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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料生物 : Tetrasi!lmis S戶.與 Navicular s戶.的培養

吳憫虹﹒余廷基

Studies on the culture of living organisms-Tetl'aseJmis sp.

& Naviculat' sp.

Jeong-Hong Wu and Ting-Chi Yu

1. A Medium contains

Navicular sp.

Tetraselmis sp. and Navicular sp. can be maintained in agar slant in which they

polyethylene oxide sorbitan mono-oleate enhances growth of

2.

1 訂uno acids, Tetrase!mis sp, and

前
雷

本省在魚、椒、只類種苗繁殖生產上, 往往極其初期飼料的豐盛典否 , 決定有成率的高低 , 尤其

以海產魚、蝦、只額為甚。為發展日益重要的種苗人工繁 1宜 , 必 2頁積極開發各種飼料生物
, 措以充 {分

供應飼育人工繁殖的種苗之需要。本試蟻報告僅就藻頓中較徵細的鞭毛藻 (Tetraselmis sp. ) 與 i 炎

、海水矽藻 ( Navicular sp. ) 實驗室內的培養試驗搜出報告 Tetraselmis sp. 約為 15 μ xIO!!

Navicular sp. 較為狹長 , 大小約 15 μ x8 μ左右
, 可做為三枚貝的飼料 , 另對於口器在 30!l_50,u 的

魚、醋、只頓種 :苗 , 這兩種微細藻類亦可為餌料生物。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研用之材料Tetraselmis sp. 叉稱 Platymonas, sp. ﹒台大海洋研究昕藻類研究在亦有分
離移作單一培養。其餘技、海水矽藻係自本所池塘中踩種﹒在實驗室中分離所得。

培養方法之研究包括 : (1) 純粹分離 (2 ) 哩體培養基上純粹培養 (3) 生長速度的測定﹒

輯 .果

〈一〉海產鞭毛草草 Tetraselmis sp.
1. 純粹分離培養 : 使用兩種培養基 , 其放果大致相同。

(A) 海水 100ml (Saliriity 30%0)

NaNo. 0.01%

NazHPO..I2Hso 0.01%

Ferric citrate O.OOS 克

AS. 徵量元素被

Agar

AS. 徵量元素被

HsBOs2.86g

Mnch.H2O

Znso"SHaO

�drop

1.5g

I.8Ig

0.22g

純水 11

濃 HaSO41drop.



CuSO ‘ . 5 日 .0 0.08 g

Na.MoO. 0.021g

殼商方法 : 常壓攝菌。每M 小時致富一次﹒每次 40 分鐘 , 共三次。
(8)(1) 海水 300 ml. Salini ty 30 � 經 0.45 μ Millipore 膜過濾後加溫至 60 'C 至 70 'C

。

(2) 淡水 50 ml .Agar 5.6g 市服蘭花肥料 hyponre 4 號 0.7 g 裝入三角輝在 120 'C 下殺菌
15 分鐘、冷卸至 60 'C 至 70 'C

、將 (1) 與 (2) 混合。

將採得之野生藻類 ,
說靜稀釋後慣霧在上述培養基上 ,

置於室內明亮處
, 經 2-3

星期間可看出菌落。

Z 保存及培養 : 將菌落移植在斟面上保存 ,
並做二組不同培養基之試驗 , 一組培養基向上 ,

另
一組則添加 0.5%' 19 后 . 2% 之葡萄艙 , 結果其生產速度都一樣 ,

另於液體閉放式培養中

舔加 CH.COOH 補充碳頭 , 結果比未添加者差 , 液體培養之培養基為 :
KNO. 2O.3mg

間f. PO, 3.5mg

Feel. O.lmg

AS. 微量元素濃 O.lml

sea water 100 ml (Salini ty 30 絡 )

以 40W 目光燈連讀照光 , 臣離約 10CM ﹒打氣量約為 J.5 VVM .其生長速度以 Packed

cell volume 計算。

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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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矽藻之培養
(A 純粹分離 : 淡水矽藻純粹分離之培養基為 :

淡水 100ml 武蒸餾水
Hy 戶nex 4 號 , 0.01 % 一 0.05 %
Agar 1.6 g

海水矽藻的純粹分離培養基為 SWlI 培養基 , 另加維他命 B,O.l μ /100ml .或使用土

述淡水矽藻培華基 ,
但溪水改為海水 . SWII 培養基為 :

sea wa ter 1∞ ml

KNO . 7.2 m I

KH. PO, 0.45 ml

100m I

8.5

1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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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EDTA

B.. � 0.2
Tris 50 mg

PH 8.0-8.2

將野生矽轍轍 , 稀釋並噴霧在培養基上經 2-3 星期即可看見棕色翩。
(B) 保存及培養 : 將菌落移植在掛面上以便保存.。同時使用不問之培養基傲液體無菌培養

,
先後

更換多種芳法惜未成劫
, 藻種一旦放入液體中行無菌培養 , 顏色就關始變淡 , 最後成為自色

50 戶 g

μ g

。

前 前

Tetraselmis sp. 與Navicular sp. 不能制用 glucose 與 CH.COOM 之碳頓只能利用 co. '
叉2頁要微量有機營養 , 因此聽講 Auxot rophy. 無論是鞭毛藻或淡、海水矽藻培養基研使用的淡、海水

, 若是先用活性碳處理 , 以除去各種布機微量營養素如跌基酸 , 維他命 , 則路來之培養結果不佳 , 顯

然梅、滾水中含有一些未知營養素關係著矽藻或鞭毛培養的教果。

矽藻斟面培養基上若是加入 Polyethylene oxide sorbi tan mono-oleate 則可使矽藻長得較佳

, 還是因為 polyethylene Oxide Sorbi tan mono'-oleate 可以潤濕藻細胞的表面
, 使藻細胞與培養

基接觸、滲透、吸故而促進生長
, 添加量約 0.01 % 。

海 ]j( 鞭毛藻 Tetraselmis sp. 的培養較容易
, 做為魚蝦貝類的餌料生物較有潛力 , 至於矽藻雖

然一樣能夠保存藻種以備隨時使用
, 然其被態純粹培養至目前為止仍待研究。開放式培養矽藻亦讀試

驗 , 鞭宅藻開放式培養經 1-2 個月後開始呈現衰退或為其他藻類污染
, 此時可從保存的藻種上刮下

藻種從頭開始。無菌狀態保存藻種可以彌補開放式培養的缺點
, 間不虞藻類培養衰退與受到污染。

摘 要

l 海水鞭毛藻 ( Tetraselmis sp.) 及矽藻均可保存於耕面 , 並定期換培養基。

Z 海水、混水中未知的徵量有機物可使鞭毛報之培養順利。

.3.Polyethylene oxide 'Sorbitan mono-oleate 可使矽藻在斜面上長得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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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e trase I mi s sp.

N av i cular 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