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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單槽式光生化反應器連續培養周氏扁藻（Tetraselmis chui），探討光照強度、碳酸氫鈉的濃度和稀釋速率對微?

生長的影響使用Walne修改培養基，碳酸氫鈉溶於培養基用以模擬氫氧化鈉水溶液為吸收二氧化碳後之鹼性溶液，以碳酸

氫根離子來作為周氏扁藻生長所需的碳源，實驗結果如下： 使用0.5、1、2和3 g/L 的碳酸氫鈉濃度來進行培養，周氏扁藻

生長隨著碳酸氫鈉濃度的上升並無顯著的差異，在連續培養時碳酸氫鈉濃度較高的培養液，因為碳酸氫根離子濃度較高會

減緩藻液pH上升得到的pH值反而較低。使用光強度 6000~12000 Lux 進行培養，光強度越強對於初期批次培養微藻的生長

速率較快，但是，當開始連續培養後，微藻的生質濃度因為培養液的稀釋，藻液的生質濃度將會降低，光強度造成的差異

將會逐漸減少。使用稀釋速率為 0.04和0.1 h-1進行連續培養，發現較快的稀釋速率，可以使微?的比生長速率提升，但是，

隨著培養液的流入藻液的生質濃度和pH值將會下降，成為一個平穩的曲線。

關鍵詞 : 二氧化碳 ; 碳酸氫鈉 ; 微藻 ; 周氏扁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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