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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藉由模擬魚塭的生態環境探討在不同養分及含量下對藻類生長的影響，並

以硝化菌抑制其生長，藉此找出使藻類達到動態平衡的方法。我們先到屏東公園水池淺水區

取樣，從中觀察到三種佔比較多的藻類，分別為四角盤星藻、四尾柵藻和鞘藻，接著利用細

胞計數器計數藻顆粒數和以分光光度計測量透光度，得出公式：y = -0.2216x + 100(y為OD值，

x為藻顆粒數)。之後，我們在光照12小時，溫度28度的環境下於藻水中添加氮、磷、鉀肥和

有機物實驗一周，發現四種養分都會增加藻類數量。最後我們在相同環境下以硝化菌做實驗，

發現添加40微升的硝化菌能有效減緩藻類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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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長年來，養殖漁業常因魚塭內投放大量飼料造成養分過多，導致藻類繁殖過剩而備受

困擾。雖然適量的藻能吸收水中的無機鹽類也能當做飼料，但藻類過度生長將會消耗大量

的氧氣，導致養殖生物缺氧，死亡後被微生物分解還會惡化水質，嚴重影響養殖漁業的漁獲

量。 

藻類過度繁殖可歸因於優養化，控制水中藻類生長的方法大致可分為：機械(物理)控制

法、化學控制法及生物控制法。現今養殖漁業大多使用藥劑和設備清除藻類，目前常使用的

藥劑為硫酸銅除藻劑和BKC除藻劑，硫酸銅除藻劑優點為廉價且持續時間長，但會產生銅離

子累積在養殖物體內，BKC除藻劑則持續時間短，但能殺菌且易分解，因此廣受業者歡迎。

另外，利用生物間的交互作用清除藻類的方式，像是引入與藻類競爭養分的水生植物或將藻

食性魚類和養殖生物混養等，因為耗時長，台灣漁民較少使用。 

雖然網路上已經有各種除藻方法，但思考面向普遍著眼魚徹底清除藻類，鮮少評估

「維持適量藻類」的可能性。究竟改變養分含量是否能夠控制藻的生長？添加硝化菌是否能

改變藻的濃度？我們著手設計了實驗，探究如何平衡水體藻濃度。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水體中藻類數量的相關因子，進而評估能否在不使用化學性除藻

季的前提下，建立特定水體環境來達到穩定藻類數量之功效。我們設計了模仿魚塭環境的水

缸，先分析魚缸內藻類的品種及確立藻濃度數量的定量方式，其次檢核水中特定種類養分與

藻類生長的關係，最後探討硝化菌是否會對藻類生長造成影響。我們期望找出最佳的控制藻

類的方法，讓水體藻濃度達到動態平衡。 

研究項目條列如下： 

(一) 魚缸內藻類的品種及數量 

(二) 不同養份對藻類生長的影響 

(三) 硝化菌含量對藻類生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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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圖 

三、文獻回顧 

（一）魚塭與藻類的關係 

 近年來，國內的養殖業為了提高每個養殖區域的生產量，通常選擇高密度的飼養方式，

並使用大量的人工飼料。然而，這種做法對養殖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其中一個引人關注的

問題是池水中藻類過度生長，導致水質惡化。如果不採取控制和改善措施，這將對養殖生物

產生危害。藻類過度繁殖會導致池水中的藻華現象，即池水因藻類過多而呈現明顯的藻色，

通常是綠色，稱為「水綠」。藻華對養殖環境產生兩個主要不良影響：首先，夜間藻類消耗

大量氧氣，使池水中的氧氣不足，導致養殖生物缺氧甚至死亡；其次，當藻體死亡並被微生

物分解時，這對養殖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嚴重威脅。這些負面影響統稱為「藻害」。藻華的形

成主要與水中累積的硝酸鹽和磷酸鹽有關，這些養分主要來自殘餌和水中微生物分解排池物。

定期進行局部換水可以降低水中硝酸鹽和磷酸鹽的濃度，進而減少藻華的發生機會。因此，

大多數業者通常選擇換水的方式來應對這個問題。[1] 

 

（二）生態平衡 

 生態平衡是用來描述生態系統中不同生物種類之間、以及它們與環境之間的複雜互動。

這種平衡的實現是透過多個因素，包括能量流動、物質循環以及信息傳遞等，使得生態系統

的各部分能夠高度適應、協調和統一運作。當一個生態系統達到平衡時，各生物成分之間的

比例保持相對穩定，且在長時間內，能量和物質的輸入與輸出保持基本平衡，整個系統的結

構和功能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當遭受外部干擾時，生態系統能夠通過自我調節的機制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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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初的穩定狀態[2]。生態平衡的關鍵特點之一是確保了生物體和環境的穩定性。這為生物

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繁殖和發展環境，同時有助於預防生態系統失衡的情況發生[3]。此外，生

態平衡對於魚塭的成功運營和魚類的健康至關重要。通過調整和管理魚塭中的生態環境，可

以確保魚類獲得適當的食物、水質和氧氣，從而提高魚塭的產量和生態可持續性。 

 

（三）硝化菌對藻類的影響 

 硝化菌是一群生活在氧氣環境下的微生物，它們能利用無機氮化合物生長。這些細菌使

用二氧化碳作為碳源，並通過代謝過程將氨或銨鹽氧化成硝酸鹽。這一過程涉及到兩種關鍵

酶：氨單加氧酶將氨轉化為羥胺，而亞硝酸鹽氧化還原酶將亞硝酸鹽轉化為硝酸鹽[4]。過多

的硝酸鹽除了可能引起水體酸化外，還會促使浮游植物大量繁殖，進而導致水體出現「優養

化」現象。這是因為硝酸鹽作為養分刺激了植物生長。為了減少水中硝酸鹽的濃度，定期換

水是一種有效的方法。此外，添加適量的硝化細菌可以幫助去除水中的有毒氨和亞硝酸，有

助於保持水體的健康。這種方法可以有助於調節養殖環境，確保水中養分的平衡[5]。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器材 

  

 

30x20x25cm魚缸 分光光度計 水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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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棒 定時插頭 顯微鏡 

 

 

 

寶特瓶 微量吸管 細胞計數器 

 

二、材料 

 
  

氮肥 磷肥 鉀肥 

  

 

硝化菌 魚飼料(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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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驗過程與方法 

一、事前準備 

(一)水體：屏東公園取樣，過濾雜質後置於主缸，每日光照12小時。 

 

圖0-1採樣地點 

 

(二)實驗裝置：將塑膠盒內裝水放入加熱棒(溫度設為攝氏28度)，並於盒子上方架設燈泡(光

照設為12小時) 

 

圖0-2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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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階段 

實驗(一)水缸內藻類的品種及數量 

1-1水池藻種類 

步驟1：使用光學顯微鏡觀察主缸內水體 

步驟2：拍照紀錄藻類的形態及顏色並對照藻類圖鑑找出相符品種 

1-2水池藻濃度 

步驟1：使用分光光度計測量主缸中水體透光度 (取波長530nm的數值) 

步驟2：使用微量吸管吸取主缸內水體置於細胞計數器上(5*5方格中液體體積0.1微升) 

步驟3：將細胞計數器放在光學顯微鏡下計數藻數量，並計算出藻濃度 

步驟4：主缸中水體藻濃度對應步驟1測量出的透光度平均值，利用其畫出藻濃度與透光度的

關係圖 

實驗(二)不同養份對藻類的影響 

2-1氮肥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步驟1：從主缸內各取100mL的水體倒入寶特瓶內 

步驟2：實驗組分別給予氮肥20、40、80微升，對照組則不給予氮肥 

步驟3：每個實驗組及對照組分別以三個寶特瓶同時實驗，達成三重複 

步驟4：將所有實驗組及對照組的寶特瓶放入實驗裝置內 

步驟5：實驗第0天、4天、7天各使用分光光度計測量寶特瓶內水體的透光度，並換算成藻濃

度 

2-2磷肥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步驟1：從主缸內各取100mL的水體倒入寶特瓶內 

步驟2：實驗組分別給予磷肥20、40、80微升，對照組則不給予磷肥 

步驟3：每個實驗組及對照組分別以三個寶特瓶同時實驗，達成三重複 

步驟4：將所有實驗組及對照組的寶特瓶放入實驗裝置內 

步驟5：實驗第0天、4天、7天各使用分光光度計測量寶特瓶內水體的透光度，並換算成藻濃

度 

2-3鉀肥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步驟1：從主缸內各取100mL的水體倒入寶特瓶內 

步驟2：實驗組分別給予鉀肥20、40、80微升，對照組則不給予鉀肥 

步驟3：每個實驗組及對照組分別以三個寶特瓶同時實驗，達成三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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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將所有實驗組及對照組的寶特瓶放入實驗裝置內 

步驟5：實驗第0天、4天、7天各使用分光光度計測量寶特瓶內水體的透光度，並換算成藻濃

度 

2-4有機物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步驟1：從主缸內各取100mL的水體倒入寶特瓶內 

步驟2：實驗組分別給予有機物10、20、40毫克，對照組則不給予有機物 

步驟3：每個實驗組及對照組分別以三個寶特瓶同時實驗，達成三重複 

步驟4：將所有實驗組及對照組的寶特瓶放入實驗裝置內 

步驟5：實驗第0天、4天、7天各使用分光光度計測量寶特瓶內水體的透光度，並換算成藻濃

度 

(實驗二所有實驗為同一周測量，因此對照組數據相同) 

實驗(三)硝化菌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步驟1：從主缸內各取100mL的水體倒入寶特瓶內 

步驟2：實驗組分別給予硝化菌20、40、80微升，對照組則不給予硝化菌 

步驟3：每個實驗組及對照組分別以三個寶特瓶同時實驗，達成三重複 

步驟4：將所有實驗組及對照組的寶特瓶放入實驗裝置內 

步驟5：實驗第0天、4天、7天各使用分光光度計測量寶特瓶內水體的透光度，並換算成藻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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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實驗(一)水缸內藻類的品種及數量 

表1-1水池藻種類 

學名 顯微鏡下照片 藻類圖鑑照片 說明 

四角盤星藻 

Pediastrum t

etras 

 [8] 

直徑12-74μm ；所

有細胞均具有較深

的切口，細胞壁光

滑；邊緣細胞有兩

個向外延伸的三角

形突起，基部呈三

角形或梯形。[9] 

四尾栅藻 

Scenedesmus 

quadricauda 

 

[7] 

直徑約10-20um，由

1.2.4或8個細胞組

成；細胞長橢圓

形，內側細胞間緊

密相連成一排；外

側細胞的兩端各著

生1支長刺。[10] 

鞘藻 

Oedocladium 

 

[7] 

鞘藻屬，屬於綠藻

門，鞘藻科。植物

體不分枝，由一列

柱狀細胞構成，以

基細胞的固着器着

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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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水池藻數量 

表1-2: 主缸水體藻濃度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第4組 第5組 平均值 標準誤 

藻顆粒數 9 12 7 25 23 15.2 3.693237063 

藻濃度 

(顆粒數/1微升) 
90 120 70 250 230 152 36.93237063 

OD值 71.8 70.5 64 63.1 62.2 66.32 2.002847972 

 

 

圖1-1：藻濃度和OD值關係圖 

結果顯示每1微升藻水約有152顆藻，且平均OD值為66.32。而純水藻顆粒數為0，OD值為100。

已知藻水藻濃度與純水藻濃度成反比，得出OD值換算藻濃度公式:y = -0.2216x + 100(y為OD值，

x為藻顆粒數)，後續實驗將會根據此公式將OD值換算成藻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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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不同養份對藻類的影響 

2-1氮肥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表2-1: 不同氮含量，藻類生長一周透光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微升 

day0 82.30 86.10 83.70 84.03 1.11 

day4 95.90 100.00 98.50 98.13 1.20 

day7 75.10 66.10 65.20 68.80 3.16 

20微升 

day0 86.00 84.90 85.50 85.47 0.32 

day4 89.80 93.50 95.00 92.77 1.55 

day7 72.70 61.50 60.10 64.77 3.99 

40微升 

day0 88.10 88.60 85.10 87.27 1.09 

day4 88.00 99.90 90.20 92.70 3.66 

day7 62.90 63.40 62.80 63.03 0.19 

80微升 

day0 81.60 84.40 87.90 84.63 1.82 

day4 82.70 86.20 85.30 84.73 1.05 

day7 65.00 86.90 53.70 68.53 9.75 

 

 

圖2-1：不同氮含量，藻類生長一周透光度變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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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含藻水樣的透光度，換算成藻濃度: 

表2-2: 不同氮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微升 

day0 79.87 62.73 73.56 72.05 5.01 

day4 18.50 0.00 6.77 8.42 5.40 

day7 112.36 152.98 157.04 140.79 14.26 

20微升 

day0 63.18 68.14 65.43 65.58 1.43 

day4 46.03 29.33 22.56 32.64 6.97 

day7 123.19 173.74 180.05 159.00 17.99 

40微升 

day0 53.70 51.44 67.24 57.46 4.93 

day4 54.15 0.45 44.22 32.94 16.50 

day7 167.42 165.16 167.87 166.82 0.84 

80微升 

day0 83.03 70.40 54.60 69.34 8.22 

day4 78.07 62.27 66.34 68.89 4.74 

day7 157.94 59.12 208.94 142.00 43.98 

 

圖2-2：不同氮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平均值 

根據圖2-2可發現，加入氮肥一周後，藻濃度有明顯上升趨勢。100毫升藻水添加20微升氮肥，

藻濃度從65.58上升到159.00 (上升93.42)；添加40微升，藻濃度從57.46上升到166.82 (上升109.3

6)；但添加80微升，藻濃度卻只從69.34上升到142.00 (上升72.56)，而對照組則從72.05上升到1

40.79 (上升68.74)。可以發現添加氮肥的藻水比未添加的藻濃度度高，且添加40微升氮肥的藻

濃度大於20微升大於80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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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磷肥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表2-3: 不同磷含量，一周透光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微升 

day0 82.3 86.1 83.7 84.03 1.10 

day4 95.9 100 98.5 98.13 1.20 

day7 75.1 66.1 65.2 68.80 3.16 

20微升 

day0 86.2 84.1 87.7 86.00 1.04 

day4 80.6 70 75.4 75.30 3.06 

day7 65.9 75.8 68.8 70.17 2.94 

40微升 

day0 89.3 86 82.4 85.90 2.00 

day4 67.9 73.2 58.7 66.60 4.24 

day7 52.6 58.6 60.1 57.10 2.30 

80微升 

day0 80.4 79.8 85.1 81.77 1.68 

day4 61.5 66.3 66.3 64.70 1.60 

day7 65.7 60.3 61.7 62.57 1.62 

 

 

 

 

圖2-3：不同磷肥含量，一周透光度變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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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含藻水樣的透光度，換算成藻濃度: 

表2-4: 不同磷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微升 

day0 79.87 62.73 73.56 72.05 5.01 

day4 18.50 0.00 6.77 8.42 5.40 

day7 112.36 152.98 157.04 140.79 14.26 

20微升 

day0 62.27 71.75 55.51 63.18 4.71 

day4 87.55 135.38 111.01 111.31 13.81 

day7 153.88 109.21 140.79 134.63 13.26 

40微升 

day0 48.29 63.18 79.42 63.63 8.99 

day4 144.86 120.94 186.37 150.72 19.12 

day7 213.90 186.82 180.05 193.59 10.34 

80微升 

day0 88.45 91.16 67.24 82.28 7.56 

day4 173.74 152.08 152.08 159.30 7.22 

day7 154.78 179.15 172.83 168.92 7.30 

 

 

圖2-4：不同磷肥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平均值 

根據圖2-4可發現，加入磷肥一周後，藻濃度有明顯上升趨勢。100毫升藻水添加20微升磷肥，

藻濃度從63.18上升到134.63 (上升71.45)；添加40微升，藻濃度從63.63上升到193.59 (上升129.9

6)；添加80微升，藻濃度從82.28上升到168.92 (上升86.64)，而對照組只從72.05上升到140.79 

(上升68.74)。可以發現添加磷肥的藻水比未添加的藻濃度度高，且添加40微升磷肥的藻濃度

大於80微升大於20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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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鉀肥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表2-5: 不同鉀含量，一周透光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微升 

day0 82.3 86.1 83.7 84.03 1.10 

day4 95.9 100 98.5 98.13 1.20 

day7 75.1 66.1 65.2 68.80 3.16 

20微升 

day0 85 85.9 78.1 83.00 2.46 

day4 73.9 66.1 62.4 67.47 3.39 

day7 46.5 61.3 61.1 56.30 4.90 

40微升 

day0 78.5 83.7 83.2 81.80 1.66 

day4 54.8 74.4 57 62.07 6.20 

day7 53.5 61.3 63.5 59.43 3.03 

80微升 

day0 82.6 88.6 87 86.07 1.79 

day4 67.8 63 67.8 66.20 1.60 

day7 65.1 67.8 65.4 66.10 0.85 

圖2-5：不同鉀肥含量，一周透光度變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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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含藻水樣的透光度，換算成藻濃度: 

表2-6: 不同鉀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微升 

day0 79.87 62.73 73.56 72.05 5.01 

day4 18.50 0.00 6.77 8.42 5.40 

day7 112.36 152.98 157.04 140.79 14.26 

20微升 

day0 67.69 63.63 98.83 76.71 11.12 

day4 117.78 152.98 169.68 146.81 15.29 

day7 241.43 174.64 175.54 197.20 22.11 

40微升 

day0 97.02 73.56 75.81 82.13 7.47 

day4 203.97 115.52 194.04 171.18 27.98 

day7 209.84 174.64 164.71 183.06 13.69 

80微升 

day0 78.52 51.44 58.66 62.88 8.09 

day4 145.31 166.97 145.31 152.53 7.22 

day7 157.49 145.31 156.14 152.98 3.86 

 

圖2-6：不同鉀肥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平均值 

根據圖2-6可發現，加入鉀肥一周後，藻濃度有明顯上升趨勢。100毫升藻水添加20微升有機

物，藻濃度從76.71上升到197.20 (上升120.49)；添加40微升，藻濃度從82.13上升到183.06(上升

100.93)；添加80微升，藻濃度從62.88上升到152.98 (上升90.1)，而對照組只從72.05上升到140.

79 (上升68.74)。可以發現添加鉀肥的藻水比未添加的藻濃度度高，且添加越少，藻濃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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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機物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表2-7：不同有機物含量，一周透光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毫克 

day0 82.3 86.1 83.7 84.03 1.11 

day4 95.9 100 98.5 98.13 1.20 

day7 75.1 66.1 65.2 68.80 3.16 

10毫克 

day0 78.5 85.9 86.1 83.50 2.50 

day4 72.2 60.7 49 60.63 6.70 

day7 62.9 63.9 54.6 60.47 2.95 

20毫克 

day0 85.9 83.4 88.1 85.80 1.36 

day4 57.3 53.5 54.6 55.13 1.13 

day7 54.3 56.2 30.1 46.87 8.40 

40毫克 

day0 79 84.3 86.9 83.40 2.32 

day4 37.3 40.6 41.7 39.87 1.32 

day7 42.5 40.7 48.4 43.87 2.33 

 

 

圖2-7：不同有機物含量，一周透光度變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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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含藻水樣的透光度，換算成藻濃度: 

表2-8：不同有機物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毫克 

day0 79.87 62.73 73.56 72.05 5.01 

day4 18.50 0.00 6.77 8.42 5.40 

day7 112.36 152.98 157.04 140.79 14.26 

10毫克 

day0 97.02 63.63 62.73 74.46 11.28 

day4 125.45 177.35 230.14 177.65 30.22 

day7 167.42 162.91 204.87 178.40 13.30 

20毫克 

day0 63.63 74.91 53.70 64.08 6.13 

day4 192.69 209.84 204.87 202.47 5.09 

day7 206.23 197.65 315.43 239.77 37.91 

40毫克 

day0 94.77 70.85 59.12 74.91 10.49 

day4 282.94 268.05 263.09 271.36 5.97 

day7 259.48 267.60 232.85 253.31 10.49 

 

圖2-8：不同有機物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平均值 

根據圖2-8可發現，加入有機物一周後，藻濃度有明顯上升趨勢。100毫升藻水添加10毫克有

機物，藻濃度從74.46上升到178.40 (上升103.94)；添加20毫克，藻濃度從64.08上升到239.77 

(上升175.69)；添加40毫克，藻濃度從74.91上升到253.31 (上升178.4)，而對照組只從72.05上升

到140.79 (上升68.74)。可以發現添加有機物的藻水比未添加的藻濃度度高，且隨著添加的量

增加，藻濃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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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硝化菌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表3-1: 不同硝化菌含量，一周透光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微升 

day0 89.7 83.9 70.6 81.40 5.65 

day4 96.1 94.6 88.8 93.17 2.23 

day7 68.4 66.5 62.7 65.87 1.68 

20微升 

day0 90 84.1 81.6 85.23 2.49 

day4 88.7 83.8 81.6 84.70 2.10 

day7 67.5 64.8 55.3 62.53 3.70 

40微升 

day0 81.9 77.5 74.9 78.10 2.04 

day4 93.8 60.1 52.2 68.70 12.76 

day7 72.3 62.5 63.6 66.13 3.10 

80微升 

day0 93.7 86.7 85.9 88.77 2.48 

day4 98.1 90.9 89.8 92.93 2.60 

day7 67.4 68.1 58.4 64.63 3.12 

 

 

 

 

 

 



20 

 

表3-2: 不同硝化菌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 

  實驗天數 第一次重複 第二次重複 第三次重複 平均值 標準誤 

0毫升 

day0 46.5 72.6 132.6 83.93 25.51 

day4 17.6 24.3 50.5 30.83 10.04 

day7 142.6 151.1 168.3 154.03 7.561 

20微升 

day0 45.1 71.7 83.0 66.63 11.23 

day4 51.0 73.1 83.0 69.04 9.469 

day7 146.7 158.8 201.7 169.07 16.69 

40微升 

day0 81.7 101.5 113.2 98.82 9.218 

day4 28.0 180.16 215.7 141.24 57.56 

day7 125 169.2 164.2 152.82 13.98 

80微升 

day0 28.4 60.0 63.6 50.69 11.17 

day4 8.6 41.1 46.0 31.88 11.74 

day7 147.1 144.0 187.7 159.59 14.09 

 

圖3-2: 不同硝化菌含量，一周藻濃度變化 

根據圖3-2可發現，加入硝化菌一周後，藻濃度有明顯上升趨勢，100毫升藻水添加20微升硝

化菌，藻濃度從66.63上升到169.07(上升102.44)；添加40微升，藻濃度從98.82上升到152.82 (上

升54)；添加80微升，藻濃度從50.69上升到159.59 (上升108.9)，而對照組只從83.93上升到154.0

3 (上升70.37)。我們發現添加40微升的硝化菌，比對照組的藻濃度低，推測添加40微升的硝

化菌能有效減緩藻類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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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討論 

一、水缸內藻類的品種 

根據實驗1-1的結果，從屏東公園取樣的水樣本中，我們觀察到三種佔比較多的藻類，

分別為四角盤星藻、四尾柵藻和鞘藻，這三者都是常見於淡水池的浮游性藻類。在四角盤星

藻對於低溶解氧水體具有較強的耐受能力，生命力強，當其數量過多時，可能導致水體產生

草味；四尾柵藻則偏好在富含營養的靜水中繁殖，對有機污染物有相對高的耐性，在夏秋季

節能大量繁殖；至於鞘藻，它易於在養分豐富的環境中生長，當水體過度富營養化、氨氮含

量過高時，可能導致大量鞘藻的滋生。 

二、不同養分對藻的影響 

我們從實驗(二)不同養份對藻類的影響中發現，越多的養分會讓優養化更嚴重，而我們

在第44屆科展水中『藻』寶中也發現相似的結果。其實驗「四、研究環境因子對藻類生長的

影響」中的「探討植物營養液對藻類生長的影響」和「探討有機營養物對藻類生長的影響」

與我們實驗四「不同養分對藻的影響」皆是以改變水中的營養物質來改變藻類的生長，且定

量方式也有高度相似，是以滴管吸取觀測藻溶液於載玻片上再以顯微鏡觀察。  

但是相較於他們的實驗他們測量水中藻類濃度是使用自製的「自製濁度計」來測量，

我們所使用的分光光度計擁有更好的精確度也較能有效的減少誤差。且他們在目測數算藻類

數量時以滴管吸取觀測藻溶液，這其中必定會有誤差導致數據不夠精準;但是我們使用了微

量吸管及格子玻片，不僅更方便進行定量也方便於之後的計算而且也更精確。另外，相較其

實驗「（三）探討植物營養液對藻類生長的」只用了植物營養劑進行實驗，我們分別使用氮、

磷、鉀肥，能更了解何種肥料對於藻類生長較有幫助。[6] 

三、硝化菌含量對藻類的影響  

根據實驗三的數據，我們發現100毫升的藻水中加入40微升的硝化菌最能抑制藻類生長，

相當於每一公升添加0.4毫升的硝化菌效果最好。而我們所使用的牌子「世界先進硝化菌」

在包裝上則推薦每一公升只需添加0.1毫升的硝化菌。我們推測有可能是我們實驗樣本的藻

濃度過高，導致需要添加更多的硝化菌抑制其生長。 

陸、結論 

一、水缸中四角盤星藻、四尾柵藻和鞘藻等藻類占比較多，且養分過多容易使其三種藻類大

量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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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1微升的藻水中大約有152顆藻，OD值為66.32；而純水藻顆粒數為0，透光度100。兩

者呈反比關係，得出公式為y=-0.2216x+100(y為藻顆粒數，x為透光度)。 

三、添加氮、磷、鉀肥和有機物都會增加藻類數量，且100毫升的藻水添加40微升的氮肥和

鉀肥藻濃度最高，鉀肥添加20微升藻濃度最高，有機物則是添加80微升藻濃度最高。 

四、100毫升藻水添加40微升的硝化菌最能抑制藻類生長 ，可使每一微升減少約16.37顆藻，

相當於1公升減少16370000顆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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