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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細鞭毛蟲在微生物循環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攝食細菌後將能量傳往上階攝食者。根據營養機制的不同，可分為
自營性、混營性以及異營性，其中混營性微細鞭毛蟲在寡營養的海水中攝食細菌量高達所有微細鞭毛蟲攝食細菌總量
的40%。在了解混營性微細鞭毛蟲攝食是如此的重要後，我們卻對光合作用在這過程中扮演甚麼角色並不了解，於是
透過光暗控制的攝食實驗了解光合作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並了解其攝食是否會影響營養鹽的改變。

材料與方法

本實驗進行於2017年9月於東海南部(圖一)進行攝食培養實驗，固定完樣本之後帶回實驗室以螢光原位雜合法 (TSA-

FISH)在顯微鏡下觀察其攝食率，並且量測營養鹽，觀察期間營養鹽的變化。

ORⅡ cr2262 2017-09 St1 攝食實驗

12L

表層海水遮光
(3 M)

表層海水
(3 M)

12L
於0、1、3、5、7 
小時進行600 mL採樣。

600 ml 3

600 ml

加入5 %FLB，培養40分鐘 180 ml+20 ml 福馬林

200 ml

製成玻片觀察攝食率

結果

攝食實驗採樣地點

0

1

2

3

4

5

6

7

8

9

0

5

10

15

20

0 1 3 5 7 0 1 3 5 7Time (hours)

B
ac

te
ri

al
 a

b
u

n
d

an
ce

 (
1

0
5

ce
ll

s 
m

l-1
)

0

1

2

3

4

5

0h 1h 3h 5h 7h

NO3

NH4

C
o

n
ce

n
tr

at
io

n
 (
μ
M

)

0

1

2

3

4

5

0h 1h 3h 5h 7h

NO3

NH4

C
o

n
ce

n
tr

at
io

n
 (
μ
M

)

NO2 (μM) PO4(μM) SiO3(μM) NH4(μM) NO3(μM)

3m 0.04 0.53 2.1 0.1 0.00 

3m無光
照

0 0.25 2.8 0.2 0.2 

一. OR Ⅱ cr2162第一站營養鹽資料

二. OR Ⅱ cr2162攝食率及細菌數量

三. OR Ⅱ cr2162攝食實驗營養鹽變化

結論

1. 混營性微細鞭毛蟲攝食的多寡會決定排出氨的多寡。

2. 光合作用的強弱會決定氨排出之後的去向。

600 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