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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藻是極具潛能的綠色能源，掌握微藻生長環境要件，即能增加微藻產能。本實驗以碳酸氫鈉為碳源，於未滅菌的條件下

批次培養擬球藻，結果顯示擬球藻(Nannochloropsis sp.)能利用此無機碳生長，擬球藻最高濃度可達1 g/L. 重要實驗結果如

下：(1) 在六組碳酸氫鈉與硝酸鈉添加量中，以每升12 g與0.3 g經10天培養，擬球藻有最高之藻體乾重濃度與平均體積生產

速率，(2) 建立碳酸氫鈉濃度對微藻之生長動力模式，碳酸氫鈉濃度大於5 g/L (0.06 M)對擬球藻生長有抑制作用，(3) 擬球

藻培養液光強度衰減可以Beer模式表示，擬球藻培養液之吸收係數ε = 0.215 OD-1cm-1。利用Monod生長動力及四

階Runge-Kutta法，來模擬微藻生長並繪製生長曲線以及碳源消耗曲線，可以得到起始碳源濃度和產率會影響微藻生質產

量，而最大比生長速率和碳源飽和常數影響的則是微藻生長的速率。在光源模擬方面，欲有較佳的光分布，微藻濃度不能

太高，以免產生光遮蔽，且比吸收係數ε值會影響光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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