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lletin of Taiwan Fishefes Research Institute No.34, 1981.

微細鞭毛藻的培養與應用餌料生物
..

吳炯怔﹒余廷基

Studies on TheCultllr� Ik. App1ication of Microflagellate8

Aa Larval Food of Meretrix l"BOria

Jen��Hong Wu and Ting 一 Chi Yu

Yell ow- brown microf lagelletes, less than 10. μ in size, are suitable for Meretrix

lusoria larval food.

The free -swimming period of Meretrix lusoria is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density

The shortest free-swimming period of Meretrix lusoria is seven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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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文蛤 (Meretrix lusoria) 與釷蠣 ( C rassostrea. gig ω ) 的聲繭 ,
其所賓的幼苗均來自

天然
,
將來可能會因理鐘的污染或自然條件一時的失調

, 造成天然幼苗產量不敷養貓需求 ,
為避免此

項困擾 , 唯有進行其穎人工繁聽才能補數。本試驗乃是毒攻貝穎人工繁殖過程中 , 所須要的餌料生物
。由於文蛤典吐蟬的幼生極小 , 釷攝孵化後的 D 型幼生約的μ左右 , 而丈蛤亦不過是 110 μ左右

, 因
此其所需的餌料生物 , 大揖是徵細的藻類 , 且以徵細鞭毛報為主。

前

文蛤典吐蟬的餌料以鞭毛藻較佳 , 其大小的在 5 μ二 8 戶之間。鞭毛藩的來聽可從海邊池塘 S!G 魚

溫里的黃鶴色海水中分離而得 , 亦有引進國外的 I sochrysi ssp. 。鞭毛藻顏色有黃鯨色、黃福色、

綠色等。本地產的 ( 鹿港 ) 以春天 , 新聞闊的海水魚墟較易發生 , 因為新聞酷的魚墟其內部泥土是新
悟出的

,
海水一神入水池中等於是沖出許� 泥土抽出潑 ,

這對鞭毛薄的生長大有助益
, 當從自然界取

得含有鞭毛藻的海水後 , 可用下列方當純化之。
A: 培養基 :.E-S 培養基

NaNoa 0.12 g

K.HPO ‘ 0.001 g

土壇費出被 50 ml

土.漫出按 : 用土揖 lkg 加純水 1 i , 愛沸 1 小時放置於陰暗處 , 二天復過施 , 加水至 1 i 0

B : 流程 : 將上述培養基分成二部甜 , 一是 K.HPO � ' 另外的部份則加入 1.3% 的洋菜輯 ,
分別

裝在兩個三角瓶中 , 以常壓下加溫 ( 100 � C ) 教菌 , 每天一次 , 每次自沸膽起蕪 40 分妞
, 共三次。

第三次殼菌完 J1l. 後 , 在無菌箱內當溫度降至 50-60
� C 時 ,

將兩部分揖合均旬
, 並立到倒在已聽菌之

培養血 , 待其凝固備用。
C : 以 Ii 燒杯裝含有鞭毛薄之海水 , 並使之一方向光 , 如此鞭毛藻因趨光作用 , 漸漸集中在蜻

杯向光的故璃壁上 , 再以跟管將此部分之鞭毛曹抽出 , 離心 , 去掉上渣潑 , 再以讀菌後之海水將鞭毛
報說潭 , 離心 , 如此反覆數次後 , 以噴霧器在無菌箱中 , 將鞭毛報噴在培養血上。然後在室內較亮的
地方

, 經過一民時間後 , 從長出的商落中尋找純化之鞭毛釀。或者底破趨光集中在一起之鞭毛麓 , 直

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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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傲開放式單一線種的培養。

家試驗以開放式單一藻種的 15 式培養鞭毛碧藍 , 然後以之飼養蚵載文蛤的 D 型幼生 ( 如圖 1 ) , 看
能否成長至說降朗 ( 如圖 2) 做為海l 試餌料生物是否遍合的指標。

Fig. 1

圖 1 文蛤 D 型幼生
λ.feretrix lusoria D- stage larvae

Fig.2

圖 2 文蛤祝降期之幼生

卸fature M. lusoria larvae ready to set tie

結果與討論

依上所述方法純粹培養鯨色鞭毛藻一種, 大小在 6 X 10 μ左右
, 單一培養黃色雙毛藻一種 ( 如

圖 3 ) 為 5 戶左右以及國外引進之 /SOC hr ysis sp. 7. 5 戶左右 ( 如圖 4 ) 0。此外在分離線色鞭毛蕩的

同時亦分離出藍線藻 , 大小為 2X4 戶左右 , 以此四種藻類及一種紅色光合細菌 flhodf! psudomonas

gelaPinosa 均稀釋成 5 X 104/ml 以飼育蚵及文蛤的幼生 , 發現 (I) 唯有黃褐色鞭毛藻適合 , 線色鞭毛
藻、藍線藻、-光合細菌均不適合做餌料, 亦即此三種徵生物 , 容易使貝類的 D 型幼生死亡。 (2) 藻類培

養的日數、濃度、浮游幼生的密度、溫度影響幼生浮游期的最短 , 一般 , 藻類取自高濃度 , 且較長培
養日數 (10 天左右 ) 的培養槽 , 以飼育低密度的捍游幼生 ( 以文蛤為啊 , 5/m I) , 則其浮游期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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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黃色鞭毛藻

Yellow microflagelletes 5 戶

圖 3 5 μ

圖 4 黃色鞭毛藻
Isochrysis sp.

7.5 戶

Fig.4 7.5 μ

7 天左右。藻類取自低濃度 , 鐘培養目數 (2-3 天左右 ) 的培養槽 , 以飼育高密度的幼生 ( 以文蛤

為例 50/ml) 則其浮游期在 9- 14 天左右。同時藻類晶質、溫度高低亦影響浮游期之長短。大體而

言 , 高水溫則浮游期較起 , 況降時個體較大約 210 μ
, 反之則約 190 μ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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