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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碳酸氫鈉為擬球藻生長之碳源，並以批次培養的方式進行培養，探討各種不同培養條件對於微藻的生長及生產

油脂的影響，其變因為培養基中碳酸氫鈉與硝酸鈉濃度，以及培養液之pH。結果顯示，擬球藻在碳酸氫鈉濃度6-18 g/L培

養條件下生長速率並無太大差異。無控制pH的培養比控制pH的培養，有較高的生質濃度、產率及油脂含量。無控制pH的

培養，在各種碳酸氫鈉與硝酸鈉組合中，獲得最大生質濃度之培養出使條件為NaHCO3 12 g/L、NaNO3 0.3 g/L，其生質

濃度達0.8 g/L，而最大產率之初始條件為NaHCO3 9g/L、NaNO3 0.5 g/L，其產率為0.1356 g/L/day(第四天) ，最大油脂

含量條件為NaHCO3 12 g/L、NaNO3 0.1 g/L，其產量為35%。在控制pH的培養中，擬球藻生質濃度、產率及油脂含量均

降低，此現象因培養藻類時培養液中pH變動範圍相當大不利其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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