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lletin of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No. 40, 1986

Isochrysis galbana 的培養研究

高炳昀

Studies on the CuI ture of I BochrgB i B gal ban α

P ing-Yun Kao

This study deals wi th the influence of nutrien 俗 , salinity and pH yal ue on the

growth of I sochr ysi s gal bana in the laboratory.

The cuI ture in marine medium wi thout ni trogen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growth of Isochrysis galbana. The growth of Isochysis gafbana was retarded in

the media lack of phosphorus ,vi tamin and iron. The marine mediwnwi 泣的ut addir 草

地 SO. or EDT A showed 主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Isochrysisgalbana.

Additional trace metalS in the marine medium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Isochrysis

galbana.

Isochrysis galbana is a euryhaline algae, the optimal salinity and pH is 10-

25 她 and 7-8, respectively.

前 言

Isochrysis galbana 是一鐘黃色鞭毛灘
, 屬於 Haptophyceae 綱、 Isochrysidales

Isochrysidaceae 科
(1)
。其形狀厲措圓形

, 長度約 5--7 戶
, 前端有兩很鞭毛。

Isochrysis galbana 騙取枚貝之良好餌料生物 (2) 叭 ,
在做貝類繁殖民 , 經常以附加 is

為餌料生物
, 而如何能適時克至于供給良好的餌料生物 , 為貝類繁殖成敗的關鍵 In/

。因此有必要標討此

種藻類對環境的適廳能力
, 進而確立其培養的挂衡。 Kain and -Fogg ( 1958

) 以及 Laing, I ﹒

甜d Utt ing, S. D. ( 1980 ) 嗎曾對 IsoChrysis galbana 做過有關虛度對其生長影響的試驗
,

而對於有關培養方面的報告尚不多見。

本試數之目的在於探討 I sochrysi s gal bana 對營養虛之需求及其最油生長之墟度、
pH 值 , 以

便尋輯出一種簡單叉迅速的培養方法
, 做為培養此種藻類的參考。

目、

材料與方法

-弋括科 :

由保存於試管中之 Isochrysis galbana 斜面培養
, 挑取長得較好的 Col 個y , 在合成培養基

中作 Stock cuI ture
�.0�

在試驗中所用之海水 3通過過復經高溫高壓 ( 120
�C 、 5 分鐘〉誠菌 , 試驗用的培養瓶均使用

250 ml 的三角鏡瓶
, 在試驗前經徹底前淨烘乾後使用。

本試驗所有的培養均在溫度 26
� C 、照度 3500 Ix 的生長賴 ( Growth Chamber) 內進行 ,

每日光照 16 小時
, 培養時均于以打氣。

三三試驗方法:

付營養墟需求試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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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able I 所列之營養盟成份為控制組
(A 組 ) , 以每組少添加或多添加某一種成份為實驗

姐 , 群如 Tab 1 e 4 ' 總共 8 組
, 2 重觀。每組開始時密度為 2.3X 10. ceJls/ml, 經數天後以

漫長 460 nm 翻眼光度
, 以決定其生長情形。

已鹽度試驗 :

以黨餾水及氧化訥調整海水之鹽度
, 調成 5960 、 1096, 。、 15 純、 20 960 、 25 他、 30 960 、 35

% 、 40 960 、 45 96n 、 50 960 之鹽度 , 共 10 組 . 2 重壤。各組營養鹽成份及添加量如 Table 4 所示

。每天定時以 460 nm 之極長捌各組之跟光度
, 以觀察其生長情形。

由酸鹼度試驗 :

以 HCllk NaOH 繭整 pH 值為 4 , 5 , 6 , 7, 8, 9, 10, 共 7 組
, 2 重復 , 因 PH 值會隨

藻類之成長而變化
, 故每天均再調 pH 值 , 使各組都雖持在試驗 PH 之值

, 每天以說長 460 n m 誼ij

眼光度。各組之營養鹽成份及添加量亦如 Table 1. 所示。

Table I

控制組的營聲鹽成份

Composition of Control Group (G 凹up A)

表 1

NaN),

Kz HPO,

FeCI,

lOOmg

20mg

Img

Na, EDT A

b 有�SO.

V soln.

4.5mg

20mg

O.lmg

Sea water 1 1

M 濃的成份

Table 2 Composi tion of M solution

表 2

ZnCl, 20mg

Co Cia . 6 日 ,0

(NH.)8 Mo,O,. ﹒ 4 日 ,0

CuSO..5H,O

20mg

9 叮Ig

20mg

Distilled water 1 1

費 3 V 澈的成份

Tabl e 3 Composi tion of V solution

Thiamn HCl 100mg

Cyanoco�la1'J1in 10mg

Dis til1ed water 1O0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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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實驗組的營養鹽放份

Comp 晶 ition of Experiment Group (Group B-B)Tab Ie 4

CompositionGroup

A-NaNOaB

A-K2 BPO.C

A-FeChD

A-MgSO.E

A-V soln.F

A-Naz EDTA

A+M soln. (1 ml)

G

H

果

-弋營養鹽需求 :

在不同營養鹽成份的培養下
, 在第 6 天及第 10 天祖,Ij 得各組在渡長 460 n m 的眼光度

( Fig. 1 ) ,

結果以控制組 (A 組 ) 成長最好
, 十天後達到 � 光度 1.142 (2.16XI0' cells/ml

) 。以 A 組為

標準 '
各組和 A 組的差異亦如 Fig.l 所示。在關抽前 6 天

, 各組之成長除不加 NaNOa 的 B 組外
,

各組差距尚不明顯。但至第 10 天各組成長差距較為顯著
, 顯示出 Isoch-rysis galbana 對各種營養鹽

成份需求之程度。各組中以不添加 NaNOa 的影害最大 , 十天後只達到 A 組的 6.1 % ' 其他不添加

K. BPO. 、 FeCI, 、 MgSO ‘、 EDTA 、維他命 B1 和 812 之組
, 十天後分別達到 A 組的 36.6 % '.-. u-

、 75.4% 、祠 .7% 、 36.8 % 。而添加徵量元素M潑反而成長不佳
, 十天後只撞到 A 組的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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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鹽度對成長的影響 :

Isochrysis ga/bana 在各種體度下培養 , 各組生長情形如 Fig.2 所示 , 顯示其為一廣鹽性的藻

類 , 在鹽度 5 - 50 %0 的範圈均可生長
, 而其最適鹽度為 10 - 2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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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盟度下 , I sochrysis ga/bana 的生長情形

Growth of I sochrysis ga/bana in different salinities

圖 2

Fig.2

三 pHfI 宮對成長的影響 :

-不同 pH 值培養下各組每天之成長情形如 Fig.3 所示 , 以 pH 值維持在 7.0 者成長最好
, 最適

PH 值在 7-8 間 , 此範圍內成長最快。在 pH 7 以下
, pHflU 全低成畏愈樓。在 pH 9 時

, 開始時
成長快 , 但經 2 天後卸緩慢下來

, 顯示在此 pHM: 下成長不種定。而在 pH 10 時
, 細胞大部份已破

裂而死亡 , 所以成長最差。

翰

在培養基中未添加 NaN� 對 I sochrysi s ga/band 成長有很大的影響。此因認為構成氯基酸、蛋

岳質、醋、輔酷、嚴酷、葉綠素、細胞膜等重要之代謝有機化合物的
, 指聲波中若缺乏認棍 , 則藻

類無法合成這些物質
, 而阻礙其細胞的合裂與增長。另在本試驗中曾將采添加 NaNOs 之 8 組於實

驗完後
, 加入尿素 , 其生長隨即阪復正常 , 顯示此種藻類亦可以利用尿素為懿掘。

磷是一般藻顯生長所必需的主要元素之一。因在生物體內
, 合磷的化合物在新陳代謝過程中 ,

扮演重要的角色 , 尤其是在能量轉接反應申
(9)
。因此缺磷會限制藻類的生長。但某些藻類在磷充足

的情況下
, 能跟收比藻類本身所需更多的磷 , 它們可以刺用這些磷在缺乏器的環境下繼續生長一段

期間
(8,9)

。而在本實驗中 , 亦有此種情形發生 , 在前幾天雖然培養液中做磷 , 但 I sochsysis'

ga/bana 仍能生長一段期間 , 所以在第 6 天時與控制組相差不大
, 而在 6-10 天時

, 因嚴重缺磷生

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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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長才蟬慢下來。

鐵為多種酵索、細胞色黨和某些外咻 ( Porphyrins) 的組成成份 , 且為合成業線素所必需。缺

鐵會使葉線樹的含量誠少
, 降低光合作用的速盡管 , 因而拐礦藻類的生長ω。在本實驗中 .' 不舔加

Fe Cl. 的 D 組 , 十天後只達到 A 起的 58.3 % ' 顯示培養基中缺鐵會阻礙 I sochysis ga/baba 的成

鐵為葉綠素分于中之金屬元素
, 也是形成接觸酵素 ( 臼 talase) 所必需

(8) 。硫為某些單基酸及

輔臨 A 之組成成份
, 大部份的藻類都能利用 5042- 為硫的來源。然而在本實驗中

, 不草草卸 Mg50.

之 E 組 , 十天後為A 起的 75.4 % ' 兩者相差並不大
, 這可能是海水本身含有鹽富的鎮 ( 1.326 g/ l

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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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硫 ( 0.928g/f 們的緣故。

一般藻類生長所需要自嫌他命只有 Cyanocobaiamin (BI2) 、 Thiamine (8.) , Biotin 等三種

, 其中大部份的藻類需要 BI2 或風
, 少部份的藻類才需要 b圳 n

(8)
。在本實驗中 , 不加維他命的

F 組 , 十天後僅為控制組的 36.8 % ' 兩者相整頓大
, 顯示 I sochrysis galbana 成長需要跟收維他

命 BI 或 BI2
。

於本實驗中 , 不添加 EDT A 的 G 組 , 至第 10 天達到 A租的 79.7% ' 與控制組相差不大。因此
在培養液中不添加 EDTA 對 Isochrysis galbona 成長影響不大 , 而添加 EDTA 仍稍具有促進生長

的作用 , 其原因可能是 EUI'A 能與培養被中之金屬離子結合成種定的聲狀化合物
, 使一些金屬離于

無毒化作用。

徵量元黨為藻類生長之限制因子之一
, 且每一種藻類的需求量不同。本試驗中 , 以四種微量金

屬離子 Znl+ 、 C02+ 、 Mo&!- 、 Cu2+ 加入日組 , 結果加入這些金屬離子反而使 I sochysis gaJbana

生長艦慎 , 十天後僅為A 組的 31.5 % ' 與 A 組相差甚大。因此
, I sochrysis galbana 所需之微量

元棄極擻 , 而海水本身已含有多種微量元素 , 已足夠供此種藻額利用 , 若再舔加反而容易對其產生 .
抑制作用而阻礙其生長。另於試驗完後 , 將舔加微量元黨的日組 , 再舔加多量的 EUI'A' 試消除過

量金屬離子的抑制作用 , 結果顯示其生長有顯著的改善。
鹽度對於 I sochr ysis galbana 成長之影響

, Kain & Fogg (1985) 認為在 15-40 之範閻長得

一樣好。 Laing & Utti 曙 (1980) 認為其最適鹽度為 15-25960 彷)
。本試驗中 , Isochrysis galb-

ana 最遍體度為 10-25 960 ' 與 L 的溜之結果類似 , 然在 Laing 之報告中
, 並未對 15 %0 以下之鹽度

做過試驗。由本試驗中可得知 , I sochrysis galbana 係一廣鹽性之海水藻類 , 在聾度 5- 回他均可
生存 , 因此以此種藻類為餌料生物時 , 可隨各種貝類幼生的最適鹽度而變化 , 而不會死亡。

於本試驗中 , 在 pH 7 以下
, pH 值愈低成長愈慎 , 可能是由於 pH 值降低 , 細胞內酵黨的活性

相對的降低
, 致使其成長蟬慢。而 pH 在 10 以上 , 細胞大部份破裂而死亡 , 可能是其細胞內的酵素

已失去活性 , 體內一些生化反應無法進行而死亡 , 且 pH 在 9.5 以上 , 溶解在水中之 CO2 主要形成

CO.'- , 藻類不能直接剩用 COa'- 為礦頓 , 因此 , 在 pH 10 以上已無控培養。

摘 要

本實驗在探討各種營養鹽對 I sochr ysis galbana 成長需求之程度及鹽度和酸鹼度對其生長之影響

。其結果如下:

「培養液中缺乏認棋時 , 嚴重影響 I sochrysis galbana 之成長。缺乏維他命、磷、鐵對其成長亦有顯

著之影響。而培養被中不添加微量傘屬元素
, 添加反而生長不良。

二 Isochrysis galbana 係一廣彈性藻穎 , 在額度 5- 50 960 均可生長
, 其最適彈度為 10- 25 純。

三三Isochrysis gaJbana 的最適 pH1i 直在 7-8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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