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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自魚墟黃酸 71<71< 質調查與研究

張抖性 .T 雲源

ofon Water Qual i tyand StudiesSurvey

in Milkfi sh Ponds

Poh-Shihng Chang and Yun-Yuan Ting

Yellow Water

ponds was found and surveyes on 1985 Novl?mber in Tun-milkfishwater inYellow

Tainan, but it was slightly. We investigated

water quality..Y�llowwater in milkfish pond, neighboring but nonnal pond and -the com-

canal were compared to the differences of water quality. The test items included the

the envkonment andanalyzedandCherng

口Jon

of pH and DO during 24 hrs. and taking samples ev�ry other day to test salinity,

concentration' of nitrate, total ammonia and idoine corn sump tion.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changes

follows. (A express yellow water pond; B express nonnal pond; C express the' common

canal. )

as

of pH and DO during 24 hrs. in A pond is larger than B pond and C

0.15 ppm 9.72ippm, and, 7.81

The variation

6.38 8.35,

'":7
8.96, 1.75ppm - 8.70ppm, and 7.78- 8.35, 1.32:ppm"" 8.96ppm in pond A, B, C

respectively.

ISrangeand DOThe pHcanal.

t-distribution to

the results, the salinity of A and B is'different from C significantly. The concentration

官Ie total ammonia �ong the three divisions

of means. Fromthe 封閉IificancetestwithdealedwereThese data2.

salinity.thethe same asof nitrate is

made no difference. The 12 comsumption of A is different from Band C significantly.

results, we thought yellow water in milkfish ponds' were dued

to the death of abundant bottom algal and foulling material in the bottom.

ourfromConclusions3.

言

鼠目魚 (Chanos Chanos Forskal ) 的養殖 , 在台灣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 由傳統的洩坪式養殖
, 到目前的深水式養殖 , 產量增加之快 , 不可向日而語。深水式鼠目魚溫鑫殖完全以飼料投蝕 ,

產量

雖高
, 成本甜大 ; 洩坪式則以培養底藻做為單目魚餌料

, 成本花費低 , 風味佳 , 不會有異味 (off -

flavor) , 海埔地目前仍保有面積極庸的潰坪魚墟 , 其對甄自魚的產量仍不容忽聽 o

資 /.1( 現象是甄目魚養殖的一大問題 , 於每年 g 月以後常因底藻遭敲撞 ,
而津海生物異常繁殖 ' 造

成 /.1( 色改變
,
星黃酸水現象

(2) ,
會使嵐目魚常禪額 , 成長停蝠 , 嚴重者死亡。筆者會於 74 年 11 月中

於台商土城于一魚墟發現有輕傲的黃酸水現象 , 於是做了魚池化學環境初步試驗 ., 以供讀後研究資酸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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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參考。

材料與方法

-弋接接分 3 組 " 各組每次採樣取固定兩點
;A 組為發生其酸水魚墟 ,B 組為鄰撮

,
屬正常魚祖 ;C 組

為其共用水道。

三毛在一天之中,
每隔兩小時說llA 、 B 、 C 之 pH 值 , DO 值 ,

記錄之
, 觀察其一天變化的情形。

三三自11 月 20 日至 12 昂 8 日每兩天揖水一次 , 副鹽度 ( Salinity) , 硝酸鹽 ( Nitrate) ,
總氧量

( Total ammoni a) , 碘消費量ω ( 12 consumption) 。

用實驗中鹽度以鹽度計部之 ; 溶氧 Jd- model 2110 型 Do meter 測之 ; p'H 值及總氧量以 Corning pH

/ ion meter 155 型倒之 ; 碘消費量是加碘後 , 再用硫代硫酸訥滴定未經作用之碘量而求出。
X. - X.

� 數撮分析以 Student's t-distribution t=, 一→ -
/S� - S�

檢定其顯著性
(!)

。

n

結 果

魚過 A 在實驗過程中 , 水色星質詢 , 魚溫 B 水色情激水道 C 水色青艙。在一天中 , 每隔二小時對
A 、 B 、 C 各做一次 DO 、 pH 值的現場測定 , 每一池子據三點 ,

求得之數接平均值整理於衰 1 0

表 l 風目魚墟 24 小時內酸鹼度、樁氧的削定數撮 ( 1985. 11. 16 - 17 )

Table 1 pH and DO during 24 hours in milkfish ponds

'0200 0400 0600 0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Pond A 7.28 6.99 6.83 7.51 7.98 8.35 8.22 8.23 8.19 7.91 7.73 7.42
pH Pond B 8.01 7.84 7.81 8.05 8.13 8.49 8.56 8.37 8.26 8.27 8.16 8.09

Canal C 7.96 7.81 7.78 8.11 8.15 8.21 8.35 8.31 8.18 8.09 8.09 8.07

Pond A 0.71 0.30 0.15 4.98 7.82 9.68 9.72 8.93 7.95 5.31 3.11 0.95
D. O.

Pond B 2.21 1.95 1.75 4.30 6.62 8.68 8.70 8.32 7.91 6.65 4.31 3.10
ppm

Canal C 2.11 1.87 1.32 4.52 6.20 8.90 8.96 8.12 7.13 6.21 3.913.13

魚溫A 其 pH 值變化範圖在 6.83 -8. 品
, ∞值變化範圍在 9.72ppm -0.15 ppm 之間。

魚墟 B 其 pH 值變化範圈在 7.81 - 8. 鉤 , DO. 值變化範圍在 8 .70ppm - 1.75 P.lX1l 之間。

7.k 道 C 其 pH 值費化範圍在 7.78 - 8 .35 , 到1 值變化範圍在 8.96ppm - 1.32ppm 之間。

以1 及 pH 值隨時間之變化情形如圖 1 、圖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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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墟A 、 B 及水道 C 自 74. 11. 20. 至 74. 12. 8 , 在發生賣酸 � 期間做鹽度、硝酸鹽、總氧
量及碘消費量的比較。探攘期間正值越多前之單備,

池水沒換 ,A 祂已無魚 , B 他亦只剩少量之越冬

魚。各項7.K 質所測結果列於衰 2 。各項皆無姐則之變化。以平均數儉定注被驗真聞之顫著性 ,
檢驗結

果列於衰 3 。魚墟 A 、 B 之鹽度遠高於7.K 道 c; 其硝酸鹽含量亦遠高於水道 c; 而總氯量平均分別為
0.521 ppm , 0.546 ppm , 0.499 ppm , 無顯著差異 ; 碘消費量平均分別為 5.01p 戶n ' 2.27P 帥

, 2.36 ppm , A 對 B 及 A 對 C 皆有顧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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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討

嵐目魚養殖最重要的是施肥培養藍、紙、矽藻類 , 在祖底形成一層 ,
此乃所謂的底藻 ' 底藻是飼

養嵐目魚最經濟而有效的餌料 ,
同時能保持抽水渣捕 ,

使地魚成長迅速 ,
如底藻消失

,
徵細的擇游生

物則異常發生
(6) ,
導致抽水星黨酸 ?/(

(2)
或禍水

(3)
現象

, 影響抽魚的成長停頓。
黃酸 7.K 定義莫衷一是。溫水黃酒且徵生物繁生 , 使溫水黏珊 , 腐臭甚而水面形成峰紋 ,

皮膜樣
(2)

。由於徵生物之大量懿生而改變水色的現象 , 湖沼學稱之為水華 ( water bloom ). 其中黃色水華常

賣t 目魚溫 A 、 B 及水道 C 自 11.20 至 12.8 之墟度、硝酸壇、

總氧量、碘消費暈倒定數接

Salinity, nitrate, total ammonia and It comsumption on

11.20-12.8 in 1985 in pond A, B and canal C.

表 2

Table 2

12.4 12.6 12.8 Average11.20 11.22 11.24 11.26 1h28 11.30 12.2

41.540�.14142424141434242Pond A壇度
Salinity 42.343414242414343424343Pond B

3534363634353635343535Canal C車b

639.2566596610781679681578669713519Pond A硝酸墟
Nitrate 623.5565581726682

ATnycJ--ro

rO

司L

552682691525577

259

Pond B

264.9232197198251357285291310Canal C(ppm)

0.5210.51. 0.51 0.60 0'.620.470.420.570.610.520.38Pond A

0.5460.54 0.55 0.65 0.490.650.610.510.520.470.47Pond B
總氧量

T. A.
0.4990.52 0.45 0.51 0.600.47.0.590.720.400.410.32Canal Cppm

5.014.84.54.95.25.25.15.25.15�O5.1Pond A碘消費量
IC.

(ppm)

2.272.32.22.22.12.32.32.22.42.42.3Pond B

2.362.52.21.9

(T.A. : Total am mania; 12 C ﹒ : Iodine comsumption)

2.22.32.52.52.62.42.5Cana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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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項測定中 .A 、 B 、 C 間之平均數繭著住機定表

Table 3 Tes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eans

among A, Band C in four items.

t A.B t A.C t B-C

墟度 Salinity

硝酸墟 Nitrate

總氧量 T.. A.

2.138 17.441
**

19.905**

0.468 12.710"'* 13.13 7
"'*

0.744 0.4!n 1.104

硝消費量 12 C. 35.702
"'*

27.217** 1.226

(t (� = 少 n=9
p = 0.05 I - �.���,

"p=O.ol

"'*
express significiant difference

係細菌、矽藻引起
(6)
。賞水現象發生時期俗稱虎藻讀麵線藻

(2) (5)
(Ent e TomOT ρIvl) 一類之藻類大量

第生。接筆者調牽認為細菌、矽藻類、渦鞭藻類皆可能引起貢 *- 現象
, 而動物性擇游生物繁生則是賞

水現象必然的結果。禍鞭藻類所引起的貢酸水對他魚影響最大 , 常可見他魚津頭 , 嚴重者發生泛地。
目前漁民常用施教方法為換水及水車打水以增加帶氧

(2) .換 2k 係將風目魚趕入鄰墟 , 排出賣酸水 , 注
入新鮮海水 , 讀醒過晒坪後注入新水 ; 以求草打求是防止地魚轉頭 , 數日之後 , 抽水或轉為清澈 ,

地

魚叉怯復成長。

此次攘攘發生賞水池子為大量鞭毛藻類引起 , 惜未副其種類及數量變化情形 , 其化學環境變化 ,

就水道、黃酸水池子及正常池子之分折比較結果
, 得知池水禪游生物多時 , 溶氧量及 pH 值之日龔化

較大 , 國在陽光下 , 大量的植物性津誼會生物行光合作用 , 引起水中帶氧量的極連上升 , 在下午的 2 點

時形成最高主義; 在晚上無光蝕下 , 水中所有生物皆行呼眼作用 , 用去大量的氧 , 而產生二氧化艘 , 使
得DO. 量持續擴少

, 一直到瞞天有光照時方回升 , 故 j{ 申禪辦企韌的種樹 ( 動物性或植物性〉及量決

定溶氧量的大在J'UU 。睜眼作用產生∞ 2 .權齡水中星揖酸性 , 夜間睜眼作用旺盛 ,
水中 CO2 的濃度

增加 , 使得酸性增加 . pH 值降低 , 所以 pH 值 24 小時變化亦隨光照而變化 , 然而魚墟A 於清晨 4-
6 時降至弱酸性 , 此乃受 CO2 量及池底費惡的雙重因素影響 , 由表 3 知魚墟A 碘消費量與 B 、 C 皆有

顯著差異 , 碘消費量可為水中硫化氫含量之指標 , 且與水中之亞硫酸、亞硝酸、有機酸、 phenol 及

其他還原性物質有關 , 主要受生鈞屍鐘 ,
分部排洩樹及畫畫餘飼料之腐敗分解所影害

(4),
故發生黃酸水

之魚墟 , 底質變睡乃一原因。
在室內試驗撮林

(7)
倒定甄目魚耗氧量困魚盤大小而異

, 致死濃度約 0.11 ppm 至 0.25 ppm 之間
, 但在越多溝及墟中養績 , 接林

(8)
觀察 , 以 Winkler 民法測定 DO 為零值時 , 竄目魚懂渾頭 , 只要時

間不過長
, 不致於死亡。地魚因資酸水而死亡是純粹∞不足亦或尚有其他原因 ( H2S 中毒 , 或藻類

含霉素 ) .有待進一步研究。

施肥為淺平劃目魚養殖成敗之關鍵 , 底藻若不堅間 , 7 、 8 月之後底藻敏囂 ,
品引起浮游生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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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繁殖 , 故黃酸水的預防關鍵在底藻。 2--3 月於施肥、晒坪及培養底藻時
, 可於擊下加長缸 ,

在溫

底刮展成蹤積相錯
, 可使底藻附著面加大 , 深入坦底土 , 則養殖期間不會因鹽度降低 , 投米輯或施 H�

過多
,
而使底藻上摔死亡

, 造成池水變惠。 9 月接於底蘊薄弱時 ,
亦可以晒半坪

(9)
方式補蚊。

買酸 j( 是淺坪訊自魚爐的一個老問題 , 但至今仍未了解其始末 ,
如何訪站是研究的最略目的 ,

高

後對黃酸水的研究應對魚墟傲長期的生聽調查試驗 , 方能對其發生原因追諒 , 而加以預防。

摘 要

74 年 11 月在台商土揖發現一輕徵員 j( 現象的鼠目魚墟 , 於是做了初步的水質調查與分析 ,
比較

發生賞水魚姐、正常魚墟及共用水道的 j( 質差異 , 包括一天中 pH 、 DO 的變化曲鸝及持讀 20 天 ,
每

隔約 2 天定時躲嘩 , 捌鹽度、硝酸鹽、組氧量、碘消費量的比較。結果整理如下 :

-賀酸水魚坦之 24 小時 pH 及∞費化程度 , 較正常魚祖寓大 , 其 pH 變化範圈 6.83 -8.35 ; DO

變化範圈 9.72 - 0.15 P 戶n'. 正常魚墟抖f 變化範圈 7.81 -- 8 .96 ; DO. 變化範圈 8.70 -1. 75ppm

司十次接樣 , 以平均值顯著性別驗 , 得知鹽度A和 B 他對 C 皆顯著 ; 硝酸鹽含量 A 地及 B 他對 C 皆顧

著 ; 總氧量A 、 B 、 C 間皆無差異 ; 碘消費量A 他對 B 地及 C 皆顯著。 (A 為黃酸水魚墟 , B 為正

常魚墟 , C 為共用水道〉。

三三資酸水發生原因初步推論為底藻死亡及底質變惡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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