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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蚤象-米蚤知多少？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當我們一年級進入學校後，在課程的安排下，有機會實際的養殖觀賞魚，在

我們每天細心的照顧下，甚至有許多同學的魚開始產卵並且孵出了小魚，於是接

下來該如何好好的照顧那些剛出生的仔稚魚便成為了同學間熱門的話題，有許多

的觀賞魚，尤其是一些野生進口的魚種是根本不接受人工飼料，而必需以活餌或

者至少是冷凍生餌，才能讓他們順利的開口，因此選擇合適的餌料生物，便成為

觀賞魚繁養殖上很重要的課題。 

 

    做為合適的餌料生物必須有高營養、適口性佳、捕食容易等特性，一般最常

用來做為觀賞魚餌料生物的種類有豐年蝦、紅筋蟲、絲蚯蚓等等，但這些種類往

往都有一些難以克服的缺點，因此我們便開始思考是否還有其它更適合的餌料生

物?所以在翻閱課本以及與老師進行討論之後發現，淡水水域中有一種常見的浮

游生物，似乎能克服上述餌料生物的那些問題，那就是屬於枝角類的水蚤。但水

蚤的種類很多，要以哪一種作為我們實驗的目標呢？最後我們選擇了「德國米

蚤」，主要原因在於，米蚤在水蚤中屬於較大型的種類，除了做為仔稚魚的餌料

外，還能直接做為一些中小型野生魚的餌料，野生魚種在進口的過程中，往往會

有長達 7~10 天甚至更長的時間是不餵食，所以能縮短這些野生魚適應餌料的時

間，讓他們順利開口，便能提高這些進口野生魚的存活率，另一方面，米蚤雖然

體型大，但在野外的競爭力並不強，只適合在人工的環境下才能大量培養，因此，

建立一套合適的米蚤培養系統，對於觀賞魚產業發展有其重要性。 

    

  二、研究目的 

 

(一) 試著找出較適合米蚤生存的食物量及食物種類，考量到餌料的帶菌問

題，本次實驗先選用二種人工培養的藻類（淡水綠藻、螺旋藻），作為米

蚤的食物。 

 

(二) 實際投餵給不同觀賞魚食用，觀察其適口性。 

 

三、研究方法 

 

(一) 實驗材料與藥品 

 

     1.材料:  

(1) 硫酸銨((NH4)2SO4) (2) 過磷酸鈉(Na3PO4)(3) 尿素(CON2H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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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藻(Spirulina) 

(5) 淡水綠藻(Chlorella) (6) 碘液(7) 漂白水(NaCIO)(8) 德國米蚤 

    (Daphnia Magna)(9) 打氣石 (10) 硫代硫酸鈉(Na2S2O3) 

 

        2.器具: 

          (1) 20 公升的桶子  (2)簡易計數盤(圖 1) (3)按壓式計數器(圖 2)  

          (4) 500 目濾網(圖 3) 

 

貳●正文 

 

  一、藻類培養流程 

 

 

 

 

淡水處理： 

漂白水(次氯酸鈉) 

靜置隔夜 

中和餘氯： 

海波(硫代硫酸鈉) 

接種藻類： 
             螺旋藻、淡水綠藻              

添加營養鹽： 

硫酸銨、尿素、過磷酸鈣     

接種前需打氣 

培養 4~7 天： 

藻色變深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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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算德國米蚤數量 

 

(一)簡易計數盤介紹 

    使用方法：取 1mL 待測樣本放入簡易計數盤中，利用顯微鏡觀察及使用

計數器計算數量，即得 cells/ml。 

 

(二) 取不同濃度之淡水綠藻及螺旋藻（100%、70%、50%、30%），接入 8 隻

的德國米蚤，放入打氣管微量的打氣，觀察藻色變淡後，隨即加入 30ml

的藻水，飼養 10 天後使用簡易計數盤計算米蚤之數量。 

  

  三、觀察不同觀賞魚對米蚤的接受度 

 

    本次實驗中，我們選擇了數種不同的觀賞魚，實際的投餵米蚤，並以肉

眼觀察牠們對米蚤的接受度如何，為了實際了解差異，我們選擇了孔雀魚、

短鯛這兩種體型較小的觀賞魚，也選擇了七彩神仙與埃及神仙這兩種體型相

對較大的觀賞魚種類，另外，還選擇了鬍子異型這種攝食方式完全不同的魚

種做為比較，而其中短鯛與埃及神仙是屬於野生進口的魚種，孔雀魚、七彩

神仙和鬍子異型則是在台灣人工繁殖的個體。 

 

四、研究結果 

 

(一)德國米蚤之數量計算 

 

    實驗的結果中得知，德國米蚤在不同濃度螺旋藻下的增殖數量多寡依序

為 70%（10500）＞50%（4560）＞100%（3240）＞30%（2490），而投餵不同

濃度淡水綠藻數量，德國米蚤增殖數量多寡依序為 70%（48630）＞100%

（44070）＞30%（34470）＞50%（26100），二組濃度比較後，均發現以 70%

藻水對德國米蚤的增殖效果是最好的，另外，投餵不同藻類後，發現淡水綠

藻對於米蚤的增殖效果是遠大於螺旋藻。 

 

光照 12 小時：黑暗 12 小時 

接入德國米蚤： 

 10 天後，計算德國米蚤增殖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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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德國米蚤在不同濃度螺旋藻下的增殖數量(本表來源:研究者製作) 

表 2. 德國米蚤在不同濃度淡水綠藻下的增殖數量(本表來源:研究者製作) 

淡水綠藻濃度 100% 70% 50% 30% 

德國米蚤數量 44070 48630 26100 34470 

表 3. 比較德國米蚤在淡水綠藻及螺旋藻下的增殖數量比較(本表來源:研究者   

     製作) 

藻類濃度 

 藻種 
100% 70% 50% 30% 

螺旋藻 3240 10500 4560 2490 

淡水綠藻 44070 48630 26100 3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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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德國米蚤在不同濃度螺旋藻下的增殖數量) (本圖來源:研究者製作) 

 

螺旋藻濃度 100% 70% 50% 30% 

德國米蚤數量 3240 10500 4560 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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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德國米蚤在不同濃度淡水綠藻下的增殖數量) (本圖來源:研究者製作) 

 

 

(圖 6. 德國米蚤在螺旋藻及淡水綠藻培養下的增值數量比較) (本圖來源:研究者

製作) 

 

    (二)觀賞魚對米蚤的接受度 

 

    將德國米蚤收集實際投餵孔雀魚(圖 7)、短鯛(圖 8)、七彩神仙(圖 9)、埃

及神仙(圖 10)、鬍子異型(圖 11)，觀察發現這些觀賞魚對米蚤攝食意願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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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孔雀魚) (本圖來源:研究者拍

攝) 

(圖 8.短鯛) (本圖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9. 七彩神仙) (本圖來源:研究者

拍攝) 

(圖 10. 埃及神仙) (本圖來源:研究者拍

攝) 

 
 

(圖 11.鬍子異型) (本圖來源:研究者

拍攝) 

(圖 12.以螺旋藻餵食米蚤供魚類食用) 

(本圖來源: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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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以淡水綠藻餵食米蚤供魚類

食用) (本圖來源:研究者拍攝) 

 

參●結論 

 

    一、實驗結果得知使用不同濃度之淡水綠藻及螺旋藻餵食後，得知以 70％ 

        藻水對德國米蚤的增殖效果是最好的，且以投餵不同藻類，也發現淡水  

        綠藻對於米蚤的增殖效果是遠大於螺旋藻。 

 

  二、使用德國米蚤投餵常見觀賞魚如，孔雀魚、短鯛、七彩神仙、埃及神仙

鬍子異型，觀察發現這些觀賞魚對米蚤攝食意願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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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主要實驗研究器具及材料 

  

(圖 1. 簡易計數盤) (本圖來源:研究者拍

攝) 

(圖 2. 按壓式計數器) (本圖來源:研

究者拍攝) 

 

(圖 3. 500 目濾網) (本圖來源:研究者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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