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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Spirulina Platensis asa Protein Source in Diets for Tila 戶 ia aure α

Guang-Yang Yang

Spirulina cultured with fermented hog manure was investigated by feeding

experiment with Tilapia aurea. The diets containing various levels of Spirulin 于
were fed to fish for 6 week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ore the content of

SPirulina, the poorer the. growth rate or" fish. The digestibility of protein in

SPirulina was as high as 82.0 克 , but the 'control was 92.1% It was s�ggested that

Spirulina cannot take �the role of white fish meal as a major protein

in diets for Tila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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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綠藻 ( 螺提藻〉為一種蛋白質含量高且營養價值好之徵細藻類
, 其藻體較蜂藻約大 100 倍 , 容

易採杖 , 又沒有像線藻那樣難消化之問題存在 1) 。接報告 2).8) 指出 , 以藍線藻之生鮮藻體做為種苗生產
用魚、蝦幼苗之餌料有良好之教果。把藍線藻添加在畜產飼料中飼養龍、豬等家禽、家畜已有許多報

告4.5) 顯示藍綠藻有限好的飼料故果。在日本 , 有將藍綠吾吾添加在觀賞魚飼料中 , 取其有增色之故果
.而實際將藍蟻藻用做水產飼料之主要蛋白輝、以飼養魚類之報告則付諸闕如。藍線藻雖然含有很高之

蛋白質 , 但是否能做為水產飼料之主要蛋白源以取代日趨減產之白魚掛仍屬提問。本試驗將以吳郭
魚 (Tilapia aurea) 為主要對麟

, 以究開藍線藻做為吳郭魚飼料主要蛋白源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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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方法

供試魚. .
本試驗所使用之吳郭焦 (Tilapia aurea) 係臺南分所自行繁殖之魚苗。孵化後餵以藍線藻生鮮

藻體至體重 2.60g 左右 , 再以自配之人工配合飼料做為期二週之預備飼育 , 選別體型正常、健康
之魚苗供試驗用。

飼育方法 :
將平均體重約 3.6g 之稚魚分為 6 區 , 每區 20 尾。試驗所用水槽係容積 30t pve 灰色塑膠水槽﹒

飼宵前先前掙經目光消毒再以 5ppm 甲基藍消毒一天 , 而後注入經活性農除去殘留氯之自來水 ,

並加打氣以血水式法飼宵。每天換水 , 飼育 6 週 ' 每週投餌六天
, 每夫投餌四次 , 投餌率約為體

重之 3-5% 。飼育期間之水溫為25-28
� e , 每隔三週測定體重一次 , 捌定之前一夫絕食。

試驗飼料 :
本試驗所使用之飼料組成如表 1 所示。為了對照起見 , 以吳郭魚成長良好之北洋自魚勒做為主要
蛋白源 , 再將藍綠藻以不同比例添加在飼料中。藍緯藻 (Sp 什 ulina platensis) 係本分所

以豬糞酸酵液傲營養源在屋外培養池培育 , 經採收、脫* 再以普通之恆溫加熱器 ( oven) 乾

燥後經研磨器研成韌宋供試驗用。飼料之製做係將表 1 所示之各種成分秤量放入乳訴克分混合均

勻後再加水使成帖狀 , 以挽肉機擠壓成條狀 , 切成適合魚口徑大小畏度 , 再以熱風乾燥機在55
� C

乾燥 1 小時後置於零下20
� C 之冷凍永箱中保存 , 每天碎取一定量投飼。

分析芳法 :

1

2

3

4



lite fish meal �4�5g� 的方 35% - 30% - �2�2�.�5QK 0%

irulina 0% �5QK 10% 15% 22.5% 45%

:xtrin 22% 22% 22% 22% �2�2QK �2�2�5Só

starch 20% 20% 20% 20% �2�0QK 20%

llulose 4% 是% 往5百 是% � �

� * 5% 5% 5% �5QK 5% 5%

lneral �m�i�x�t�u�r�eN2N2 2% 2克 � � � �

tamin �m�i�x�t�u�r�eN2N2N2 2% 2% 2% 2% 2% 2%

(1) 一般成分分析 : 飼料之一股成分係以常法測定 , @P;7j( 分是以恆量瓶 , 經HO.C 之乾燥器乾躁 ,

求其 i� 量。租脂肪係用 Soxhlef 法
7) 以乙酷經10 小時抽出。粗蛋白係以 Kjeldahl 法的

, 租灰分係

以電氣灰化爐以 600.C 經 6-8 小時之灰化而求得 7) .

(z)Cr20a 之定量 : 飼料及糞中之指標物質 Cr20a 之定量係以古川等的方法
,

@P 試料以硝酸一過竄

酷的器、式分解後
, 再以蕉餾水定量 , 然後以分光光度計詛.IJ 定渡長 350m μ之吸光度

, 而求得 CraOa

之量。

個) 揉糞方法 : 郎以添加 0.5% CraO3 之飼料投飼 ' 自第 4 天開始探糞
, 糞的採取是依攘荻野 9)

等

的方法 , 以流水式行之 , 在夜間揉糞 , 踩取的糞用遠心分離機分離後 , 將糞收集放入零下 20.C

之冷凍永箱中
, 大約收集一週左右 , 以乾燥器將糞乾操後 , 再以乳揖翰碎供試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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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dietsTable 1

Die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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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以不同含量之藍蜂藻飼料飼養吳郭魚
, 經六週之飼育 , 其結果如衰 3 、圖 1 、圖 2 民間 3 所示﹒

魚體之成長以 No.1 不合藍線藻區為最好
, 而 tJNo.6 藍綠藻含量為45% 區者為最差。飼料投率也顯示

同樣之傾向 , 即 No.1 區 0.96 為最佳
, No.2-No.5 區之值均民 0.90, 而No.6 區最差只有 0.65 。因此

, 對吳郭魚而言 , 以自魚粉為主要蛋白源之飼料中 , 藍龍 :葉之添加最愈多魚的成長愈差。國 2 可以很

明顯地君出這種傾向 , 亦即魚的增草率與飲料中藍綠藻之添加量成反比率之間係。

Table 3 Results of a 6-week feedipg experirr.ent in TilaPia au rea

with diets containing differ ent levels of SPirulina.

Feedweigh tAverage body weight
(g)of

Mortality

efficiency
(%)

頁丸 In
(%)

6week

No.

Diet no.

fish 42initial

0.96O37316.6410.656.393.5220l
0.90OJ33615.5510.206.323.57202
0.90已。29314.009.416.103.56203
0.90O26512.969.326.023.55204

0.90

0.65

O

O

260

169

12.889.085_733.57205

9.637.305.053.5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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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ffects of dietary levels of Spirulina on growth

of �ilapia aurea.

Stirulina contented in

3 Photograph showing the tilapia fed

containing SPirulina 0 克 ,5 克 ,10 克 ,15%.22.5 克

and 45 克 for 6 weeks.

a diet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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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魚對官司料中蛋白質之消化卒 , 經間接法之揉糞分析刮得 , 結果如表 4 所示 , 飼料中之蛋白聽
完全為自魚勒時 ( 魚勃區 ) , 其蛋白質之消化率為92.1 鬼

, 飼料中之蛋白混為藍結藻時〈藍能藻區 )

2 萬 82.0% '. 較自魚樹為低。藍線藻之蛋白質消化率雖較自魚樹為低
, 但此值與山口 10) 對老鼠昕踢得之

值大約相等 , 可見藍綠藻較雖藻易為魚類與其他陸上動物所消化。根攘海譯m之文獻指出藍能藻經吳

郭魚攝食後 , 魚糞之顏色每天規律的由能轉揭色 , 顯示胃酸之分泌及消化作用為正常。本試驗所使用
含有藍結藻之飼料其顏色由連線至深藍糕 , 經餵飼吳郭魚後魚糞之顏色則由淺褐色至深福色 , 亦即藍
蜂藻之添加量愈多 , 黨之揭色愈濃 , 由此點可顯示藍綠藻經吳郭魚攝食後有按消化。

Table 4 Digestibili ty of protein in Tilapia aurea.

Diet no. Protein source Digestibility of protein

l 45% Fish meal 92.1%

6 45% SPirulina 82.0%

本試驗所使用飼料 , 其一般成分分析值如表 5B 甘示。由此表可知飼料中藍結藻之添加量愈多 , 粗
蛋白及租灰分之含量有減低之傾向 , 祖脂肪含量僅 No.6 較低 , 而No.1-5 大約在8. 3-8.4 左右。蛋

白質、無機堪類 ( 粗灰分〉及脂肪係魚體成長所不可或缺之營養素。本試驗之結果以 No.6 之成長最

差 , 飼料敷率亦較低 , 可能是由於此飼料中粗蛋白質及粗灰分較他區為 {丘之故。另外 , 本試驗所使用
之藍緯藻掛末係以普通之 oven 乾燥

, 蔣經盼碎而成 , 是否因藍綠藻之乾燥方法不同而有影響 , 有待
進一步之實驗查證。

Table 5 General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diets

1 2 3

onM

一| 4 5 6

Moisture I 8.62% I 8. 78� 百 I 8.75 克 I 8.60% I 8.70% I 8.58%

Crude protein 一 130. 向 I 呦 13 間結 129 呦 128. 切 i 釘的
Crude ash I 8.78% I 8.37 方 I 8.01% I 7.56% I 7.19% I 5.21%

Crude lipid I 8.28% I 8.30% I 8.32 克 I 8.45% \ 8.42%.1 7.365 百

雖然藍線藻含有可與自魚掛相匹敵之高量蛋白質 , 但是到目前為血 , 以水產飼料言還找不出有一
種東西可以完全取代自魚粉者。由本試驗之結果顯示 , 欲以藍蘇藻之高蛋白質做為養魚飼料主要蛋白
源完全取代白魚掛似乎不太可行 , 但做部份之添加姆是可行。藍緝藻目前已被用來添加在觀賞魚飼料
中 , 係因其含有多量之 3 一Carotene' 可以有增色敷果 , 且其添加量亦僅為10 克山左右。在研究以

藍融藻做為養魚飼料主要蛋白旗, 不應該光考慮藍線藻含有多量之蛋白質 , 像無機車類之含量及脂肪
之含量亦頭一僻考慮 ; 同時 , 其生產成本是否能降低 , 大量培養拉術能否確立以及其安全性之問題亦
應兢兢考慮。藍綠藻是一種營養價值高之優良蛋白質 , 若能對其他營養及魚類生理上之問題加以研究

, 則其前途是指目可待的。
摘 要

(1) 以荷糞磁酵鹿液培養之藍線藻做為主要蛋白旗
, 配以自魚粉及其他營養素在飼料中添加 0 -45%

, 飼養吳郭魚 (Tila 抖 a aurea) 六星期 , 以試驗藍結藻乾燥輯末做為吳郭魚飼料蛋白源之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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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前飼料中藍緣藻之添加量愈多

, 吳郭魚之成長愈差 , 即吳郭魚之增重率與藍緣藻之添加量成度比嘯
係。

(3) 吳郭魚對飼料中蛋白質之消化率藍綠藻區為82.0% .而對照之自魚輯區為 92.1% 。

“)藍能藻乾燥盼宋飼養吳郭魚之贊果較自魚掛差
, 在飼料中只能做部份添加 , 目前還不能完全取代

白魚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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