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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澱與曝氣對循璟養殖池水質之影響

余廷基﹒張淒泉

The influences of sedimenta tion and aeration on

water
、

quali ty of recirculating fi sh ponds

Tin-Chi Yu and Y�ong-Kuen Chang

The water quality of two recirculating ponds (A pond: with sedimentation and aeration;

B pond: with aeration only) and one flowing ground water pond IC pond) was studied.

Because the experiment was perfonned outdoors, water quality was variable. But in general,

the turbidity of A pond water was less than that of B pond water and comparing to flowing

ground water pond, the amount of DO in recirculating ponds was greater.

By ANOV test, the growth condition of tested tilapias, (Tilapia sp.) in each pond was not

signific 司 !1tIy different (F test, P, > 0.05), though tl1 巴 mean body weight and body length of tilapias

in C p.ond were the largest-owing to the higher water temperature in this pond during winter.

商會 雷

本省陸上養殖楓葉興盛 , 大量抽取地下水 , 對水產用水之使用前無趣濟性叉造成沼岸地層之嚴重
下陷

E口。在誠少地下水使用量之各種方告中 , 循環水設施是比較經濟且方便之選擇《訕。為明暸循環 �

施之敷果 , 我們將街頭*- 之 *- 質興地下水傲比較
, 俾為應用上之舉考。

材料與方法

-弋試驗生動 : 本分所生產之雄交種吳郭魚 ( THo. ρ io sp. ), 分三個試驗組 , 每組 310 尾 , 開始時平
均體重 5.45 公賞 , 平均體長 4.58 公分。

ζ試驗材料 : 養殖抽三個 , 說澱池一個 ( 均為真八角形水泥地 , 面積各 13.5 平方公尺 ) 。說轍抽底

部鋪設廢棄之中獨鐘右 ( 5 企分摩 ) 。過濾油及蓄水池 ( 均為 12.27M3 ) 各二個 , 嘍氣設備二個 (

以木按及經打孔之塑磨浪按搭建 ) , 水位定位器、沈水式抽水機二部 , 軟管、各式水質翻定器材。
試驗設施如圖。

三三試驗方法: 第一個養殖池 (A pond) 抽水經沈激地說澱後 , 用抽 z/( 機抽上進行曝氣、過濾再由蓄水



UNDE

聽
監
喇

2
月

EEV

有

UCCZ

韓
同

Z
口
拉
圭
E
如
郭
安

可
U
〉
呵
』M
叫
卅
阿
餅
叫
~

-gu
」

EU

祖
祖M
快

U

凶
白
色
的
樹
蠶
韓

UEHmMWZ

慰
問

EOHmghgd

們
閃
擊
轄
吾

可
口
。

au

句
口
。

am

可
口
。

RM

〈

盟

醋

三學

』

章m 0

+逼出
棚 E

已司

』
ω
』

PO
已

區
開

MW

ω
』
呵
主
口
。
』
呵
蟑
螂
研

苟
且

SEHEC

℃
鼠
區
別
為

JE
特

口
。
因

UF

呵
』
心
呵

EE
的
趴

mMZZS2

υ
』
一
υE
句
口
吋

℃
口

DOHMMMc--P

。

-
』
』
。
口
。
一Hω

HC
心
的
ω
M
已
。
』
υ

-H
ω

E
ω
�
υ
的
心
品

,HhnE

耐
M
ω
吋
一
。

揖
叩
開
君
臨
恩
肖
碧
羊
內
提
起
再
型

℃
口
。
已
個
心H
倡
言

1 站

圈

.I<:ITTO.l:JUO:> T<:IA<:IT .I<:I�"BM

當 I峰聶哥平



139

地流入養殖池。第三個養殖池 (B pond) 抽水不經沈轍 ,
直接用抽水機抽上進行曝氣、過濾 , 再

由蓄水池流入養殖池。第三個養殖抽 (Cpond) 探流水式養殖。三他之注水量每分鐘約 12 公升
, 循環養殖抽為抵銷抽水 Z康發、漏水等因素《幻 , 添加少量地下水 ( 每牙鐘約 0.6 公升 ) , 多出之蓄
水由蓄水池上部之排水口排掉。循環抱抽水每隔 1 小時 20 分左右抽上曝氣 , 每次抽水量約為全地
抽水之κ。每隔 1 或 2 迦採水測定水質 , 比較各* 抽水質之變化情形。於 2 月 11 日及 6 月 12 日測

定各抽魚之成長情況 , 以贊比較。

結 果

末年度由於先後兩次強烈颱風頭擊
, 造成停電、停水、曝氣架倒塌等現象 , 自 75 年 9 月 22 日起

, 試驗才開始穩定進行。
自 75 年 9 月 22 日起至 2 月 11 日止 , 此殷期間為自秋季轉入冬季 , 氣溫逐漸下降 , 設於室外之循

環水水溫也就隨之下降 ( 最低時達 11.6
0 C ) , 地魚之攝餌慾低 , 成長接慢。 2 月 11 日自各地取 15

尾魚湖平均體長及體重。 A 抽魚平均體長 11.2 公分 , 平均體重 28.2 公克 ;B 池魚平均體長 11 企分
,

平均體重 28.0 公克 ;c 抽魚平均體長 14.5 公分 , 平均體重 50 公克。 C 抽魚之成長較好
, 顯然是水溫

較高所致。

水質方面 , 與流水池比較 , 一般而言循環水之溶氣量較高 , 亞硝酸濃度較低 , pH 值先高後低。

另外
, 循環水之 BOD 值有與日俱增現象。二循環泊之間 ,-A 池由於抽水經沈轍處理 , 其池水濁度較 B

地低 ( 表 1 , 圖 1 至圖 6 ) 。

殘餌典抽魚所排放之糞、尿直接 ( 讀先形成可溶性有機物後 ) 由細菌所利用 , 轉變成無機物
(3)

。

魚類是排氯動物 , 氯在水中形成按離子 ( NH. + ) , 過糧油中之亞硝酸組菌及硝酸組菌將之先接轉變
成亞硝酸及硝酸

(3,7>0 家試驗中循環水之亞硝酸濃度較地下水流水袖之亞硝酸濃底低 , 應該是過濾油
之作用所致。

另外 , 上述細菌及從屬營養細商在將有機物分解成無機物之過程需用到氧氣 (2, 川抽水在過濾前

先行曝氣 , 一方面可脫氮 , 一方面可增加抽水之滄氧量 , 提供上述細菌利用“ '
的。

故
J

月 12 日自三地各取 20 尾翻量成長情況。

,
魚平均體長 17.14 公分

, 平均體重 97.25 公克

;B 地魚平均偉長 15.82 公分 , 平均值重 82.53 公克 .; c 他魚平均體長 17.45 公分
, 平均體重 111. 75

公克 , 其在生統分析上 , 並無顯著性之蓋其 (F test,P>0.05) 。

討 論

造成抽水極度之主要成份為 MgCO3 'CaCO3 ' 其會與聽酸根離子反應
, 產生忱擻 , 以致循車水之

硬度會逐漸降低的。循環抱中每天舔加少量地下水 , 一方面可補足抽水之蒸發散失及漏水量 , 一方面
可誠小硬度之下降量。另外 , 過讀池中所用之浦材主要為石粒 , 會橋出鈣賞 , 如果是用塑膠浦材則需
定期舔加石灰 , 以防抽水過軟及過酸山。

循環水之 BOD 量與日俱增 , 應是過讀池中有機物負荷量增加所致仙。抽水經說澱後再過滴 , 可誡

少過濾油之有機物負荷量 , 曝氣則可增加池水之溶氧及脫施。
備鑽水設施最好設於室內並安裝加溫、防止停電等設備 , 以避免天使 ( 如颱風、寒冬、停電、停

水 ) 影響抽水之水質及地魚之活存率、成長率。

循環* 之水質既可.連淨化敷果, 應可嘗試較高密度之放養量《訕。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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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Q-A pond, recirculating system wi th aeration
and sedimentation.

一指-BPond, recirculating system with aeration,
wi thout sedimentation.

-6 一 C pond. flowing ground water system.

Fig. 1

圖 I

The variations of water temperature during experiment

試用期間 , 水溫之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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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pond, recirculating system wi th aeration
and sedimentation.

-7E-BPond, recirculating system with aer 誼 tion.
w.i thout sedimentation.

-6-C pond. flowing ground water system.

圖 2 試城揭開 , 溶氧之變動情形
Fig. 2 The variations of dissolved oxygen amount during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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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 pond, recirculating system wi th aeration
and sedimentation.

-*- B pond. reci rcu1a t ing .sys tern wi th aera t jon,
wi thout sedimentation.

-6 一 C pond, flowing ground water system.

Fig. 3

試驗期間 , 蟬鹼 1置之變動情形

The vari,ations of pH value during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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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pond, rec irculating system wi th aeration
and sedimentat ion.

-*- B pond. recircu'Iating system wi th aeration,
wi thout sedimentation.

-6-C pond. flowing ground water system.

Fig. 4

直 4 試驗期間 , 濁皮之費勁情形
The variations of turbidity during exp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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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pond, re�irculating system wi th aeration
and sedimentation.

一提- BPond, recirculating system wi th aeration,
wi thout sedimentati σn.

-6 一 C pond, flowing ground water system.

Fig. 5

試驗期間 ,
亞硝酸態氮之變動情形

The variations of NO 2 -N during experiment

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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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pond, recirculating
and sedimentation:

-*-BPond, recirculating system with aeration,
wi thout sedimentation.

-6 一 C pond, flowing ground water system.

Fig. 6

司 6 試驗期間 , 生化需氧量之變動情形
The variations of BOD�. during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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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弋循環水經沈悔:值再過澈 , 可誠少過濾油之有機物負荷量 , 曝費E 則有增加油水之治氣及脫氮之敷果
。

ζ試驗結束時 , 循環抱抱魚之平均體長及平均值重均較流水池之抽魚低 , 然而在生物統計分析上並無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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