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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魚類泥土味之防止與去除

τf::-
1=1弘海

省水產試驗所竹北分所

書

本省水產養殖已有悠久歷史 , 其中淡水養殖魚類最早研究開發的是鯉科之草、鰱魚、鯉魚等 , 其
養殖方式大部揉混養之粗放養殖 ' 以充分利用他措宰間和池中的天然餌料生物。眺園、新竹地區有許
多兼具灌棍和養殖功能的大型埠訓 , 還些埠事 II 通常 3-4 年清他一次 , 整年不斷的聞捕出售 , 業者間
流傳一句話一一自露面J 的自鍵不能網捕出售 , 因自鰱有特殊怪異的味道 , 無法讓消費者接受。這是由
於自鰱是吃植樹性浮游生物 , 自露前正值夏天 , 植物性浮游生物大量繁衍 , 其中不乏會製造 , 分泌引
起泥土味物質的藻類。自鰱大量攝食會引起魚體泥土味藻鑽後則魚肉具有不為消費者接受的泥土味。

撫故綜合養殖業者為提高地增天然生產力以達增產目的之最極濟、有效芳法是施用家畜排泄物之有機
肥料 ,

但使初級生產者藻類大量繁衍 , 由於藻類旅群之消長沒有選擇性 , 語,
藻鋪展辭中若含有會引起

泥土味之藻類 , 則魚體泥土味之邊談 �p 隨地中會引起泥土味藻類之多寡而改變 , 此為池措施肥提高魚
抽天然生產力之副產物。最近 , 隨著水產養殖技衛的開發、精進 , 養殖方式已由過去租放養殖逐漸精
進為高密度集約養殖 , 導致地措等水識富營養化 , 其當營養化現象有類似施肥之效果 , 其結果不但使
藻類大量繁生 , 亦使他中的徽菌續繁衍 , 養殖他魚具有泥土味是高密度集約養殖的副產物。

本省北部養殖已高度集約養殖 , 即使視教混養他亦大量施肥和投飼補充飼料 , 以致抽水高度宮營
養化成為藻類、徹菌類繁衍的溫床 , ;2年省大部分養殖魚種都曾有發生泥土味 , 其中以吳郭魚、鯉魚最
普遍 ,

高價之鰻魚、草蝦等亦曾經困具有泥土味而品質低落 , 致產生滯銷情形 , 既使削價亦不易銷售
。養殖魚類之泥土味已隨國民所得及生活水單之提高 , 而成為不容忽臨之養殖問題。揖高養殖魚額品
質 , 讓社會大眾樂意接受 , 是揖高養殖.經濟效益和促銷方法之一。

前

華殖魚麵泥土味之起因

Thayson (1936) 研究結果認為蘇格蘭河流內轉魚之泥土味是由河兩岸泥土中放射狀菌類 (Act-
inomycetes) 新陳代謝之有機物質所引起。這些有機物質在水中為蹲魚吸 i仗蓄積魚體內使之呈現泥土
味。 Ashner (1969) 等報告 , 以色列養殖鯉魚之泥土味是由於一種藍緣藻 Oscillatoria tenuis 所引

起。美國中南部及東南部集絢養殖之美國河舵、亦屢見帶有泥土味 (Lovell, 1971) , 1971 秋天絢有
50% 池塘內之美國河能帶有泥土睬 , 雖已達上市體型部無法上市銷售 , 嚴重影響經濟裁益。實驗室巳
證買車線藻和放射菌能引起魚體帶有泥土味 (Lovell, 1972) , 但並非所有藍線藻與放射狀菌均會使
魚帶有泥土睬 , 僅其中數種而已。

引起魚體泥土眛之化學物質有 Geosmin (4. 7 . 1 1 . 1 % . 1 3 . 1 4 . 1 盯、 M ucidene ( a)
、 2-Methylis-

obornel
(

1 % . 1 a )

等。其中最重要的是 Geosmin , 此為無色、具有很強泥土味之中性油頭 , 分子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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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 , 構造式如閏- (8) 。藍綠藻中 Symploca muscorum 、 Oscillatoria tenilia 、

Lyngbya of. aestuarii 及某些放射狀菌額能製造並含布 Geosmin (4.8.11.11.14) 0 Yurkowski

and Tabacheck (1974) 更進一步自加拿大湖中帶有泥土味虹將抽取分離出 Geosmin , 充分顯示虹
鱗泥土味是由 Gesomin 所引起。魚體內 Geosmin 含量每 100 克魚重含量超過 0.6 μg 以上 , 則能使
之啥也具泥土睞。 Geosmin 含量愈多 , 海土味則愈重 (U)

0

CH3

Trans-I,

1 o-dimethy l-trans-9-decalol

閩 一 : Geosmin 構造式

美國奧本大學自1971 年開始野外田間調查研究美國河臨之泥土味
, 發現池魚之有無泥土昧與季節

、地理位置、祂塘形式等沒有密切關係
(8)

0 1973 年奧本大學水產養殖試驗揖選取 40 個魚祂調查池

魚之泥土味。在早春 , 其中三個魚他池魚有顯著泥土睬 , 而這些池內均合高密度藍緯藻 Ana baena

circinalis 。將不具有泥土味之美國河蛤置於小型箱網內再移至此三個魚池內 , 只經過一天 , 本來不
具泥土味之魚巴墨顯著泥土味 , 至七天後 , 則魚之泥土味更禮。夏季及早秋未發現任何地魚有泥土味
。但晚秋時又有三個池塘內之池魚具有泥土味 , 其中一魚抽內有高密度之 A. circinalis , 另二池
的有高密度之 Volvox au reus 0 40 個試驗池內幾乎每個試驗池內均有高密度之藻類。但只有 A.
circinalis 和 V. au reus 二種藻頓與魚其泥土味有關。在這些使魚具有泥土味之池內並未發現能產

生泥土味之放射狀菌。 Lovell (1972) 於已含有能引起魚體泥土味之藍綠謀 S. muscorum 和 O.
tenuis 試驗槽內移入體重 50 克之美國河艙 , 經一段時間後察看魚體蓄積泥土味情形 , 發現魚在含有
S. muscorum 容器內僅一天即有顯著之泥土味 , 二天接其泥土味較之第一天者更禮烈。約經 10 天

到14 天其泥土味達到最高點。另將魚蓄養在經滄除藻體的該藻類培養被中
, 魚體亦岡樣蓄積泥土睬 ,

並在第 14 天達到最高點。魚、在濾、除藻體之培養液中研蓄積泥土眛強度顯著低於蓄養在具藻體之培育液

中者 , 又 O. tenuis 所引起之泥土味最大強度比 S. muscorum 所引起者小 ( 表一 ) 0 Dr. Boyd

(1980) 研究養殖美國能魚之泥土味時發現 , 單位面積投餌量愈高者 , 養殖池魚發生泥土味之機會愈
高 , 所具之泥土味愈重。

表一 : 不具泥土味美國河艙 , 移至培育有能產生泥土味藻類培接液中或已濾除該藻體之諜類
培養液中 , 魚體蓄積泥土味隨時間變化情形。魚、體泥土味強弱以泥土味點數 (A verage

sensory panel scores) 表示 , 依強弱分成 1 至 10 個點數。 10 : 不具泥土味 '8: 鞘

具泥土味 , 6 : 具顯著泥土睬 , 4 : 其重泥土味 , 2 : 具極重泥土昧。

魚 蓄 養
試

軍車槽
魚 蓄 養 天 數

o 1 2 4 6 10 14

藻類 S. rnuscorurn 9.8 6.8 5.7 5.7 5. 7 2.8 3.0

O. tenuis 9.0 8.5 8.0 6.7 6.7 6.6 4.7

已聽除藻體之藻類培養被 9.0 9.1 8.5 8.5 6.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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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蓄養於已濾除藻體的藻類培養披內昕引起之泥土昧與蓄養於向撞的藻頡培養他中所引起之泥土
味相似。這表示引起泥土味之 Geosmin 能溶解在水中 , 經由魚鯨粘膜吸 l段進入循環系統蓄積體內。
由表一顯示魚自濾除藻體的藻類培養被中吸 i投泥土味物質殼率遜於直接自合藻體之藻類培養波 , 可見
魚體攝食之藻體亦是泥土味來源之一。上述試驗說明 , 藍綠藻如 S. muscorum, O. tenuis 能產生
引起泥土味之 Geosmin 物質 , 魚能吸 i投 Geosmin 並蓄積體內。短短一天時間即能使魚蓄積足移

Geosmin 呈現泥土睬 ,
如魚亦攝食藻緝的話 , 泥土味蓄積得更快。

養殖迪魚泥土蝶之控制

地魚泥土昧之去除, 傳統方式之一是將有泥土味魚蓄養於流水池內一鹿時間 , 等候泥土味自然消
失。奧本大學將有泥土耳

a 美國河腫、蓄養於以活性碳過濾之流水試驗槽內 , 在 16 。、 22 。和 26 �C 不同
溫度下 , 經過 o 、 3 、 6 、 10 和 15 天後 ,

魚體內泥土味去除之情形如表二 (8)
。在水溫 16 �C 流水池

中需 10 至 15 天來去除魚體內泥土睬 , 還期間魚體重減少 9%; 在 22 �

C 水溫僅需 6 至 10 天 , 體重誡
輕 10-13% ; 又水溫在 26 �C 時昕需時間典在水溫 22 �C 相同 , 但體重減輕15-17% 。因此 , 故去除
魚體之泥土味時可將魚蓄養在流水池中 , 研需時間按當時水溫及泥土味強度大小而定 , 約需 5 -15 天, 魚因不攝食 , 體重約減輕 9 -17% 。另試驗槽內將美國河蛤蓄養於 S. muscorum 培養槽中 14 天 ,
使魚體內蓄積 Geosmin 後再移至水溫 25 �C 流水池中去除 Geosmin , 其消失情形如表三。在 25 �C
水溫中三天 , Geosmin 巴顯著誠少 , 蘊 10 天時 , Geosmin E 減少至與對照組相同。 Geosmin 引

起之濃重泥土味 , 於 25 �C 時可在 10 天內去除。

表 二 : 美國河能蓄養於流水槽內魚體及泥土味強度變化情形

7]( 溫 o 天 3 天 6 夫 10 天 15 天
。C 泥土味體重

點數 (9 屆 )
泥土味體重
點數 (%)

泥土味體重
點數 (%)

泥土味體重
點數 (%)

泥土蝶體重
點數 ( 男G)

16 4.7 100 7.1

8.7 90 8.7 90 9.3 87 9.6 85

95 7.1 93 7.4 92 9.1 91

22 4.9 100

26 5.0 100 8.7 87 8.7 85 9.6 83 9.6 82

表 三 : 美國河能蓄養於 S. muscorum 培養槽中 14 天 ,
繼之移至流水槽中後 , 隨時間

泥土味消失情形並與對照組比較

蓄 養 天 數 25 �C

o 3 6 10 15 對照組

泥土味點數 3.2 5.7 6.7 8.7 9.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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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池魚泥土眛防除賣務

魚體泥土味之防除可分三芳﹒面: (1) 拉制魚祂養殖環鏡使泥土味物質無由產生 ; (2) 如魚巴具有泥土

味 , 設法去除 ; (3) 應用加工調味改善產品使無泥土味。

H 養殖池環境之控制 :

池塘由於投餌及他魚之排泄物使他* 含有豐宮養分 , 致使誼菌類大量繁衍生長難拉拉制。下 �J 方
式可使藻菌類誠至最少。

(1) 使用高品質飼料及改進投餌技街使殘餌誠至最少。由於殘餌及未被吸收制用之有機物和無機養

分將刺激促進這些產生泥土味藻菌類生長繁殖。
(2) 池塘經常換水。不但可使池內泥土味濃度降低且可耕除朱利用之營養分 , 減少藻菌類繁殖之概
會。

(3) 以化學藥劑清除控制祂塘內之藍綠藻 , 如定期施用硫酸甜O. 34 kg/ha 可抑制 Microcystis 之

生長
(6)

。由於池塘永遠明度太高亦非恰當 ; 通常讓抽水維持遭當透明度 '1& 獲前如他魚有泥
土味再施用化學藥劑去除藻類 , 並經過一度時間後應可完全去除泥土味。

(4) 提高抽水濁度。可用機械方法或混養下層及底棲魚額如鯉魚使池水混濁提高濁度來輯和浮游性

植物之生長、繁衍。另外懸浮泥土顆粒亦會吸收部份泥土味物質。

口魚體泥土味之去除 :

(1) 池塘內泥土味物質有時會出現但非經常右 , 可以選在他魚沒有泥土味那一段期間內趕快蚊獲。
美國河蛤業者遇到地魚有泥土昧無法收獲時 , 仍把魚留在原池內 , 儘置換抽水並注意投餌量 ,
老年使他魚儘量誠少攝全有機碎甜 , 一俟他魚體每 100 克中含 Geosmin 量眸至 0.6 μg , 嚐示出
泥土味時立刻收獲出售。

(2) 將他魚移至乾淨之流水式魚他或蓄養池中蓄養。所需時間依水溫及魚體泥土昧強度而真 , 約 5
至 14 天 �p 能去除泥土味。地魚在蓄養池中如龍攝食則魚體童不會誠少 , 否則體重會誠少 9 至 17

% 。

(3) Ousterhaut (

的發現魚股濃前數天將祂水撞度提高至 109 區 , 則他魚不會有泥土睬。這是直於
池水中 , 墟度破壞水中藻類相和河泥中微生物如放射狀菌等之撮故。

臼應用加工調味改善魚產品使無泥土味 :

(1) 虹鵑
;(6)

、美國河骷
(7)
經 5 至 6.5 小時烘培製成爆魚後 , 香味芬芳且聽香遞掩7 泥土昧 , 頗受

消費者歡迎。
(2) Iredale and Shaykewich (1973) 報告虹輔魚排經黨煮再加植物抽接對罐可去除捉土味。

異味 (Off-flavor) 乏種類

義殖抽魚之異味 (off-flavor) 最早研究且研究最多的是泥土味 (Earthy-musty) 。早期魚異味

之研究且為魚異味僅有一種一一泥土味 , 其賞魚異味宿很多種。 Lovell (1982) 認為美國河飽之異

味 , 目前已知的除7 泥昧昧外 , 還有下水道穢物昧 (Sewage) 、陳舊 ( 不新鮮〉昧 (Stale) 、腐臭

味 (Rancid) 、金屬澀昧 (Metallic) 、霉昧 (Weedy) 和汽油味 (Petr 叫eum) 等 , 由表四之異味
點數 , 可知泥土味 (Earthy-musty) 點數最少 , 異味最濃 , 所以最早研究之異味問題均是泥土味〈
Earthy-musty) 方面 , 其出現率次於下水道穢物昧和陳舊昧 , 但由於這二種之異味淡、不易察覺 ,
反而不卸 Geosmin 引起之泥土味受重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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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 美國中南部24 個美國跪魚養殖池之養殖池魚異味種類、異味強弱和發生頻率

異 昧 種 類 異 昧 次 數 異 昧 強 弱

Sewage 6 6.8a

Stale 5 6.6a

Earthy 且musty 4 3.9b

Rancid 2 5.5ac

Metallic 2 5.5ac

Moldy 2 5.7a

Weedy 2 4.8bc

Betroleum 1 4.0b

Total 24

結 論

魚體內之異味 Coff-flavor) 如泥土味是由於某些特殊物質如 Geosmin 等在體內蓄積所引起。

這些物質存在水中經由總、皮膚被動吸故蓄積魚體內 , 在達到相當禮度後使魚呈現異睬。這些異味物
質有些已故分離、粹取 , 證責是引起魚體異味之物質。魚體異味之種類有很多 , 目前僅對泥土味瞭解
較多 , 發生原因也僅略知皮毛。國應目前魚之泥土味問題 , 急需探討出泥土味形成之原因、消除泥土
味之方法及發展出一有效簡便探測泥土味之三守法或儀器, 使大家能吃到可口鮮魚 , 不再有泥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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