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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五十入年施肥試酷肥料施用量似嫌過多 , 為探求地底底泥堆積之肥分再溶於水中 , 對於魚產之影
響 , 浮游生物發生情形及營養鹽類溶出情形 , 今 ( 五十九〉年決定分為兩個階段進行 , 第一階段於上半年
實施 , 自二月十六日起注水 , 注水前各池均會晒場一個月 , 並各按1000kg/ha 量 , 施放石灰撒佈底泥表面

, 二月廿八日放養供試魚 , 至六月廿九日清池 , 歷時 120 天。試 � 期間各池皆不施肥。第二階段於下半年
度實施。本試 1f4- 之實施由劉嘉剛督導協調。試 W!;- 計劃之擬訂 , 供試魚放養、收成之測定 , 魚池日常管理等
由吳樂譜執行。水質分析由彭弘光、邱長吉分項執行。浮游生物定量由主芳祥執行 O

一、前

二 m 試驗實施方法

試驗池(一)

繼續使用去 ( 五十八〉年試酷地 10 口 6871M2 , 各地面積水潔如表一 :

試驗池面坊、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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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試魚按每公頃鰱 800 尾、編 100 尾、嚴 60 尾、河內鯽 600 尾、鯉 200 尾、鱷 200 尾之放聲卒 , 分別

於二月廿八日及三月二日配放 , 放養情形如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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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池供試魚放養情形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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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採水分析
水質分析於每星期一、四上午十時 , 以虹吸法探取水樣 , 用預先洗樵乾淨之盟膠瓶盛裝 , 然後帶悶寶

路室分析。分析的項目星期一為* 溫、 PH 、透明度、溶氧量、聽態氣、硝酸態氣、亞硝酸態氮、溶磷、

總職度、 Kjeldahl-N 、有機碳、總磷。星期四為水溫、 PH 、透閉度、溶氧量、氮態領、硝酸態氮、亞硝

8232431地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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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態氮、溶磷。分析方法如干 :

水溫 : 利用水銀溫度計於採水同時測定。

PH: 利用丹麥 PH meter 翻定。

透明度 (Transparency) : 以直徑 5em 之白色鐵板 , 隨於池水中漸漸下況 , 至白色消失時 , 記其深
度 , 僻、後 , 慢慢上升至白色重現時 , 再記其深度 , 求其需次之平均值。

溶氣量 (Dissolved oxygen) , tJWinkler method 捌定。

實態氮 (NH4-N) : 將Nessler's reagent:1Jn 於試求中使墨寶福色
, 以光電此色計制定。

硝酸態氮 (NOa-N) : tJDiphe nylamine 法則定。

亞硝酸態氮 (NO2-N) : 加 Griess-Romijn Reagent 於試水中使形成徹紅色之 azo 色素 , 然投以光
電比色計測定。

溶磷 (PO4-P) : tJDenige-Atkins 法測定。

總磁度 (TotaIAlkalinity) : 加MRi 混合被於試水中當指示劑 , 以 IjlON 之HCI 漓
,

定。

Kjeldahl-N : 將Cone H2SO4 及分解促進齊l 加於試* 中 , 以徵火加熱至試* 熱!餘 2e.c 左右時
, 以強

火加熱分解至液體星透明為丘 , 然後以徵量Kjeldahl 法蒸溜 , 再用 H2SO41 暫定。

有機碳 (Organic carbon) : 將試水 100ml ( 浮游生物多則少散
, 少則多取〉置於椎型燒秤 , 在水

浴 (Water lath) 加熱乾燥 , 加 0.05N K2Cr20710ml 後再加入Cone H2SO4 11 凹 , 然接蓋以Watch

glass, 於水浴中加熱 3 小時 ( 每隔30 卦振聾一次 ) , 敢出加 150ec 之蒸餾水及 See 之磷酸 (Phosphor

acid) 3? 庸之指示劑 , 最後用 0.03N 之硫酸亞鐵 CFeSO4) 溶液滴定。

總磷 (Total-P) : 試水25ml:1J1J0.25ml 之過氯酸 ( HC1O4) , 以微火加熱至發生自煙 , 謹以鎮玻璃
( Watch glass) 繼續加熱至無色為丘 , 取出放冷 , 以蒸餾水就樵數次後加一滴 Phenophthaleine

ndicatorl 式及 0.5N 之NaOH 溶液使星傲紅色 , 再以蒸餾水稀釋至 100ml , 取其25m I依 PO4-P 測建法測

定。

浮游生指定量個
浮游生物定量方法 , 分兩個步驟進行 , 鼓分述於下 :

村野外工作 : 浮游生物水樣之揉集 , 於每星期一土午十時 , 在各試酷地中央 , 使用直徑20cm 高 100

em 圍住型採水桶。揉水時先將底板放在水裡 , 然後對準底板中軸 , 將桶垃徐徐套入 , 旋緊螺絲 , 記錄水
柱高度後 , 提出水面置於塑膠容器中 , 鬆開螺絲 ;7]( 間流入容器內 , 以容量 250ce 之塑膠瓶一個裝滿留作浮

游世植物之樣品。其餘之余使用 Hensen 式浮游生物網 ( 2 號篩緝網布〉子以過穗 , 收集塑膠瓶中作為
浮游性動物之樣品。

口實 i覽室工作 : 樣品由野外收集後帶間實 �� 室 , 用 5% 稿馬林肪腐液乎以固定 , 經過24 小時靜置後 ,

浮游動物定量用有刻度 (0.1-10ec) 大型 100ee 裝況澱管使其訊
,
澱 , 經過 24 小時後記錄說澱量之體積。

浮游植物定量 , 用 50cc 裝大型離心管 , 以 3,500 轉 (RPM) 離心20 分鐘 , 直到250ce* 樣離心完畢露丘
,

然後將所有沉澱物取出 , 例入巴拉正之有刻度 (0.01- 2ee) 小型離心管 , 再作最後離心20 分鐘 , 記錄其
祝澱體積。由離心前永樣之量及改澱體積 , 計算單位含有量。

、試驗結果與討論
(→池魚收威:

供試魚於六月廿九日開始清池 , 飼育期間歷 120 矢 , 單位生產量以 7 號池599.85kgjha 為最高 , 依次
是10 號池 553.09kgjha' 1 號池 517. 32kgjha, 5 號池502. 95kgj 切 , 9 號池407.36kgjha, 4 號池 375.

45kgj 抽 , 8 號池 317. 94kgjha' 3 號池 277. 63kgjha '
256.32kgjha , 6 號池最低為 226. 29kgjha 。各

油收成情形如表三 ,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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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指數平均在 40 左右 ,
較單 HJ 路肥二三A! 互為高自 I] 間三 , 妻間所示。

若依去 ( 五十入〉年處理區分為A 、 B 兩瓜 , 以當年生接益為 1在數 100 計算 , 則以兼施竊、磷肥之B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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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
1. 磷 (PO4- P) : 各試酷地中磷之月平均含量如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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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試驗池中磷 (PO4-P) 之月于均含量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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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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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魚地施放磷肥 , 有殘留鼓應存在。而且大體而言 , 過去施放磷肥多之魚泊 , 其含購量亦大,
亦即其殘留量多。同時聽留在池底泥中的磷 9 其滲出水中的量與水溫和時間的長起成正比。但至一定限

度以後則消減。魚泊中之浮游生物在生長繁殖時 , 需消耗部份的磷及其他營養元素。故研究殘餘敷應之多

0.200.130.080.030.500.740.380.140.01月-L.
J 、

少時 ,
應與浮游生物發生之量與種類配合討論。

A.
B 區各魚泊之單位魚

產量與 1970 年無施肥

1969 全年施肥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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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硝酸態氣: (NOa-N) : 各試酷地中硝酸態氣之月平均含量如表六。

各試驗池中均敢怠鼠 (NO3-N) 之月于均含量 (pprn )

魚地施肥養魚試驗研究劉嘉剛﹒吳樂藩﹒彭弘光﹒邱長古﹒王芳祥

本六

10987654321

。 1140.0100.0280.019。 139。。。0 . ff130.151

＼＼池號 i

月 6 ＼ !
月

(

一一一

0.0060.034。。0.0520.045。。。0.381月
i

四

。。。。。。。。。0.138月 i
月 !

五

。。。。。。。。。。-Lo
/ 、

由上表可知硝酸頭頭之含量均極擻 , 但去年所施之詞肥 (NH4)2S04 但乎也有極細徽之殘留敷應存在

。因由所測之結果推測 , 在三月時月平均硝酸含量以施頭肥魚池較多 , 但這些殘留的量 , 可能不足以對浮

游生物的增殖有既影響。五月以後除 1 號池尚有少量外 , 其餘各地都不合硝酸 , 六月時各池含量都為 o 。

3. 亞硝酸態氮 (NO2-N) : 藻類在死亡分解時 , 最初主要變成N比一N, 在氧氣充定下經氧化變成

NO2-N 再變成NOa-N 亞硝酸態氣一般都極傲 , 如衰七所示 , 通常在雷雨後大氣中分子狀態氮因雷電的

作用 , 會合底數的各種化合物。另外光化學 (Photo Chemical) 的作用亦能使大氣中
, 分子態實變成各

種實的化合物。還有正壤中細菌的間實作用 (Nitrogen fixation) 在量的方面 , 亦有大的重要性。

各種試驗池中亞鴻敢怠氣 (NO2-N) 之月于均含量 (ppm)表<

10987654321

0.049o. ω70.0130.0040.0150.0020.0020.002o. ω40.009

0.0020.0020.002。0.0030.005。。。0.045

于一一一 -
。。。。。。。。。0.020

? 芷若
一一一

四

五

。。。。。。。。o。-Lo
/ 、

matter) : 有機質包括所有動植物性浮游生物 , 懸浮水中之各種有機質及細菌4. 有機質 (Organic

等。在試酷初期之三月有機質的月平均含量都比較低 , 其中以 9 號、 5 號、 4 號池較高。四月份平均則比

三月份為高 , 還因為在此期間水溫較三月份為高 , 浮游生物較多之故。六月份之有機質有的較四月份時為

寓 , 有的則較低。各試酷地中有機質之月平均含量如衰入。



第20 號臺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lTIa tter) 之月平均含量 (ppm)各試驗池中有機質 ( Organic

10987654321

9.7613.099.08.237.4911.5910.339.918. 女29.17 一一一一一一一
-

11.2713.09 ,9.9418.3415.9611.6214.6323.1712.9511.06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4.6311.6219.1814.7910.5712.749.2412.1114.7718.31

表八

8

一一一

四

-,-.
.TI.

.........
/ 、

5. 總磷 CL.::P) : 總磷包括水中溶硝及浮游生物及其他所有合於水中之物質之含磷壘。各試酷地中總
磷之月平均含量如表丸。

表丸
＼＼池號 i

月份＼ l

月
l

月
|

月
l

月
|

由 J 二表可君出在試臆初期 ,
總磷的含量都比較少。隨著溫度的增高浮游生物也漸增多 , 因而總硝的含

量也增多。隊 4 、 9 號池稍有偏差外其他各地之總磷月平均含量均係逐漸增高。
6. pH 值 : 所有各地pH 值之月平均最低為 8.31 , 最高為 10.20 施肥魚地之 pH 值通常都在 8.3 以上 ,

亦即都星鹼性。鹼性池水適合魚類之生長 ,
但鹼性亦不能過高 , 以免對魚類之生長有不良之影響。各試蛤

r

池中pH 值月平均變化如表十 , 閏三 O

表十各試驗池中 pH 值之月于均讓化

10一一一一一一一9

各試驗池中總峰 (l'p) 之月平均含量 (pPlTI )

87654321

0.950.6900.0660.0780.3190.3330.0900.0780.054
一一一 0.319

0.37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280。 139。 1640.9310.2660.3460.293四

五

0.7450.6820.931。 .4150.2521.394. 0.9660.3740.3200.401

987654321
10

8.318.638.488.448.288.808.648.588.518.44

9.25

8.67

8.518.688.629.028.419.038.919.5710.208.91

一
旦
叫
一
叫

-
叫

-J
川

.........
/ 、

一一一

8.60

8.859.10

8.45

8.90

8.37

8.38

8.39

9.11

8.53

9.85

9.34

8.94

9.47

8.37

9.88

8.41

8.31

四

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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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溶氧量 (Dissol ved Oxygen)
PH

: 水中溶氧量的多寡 , 與藻額及風浪有

密切的關係。大凡水中藻類 ( 植物性浮
10.0

游生物〉多時 , 光合作用較旺盛 ,
放出之

氧量多。風浪大時較易將大氣中的空氣

溶於水中 , 所以水中之溶氧量也隨著增

3 日 c 由園四觀之 , 三月到四月各試酷地中

除 4 、 8 兩口池因為四月份發生大量水

/ ‘、

/ ＼
/

/'
﹒、＼‘

/..��"'" 、＼、 ,""i句 -、＼ /
� 于

'"

_A- 、＼＼、、 /
j
三/-- 、

.., 、、 /

- -.1.""
、、三可、可--一一么一 --9�.�-N	N^ F ＼＼＼A_"

-""a 弓

,
、、 --.斗『】-三 -

"'/
＼＼ '- - - �-Sø AI"

"-/
＼、 .-T

-�"ι �-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9.0

綿Spirogyra , 使水中溶氧量大大的增

加外 , 其餘各地之溶氧量都星減少狀態8.0

, 乃因為四月份植特性浮游生物普遍比

三月份為低之緣故。五、六月份溶氧量

除 1 、 7 兩口池外 , 亦普遍較四月份為

低 , 且呈下降之勢 , 此可能因為各地中

浮游生物並未大量發生 , 同時叉因水溫

漸漸昇高 , 池魚的活動較大 , 以及池中

水綿之死亡、腐爛、分解等無形中消耗

大量溶氧之故。 1 、 7 兩口池六月份之

10.0

9.0

溶氧比五月份增加 , 也可能是因為浮游

生物顯著的增加 ( 1號池由 6.95mIjm3

增至1O8.58ml/m3) 7 號池由 103.9ml8.0

1m3 增至164. 73ml/m3) 之故。各試驗
PH

池之月平均溶氧量最高為 10.09mgjlJUNEMAYAPRILMARCH

, 最低為 5.86mgjl , 除少數外 , 大部各試驗魚池 pH 值之月平均變化聞主

份均在 7.5mgjl 以上 , 可說不至於影
響池魚之生長。

各地溶氧量之月平均含量如表十一。

1970 年 3--6 月各池溶氯壹D.O. 之月平均含量 (mg/l )

1098765432I

表十一
＼、池號

月 4 ＼ |
月 j 8.88

一一一一一
9.879.749.629_7910.039.639.689.719.10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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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9.018.5810.099.358.478.6910.098.939.097.67

7.54

-一一一
6.51

1970 年 3-6 月各 i也有機怠氣之月平均含量 (mgJ 1)

7.927.447.207.807.478.128.389.316.72

6.866.247.826.327.365.867.038.858.10

表十二

|

們
-U
川
口
川

|

10

四

五

10987654321 一一一一一一
0.5230.605OA760.4340.4290.5170.435OA700 A520.466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3470 A64。 177OAD50.4140.4880.4540.4580.4520.523

一一一一-一一

＼聶哥哥

月前＼ l

�

/ 、

一一一

四

0.6960.7430.5260.540OA980.6350.4480.5240.5470.535五

0.6280.5900.7230.6200.5170.5610.5150.5540.6860.820月-'-J 、

MgjL

0.9

0.4

0.5

0.7

0.8

0.6

z

5

MgjL

10

9'

6 、

8

7

0.3

。 2

APR MAY
MONTH

一~ 五號魚池有機氣之月變化

JUNMAR

圖五

APR. MAY JUN
MONTH

一~ 十號魚池溶氧量之月變化

MAR.

圓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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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
0_8

s

f 弘、_'\1
10

',
直

IJ�--,.

0.7

0.6

0.5

0.4

0-3

0.2

fUK

1970 年 3.-.;.6 月各池總站皮之月平均含量 (ll1eg/l)表十三

109876543 一←一一一一一21

2.252.211.861.892.042.062.101.681.691.72
一一一一一

2.122.201.291.521.872.121.971.291.251.74

2.452.561.972.252.302.462.231.211.042.0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202.452.281.762.172.382.441.661.061.38

:�I
一一一

四

五

-'-/ 、

各池輝、職度之月平均含量如表十三。月變化如圖七。

10. 氫態頭 (NHi-N) : 由表十四可知氫態氣除10 號池外 , 三、六月份的含量少 , 而四、五月之含量

多。這可能是因為三月份情池後剛注入新水 , 泥中之寶態氮尚未大量溶於水中 , 而六月份則可能是抽水溫

度升高 , 持游生物逐漸繁殖 p 泥中之氫態氮溶於水中之後立即被吸收利用之故。四、五月含量多 ,
可能是

介於上述兩種原因之間使然。總體言之質態實含量並不高 , 各池平均大部份在 0.02- O.lmg/l 之間。

各池氧態氣之月平均含量如表十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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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70 年 3--6 月各池氣怠氣之月平均含量。可 /1)

9876J432

表十四

1

0.1940.024。。0.0100.024。。0.0070.027月
一一一

0.0620,0710.059O.O-J80.0480.0570.0440,0410.046。 127四

0.0980.0760.0870.0730.0870.0780.0690.0600.075。 105五

0.020。。0,024-L.
J 、 。。0.0210.027。0,028

臼浮 f豆子主紛走量meg/l.

3
位接浮游生物定量研究結果真日閏八、九所示 , 掙

游 i生植物總含量以 2 號池 419.13ee/m3 為各池之冠 ,

依次為 7 號池278.0 元 e/m3 , 9 號池 194. 68ee/m3 ,

1 號池 189.78ec/m3 , 8 號池 13$.06ee/m3 , $ 號池

81.24ee/m3 , 10 號池 69.65ee/m3 , 6 號油 24.21

SI--/::�,�---", 9
, ,

大了? 這 4
.、、、

"
,>;

、

"、‘＼‘ -,' -,' r ＼
、

.' ..- 07,

、

"'-.I /',
v

2

2 0.78cc/m3, 4 號池 22.2gec/m3, 2 號池最低僅1

cc/m3 , 8 號與 5 號站為各池之中問值。浮游性動物

總含量次 8 號池 30. 41ce/m3 為最高 , 依次為 10 號池3

24.81ce/m3, 5 號池 20.63ee/m3 , 1 號池 19.79

eC/l 肘 , 7 號池 19.10ce/m3, 4 號地 18. 78ee/m3 ,

9 號池 18. 31ee/l 肘 , 6 號池 17.77ce/m3 , 2 號池2

16.02eb/m3, 3 號池 12. 73cc/m3 為最低。

若依五十入年處理分為 A 、 B 兩區 , 則分級施用
磷肥之A 區 ( 1- 5 號池〉浮游性植物總含量以 2 號

MAY JDN

MONTH

APRMAR
1

為最高 , 依次為 1 號池 , 5 號池 , 4 號池 , 3 號地為
「珊珊哥哥

:io�'
-,,- 閉 ,

略珊, 可
閩台一~ 十號魚池總職度之月變化最低 , 5 號站為中間值。浮游世動物則以 5 號池最高

, 次為 1 號池、 4 號池、 9 號池、 10 號池為最低、 4 號池為中間值。分級施用磷肥加施氮肥之 B 區 (6-

10號油〉浮游性植物總含量以 7 號為最高 , 依次為 9 號池、 8 號池、 10 號池、 6 號池最低。浮游性動物則

以 8 號池為最高 , 依次為 10 號池、 7 號池、 9 號池、 6 號池為最低。

各池浮游生物量之月變化如閏八、九、十、十一所示 , 1 至 5 號池之浮游性植物 , 在三月至五月無多

3 抑制浮游性植物之生長。而且永溫不大變化 , 甚至有下降之勢 ,
此乃國初期水溫較低 ( 約 20 � C 左右〉

池蜘

月份 i

月 i

月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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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1我 ;也施肥養魚試驗研究

4 比

JM

劉嘉間 u .央樂 ;審﹒直至弘光﹒邱長古﹒王芳月 it

AM

500
400
300

200

100

50

30

20

高 , 不能使池底無機質 ( 如磷素
\CCjM3

等〉完全溶解於水中 , 浮游性植
物不能獲得水中之各種營養素 ,

其繁殖亦受影響 : 另一最大抑制

浮游性植物生長之原因 , 是各池
大量發生水綿 , 水中營養大部份
為水綿所吸收。在三月底 2 、

3 、 4 、 5 各池就開始發生水綿

以後途大量繁生 , 其中以 3 、 4

號池最多 , 5 號池次之 2 號池較

少 , 雖經人工撈取 , 但亦未能抑
制其生長。在六月初夏 , 水溫增
高 ( 約30 � C 左右-) , 藻類開始
大量繁殖 p 水色 g� 已變錄 , 浮游
性植物之生長是直糗上升 , 此時
水綿逐漸萎縮而消失。雖然各池

之至連餘鼓應程度各有高低, 但 1

至 5 號池浮游佐植物各月變化頗

為一致。 6 至10 號池在四月間出

現水綿 , 所以藻類之生長在四月
份時不高 , 五月間藻類最增高 ,

10

5

3

無施肥之 1- 5 號魚池植物性浮游生物含量之月變化

水色變線 , 此時水綿亦漸消失。
但至六月份時藻類量則有消滅之

勢 , 可能是因殘餘敷果降低之故
O 惟有 7 號池仍繼續升高 , 但植
物性浮游生物之消長亦頗為一致

圓A

CC.......

/3

若依五十 / 九年施肥處理分區

比較 , 則 1至 5 號池之浮游生物

對於殘餘殼果的變動在六月份較

大 , 6 至 10 號池則在五月份變動

較大。

動物性浮游生物量的月變化
, 大都以三、四月份最多 , 五月
份迅速銳減 , 至六月份最少。只
有 5 號及 8 號池在四月份有較高

之含量 , 而 4 、,10 、 9 號地在三

月份時有稍高之含量外 , 其餘各
池變化幅度並不大 o

按浮游生物之變化 , 動物性
多發生在春季 , 至夏季時部降至

。
,20

100

5 。

5

20

10

678910

Mi 'j

無施肥之 6-10 號魚池植物性浮游生物含量之月變化

1970A 心州

圖丸

3



C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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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施肥之 1-10 號魚池自三月至

六月浮游生物總含量之比較

678910

1 2 3 4 5

1970

CL
而戶

L.501-

4

300

�

200

100

50

第20 號

‘一- 圖十

2

無施肥之 1- 5 及 6-10 號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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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 , 而植物性則在夏季最多 , 兩者成一強烈之對比。
總之本試路與去 ( 五十 j\) 年同時期 (3- 6月〉浮游生物含量比較如閩于二、十三所示可見施肥於

魚池 , 對於浮游性植物之繁生有大犬按果 , 對於浮游世動物之繁生亦有間接之故果ρ

第一報魚池施肥養魚試驗研究劉嘉剛﹒吳樂藩﹒彭弘光﹒邱長吉﹒王芳祥

團十二

1970 年無施肥之 1-10 號

魚池與 1969 年有施肥之 A2-

等-

(AI 為對照地〉及 B2 -As口自

CC/M3

150

Bs (BI': 為對照地 J 號魚池自

三月至六月動物性浮游生物總

郎今之 8.7 號泊〉

含量之比較 ( 以前之 B2 BJ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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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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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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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自周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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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1970 年無施肥之 1-10 號魚她與國十三

3001969 年有施肥之A2-As (AI 為

對照池〉及 B2-Bs (BI 為對照

h

叫
耳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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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池〉號魚泄自三月至六月植物性

浮游生物總含量之比較 ( 以前

B2 Ba 郎今之 8.7 號池〉

魚產量與浮游生物量之關係如圖十四所示。除 2 號、 10 兢地外其他各池魚產與浮游生物總含量成一正

比。 2 號池浮游生物含量最高 , 而魚產很低三 10 號池浮游生物含量雖不多 , 而魚產很高 , 經將浮游性植物
作定性分析。 2 號池線藻類之 ChIorella sp. 佔 72.735 右 , 藍海類之Anabaena sp. 佔 15.03 克。由此觀

之 ChIorella sp. 及Anabaeua sp. 不易接魚類所消化 (Lin,1 夕 66 和1969) , 且在表層大量繁殖 9 吸 J& 營

養鹽素 , 遮住光線 , 影響富有營養之底藻如陸藻等繁生受到抑制 , 而影響到池魚的成長。 10 號池佳藻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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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1o11a sp. 佔 78.39 佑 , 因此 ill: 魚放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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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產量與浮游生物量之關係圖+ 鹿

委四、摘
1. 魚池施放磷肥有殘留建立應存在 , 其殘留量多寡影響浮游生物質生。
2. 植物性浮游生物與魚產有明顯之關係 ' 動物性浮游生物則不明顯。

3. 浮游生物含量增加輯、磷量隨著增多。

4. 結藻類之Chiorella sp. 及Anabaena sp. 含量雖多但對魚顯成長未必有助。

5. 鮑職度與魚產有闕 , 職度大時魚產量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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