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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部養殖璟境調查和消除魚類臭土味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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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魚類的臭土昧, 是養殖環境不理想、研造成的問題。諸如養殖過密、殘餌過多和池底老化等因
素 , 使某些會引起臭土昧的藻類和放射狀菌過量繁生 , 產生 Geosmin 或 2pethylisoborneol

, 而
引起魚類臭土味 (1-10 。此外 , 某些魚垣 !:II 入含有顫藻 ( Oscillatoria) 、魚盤藻 (Anabaena) 等

的水諒 , 也曾經造成魚池的臭土味。因此 , 養殖魚類臭土昧的問題 , 也說是養殖環境和養殖管理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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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的實驗結果 , 裁們已經知道某些顫藻、魚盟藻和放射狀菌類是他魚發生臭土味最直接的原
因

(U)
。因此 , 究竟在何種水質環境下 , 才會造成這些藻類和放射狀菌類的生長 , 將是本試驗 4年後研

究的目標。希望著著水質環鏡的控制 , 能移防止臭土昧的發生 , 並把發生臭土昧的地魚的臭土味消除
。因此 , 養殖環境的調查 , 就成為本試驗研究的重點。
此外 , 某些發生臭土昧無、坦的梅、民 , 急需能移消除吳土昧的方法 , 以利養殖魚類的收成出售 , 昕

£1. 本試驗也針對若干發生臭土昧無、坦的環境、設備
, 試圖試驗出若干可行的方法 , 協助梅、民消除臭土

味。這項目也是本試驗的重點之一。茲分述如下。

材料與 "jj 法

一、採樣地點

本試驗的採樣地點, 包括固定探樣地點和不回定揉樣地點二種。固定探樣地點是每月固定前往探
樣的 , 包括茄寬、援中港、學甲、麻豆和下營等五個地區。不固定探樣地點主要是應養殖戶需要前往
摸樣的 , 分佈地區有仁德、和順、土城、路竹、七股、新化、西港、安定、義竹等地〈如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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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 : 台灣南部魚垣探樣位置圖
Locations of sampling stations in southern Taiwan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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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樣方法

每月至上述固定採樣地點 , 調查該魚坦養殖讀讀和養殖方法。對於會產生異昧的養殖池 , 則使用
徵浪爐將魚、煮熟, 利用感官測試 , 同時採集養殖用水和魚類等 , 置保溫箱中冷甜 , 揖回分研試驗。不
固定探樣地點主要是應養殖戶需要前往採樣的 , 探樣時間幅畫在發生臭土昧的那殷時間 , 到臭土昧消
除後帥不再採樣。它的探樣方法與固定探樣者相同。

三、試驗方法

村水溫 : 於魚坦現屬以溫度計甜定。
口水色 : 於魚墟現場觀察測定。
(司 pH : 於魚垣現場以 pH meter 測定。

回極度 : 以墟度計划定。
出透明度 : 以直徑 20 公分透明板測定 U 肘。

咐 :每氧 : 以 Delta 2110 型溶氧測量儀測定 01) 0

仕)按離子 : QJ, Nessler 法測定 (18)
。

的總鹼度 : 以 0.02N H2SO4 滴定測定 0 的 e

制藻輯 : 以顯徵鏡觀察判定 , 並引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昕有關試驗結果。
制放射狀菌類 : 引用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有關試驗結果。

結果真討詣

一、魚頓臭土味季節性出現率

自 74 年 7 月起至 75 年 6 月止 , 共探敢 166 個樣本 , 如立l 魚、坦為單位 , 則共有 36 個魚、墟 , 其中採樣
時曾經有臭土味者 , 有 14 個魚墟 , 其出現月別如圖二。

拉
mt
哀
之
味
。
魚
也
教

5

fu
『
呵
呵

Jvn/h

ω
甘

CO

且
恥

0.oz

O
7

爸 5

8 9 10 11 12

海6

2 3 4 5
( MONTH)

6

Fig 2.
聞二 : 臭土味季節性出現率
Seasonal frequency of muddy odor

由圍二知 , 魚頓臭土味出現季節主要在 8 月到 11 月之間
, 這和去年度試驗結果 8 月到 12 月之間相

似
(15) 0 在這殷期間臭土味出現鞍多 , 可能是因為魚坦春天注入的水 , 到這時展水質巴起較差 , 而且

又逢高溫季節 , 水溫較高 , 藻類容易生長 ; 或殘蚵沉積、抽底變壤 , 導致放射狀菌類滋生之故。
二、養殖環墳與發生臭土味魚坦基礎資料測定

上述 14 個發生臭土昧的魚墟 , 其養殖環揖基體資料如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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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知 :
在 71( 溫 :方面 , 從 21 cC--35cC 均有發生臭土味 , {占全部 166 個樣本範園 (10.5cC-35CC) ( 如圖

三〉中的較高溫度部份。 12 月到整年 2 月間水溫較低 , 沒有出現臭土味 , 到 3 月水溫回升時 , 才再度
宿臭土味發生 , 雖經利用統計分析方法 , 沒有發現水溫與臭土昧的相關關碎、 , 但部發現 21cC 以下說
沒有發生臭 ,土昧的情形。

台灣南部養殖環揖調查和消除魚類臭土味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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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台灣南部魚垣月別水溫變化
Monthly variation of water temperature in southern TaiwanFig 3.

在水色芳面 , 發生臭土昧的魚、扭 , 水色包括談草祿、草綠、灑草綠和褐綠色等 , 範團相當廣泛 ,
因此單從水色並不能判定有無吳土味。但假如在魚垣旁能聞抽水的異味〈如 Geosmin 的氣味 ) , 則
這個魚壇的魚可能說有臭土味。

在透明度方面 , 從 18-36em 均有發生臭土睬 , 佔總樣本範圈 (10--41 em) ( 如圖四〉中的大
部份。假如臭土味是由藻類引起的話 , 則透明度當然愈少愈容易發生臭土味 ; 但臭土味如果是放射狀
菌頡引起的話 , 與透明度說沒有直接的關係。

在 pH 方面 , 從7.35-9.35 均曾發生臭土味 , 範圍很廣 , 佔總樣本範凰 (pH 7.28-9.35)
屆五〉的錢乎全部。

在溶雪買方面從2.8 ppm--14.0 ppm 均發生臭土味 , 佔韓、樣本範園 ( 如圖六〉中的絕大部份 , 它
的範圈也是相當廣泛。

在錯離子方面 , 從 0.04--0.75 ppm 者均曾發生吳土味 , 範圍很廣。
在總鹼度方面 , 從 184-440 ppm 均曾發生臭土睬 , 佔糟,樣本範園 ( 如圖七〉中相當大的部份。

但 440 ppm Q.t 上沒有費現臭土味 , 是否意味著總鹼度高說不會發生臭土味 , 尚待進一步研究。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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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8, '85 25.5訕。n brown-green 25 8.21 6.7 0.26 184 1.5 distinct

Nov .13, �'v„ light 38 7.74 6.5 0.28 190 1.011: 001 24. 5 "brown-green

Dec. 10, '85 11: 20 20.0 H 38 8.26 7.8 0.23 180 1.0 "

Jan. 14, '86 12:20 16.0 " 36 8.24 一 0.25 144 1.0

Feb. 18, '86 11:00 18.0 " 36 7.28 . 1.8 0.66 150 1.0 no muddy
odor

84

在揖度方面 , 從 0-9.5 話。均曾發生臭土味
, 但墟度 10 活c以上的魚墟 , 則尚未發現臭土睬。這可

能是抽水中的墟度破壞底泥中放射狀菌類的偉故
(18)

。

在藻類方面 , 如水中含有相當數量的顫藻、舟、腥藻等會引起臭土昧的藻類時 , 祂魚就會發生臭土
味。如果不合這些藻類或數量不足 , 都麼引起臭土昧的原因大概就是放射狀菌類。

從以上得知 , 某些藻類和放射狀菌類是抽魚、發生臭土味最直接的原因。在水質資料方面 , 7]( 溫、

透明度、墟度與吳土昧的發生 , 雖經統計分析沒有發現相關關係 , 但大體來看 , 水溫低、透明度高、
撞度高比較不會發生臭土味。至於水色、 pH 、禧氧、錯離子等則尚未發現與臭土昧的關係。

三、消除池魚臭土昧的實例

為7 解決養殖撮民池魚臭土昧的問題 , 只要觀民通知臭土味 , 便立刻前往調查、故樣。並針對魚
拖車讀、觀民意願和引起臭土味可能的原因 , 進行若干消除他魚、臭土昧的試驗 , 並巴得到若干的成果
。茲將幾種消除臭土味前方法分述如下 :

1. 利用季節變化使吳土味自然消除
74.11.8 新化蔡先生告知該魚垣吳郭魚有臭土味 , 由於當時魚還小 , 不急蚊成 , 於是試著讓季節

變化使臭土味自然消除的方法 , 經 5 次探樣 , 至 75. 2.18 探樣時 , 臭土味已消失。其結果如表二。

表二 : 蔡先生魚垣水質基礎資料變化
Table 2. Variation of foundmental deta in Mr. Tsai's fish pond

Tw Tr DO NH.+ Ta Sa
date ti 虹le

("C)
pH IMuddy odor

(ppm)l(ppm)j(ppm)1 ( 話。〉

Tw: Water temperature;

Ta: Total alkalinity; Sa:

Tr: Transparency;

Salinity

Do: Dissolved oxygen;

從表一知 , 本地臭土味是由放射狀菌類研引起。從表二知 , 第五次探樣時 , 資料顯示有水溫降低
、 pH 降低、禧氧降低、鑽離子增高等情形 , 其中最主要的應該是水溫的降低。這可能是水迪的降低
, 影響7 放射狀菌類的生長和 Geosmin 的產生。

除7 本例子以外 , 七股蘇先生的南池和義竹陳先生的柚子 (74 年 11 月曾有臭土味 , 但 12 月 17 探樣

時已消除 ) , 也是以季節變化使臭土味自然消除的例子。因為遺2個池子的臭土味都是由 Oscilla toria,

Anabaena 等藻類引起 , 因此溫度對這些會引起臭土味藻類的生長 , 似乎也有抑制作用。
2. 改變飼料消除臭土味

本試驗地點是和順謝先生的池子 , 主要飼養吳郭魚、鯉魚、臨魚。第一次探樣是74. 8 . 6 , 第二
扶是 8 月 20 日

, 均含有中等程度的臭土味。 9 月份起不用配合飼料 , 改投賽片、米轍 , 9 月 10 日探樣

時 , 臭土味已站輕 , 至 75 年 1 月 11 日踩樣時已無臭土味。其測定結果如表三。



Tw Tr
date Water color pH 1/ -' Algae phase Muddy odo(0C) (cm) (ppm);(ppm);(ppm)

Aug. 6, '85 33.0 grass color 27 8.62 7.4 0.17 intense232 Il:!.av��Anabaena,
:Oscillatoria tenuis

Aug. 20, '85 29.5 /I 25 8.37 9Sï�8�.�0 r 0.-1 234 /I M

Sep. 10, '85 32.5 H 28 司令吋3.Sø�.�9�7呵, 0.16 200 /I distinct

Jan. 11, '86 14.0 H 0��3�5i8.2913.8 0;24 292 haven't Anabaena no muddy
Oscillatoria tenuis odor

Tw Tr DO Sa
date Water color pH Muddy odor

(OC) (cm) (ppm) (ppm)!(ppm) 〈鬼。〉

Aug. 2, '85 35.0 light grass color 36 8.08 4.7 0.38 300 o distinct

Aug. 11, '85 34.0 /I 28 8.48 5.5 0.29 340 。 H

Sep. 11, '85 31.0 grass color 27 8.28 4.6 0.20 336 1.0 slight

Sep. 17, '85 32.0 light grass color 31 8.05 7.0 0.43 366 2.0 no muddy o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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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謝先生魚溫水質基體資料變化
Table 3 . Variation of foundmental deta in Mr. Hsieh's fish pond

r

Tw: Water temperature;

Ta: Total alkalinity

Tr: Transparency; DO: Dissolved oxygen;

由表三知 , Anabaena 和 Oscillatoria 的消失應該是本池臭土味消除的主因。

由於第四次探樣時 , 水溫巴降到 14 � C, 因此本池臭土昧的消失是季節〈水溫〉變化或改變飼料
的關係 , 或兩者均有關係 , 則尚待進一步探討。但飼料的改變 , 總會影響到水質的變化 , 也許會對
Anabaena, Oscillatoria 的生長產生不利的作用。而且能改投麥片、米棟不久後 , 臭土時已有減輕
來看 , 改變飼料似乎也有某種程度的教果。

3. 撤石灰消除臭土味
本試驗地是王先生經營的釣魚池 , 面積 4 分多 , 蓄養吳郭魚 ( 尼羅魚雜交種〉供人垂釣。 74 年 8

月 1 目告知本分所 , 該池魚有臭土味 , 望日創前往探樣 , 發現有輕徵臭土味 , 8 月 10 日投下 3 包右灰
〈每包20 台斤 ) , 8 月中筍再投下 3 包 , 9 月上筒再投下 4 包 , 至 9 月 17 日探樣時已沒有臭土睬 , 其
結果如表四。

表四 : 王先魚垣水質資料變化
Table 4. Variation of foundmental deta in Mr. Wang's fish pond

Tw: Water temperature; Tr: Transparency; DO: Dissolved oxygen;

Ta: Total alkalinity; Sa: Salinity



Tw Tr Ta Sa Muddy

date Water color pH Algae phase
(CC) (cm) (ppm);Cppm) Cppm) (括。〉 odor

Aug. 6, '85 33.0 dark green 22 8.40 4.1 0.38 256 4.0 have Oscillatoria distinct
tenuis

�S�e�p�.�l•€�3�3�. O� �y�e�lO=�g�r�e�e�n 27 7.82 3.1 0.49 250 5.5 haven't Oscillatoria no muddy
tenuis odor

86

此外 , 西港蔡先生的魚祖也是以撤石灰來消除臭土睬。蔡先生魚坦面積 1 甲主右 , 養殖劃目魚、

吳郭魚。由於要實魚
, 魚販試吃才知道有臭土味 , 於是在74 年 9 月 20 !3 施放 300 公斤石灰

, 9 月 25 日

告知本分所 , 9 月 26 日前往採樣時
, 臭土味已極輕微 , 再隔幾天臭土味說消失7 。

以上兩個池子均未發現可疑藻類
, 因此研制造兩個池子的臭土味可能是由放射狀菌研引起。另攝

東海大學報告
(21) , 王先生釣魚池撤石灰後 , 放射狀菌類顯著誡少。因此撤石灰對放射狀菌類引起的

臭土味可能有效
, 是一個值得繼續採討的問題。

4. 換水消除臭土味
本魚墟佔地 1 甲多

, 主要飼養鯉魚、吳郭魚。 74 年 8 月 6 日揉樣時有臭土昧
, 當天下午 �p 進行換

7J<. ' 至 9 月 10 日前往探樣時
, 魚堪主告知當換水 5 、 6 天後 , 臭土味 �p 巴消失。如衰五。

表 五 : 黃先生魚坦水質基聽資料變化

Table 5. Variation of foundmental deta in Mr. Huang's fish pond

Tw: Water temperature; Tr: Transdarency; 00: Dissolved oxygen;

Ta: Total alkalinity; Sa: Salinity

8 月 6 日探樣時 , 他中 Oscillatoria tenuis 數量約有 5,OOO/ml
, 至 9 月 10 日農乎已消失殆盡

。因此本魚地臭土味之原因
, 可能是抽水中含有 Oscillatoria tenuis

, 而換水後 O. tenuis 消失
,

故臭土味會逐觀誠輕乃至消失。這和 Yurkowski
(10) 在清水中可使池魚臭土味誠輕或消除是相似的

情形。

此外 , 路竹盧先生泥轍拙和七股蘇先生北池t 且是以換水來消除臭土昧的例子。

換水是針對藻類引起臭土昧的池子有效可行的芳法
, 而且在使用上沒有施放藥物造成衛生上的問

題 , 是種消除臭土味很好的 3守法 , 但先決帳件說是要有充足夏好的水草草。
5. 撤硫酸鋼消除臭土味
撤硫酸鋪雖然不是一種很理想的方法

, 但因硫酸鋪用很少量 , 說可達到教攝像 Anabaenopsis

circularis 這種會引起臭土味藻類的作用 ( 表六 ) , 因此在缺乏水諒 , 不得已的情形下 , 有些富農民很
樂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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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 硫酸鋼對 Anabaenopsis circularis 的殺滅作用

Table 6. Killing effect of CUSO4 to Anabaenopsis circularis

Concentration Amount of Anabaenopsis circularis

of CUSO4 o hr 3 hrs 6 hrs 24 hrs

Blank 1,500/ml 1, 500/ m 1 1,750/ml 3,000/ml

0.25 ppm M 1,500/ml 1,250/ml 500/ml

0.5 ppm M O o o

1.0 ppm H O o o

從表六知 '0.5 ppm 的硫酸鍋即可投誠 Anabaenopsis circularis

這也有一個使用的例子 , 地點在安定鄉的一個釣魚池。攘研中j本地的失土味可能是 Anabaeno ρ sis

circularis 所引趣 , 當撒下 0.5 ppm 硫酸鋼扭過 7 天後 , 臭土味即告消失。

。

攝 要

從 74 年 7 月起至 75 年 6 月止 , 本試驗在台南縣市、高雄 l幌市、嘉義縣等地 , 共採取 166 個樣本 ,

試驗結果如下 :
一、全年度中共發 14 現個魚垣有吳土味 , 其發生季節主要在 8 月 �11 月之間。

二、在 14 個發生臭土昧的魚墟中 , 有 10 個含有 Oscillatoria tenuis, Anabaena viguieri 或

Anabaeno ρ,sis circularis 等會引起臭土昧的藻類 ; 2 個含有會引起臭土昧的放射狀菌類 ;

另 2 個因沒有發現可疑藻類 , 因此也可能是由放射狀菌類引趕的。
三、水溫低、透明度高、撮度高比較不會發生臭土味。而水色、 pH 、禧氧、錯

,
離子等則尚未發

現與臭土味之關係。 .
四、利用季節變化、改變飼料、撒石灰、換水、撤硫酸銅等方法、可消除臭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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