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週期對優養化水池中

藻類之生長影響



貳、研究目的貳、研究目的

圖一、水池現況

圖五、顯微鏡下觀察的水池藻

類：左為新月藻，右為球藻

 因本校的生態池有優養化問題，故本研究藉由觀察藻類生長來尋找改善水質的方法。
首先，培養生態池水於光週期為24、16、12、8以及0小時環境下，並於第0（培養
前）、14、28天時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每日光照在12小時以上時，在第14天時葉綠
素a濃度（藻類生長指標）達到高峰，且有較高的總磷消耗速率。進一步研究顯示培
養第7天(D7)時藻類增長和磷的消耗量的趨勢遠高於培養14天(D14)時。12小時的光
週期與本校的自然光週期相仿，故應可以透過在水池外獨立培養水體（7天）刺激藻
類生長移除水中的磷，就可以控制優養化，並藉由土壤過濾裝置，移除藻類並將其作
為肥料，達成改善水質與資源再利用的目標。

摘要摘要

壹、研究動機壹、研究動機

一、優養化是常見的水汙染，也出現在本校生態池。

二、目前的控制措施為持續添加地下水。

三、透過藻類的生長來消耗水中磷的含量。

四、藻類生長會消耗水中的營養鹽類（導致優養化的

　　主因）當作生長的養分。

五、希望透過此實驗和生態池做結合，有效的改善生                   
　　態池的水質。 

藉由控制光週期觀察藻類生長情形，藉此消耗優養化
水池中的磷。再以土壤過濾來移除藻類，進而改善學
校生態池水質優養化問題。

參、研究方法參、研究方法

一、 實驗一：光週期與藻類培養觀察 
    1.不同光週期:24h、16h、12h、8h、0h/24h 
    2.培養觀察與採樣:在第0、14、28天觀察外觀並採集水樣與水質分析實驗，了解藻的
       生長趨勢。利用顯微鏡進行微藻觀察，並推測水體中的藻種。
二、實驗二：藻類生長指標(葉綠素a含量)
三、實驗三：水質指標(總磷含量)
四、實驗四：尋找最佳培養條件
五、水質淨化裝置設計 
    1.以節省能源與資源為目標 
    2.藻類飼養期間減低CO2含量 
    3.培養過後的藻經過濾後怎作為土壤肥料

圖四、經每日12小時光照培養

後水池樣本(由左至右分別為培

養前、培養14天、28天)

圖三、水樣培養空間以及培養設備

一、水樣的培養與觀察
     在培養第0、14、28天時，我們針對水樣的外
     觀進行觀察(圖二)。圖三為我們利用顯微鏡觀
     察水體中藻類外觀後的結果。

圖二、藻類生長所需之養分及來源

肆、結果與討論肆、結果與討論



圖十、經每日12及16小時光照培養後水池樣本外觀

 

16h Day7 16h �14天12h �7天��前(Day0) 12h 第14天

圖七、總磷濃度長條圖 

三、葉綠素a濃度與總磷濃度
     圖七與圖八顯示不同光照時間對葉綠素a和總磷濃度
     的影響。葉綠素a在部分組別於14天達高峰後下
     降，而總磷濃度則隨時間整體下降，顯示光照影響
     藻類生長並消耗水中總磷。

圖八、葉綠素a濃度趨勢折線圖

圖六、磷檢量線

圖九、總磷與葉綠素a變化趨勢：圖a到e分別代表，每日

提供24、16、12、8以及0小時光照，其中：

每日光照在12~24小時組別的葉綠素a含量高峰皆出

現在第14天 

11..

葉綠素a含量上升速度最快的出現在每日光照12小時

組。

22..

總磷含量上升速度最快的出現在每日光照12小時組。33..

圖九、總磷與葉綠素a變化趨勢：圖a到e分別代表，每日

提供24、16、12、8以及0小時光照，其中：

每日光照在12~24小時組別的葉綠素a含量高峰皆出

現在第14天 

1.

葉綠素a含量上升速度最快的出現在每日光照12小時

組。

2.

總磷含量上升速度最快的出現在每日光照12小時組。3.

二、磷檢量線的配置
     利用分光光度計／維生素丙法配置檢量線，結果如
     圖六。

四、不同光週期下葉綠素a濃度與總磷濃度變化趨勢

五、第二階段水樣的培養與觀察
     在培養第0、7、14天時，我們針對水樣的外觀進
     行觀察(圖九)。在第7天時，水樣外觀無明顯變
     化；在第14天時，水樣外觀顏色較之前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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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藻類培養裝置示意圖

六、第二階段的葉綠素a濃度與總磷濃度
     圖十與圖十一分別比較了12及16小時照光週期對葉綠素a和總磷濃度的含量。在
     第7天時兩組葉綠素a濃度達到高峰，總磷的部分則是兩組皆在第14天時最低。12
     小時照光的葉綠素a在0~7天時皆有顯著差異。16小時照光的葉綠素a含量在0~7
     天時有顯著差異，而總磷含量在7~14天時有顯著差異。

圖十一、葉綠素a濃度長條圖 圖十二、總磷濃度長條圖

伍、結論與未來展望伍、結論與未來展望

三、12小時照光週期可能具有最佳的藻類生長效果以及去除磷效果，可能是適合作為培養 
       藻類的光照條件。結果顯示，12小時光照對比16小時光照的葉綠素a濃度以及總磷濃
       度無顯著差異。故若是以12小時的光週期作為培養藻類的條件，可以較16小時的光
       週期培養節省更多資源和電力。
四、藻類淨水裝置的構思：

裝置目的：降低水中的總磷含量，減少
水資源的浪費，且再利用藻類。

1.

裝置結構：以三層結構，每層中間有可
移動式夾層控制水流流入下層，第二層
中的土壤可過濾水中藻類，之後讓水流
入第三層，最後導回水池之中。

2.

一、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五種光週期，於第28天時皆能使總磷濃度下降。
二、24小時光週期中，藻類可能於0至14天間大量死亡，使14天時總磷濃度高於第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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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淨水裝置之運作：
光照控制：12小時的光週期與本校生態池環境的的白晝時長相仿，故可利用自然光照
進行培養。

1.

光照處理時間：以培養7天為一次的培養的週期。培養時可於光照充足時以太陽能板
儲電，於清晨與黃昏光強不足時提供輔助照明。

2.

土壤過濾步驟：將培養槽內水體導入過濾層後，將藻類附著於土壤中，且將過濾後的
水回流至生態池。

3.

資源再利用：過濾後的含磷土壤作為可供校園的花圃施肥，實現資源的再利用與循
環，並促進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

4.

六、裝置優勢：培養過程中可利用太陽能提供額外光照，降低能源消耗。藻類具固碳功
       能，可減少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水循環系統可以減少水資源的浪費。最終處理後的
       土壤亦可作為有機肥料再利用，提升資源循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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