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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魚壇養魚施用磷肥亡的過磷體前〉能大大提高單位面積魚膏量是對可懷蜓的事實 (;j; 本書顏、陳同
白1966) 。但施磷外加施氮肥 C硫胺或尿素〉是否更能提高魚產量這是一個問題。雖然有學者專家認為
魚池中供作藻頓生長繁殖所需的氣, 自然的來源已經足侈 ,

不必人工施加。謂的來源有魚池中藍線藻主
Anabaena 等約40 種 , 能由大氣中固定頭。另外細菌約有18 屬能固定罰。其他如水肥及所有動植物死亡腐、

敗後都能分解而產生頭。但有些研究者則相信 , 氮肥有提高藻類生產進而提高魚產的故用。因為根攘實驗
室內培養藍綠藻 Senedesmus obliquus 之結果 , 分析其 N. P 成份組成得知 , 這種藻額所舍之氣為磷的
7 倍。在海額的作長繁殖上 , 空軍的需要量比磷夫很多 , 自然的來源或有不足的倩影 , 因此為 7 使藻類能充
分犬量發生 , 充作魚類的餌料 , 施用無肥或許是需要的。儘管對氮肥的故果意見不一 , 我們認為在薑灣有
作試驗來研究確定的必要。因為影響魚產的浮游生物種娟、量及地底土質、水質、天股、放養魚類等困地

區而有差別 , 某些地區不需施空前 , 某些地區施買或許有所助益。
魚池施肥後池水的 pH, Alkalinity, D. 0, P04-P ,NOa-N, NH4-N... 等各種理化因子會有何種變

化 ,
而遺些因于相宜間文有什麼關係與變化。是個擾雜的問題。到底何種變化最適於藻類生長進而促進魚

產 ,
而我們又如何能移根攘所得資料去做水 (Conditioning of water) 而達到增產的目的是淡水魚埋施

肥養魚的目標。以下是試驗的現一部份 ,
希常這些華礎的資料能移對養魚的目標有所助詐。

法7f:W-料二、材

詳見中國水產第二一二斯 (CHINA FISHERIES MONTHLY NO. 212 August 1970 p.2-12)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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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H (hydrogen ion concentration) : 空氣中的CO ζ辯於木贊成 H2C 叭 , 而 H2COa 常解離成H+ 及
HCOa- 再解離成CO:1- , 其變化以反應式示立如下 .

CO2 + H2O 三H2CO 河三H++ HCOa-

而pH=-log(H+) 。如果水中H+ (hydrogen ion) 離子濃度在10-7 時 pH=7 為中性。 H+ 濃度在 10-5 時
pH=5 為酸性 ; 在 10-9 時 , pH= 9 為齡性。也就是水中氫離于濃度愈高時水愈星酸性 ; 愈低時愈星鹼
怪 , 棄一及圖 1, 是10 個試驗池 pH 月平均立年變化。一般而言在施肥初期之 2 、 3 、 4 月間 pH 變化不規則

計與果三 E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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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uctuation of the monthly mean value of pH of the experimental fish1Table

(Fig. 1 ) ponds. nurhbers in parenthesis indicate the times of determination in the month.

〉內數字表各月測定次數(Table!) 各試驗魚池 pH 之月平均含量及全年平均動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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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降低至 11 月最低。 pH 之高低與池

中藻類之多寡及其行光合作用

C Photosynthesis) 之強弱有關。

藻頓在日光下能利用體內之葉綠素將

10.0

CO2 變成炭水化合物而放出氧。施肥

E

魚池 pH 一般都在 8.5 以上 , 比不施
肥的湖沼或魚池都高。由去年試驗看

來 pH 高的魚池單位面積魚產量似乎

也高 CB2BaB4 f9U 外〉如下表。 Aa 年

/'
←→一 -81

＼ / .t /'/

V

za
鈞。

產最高 pH 之年平均值亦最高為 9.5

。 B] 產量最低 pH 亦最低為 8.6 。

圓 - (Fig. 1 )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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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鹼度 (Alkalinity) : 由表二
及圖 2 可知在 10 口試驗池中 , 鹼度分
布最廣的是在 1.5meqj.i - 2.3m .

3.1

eqj .i 之間 ( 亦相當於75- 115 ppm

CaCO3 濃度 ) , 比日本大多數湖沼的
鹼度都高 ( 日本 605 右的湖沼鹼度在

0.2- 0.6meqj j. (Satomi, 1962

〉。從 2 月到 3 月除 A2A4As 三池鹼

度略增外 , 其他 7 個池卸降低 , 而手
BIAI 比降低的幅度大 ( 約

�

.7meqj it 之間 ) 0 3 月 -4 月除此

A4Bs 稍大外其餘各池無大變化。而

4 月到 5 月 10 個地鹼度都普遍上升 ,

5 月至 6 月除 Ba 外全部大幅度地降低
, 6 月至 7 月則全部上升。 8 月餘B3

外各地都降低 ; 8 月 -9 月除Aa 外全

部上升 ; 9-10 月 Bs 外各池均降低 ; 圖二 (Fig. 2)

Table 2. The fluctuation of the monthly mean value of alkalinity of the experimental

(Fig. 2 ) ponds. numbers in parenthesis indicate the times of determination in the month.

表二 (Tablet) 2 各試魚池中鹼度 (Alkalinity) 之月平均含量 (m.e.q)

及全年平均動態 ( ) 內數字表各月測定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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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ω
!

丹 (4) I

月 (4)'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句 , 一一→一一一一
1,76 1.,57 1.56 1.54 1.97 2.03 1.30 2.01 1.54 1.63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 1.90 1.73 1.34 1.60 2.06 2.11 1.74 2.06 1.64 1.83

一-一一一
-卡 1.67 1.53 1.10 1.89 2.00 2.08 1.31 1.41 1.32 2.14

十一月 (3)1

年平均含量ω
|

2.15 1.84 1.12 2.13 2.84 2.46 1.70 1.94 1.97 2.76

一一寸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
1.75 1.69 1.57 1.93 2.14 2.17 1.83 1.91 1.91 2.01

10'-11 月各池都上升。全盤觀之 10 個魚池之鹼度從 4 月起至 11 月 11 二成波浪狀高低起伏變化 , 而在 5.6.7.8.

9. 1江 11. 七個月間變化最大 , 特別是在 5.6. 7 三個月。鹼度被認為是有價值的魚池產量指數。里見研究

日本湖沼的度發現魚產的對數 (logarithm) 與池水的鹼度有正相關存在 (Satomi 1962 b) 0 Moyle (

1964) 在問尼蘇達 (Minesota) 試驗也獲得相同的結果。但根攘本試驗結果比較魚產量與 Alkalinity ( 鹼

度 ) 之間係不顯著 ( 見下表〉 O 其原因 2頁再作更詳細分析。

池

比較項目

魚用量 !
(kg/ha) I

全年皮底全度總平均 1

(m.e.q/J,) i

A:] A4 A5 B3 Al RU A2 B4 B2 Bl

1664 1568 1521 1421 1256 1231 1149 1100 785 524

1.52 1.93 2.14 1.91 1.75 2.01 1.69 1.91 1.83 2.17

(3) 阿 !學尼亞支 ( (NH.j.-N) : 由表三及圖 3 可見除Al 池外其餘各池加施硫酸組 [ (NH4)2S0 斗的B 區

各池 , 7)( 中NH4- N 之含量均較A 區不施氮肥之對應各地為高

。 {衣 Eppley (1969) 之研究發現 Chorel 泊 , Anabaena

'"
=..

,-Gymnodinium' Simplex 等藻鑽在利用黨原時 , 都以NH4

-N 為優先 , 直到NH4 - N 之濃度降至一定限度時才會開始利

.8.
h

用 NO3- N 或NO2-N 。魚池中之藍綠藻的40 種能固定空氣中

正么ζ三 A,

的氣以補充供給所有藻類生長繁殖之用 C 但到底由藻類問定的

氣素原是否能充分供給藻類之生長繁殖而不需再加施氮肥這是

-L
一
的

川
一
⋯

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固定之氮量足移藻類利用則加施氮肥是

&,
A, 一種浪費 , 否則加施氮肥能增多水中NH4 - N 之含量 , 對藻類

之生長繁殖將有助盆 , 進而能促進魚產之增加。魚池中N 比一

N經氧化變為NO2-N 再氧化則變NO3- No 而NO2.-N 較不聽

定 , 在水中存在的時間短 , 故在一般水質測定時含量都極傲。

圖三 (Fi g. 3) 但雷電大雨後水中之 NO2.-N 含量常大大增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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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uctuation of the monthly mean value of ammonium nitrogen of the

(Fig. 3) experimen.hlJfish ponds numbers in parenthesis indicate the times of

determination in the month

邱長古﹒劉嘉剛

3Table

一﹒表

池
BsB.,B:jB2BIA,;A4A3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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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氮量 (l:N) : 包括 Organic nitrogen,
、l

NO3-N , NO2-N , NH4-N 等。也表四及國 4 知 10 個

試驗池中全年總氮平均含量 , 最高的是 (As2.93ppm)

, A, (2. 92ppm) 次之 , 最低的為 BI 池 (1.75ppm)

。由 3 月到 4 月除AIA2B, 等月平均含 :EN 量稍減外 , 其
餘各地均增加。 4 月到 5 月含量均增 ( 只A2 仍減 ) 0

5-6 月所有各池均大幅度增加 (I 幅度由此之 0.74

ppm 至As 之 2.52ppm) Co 6 - 7 月除AlAs 稍減外 , 其
餘各池仍些激增加。 7 月至 8 月除 B2 稍增外 , 其他均大
大減低 C幅度也最低之 Ba 略增外其他仍繼續降低〉夕 -10

月 10 個池均降低 , 至 11 月全部增高 , 全盤觀之各池 :EN

之月平均含量從 4 月開始逐升 , 一直到 7 月達到最高量
( Al 、 As 、 Bs 則在 6 月最高 ) 0 7 月以後急降至10 月

最低 , 然後叉升高。 A 區不施氮肥只施磷肥 , B 區除了
.

施磷外又加施相當於 0.5ppm 之硫酸啞 (@O 每公頃 1950

公斤〉。如果所加的硫酸啞能體完全被利用 , 施加氮肥
的 4 個地〈盔、 Ba 、民、 Bs) :E N 含量理應比A 區的為

高。但比較衰四內各池 ( AIBI 除外〉總氣之年平均含

。 124。 1010.0 夕50.066 0.0870.0830.0790.075

跑 . _.-
包 I

_.�

BI 4

e.. ....
8s ← 4

A2
As
85

"/'A.

0.060

一
戶
一
一

}

郎
郎
郎
郎
郎

0.084

7

6

句,
‘

zaa

5

4

3

圓圓 (Fig.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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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1←王一 -
..

I ---

四月 (4) I 1.87 1.58 1.52
主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月 (4)
1 2.32 1.30 1.95 2.84

六月 ( 5)
I

4.76 3.48 3.02 4 ω

丹 ( 4) I 3.91 3.94

月的
I

2.07 1.07 2.80

月 (4)
I

0.93 0.93 2 的 2.15

月 (4)
\

0

十一月 (3)
1

1.41 1.77 4.39 2.83

年平均含量ω
I

2.3 ω 1.861 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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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B 區各地並不一定都比A 區各池為高。是否在加施氮時因水中已溶有可供利用之氣 , 因而藻類就不再
固定空氣‘中的氣,

只有-在沒施氮肥
, 詞不足時Anabaena 才固定氮。因之雖加施氮肥但因Anabaena 停止固

氮作用 , 而對總氣的含量並無增加。亦或因為A 區池泥之合氮量在試前驗都比B 區為高 , 因之不施氮肥 ,

泥土中滲出的氣 ;最亦多。其理由尚待進一步詳細分析。

f'"Tabl

(Fig.4) fish ponds numbers indicate the times of determination in the month.

表四 (Table4) 各試驗魚池總氮 (L:N) 之月平均含量 (ppm) 及

全年之平均動態 ( ) 內數字表各月測定次數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3!!

B5B4BsB2BlAsA 生AsA 司Al

、＼、

1.61

2.26

2.52

2.84

1.06

2.72

1.21

1.60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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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磷量 CEP) : 包括 Organic phosphorus(gp 動植物性

浮游生物 , 水中懸著物 , 細菌所舍之磷〉及 PO4-P 等。由衷五

及圈五知總磷之月平均含量在試驗初期之 3 月各地多少懸聽很大
, 但與施放購肥 (CaRl CPO4) 。變化一致 , 換言之間施肥量多
的油總磷之月平均含量高 , 施少的則低。因此時浮游生物還未大
量發生 , 總磷量中研含有機磷的量少 , 所代表的大部份是水中之
PO4 - P 。從3- 4 月水溫漸高 , 池中部份浮游生物開始繁生 , 能
利用部份之磷。故在 4 月時總磷含量之高低與施肥量之多靠變化
並不像 3 月時之情形。在此期間也BIB2 總磷含量均增加 , 此可
能與池中浮游生物之量有關。而其他各池 (Bs 不變〉含量均減低 ,

可能部街施放之過磷酸鈣沉積於地底 , 而浮游生物少未能大量利
用磷之故。 4- 5 月餘Ai.� 降低A2 不變外 , 其他 7 個池均增高

風尤以As 增高最大 ( 到達 2.54ppm 此現象似有點難以理解) 0 5

月至 11 月變化不一致。如就各別試驗池之年變化觀之 , 各池總磷含
量大致乃與所施磷肥之多寡有關 , 也就是說施磷肥多的池其總磷
台最高 , 少的則低。這可能因為施磷多的池水中 PO4-P 含量亦多。

荐者施磷多的池浮游生物有足侈的磷可利用來生長 , 發生可能較
多 , 因之水中測出的Organic-P 亦多。兩者相加 EP 之量亦多 c

2.9342.923

G



Table. 5 The fluctuation of the monthly mean value of total phosphous of the experimental
( Fig 5) fish ponds numbers in parenthesis indicate the times of determination in the month.

表五 (TableS) 各試驗地總磷 (r:P) 之月一平均含量 (ppm) 及全年之平均動態 ( ) 內數字表各
月測定次數

? 于 |

月叫
月叫
月叫
月叫
月叫
月叫
月ω

|

月 ( 叫
十一月叫
年平均含量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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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B3BzBIA5A 生A3AzAI

、、、、

、、＼

B5
月份

1.481.720.540.250.132.041.730.580.490.11一一

1.141.330.540.370.251.261.280.360.280.79四

1.810.990.610.560.322.540.810.700.280.39五

1.711.070.630.350.261.231.220.740.460.52-L.o
/ 、

1.131.101.150.810.290.920.850.810.360.33七

1.191.070.810.880.301.330.800.790.260.31入

1.311.110.970.830.251.091.150.820.250.31九

1.261.270.870.800.261.581.731.140.360.26十

1.03 0.961.421.230.910.541.2 θ1.690.670.23

1.4641.251。 7740.374 1.332

(6) 有機嘴 ( Organic phosphorus) : 從糖、磷 (r:P) 減去

PO4 - P 所得之值。亦即魚池中之浮游生物及懸浮於水中物質之

含磷量。由表六及圖 6 知全年有機磷全年平均含量最高的是 A5 (

O.693ppm) A4 ( O.654ppm) 次之 , 最低為 BI ( O.222ppm

〉。從 3-4 月除A5 降低外 , 其他各池有機磷之月平均含量均升
高 , 尤以 A4 B4 AI B5 為大。 4-S 月 A4 B.! Al 減低 , 其餘
都增高 ( Az 不變 ) , 但以扎扎扎 A3 A5 較顯著。 5-6 月

除 Bz 減低外 , 其他都大幅度增高 (BI 例外 ) 0 6-11 月有降低

有升高 , 變化不一。在施肥之初期 ( 即 2- 4 月〉一方面因為氣

溫、水溫還不很高 , 日光的照射還不很強 , 男方面浮游生物的總
發生量還未很多 , 故 PO4 - P 興 Organic-P 之比相當大 , 換言之
l%� 施肥之初期魚池中 PO4 - P 之含量比 Organic - P 多很多。由表

七知在 3 月時 (�p 施肥之第三個月 ) PO4 - P 與 Organic - P 之比

最高有達 7.3 倍者。 AIBI 因無施肥 , 池中所舍之 PO4 - P 少且AI

池很早就有浮游生物發生 , 故比例小 , 即有機磷之含量比 PO;\- P

含量為大。到六月以後水溫高 , 目光強 , 浮游生物大量發生 , 他

0.350 1.2310.8170.6400.289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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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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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

個

團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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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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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PO... - P 大部的被利用故 Organic- P 之含量麓乎全部都比 PO.,'_p 之量為高。囡此我們可以說在 10

個施肥試驗魚池中 , 在施肥初期之 4 個月中 (2- 5月 ) PO.,--P 之台量:均比 Organic - P 為高 u 在 6 月以

後則 Organic-- P 含章都比 PO4-Pj 寓。但在此耍說明的是 PO. γ -P 之量是以 ti 但肥後 2- 3天時割完之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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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Table 6 The fuctuatioll of the monthly mean value of organic phosphorus of the

(Fig. 6) experimental fish ponds n 叮nbers in parenthesis indicate the times of

determination in the month.

(Table 句各試驗 ;它有機路 (Organic phosphorus) 之月平均合量 ( ppm)

及全年平均動態 ( ) 內數字表各月 t�J� 立次數

扎百一衷于

-'-/ 、表

BoB.)B,B,Bll�jAIA3A 、A1

(1)

月 (2) 1 0.161

份月

月 (4) i

月 (4) :

0.0630.0490.0820.6700.2290.0650.035一
一 。 151。 322

0.5090.556。 121。 1130.1130.4 860.4 夕80.0950.090。 557四

月ω
|

月
I

丹 (4) i

月⋯
月的

|

十一月 (3)
,

年平均含量ω

。 5250.2480.3030.2680.2180.5800.3630.3500.093。 .298五

0.710。 5240.4060.2540.240。 7740.6880.4340.4440.455.......
/ 、

一一一
-一

0_5250.5180.6100.268 0.543。 7060.4230.4610.309.0.281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6500.6500.5330.6400.2030.9580_7530.570。 1680.285/ 丸

0.6730.6530.2080.6450.235。 718。 7480.5750.2050.298九

一一一一一一
0.579。 7980.6130.5350.1170.8DO0.9870.5260.2740.242十

( 一一一一
1.0050.8520.8800.6960.500。 5491.196。 5790.5700.227

The ratio of the monthly mean value of inorganic phosphorus and organic

phosphorus of the experimental fish ponds 、

(Table7) 各試驗魚池中無機磷 (PO P) 與有機磷 (Organic-- p)

月平均含量之比 (POrP Jorganic- P)

一

0.5840.5690.4150.4160.2220.6930.6540.406。 2.430_313

7

七

Table

表

BoB�B3B2BtAijA...A3A2At、
份

＼
月

7.212.166.004.410.731.634:16.6.376.140.02月
一一一

1.74

→一←一←→
1.553.832.170.821.772.052.581.890.06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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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一一一一

0.06

1.99 1.08 1.93 1.47五 月 0.22

0.11 0.69 0.66 0.51--'-/ 、 月 0.15

0.16 0.64 1.07 0.49七 月 0.17

0.33 0.340.11 0.41 0.37/ 丸 月

0.55 0.54九 0.04 0.21 0.46月

0.49

0.08

0.11

0.18

0.06

1.47 0.97 2.90 2.36

0.35 0.67 1.00 1.44

0.35 0.43 1.01 1.21

0.40 0.65 0.830.53

0.30 1.45 0.70 0.96

十 0.06 0.36 1.08 0.86 1.1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44月

0.14 0.63 0.45 1.16十 月

(7) 有機質 (Organic matter) : 由表入及間 7 可知全

年有機質含量; 以 Ba 池為最高 ( 25.22ppm ) BI 池最低 C

9.99ppm 〉 。而除了 BI ( 不施肥〉池恥地外 , 其餘各池含

量都在15ppm 以上。在施肥初期 ,( 2- 4 月〉浮游生物較少

, 有機質的含量較低。 5 月以後浮游生物大量發生 , 有機質

的含量也隨之增高。水產養殖營養的三要素是 N.P.C. 。氮

及構的添加與補充往往都靠施肥 , 而蔽素的來源大都靠池水

溶解大氣 III 之 CO2 及細菌分解有機質而得。碳素對浮游生物

的生長繁殖亦極重要 , 到底天然的來源是否足移供藻類作最

大程度的繁生 , 有無領要再人工施加 , 對此問題作深入研究

的專家似乎還不多。日本里見博士曾在魚池施加酥酸以增加

池水中碳素的含量 , 結果魚產 ( 供試魚包括鰱魚、鯉魚、河

內鮑都比未加酥酷的為高)(Satomi 1966) 。

The fluctuation of the monthly mean value of organic matter of the experimentalTable 8

0.17

0.05

�
15

0.49 0.63 1.21

0.29 0.38 0.63 0.64

40

35

30

A, - B1 --
A2-B2-�
AJ � 自J _.-
A 品

,
一� B品﹒-..

A5 ι� Bs ﹒--�

25

20

10

s

APR. MAV ..R.JNE .kJLV

MONTH

AUG. SEPT. OCT. NOV.

園 1:: (Fig. 7) . .

表 / ＼

fish poods numbers in parenthesis indicate the time3 of determination in the month

(Table8) 各試驗池有機質 (Organic mather) 之月平均含量 (ppm)

及全年之平均動態 ( 〉內數字表各月測定次數

＼＼

7.20

月

池

份 A2Al Aa A4

10.05 6.257.25 8.63四

A5

6.25

BI B 。 BoBa B4

一一一←一→一一一
8.85 12.73 9.9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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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

」
〕

入

九一一
十

18.58

23.46

18.18

14.15

13.58

14.37

14.37

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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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

13.72

14.70

10. 夕。

11.50

12.11

17.92

12.06

11.28一一
20.60

23,55

27.75

28.59

23.83

33.05

21.86

19 AO

22.82

21.35

27.40

26.23

21.08

29.98

22.11

23.83

24.90

21.85

25.45

21.94

16.41

18.53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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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

14.34

10.60

9.90

9.80

8.63

8.09

9.99

16.55

16.78

26.03

28.05

29.39

26.54

36.59

23.60

20.58

22.84

24.65

23.65

32.81

34.47

35.04

25.22

22.45

19.72

19.73

17.83

25.31

26.41

31.14

21.92

17.75

18.28

14.60

17.7j

19.31

15.72

13.42

15.85

(8) 一般討論 : 表九是魚產量、施肥量與水質及各種營養元素全年平均之比較。如果只拿魚產量最高之

A3 與最低之Bl 來比較。 Bi 生產量不及恥之告 , 兩者有極大的差異。而在水質條件方面比較之 , 除了鹼度
Bl 比As 為大外 , 其餘各項都比As 為小。因此我們似乎可件把 Bl 池各種營養元素含量作為不足的標準 9 也

就是說魚池中各種營養元素如果等於或低於 Bl 的原準 , 必不足以產生大量的浮游生物 , 而有高的魚產 , 此
時一定要設法施加各種肥料以提高其生產量。施肥養魚水質的測定很重要 , 但常感到所測出之結果 , 沒有
一定之好壞標準 ( 即某營養元素是否已經足移或還不足 ) 作為比較 , 以下判斷 , 謀取對策。本試驗經過一

年之翻定其中10 個魚池之魚產量最高最低有很大的差異 , 其水質及各種元素亦有高低不間 , 是很個好的參
考。

表
九 竹北分昕淚水魚垣施肥試驗魚產量施肥量

與水質及各種營養元素全年 (58 月 2 月 -11 月〉平均之比較

會 p H

Alkalini ty
(meqjl)

D.O. (ppm)

2::;P (ppm)

As

1664

2040
(P)

9.5

1.52

0.774

1568

6090
(P)

1.93

7.6

1.251

A�

1522

A"

1422

Bs

1257

Ai

1231

B"

1150

Az

1100

10230 ��-:�(T!)
CP)

1950(N)
10230(P) 6090(P)

1950(N) �(P) 1925(N)

9.3

2.14

8.3

1.466

9.3

1.91

8.4

0.817

9A 8.9

1.75

8;2

。 350

。

2.01

7.3

1.332

8.8

1.69

7.8

0.374

8.8

1.91

7.0

1.231

B4-

1O40(p)
1925(N)

9.1

1.83

7.9

0.640

zB Bi

786 525

。

9.2 8.6

2.17

8.5 7.5

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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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 !

c叫
NHcN ω

l

Orga 叫 (叫
Organic-N ;

(ppm) I

Organic matter I
(ppm) I

POi-P 0.318 0.619 0.686 0.305 0.034 0.834 ( .100 0.581 0.220 0.044

I::N 2.686 2.923 2.934 2.908 2.369 2.317 1.861 2.717 2_704 1.7 手 7

0.075 0.07 夕 0.083 0.095 0.084 1.124 0.060 0.101 0.087 0.066

0.4 06 0.654 0.693 0.415 0.313 0.584 0.243 0.569 0.416 0.222

2.28 2.45 2.72 2.35 2.19 1.93 1.69 2.20 2.26 1.50

21.86 22.11 20.01 25.22 15.84 15.85 12.06 21.92 23.60 9.99

四 E 結 -ib 、

吾呵

1. 淡水魚垣施肥 ( 過磷酸鈣 j 初期之 3 、 4 個月內 (2- 5月 j 抽水中無機磷 (PO 公一 P) 比有機磷

(Organ!c - P) 之含量大。且愈接近試驗開頭愈早其比例愈大。 6 月以後國目光水溫適於藻類之大量繁

生 , 池中之PO 4 - P 故吸收利用 , 故有機碑的含量直接乎全部比無機磷為大。
2. 在施用磷肥之淡水魚壇中 , 總磷 (L; 的之含量大抵乃與施肥量之多賽成正比 , 施磷肥多的魚池總

路含量多 , 施少的則少。
3. 在竹北 10 個試驗魚池中 , 總氣之年平均在 1.8- 3.0ppm 之間 , 較總磷之年平均含量 (0.29- 1.5

ppm) 為大。

4. 竹北施肥試驗魚池有機質的含量都在 10ppm 以上。而只由有機質的含量不易直接推測判定魚產之高

低。

s. 施肥魚池中有機氮 (Organic-NJ 含量較無氮機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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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f};IAlt Y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most profitable doses and the right kinds of

jnorganic fertilfzers,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in t�n freshwater ponds

at Chupei Fish Culture Institute from February to November 1969. This paper

reports on just part of the exermental data which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during that period.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chang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conditions of the ten ponds during 1939. We hope to use these

find�ngs to increase fish production especially by using optimum doses of

calcium superphosphate and ammonium sulphate. Some of thes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During the February to May period of our experim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soluble phosphorus in the waters of these ponds was

greater than the concentration of organic phosphrus. During the June to

November perio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organic phosphorus was higher.

2. The annual mean concentrations of total nitrogen in the ten ponds

rang�d from 1.8-3. Oppm. The total phosphorus cocentration was les!> than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and from 0.29-1.5 ppm.

3. The annual mean concentration of phosphorus for anyone pond was

proportional higher as the yearly total of added superphosphate wa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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