 池土 7 37 �C 2

17 池土 5 37 �C 2

50 抽水溝泥土 28CC 1

50 池土 2 28CC 1

17 池土 3 28 �C 1

20 池土 37 �C 21

19 池土 5 37CC 2

19 池排水管泥土

20 池土

37 � C 27

37 � C 23

19 池土

19 池排水管泥土

3 28 � C 1

4 28 � C 1

外表性狀不同之菌落

摘 要

自 73 年 12 月至 74 年 5 月 , 從 13 個鰻池表土或排水宮
, 、排水溝中分離放射菌。本實驗顯示 2%

water agar 或 agar 中添加簡單的 C. N. K. 來源
, 均可用來分離放射菌。分離純化之放射菌將

進一步進行試驗 , 確定該菌種是否會產生 51 致臭土異味之代謝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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