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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蛤養成期間 7k 中之細菌數

林清龍﹒吳廣麗 .T 雲源

The Total Bacteria Number the Water-In

and for CuI ture of Hard CI am

Ching Lor 海 -Lin, Wu Chin-Lii and Ting Yuan-Yan

From 21 July 1987 to 7 April 1988, water sampling was done aboat 34 times in, pond A.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water temperature range was 18 �C-34.5 �C;salinity range was

280/00-40%0; pH value range was ().93-9.02;and Tange of total bacteria number was 5.3 χ 102-1.8

X 105. From 21 July 1987 to 4 May 1988, water sampling was done about 38 times in pond B,

an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water temperature range was 16 �C-35.5 �C; salinity r叩ge

was 240/00-45%0; pfl value range was 7.54 去21; and range of total bacteria number was 3.4

xl02.-1.2x1O\ Even if total bacteria numbers were highin both ponds (A and B).no mass moT

tality occurred as expected. The vicissitude of total bacteria number did not have any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anges in 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pH \Talue.

商會 書

文蛤養殖在水產業來說亦屬一種經濟敷益較高的 ;;K 產生物 , 且其飼養期間叉不必花太多的時間照
顧 , 故在本省西南沿海有許多捕民飼養文蛤 , 而文蛤養成期間之成敗關鍵則在於每年 4-5 月份梅雨

季節來臨時之大量死亡發生與否。有關文蛤之大量死亡現象 , 早在民國位年 ( 1974 ) 曹文陽博士等
(1)(2)
即做過其死亡原因之探討。但眾說論去 , 各專家學者看法亦不相同 , 叉有人認為因工業廢水大量

排出 , 沈積於河床 , 一旦雨季發生 , 大量雨水將河床底質翻動而神下河口入梅 , 致每年春季 4 -5 月

的大量死亡的
(4),
文有人認為是病菌 Vibrio ρarahaemol yt i ous 所引起的大量死亡

(5)
等等。本試驗

主要針對其大量死亡時期從文蛤之養成池中之總菌數及非死亡期之組菌數傲比較。觀蓋地 ;;K 中細菌數

之增瀰典文蛤之死亡是否有直接之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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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弋選擇台南縣七股鄉沿海之文蛤養成地二日。其偏號為A 抽 ( 地約 5 分地 , 其中文蛤及石斑混養 ) ,

B 抽 ( 油面積約 1.2 甲 , 其中混養文蛤、鼠目魚、草蝦等 ) 。每週採水一次 , 定點探樣於早上 10:30

- 11 :30 之間 ., 每抽均採樣一點。

ζ每遍發生大量死亡時再加探求一次。在本次試驗期間僅 A 迪在 77 年 9 月 30 日會發生過少數之死亡
, 而其他地區在木試驗期間並沒有大量死亡現象發生。

三三探回之* 撮 , 首先祖j定 pH 及鹽度 (* 溫在現場探樣時副手測定 ) , 並記錄 * 色之變化及文蛤死亡情
形。

間接因之文蛤抽水接進行無菌據作 , 以 0.85 克生理食鹽水稀釋成 10-2 、 10-3 、 10-4 , 每一個稀釋
被則以無菌徹量岐管毆瑕。.1 巳C﹒→ 3 %NaCI BHT Plate, 如此共三個 Pia te , 以 " L" 型琨璃
棒將之均勻塗抹後→ 28"C 恆溫培養箱 18 - 36 小時後 , 計算總菌數。

結果與討論
本次試驗之結果 ( 請看表 1 ) 0 A 地從 76 年 7 月 n 日至 77 年 4 月 7 日共探水 34 次 , 其武溫範

圍在 18 'C- 34.5 'c 之間
, 鹽度 (Salinity) 在 28 角色 -4 。此之間 , 酸鹼度 (pH) 在 6.93 -9.02 之

間 ,� 中之總商數 ( To 個 1 Bacter ia Number) 在 5.3 X 102 -1.8X 仰之間 ,LJ( 色全年均星還閉

澄清 , 儷商會有一點艷梅色 , 因池中尚混養石瑾魚 , 故每日投與二次之下雄魚 , 按潮汐漲落進排水。
按試驗期間僅在向年 9 月 30 日文蛤有少部份死亡發生呼當時之水中總菌敢在 4.9 X 103 並未因文蛤

之死亡而提高 , 而在發生死亡之前所測得之正常抽水總菌數亦在 8 X 103 亦未有細菌數目增殖的現象

。在77 年 4 月初此抽即將文蛤及石 f1f 捕撈出售 , 故試驗結束。 B 油 ( 請看表 2 ) 從 76 年 7 月 n 日至

77 年 5 月 4 扭共操水 38 次 , 其 * 溫範圍在 16 'C- 35.5 'c ' 鹽度在 24 月起 -45 此之間
, 酸鹼度在

7.54 -8.21 之間 , 水中之總菌數在 3.4 X 102 - 1.2 X 106 之間
, 因水深約在 3�60 公分之間

,

� 色全年清澈見底 , 池中並放養少部份訊自魚及紅尾蝦、吳郭魚等 , 按潮汐漲落進排水。此地由於*
很窩 , 故魚池水溫的溫差很大 , 尤其在多季的上午有陽光和沒有陽光時其溫蓮在 5 'c 左右 , 而大雨時
池中之海水被稀釋後鹽度差別亦很大 , 倒如在 76 年 7 月泊日正好下過大雨

, 其抱中鹽度居然降到24

月忌 , 而A 袍的鹽度卻還在招角色
, 叉抽底之污泥較多 , 文黑叉臭 , 故在 76 年 9 月 24 日及 77 年 1 月 8 日

池中之魚兒死掉一部份。叉因 B 抽水洩的關係
, 在 76 年 12 月 9 日及 77 年3 月 8 日 2 次寒流來讀後池

.內的魚蝦大部份凍死 6 但文蛤卻無議。

今年度的文蛤養殖有點反常 , 並沒有發生大量死亡 , 當然還是應該慶幸的好現象。從總菌數來看 -

A 地總共有 3 次探樣總菌數達 105 , B 抽則有 3 次探樣總菌數達 1 肘 , 1 丟失菌數達 106 。但是總菌

數較高的這幾次 , 兩池均未發現文蛤或魚蝦的死亡。雖然在林等 ( 1988 ) 的研究中認為水中總菌數達

到 1 的以上對甲殼類幼苗有大量死亡的危險性
, 但可能是生物種類不同的關係 ' 其教果亦有很大的差

異 , 亦市能生存環攝的不同 ( 甲殼類在放小的空間孵化 , 環揖惡劣 , 而文蛤則否 ) 而造成結果的迴然

差異。而在試驗期間僅A 抱在 76 年 9 月 30 日文蛤雷死亡一部份
, 其水中總菌數在 4.9 Xl 妒

, 由此
數擴看不出有何特別意義。由 A 、 B 南池所採得之試* 中之總菌數看來 , 其商量之消長並不因水溫、

鹽度、 pH 之變化而有特別的起伏。在水溫方面
, 因 A 地之水擺平均 100 公分左右 ,B 池之水深平均45

企分左右 , 故有陽光照射的天氣時 B 拙的* 溫比 A 地還要高出 3 -5'C 不等。而鹽度之變化 B 池差別

較大 , 雖然A 、 B 池均為完全海水養殖 ' 但 B 地平均水深很淺
, 而其叉將揖寮的屋頂雨水排水口直接

注入池中
, 且當大雨來臨時路邊的雨水也都個流至抽水中 , 故豪雨時鹽度曾經降到 24 月品 , 但遇乾早

從熟的天氣時 , 因魚抽水少 , 水份蒸發快速 , 故亦會高達45 月忌。而A 袖的鹽份變化較正常
, 平均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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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試驗期間A 抽水質及總菌獻之變化情形

The variation of water quality and total bacteria
number in pond A.

Dates
Water .temper-

ature (oC)

1 76072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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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60806 36

4

5

760812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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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試驗期間 B 抽水質及總菌數之變化情形
The vari�tion of water quality and total bacteria
number in pond B.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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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 ,, 40 %J 之間。在 pH 方面亦無明顯的變化。而由 A 、 B 之水中鮑菌數之數接看來 , 難看出有特別差
異的變化 , 是否因如此 , 在今年度的養殖期間才 1宣布大量的死亡發生。而在台灣西南沿海一帶亦未有
文蛤大量死亡的稍息 , 到底是養殖上的平安順利而使試驗數接中看不出典文蛤死亡有關之差異變化法
者是今年雨量較少的關係。

摘 要

從 76 年 7 月 23 日至 77 年 4 月 7 日 ,A 抽共採水 34 次。水溫範圍後 18 'C, ,34.5 'c ' 鹽度從28%J

,,40 摳 , pH 值從 6.93 ,, 9.02 , 水中總菌數從 5.3 X 102 1.8 X 105 ; B 他則探至 5 月 4 日
, 共

探求 38 次。 * 溫範圍從 16 'C, ,35.5'C ' 鹽度從 24 月品 ,,45 月品 , pH
值乏 7.54, ,8.21 , 水 � 總菌數在

3.4 X 102 ,, 1.2 X 106 之間。雖然在A 抱有 3 次的總菌數達到 105 ; B 抽有 4 次 , 其中 1 次甚至達
106 的鮑菌數 ,

但亦 1竟有造成預期的死亡結果。除外 , 總商量的稍長並不興* 溫、鹽度、 pH 的變化有

特別的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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