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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以探索北投溪中生物為主，再延伸到北投溫泉對於種植蔬菜的可行性。    
    我們從北投溪源頭—地熱谷以下到北投公園共分為七個區段，並實地野外探勘觀察各

區段的溫度、酸鹼值和生物，結果發現各區段水質的酸鹼值變化不大，都在 PH1.8~1.9，不

過水溫的變化卻很大，從 98℃~ 36℃，也發現竟然還有生物溫泉紅藻溫泉紅藻溫泉紅藻溫泉紅藻和搖蚊搖蚊搖蚊搖蚊生存於如此極

端的環境下。 

    溫泉紅藻是存在於上古時期的嗜酸耐高溫光自營性生物，針對此條件我們做了相關的

實驗證明，它最佳的生長溫度是 45℃。在種植蔬菜部份，我們先以耐酸性的珊瑚菇做實驗，

由實驗證明稀釋的青磺泉 PH4.8 澆灌的珊瑚菇長得最好，我們並繼續北投溫泉蔬菜的研

究，希望對溫泉的回收再利用能有所助益。 

    

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假日裡，住在「女巫故鄉」的我們相約到溫泉博物館，無意間發現博物館旁北投溪裡

的石頭上長有「綠東西」，就像「綠精靈」般地悠遊於看似無一物的溪水中。我們原先認

為：可能是因為北投溪的上游有太多泡湯後的髒污，才會讓河川長出藻類或蘚苔，好奇的

我們於是就往上游一探究竟，結果我們發現在熱海飯店附近的「綠精靈」更多了，再往地

熱谷方向走，「綠精靈」就越來越少，甚至到水溫 98℃、白茫茫的地熱谷時，就完全看不

到它們的蹤跡了。這個有趣的觀察引發我們的興致，因為上自然課時（康軒版六上自然第

三單元水溶液）老師有提到，我們北投溫泉水的酸鹼值＜2，是強酸，在這種強酸、高溫下

居然還有生物，更是讓我們討論不完。 

    我們開始搜尋相關資料，知道少數藻類不僅可以在 45~50℃的水中生存，甚至有些溫

泉藻可以在 60~80℃中生活，這是因為高溫中的藻類有厚的細胞壁或黏膜或膠質，因此才

能耐高溫。在康軒版五上自然第二單元的「 植物世界面面觀」，我們有學到植物的分類，

有分「自營性」和「異營性」；而彰化師範大學的藻類工作研究室，曾針對北投溪裡的溫

泉藻做過研究分析得知，北投溫泉藻是溫泉紅藻的一種，也是目前唯一能存活於高溫（42~57

℃）、低酸鹼值（PH0.2~4）的光自營性生物。於是我們決定好好地了解自己家鄉北投溪中

的生物為主，來做探討！ 

    此外，我們還進一步的研究北投的溫泉除了泡澡之外，是否也能種植有別於礁溪的溫

泉蔬果，如果我們能發展出屬於自己家鄉特色的溫泉蔬菜，這也是身為北投人的另一種驕

傲吧！ 

    

貳貳貳貳、、、、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認識北投溪中的生物。 

           二、認識北投溪中的溫泉紅藻之生存環境與繁殖。 

           三、北投溫泉對種植蔬菜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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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研究器材研究器材研究器材研究器材    

一、共用器材： 

    1. 溫度計    2. 筆式酸鹼度計    3. 紀錄表    4. 筆    5. 照相機   6. 顯微鏡 

 

二二二二、野外實測工具類： 

    1. 6. 8*10cm 細目撈魚網      2. 75％酒精      3. 標本收集盒 

 

三、培育藻種工具類： 

   1. 30*17*20cm 水箱      2. 250ml 錐形瓶     3. 300w 加熱器     4. 溫度計      

   5. 日光燈      6. 打氣機（單孔）1.2W     7. 打氣機（雙孔）4.5W      

   8. 15*5*6cm  L 形管      9. 濾紙      10. 玻璃水壺    

   11. 橡膠管*長 200 ㎝外徑 0.7 ㎝內徑 0.4 ㎝ 

                          

四、培育珊瑚菇工具類： 

   1. 噴霧器     2. 珊瑚菇太空包    3.尺 

    

    

    

    

    

    

    

    

    

    

肆肆肆肆、、、、研究過程與方法研究過程與方法研究過程與方法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野外探勘實測：    
 (一) 由地熱谷往下，延著北投溪經熱海飯店到溫泉博物館分為七個區段進行實地測量 

      水溫及酸鹼值變化，並觀察溪水中的生態。 

（二）實測地點說明：（如圖一） 

     【A 點】地熱谷（因高溫危險已封閉，無法進行實際測量，所得的溫度、酸鹼值 

      資料為地熱谷景點介紹牌所記載）        

     【B 點】C 點往上游約 10 公尺處    

     【C 點】木橋往上游約 10 公尺處 

     【D 點】熱海飯店前面的木橋下  

     【E 點】木橋往下游約 10 公尺處  

   【F 點】G 點往上游約 10 公尺處  

   【G 點】溫泉博物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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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一一一一）：）：）：）：實測地點說明圖實測地點說明圖實測地點說明圖實測地點說明圖    

 

 

 

 

 

 

 

 

 

 

 

 

 

 

 

 

 

 

 

 

 

 

 

 

 

 

 

 

 

 

 

 

 

 

 

 

 

 

 

 

 

 

 

 

 

B、C、D、E 點距離為每步伐約

70 ㎝，走 15 步，約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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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二二二二〉：〉：〉：〉：北投溪溫泉水酸鹼值與溫度變化圖北投溪溫泉水酸鹼值與溫度變化圖北投溪溫泉水酸鹼值與溫度變化圖北投溪溫泉水酸鹼值與溫度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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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以我們三次的實地探勘發現（表一）、（圖二） 

（一）北投溪的上游 A 點到溫泉博物館 G 點，水質的酸鹼值變化不大，都在    

      PH1.8~1.9。 

  （二）地熱谷到北投公園，水溫變化很大，從 75℃以上~ 36℃ 

    （三）D 點到 F 點藻類生長最多，我們推論應是此區的飯店河川污染最嚴重所致。彰

師大研究的溫泉藻也是由此處取樣。 

  （四）實測當天的氣溫會影響水溫，11/30 當天氣溫才 17℃，水溫也明顯降低。 

 

圖圖圖圖（（（（三三三三））））野外實測及周邊環境觀察野外實測及周邊環境觀察野外實測及周邊環境觀察野外實測及周邊環境觀察    

    

 

                                  

 

 

 

 

 

                                 

 

 

                                         

 

 

 

 

 

 

 

 

                                            

 

 

 

 

 

 

 

 

 

 

 

 

 

                                          

野外實測工具 【地點 A】地熱谷 

【地點 B】溫泉水中的藻類以及露出 
水面的石頭上有黃色的沉積物。 

【地點 C】湍急水流中覆蓋在石頭上 

深綠色的藻類。 

越下游的溪底，狀似污泥的沉 
積物越多。【地點 D】 

【地點 C】測量酸鹼值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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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D】靠近岸邊乾的石頭上，發現 

 了粉末狀的硫磺。 

【地點 D】測量水溫 

【地點 D】水流湍急，附著在石頭上

的藻類不易被沖刷。 

【地點 E】水流平穩，溪裡的藻類比 

 前面各區段多。 

【地點 E 和 F 中間】露天浴室的排水 

 口，藻類多且綠。 

附著在石頭上的藻類，很細 

，摸起來澀澀的。 

【地點 G】水流緩慢，溪裡 

 的藻類變少。 
【地點 F】水流平緩， 

 溪裡的藻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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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四四四四））））北投溪採集標本北投溪採集標本北投溪採集標本北投溪採集標本    

 

 

 

 

 

 

 

 

 

 

 

 

 

 

 

 

 

 

 

 

 

 

 

 

 

 

 

     
 
 

 
 
 
 
 
 
 
 
 
 
 
 
        
                                                

 

  

以細目魚網從水底部撈起水中物質。 

將撈起的物質放入稀釋 75％的酒精盒內， 

製成標本。 

【地點 B】的標本盒。 

【地點 C】的標本盒。 【地點 D】的標本盒。 

從水底部撈起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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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我們於勘察的五個點（B、C、D、E、F 點）分別撈起溫泉底層的物質泡在 75％   

      酒精中製成標本，再用顯微鏡觀察裡面的細小生物，由於圖鑑和網路資料中遍尋 

      不著那顯微鏡下的小生物和綠精靈的確定名字，於是我們再次驅車前往彰師大， 

      請求協助，終於認識了特殊環境中的搖蚊（如表二）和溫泉紅藻了。  

 

表表表表（（（（二二二二））））：：：：北投溪溫泉微生物紀北投溪溫泉微生物紀北投溪溫泉微生物紀北投溪溫泉微生物紀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採集地點採集地點採集地點採集地點    溫溫溫溫    泉泉泉泉    中中中中    發發發發    現現現現    的的的的    微微微微    生生生生    物物物物    

BBBB 點點點點    在顯微鏡下發現有一種如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般的生物。(圖五) 

CCCC、、、、DDDD 點點點點    可能是撈取方式不對撈取方式不對撈取方式不對撈取方式不對，並沒有撈到任何生物。 

EEEE、、、、FFFF 點點點點    在顯微鏡下發現有一種如蚊子蚊子蚊子蚊子的幼蟲的幼蟲的幼蟲的幼蟲，，，，及蠶寶寶及蠶寶寶及蠶寶寶及蠶寶寶般的生物。(圖六) 

 

 

 

 

 

 

 

 

 

 

 

 

 

 

 

 

 

【地點 E】的標本盒。 【地點 F】的標本盒。 

圖（五）【地點 B】狀似蚊子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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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我們於勘察的五個點（如圖一 B、C、D、E、F 點）分別撈起溫泉中的物質製成標

本，再用顯微鏡觀察，結果我們興奮的興奮的興奮的興奮的發現在高溫強酸的特殊環境中竟然有動物和動物和動物和動物和

植物植物植物植物的存在。（如表二）回家後我們上網搜尋有關搖蚊的資料，發現光是在台灣搖

蚊科就有 34 屬 89 種，在屈指可數的照片中只能看到成蟲的照片，而我們在溫泉中

撈到的是搖蚊的幼蟲，難怪之前會找不到牠的名稱資料！另一發現是，此類物種取

名幾乎都與地名有關，於是我們推論，從北投溪撈取的搖蚊幼蟲應該就是學名為

Pesctrocladius Formosae 的北投搖蚊。後來彰師大生物系林宗岐教授也證實牠就是生

長在溫泉中搖蚊的幼蟲。 

我們將搖蚊的文獻資料，整理如下： 

圖（六）【地點 E】狀似蚊子、蠶寶寶幼蟲的生物。 

圖（七）【地點 F】狀似蠶寶寶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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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由於搖蚊種類繁多，表（三）中僅是多數搖蚊的共通性，而在整理的過程中發現：

搖蚊幼蟲喜於平靜水面生活，因有波浪水流會讓其取食不便影響發育。由此推論，

為什麼我們在 C、D 點沒有撈取到搖蚊的幼蟲（表二），因為這兩點的水流湍急（表

一）不是搖蚊幼蟲正常生活的地方。我們的採樣是撈取北投溪底部的砂石（圖四）

而搖蚊幼蟲就在這孳長。    

二二二二、、、、藻種培育過程及方法藻種培育過程及方法藻種培育過程及方法藻種培育過程及方法：：：：    

     除了搖蚊之外，那大多附在石頭上的「綠精靈」就是罕見的「溫泉紅藻」了。 

（一） 藻種來源藻種來源藻種來源藻種來源：：：：我們對北投溪的綠精靈相當感興趣，所以打算好好和他培養感情喔！    

                                                本次的溫泉紅藻藻種源自於彰師大王瑋龍教授的藻類研藻類研藻類研藻類研究工作室究工作室究工作室究工作室。。。。    

                     11/9             11/9             11/9             11/9 星期日，我們遠赴彰化參觀，並請教王教授有關溫泉紅藻培植的

相關知識，王教授傾囊相授並慷慨送給我們約 135 ㏄的藻種，讓我們

滿載而歸。 

（二）製作培養液製作培養液製作培養液製作培養液：：：：到藻種原生處（熱海飯店對面的溪裡）取回溫泉約 1６00 ㏄，以 

            濾紙將雜質過濾後，再煮沸１５分鐘殺菌（圖八），待涼備用。 

（三）培養液的殺菌方式培養液的殺菌方式培養液的殺菌方式培養液的殺菌方式：：：：可用紫外線殺菌法和煮沸法，因考量到經費問題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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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用煮沸法殺菌。 

      王教授告訴我們溫泉紅藻在溫度 45℃時長的最好。於是我們提高外面水溫到 48℃ 

時，培養瓶裡的溫度是 45℃，酸鹼值是 1.8，經過此條件的培養後，藻種顏色顯得鮮豔活

潑，真是太棒了！（圖九） 

   

圖圖圖圖（（（（八八八八））））藻種藻種藻種藻種培養液製作及殺菌培養液製作及殺菌培養液製作及殺菌培養液製作及殺菌    

 

 

 

 

 

 

 

 

 

 

 

 

 

 

 

 

 

 

 

 

 

 

 

 

 

圖圖圖圖（（（（九九九九））））顯微鏡下看溫泉紅藻顯微鏡下看溫泉紅藻顯微鏡下看溫泉紅藻顯微鏡下看溫泉紅藻 

 

 

 

 

 

 

 

 

 

 

 

過濾溫泉（１６００㏄兩人約花３０分 

鐘，更換濾紙６張） 

 

煮沸１５分鐘殺菌 

過濾紙上有一層黃色的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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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四四四四））））：：：：北投溪溫泉紅藻培育北投溪溫泉紅藻培育北投溪溫泉紅藻培育北投溪溫泉紅藻培育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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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我們針對第一次培育藻種失敗可能原因做探討，並再次南下彰化向王教授請教， 

      得到以下結論：  

1.培養液過濾殺菌不完全，煮沸過程要加蓋，出水口用錫箔紙封住，防止污染（內部壓

力大，才可完全殺菌） 

2.出氣口的化粧棉塞太緊，循環不良，溶氧量降低氧氣不夠因而悶死，改用脫指棉。 

3.形管積滿了藻體和硫磺，因出氣口塞太緊，壓力回流，且管內堆積物太多，打入的空

氣變少，也可能導致藻類死亡。 

4.培養液加太多，導致藻體過於稀釋。（最好是 200 ㏄且不可超過，先以 150 ㏄培養數日

後，視其顏色與原藻種一樣後再慢慢增加到 200 ㏄。） 

5.調整光照位置，於正面距離約 30 ㎝照射。 

6.一日搖晃數次改善藻體附著於瓶底的現象。 

7.L 形管與椎形瓶在使用之前均應煮沸殺菌或以 75 度的酒精消毒。 

注：以上方法我們於第二次取回藻種的培育過程做改善。 

 

 

 

 

 

 

 

 

 

 

 

     

                                                                                                                                                  

      

 

                                              

 

 

 

 

               

 

          

 

 

 

        

                                                            

    

↓培育藻種的工具 

  一般的大玻璃罐因不耐高溫而破裂，在 

  45℃溫度下的藻種顏色鮮豔活力十足。 

將原來一瓶 250㏄的藻種平分成兩瓶。 

1.2W單孔打氣機用 Y 型管接到兩瓶培養瓶中

打氣，結果發現兩瓶的氣泡不一樣，有時甚至

沒有氣泡，我們擔心空氣不足，決定換打氣機。 

圖（十）第一次培育藻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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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 4.5W雙孔打氣機，並將培養液加至 

200㏄。藻種因稀釋而顏色變淡。 

L 形管內積滿藻體及硫磺。 

藻體顏色變淡並沉澱於瓶底。 已無生命的藻體，只剩淡淡的顏色。 

未稀釋的藻種顏色是深綠色的。 培養液煮沸殺菌，蓋上蓋子並且將水壺

出水口以鋁箔紙封住，防止污染。 

將培養液加至 150㏄，並在正面距離約

30 ㎝處以日光燈照射。 因加溫棒故障，導致溫度太高 

而死的藻體，顏色非常淡。 

圖（十一）第二次培育藻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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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光線與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的影響光線與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的影響光線與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的影響光線與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的影響：：：：    

     前二次的失敗令我們沮喪！休息了一個月、再討論後，第三次培育藻種終於成功了，

原 75 ㏄的藻體已成功培育至 200 ㏄。 我們將 200 ㏄的藻種平分為各 100 ㏄（A、B）兩瓶，

置於相同的水箱裡，水溫 45℃。 

（A）瓶用原來的培養液，並以鋁箔紙將瓶子整個包覆隔絕光線，讓藻體處於黑暗中。 

（B）瓶改用煮沸殺菌過的開水當培養液，每日光照 10 小時。觀察其變化。 

 如表（五）、圖（十二） 

 

表表表表（（（（五五五五））））光線與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的影響光線與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的影響光線與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的影響光線與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的影響    

 表（（（（五之一五之一五之一五之一））））  

A 瓶：原藻種 100 ㏄，PH 0.7（45℃）    添加培養液：溫泉 PH2.0（常溫） 

為確定此次分瓶是否成功，所以在前 6 天光照正常，待藻體顏色恢復後再做遮光實驗。 

日期 
瓶裡 

原量㏄ 

 添加

培養液

的量  

㏄ 

瓶裡

總量 

PH 值 

變化 
光照的有無 藻  體  變  化 

3/19 100 50 

3/19 115 35 

3/20 115 35 

3/20 100 50 

3/20 100 50 

3/21 100 50 

150 

3/21 120 50 

3/21 120 50 

有 因稀釋，藻體顏色較淡 

3/22 120 50 

170 

3/22 130 50 

3/22 130 50 

3/23 130 50 

180 
有 

顏色變深 

3/23 100 100 

3/23 100 100 
有 

3/24 100 100 

3/24 100 100 

因水量增加，顏色變較淡 

3/24 150 50 

3/25 150 50 

3/25 150 50 

3/25 100 100 

顏色恢復與 3/22 同，（3/24

晚上 11 時開始遮光） 

3/26 100 50 

3/26 150 50 

3/26 150 50 

變淡（早上 7 時取出觀

察） 

3/30 150 50 

200 

0.9 

無 

顏色死灰，早已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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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五之二五之二五之二五之二） 

   B 瓶：原藻種 100 ㏄，PH 0.7（45℃）添加培養液：開水 PH7.8（常溫）光照 10hr 

日

期 

瓶裡 

原量㏄ 

 添加培養液的

量  ㏄ 

瓶裡

總量 

PH 值的變化 
藻  體  變  化 

3/19 100 50 

3/19 115 35 

3/20 115 35 

3/20 100 50 

3/20 100 50 

3/21 100 50 

150 

3/21 120 50 

3/21 120 50 

 

 

 

因稀釋，藻體顏色較淡 

3/22 120 50 

170 

3/22 130 50 

3/22 130 50 

3/23 130 50 

180 

 

 

顏色變深 

3/23 100 100 

3/23 100 100 

0.9 

3/24 100 100 

3/24 100 100 

 

 

因水量增加，顏色變較淡 

3/24 150 50 

3/25 150 50 

3/25 150 50 

3/25 100 100 

3/26 100 50 

3/26 150 50 

3/26 150 50 

200 

1.0 

 

 

顏色恢復〈與 3/22 同〉 

 

結果：實驗後我們發現： 

1. 由於北投溫泉的酸鹼值極低，要改變其酸鹼值又要顧及藻體不可過於稀釋，所以在

短時間內酸鹼值的變化不大，無法判斷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生存的影響。如（表五之

二） 

 

2. 完全處於黑暗中的溫泉紅藻（A 瓶），經過 32 小時之後，藻體顏色有明顯別於光照

10 小時的 B 瓶。如圖（十二）。遮光後經過 7 天後藻已確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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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北投溪溫泉紅藻石人工養殖紀錄北投溪溫泉紅藻石人工養殖紀錄北投溪溫泉紅藻石人工養殖紀錄北投溪溫泉紅藻石人工養殖紀錄：：：：    

            1111....溫泉紅藻石來源溫泉紅藻石來源溫泉紅藻石來源溫泉紅藻石來源：：：：本次溫泉紅藻石是 98.1.26 至北投溪熱海飯店對面採集的，約 10 顆

附著溫泉藻之石頭，呈深綠色深綠色深綠色深綠色。。。。如圖(十三)。 

            2222....溫泉紅藻石養殖生態模擬溫泉紅藻石養殖生態模擬溫泉紅藻石養殖生態模擬溫泉紅藻石養殖生態模擬：：：：將撿回之石頭，放置於寬 14 公分，長 30 公分，高 19 公

分的玻璃水族箱內，模擬北投溪生態，以 PHPHPHPH 值值值值 1.91.91.91.9 之溫泉水(取至

北投溪)加溫棒加溫至 45454545°°°°CCCC，以循環水流方式養殖循環水流方式養殖循環水流方式養殖循環水流方式養殖。。。。如圖(十三)。    

第三次藻種培育成功，原 75 ㏄已成功培

育至 200㏄，藻體顏色非常深。 

準備一個高溫煮沸並以 75％稀釋酒精殺菌

後的空瓶與滴管，將藻種分裝成 2 瓶。 

分裝後的藻種各 100㏄。 A 瓶（左）以溫泉培育並加至 150㏄， 

B 瓶（右）以開水培育並加至 150㏄。 

A 瓶（左）以溫泉培育、遮光。 

B 瓶（右）以開水培育、光照 10 小時。 

完全處於黑暗中 32 小時的藻體顏色與每

日光照 10 小時的藻體顏色有明顯差異。 

圖（十二）光照與酸鹼值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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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溪撿拾之溫泉藻石，呈深綠色，目

視時藻類藻類藻類藻類附著多且綠多且綠多且綠多且綠。 

 

約一個月後，大部分石頭附著之藻類已

退至原生石頭之顏色。 

 

模擬藻類生長環境 

 

模擬藻類生長環境 

 

圖（十三）北投溪溫泉紅藻石養殖實驗 



表表表表（（（（六六六六））））「「「「溫泉紅藻石溫泉紅藻石溫泉紅藻石溫泉紅藻石」」」」人工養殖紀錄人工養殖紀錄人工養殖紀錄人工養殖紀錄表表表表::::      酸鹼值均為 1.9 

 

日期 蒸發(公分) 溫度(°c) 變     化     情     況 

1/26 3.2 45 水流酸鹼度及溫度保持原生環境，呈深綠色深綠色深綠色深綠色。。。。 

1/27 3.6 44 24 小時後水位蒸發約 3.6 公分，呈深綠色深綠色深綠色深綠色 

1/28 4.0 43 

1/29 4.1 44 

1/30 3.5 45 

1/31 3.9 43 

2/01 4.0 45 

顏色呈深綠色深綠色深綠色深綠色    。。。。 

2/02 4.5 44 顏色稍微變淡，呈綠色綠色綠色綠色((((顏色起變化顏色起變化顏色起變化顏色起變化))))。。。。 

2/03 3.9 43 

2/04 4.8 45 

2/05 4.6 45 

呈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2/06 5.0 44 PH1.9 顏色較淡，呈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2/07 4.9 45 

2/08 3.8 43 

2/09 4.0 43 

顏色呈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2/10 3.9 45 顏色再度變淺，呈淺綠色淺綠色淺綠色淺綠色((((顏色第二次變化顏色第二次變化顏色第二次變化顏色第二次變化))))。。。。 

2/11 4.0 44 

2/12 4.2 43 
顏色為呈淺綠色淺綠色淺綠色淺綠色。。。。 

2/13 3.9 42 呈淺綠淺綠淺綠淺綠色色色色((((變更淡變更淡變更淡變更淡))))。。。。 

2/14 4.2 45 

2/15 4.1 44 

2/16 3.8 42 

顏色呈黃綠色黃綠色黃綠色黃綠色。。。。 

2/17 4.5 43 

2/18 4.9 44 

2/19 4.3 45 

部分石頭已褪至原生石頭的顏色。 

2/20 4.7 44 發現石頭上藻類已死亡。 

 

結果：從 1/26-2/20 觀察 26 天，發現模擬原生態，以人工方式養殖之石頭，並無法長期延

續藻類生命，實驗宣告失敗。是因為生命週期已到，還是無活水流動呢？原因尚待

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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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運用溫泉水培養珊瑚菇運用溫泉水培養珊瑚菇運用溫泉水培養珊瑚菇運用溫泉水培養珊瑚菇：：：：    

（（（（一一一一））））為為為為什麼要用什麼要用什麼要用什麼要用珊瑚珊瑚珊瑚珊瑚菇菇菇菇：：：：現在水資源日益減少，北投的天然湧泉----磺溪能否用來種  

                                                                                                植蔬果呢？於是我以地利之便，來到附近的北投農會詢問 

                        是否有耐酸性植物，最後得到的推薦是珊瑚菇較耐酸，我 

                        們便來試一試囉！ 

 

（（（（二二二二））））珊瑚珊瑚珊瑚珊瑚菇來源菇來源菇來源菇來源：：：：於是我們便向北投農會的索取珊瑚菇的太空包。並請教如何培養 

                                                                        珊瑚菇。 

（（（（三三三三））））種植種植種植種植珊瑚珊瑚珊瑚珊瑚菇的培養液菇的培養液菇的培養液菇的培養液：：：：為了實驗珊瑚菇是否能承受，較酸的培養液，我們決定 

                                                                                                        用 RO 水、白磺泉、青磺泉及稀釋的青磺泉來做比較。 

   （（（（四四四四））））溫泉來源溫泉來源溫泉來源溫泉來源：：：：青磺泉取自於北投溪，白磺泉取自於北投新秀閣溫泉飯店。 

 

                                        圖（十四）珊瑚菇培育方法 

 

  表（八）珊瑚珊瑚珊瑚珊瑚菇最佳的生長環境菇最佳的生長環境菇最佳的生長環境菇最佳的生長環境    

 

 

 

 

 

 

               

 

 

 

 

 

 

 

 

 

 

 

 

    

    

    

    

    

    

珊瑚菇的生長環境 

溫  度 常溫，20-30 度 

亮  度 7，勿曬陽光 

澆水量 約 10 毫升 

澆水 

 
先裝滿一碗 RO 水，再將青磺泉慢慢加

入，直到稀釋至 PH 值 4.8。 

RO 水：青磺泉＝120 ㏄：5 ㏄→PH4.8 

珊瑚菇太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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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九九九九））））珊瑚菇種植紀錄珊瑚菇種植紀錄珊瑚菇種植紀錄珊瑚菇種植紀錄    

    

五包太空包分別以 A、RO 水、B、白磺泉、C、稀釋青磺泉、D、不加水、E、青磺泉做為

培養液。 

並於每日晚上 8：30 做紀錄。 

 

NO. 日期 
溫度 

℃ 

珊瑚菇 

高度㎝ 

日澆

水量 

灌溉 

水別 

PH

值 
觀  察  紀  錄 

3/18 24 3 一小個剛出土的菌絲。 

3/19 22 10 開始明顯長高擴展。 A 

3/20 21 12 

10 RO 水 7.0 

菇的傘蓋明顯打開。 

3/18 24 5 好幾個剛出土的菌絲，顏色較白。 

3/19 22 12 長高，不過部分下垂。 B 

3/20 21 13 

10 白磺泉 3.4 

長高很少，大多下垂。 

3/18 24 3 外型較胖，較茂密。 

3/19 22 13 長的最快，而且十分茂密。 C 

3/20 21 14 

10 
稀釋青磺

泉 
4.8 

菇的傘蓋明顯打開，長的結實茂密。 

3/18 24 4 從側面長出來，而且分岔。 

3/19 22 10 向四面八方擴張。 
D 

3/20 21 15 

0 不加水 0 
菇的傘蓋明顯打開，長的結實茂

密，不過顏色較暗。 

3/18 24 5 長的較挺拔，較高。 

3/19 22 9 向上抽高，有部分下垂。 E 

3/20 21 10 

10 青磺泉 1.8 

大部分都枯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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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圖（十五）珊瑚菇 A 的生長情形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圖（十六）珊瑚菇 B 的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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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珊瑚菇 C 的生長情形 

第三天 

 

第二天 

 

第一天 

 

圖（十八）珊瑚菇 D 的生長情形 

第三天 

 

第二天 

 

第一天 

 



 25

 

 

 

 

 

 

 

 

 

 

 

 

 

 

 

 

 

 

 

 

 

 

 

 

 

 

 

 

 

 

 

 

 

 

 

 

 

 

結果：由表（九）可以發現培養的液酸鹼度會影響珊瑚菇的生長，E 的生長情形可以看的

出來，青磺泉的酸鹼度----約 1.8，不適合種植珊瑚菇，且會導致珊瑚菇提早死亡（圖

十九）。不過由 A 、B、 C、 D 的生長情形看的出來，酸鹼值 3.4 到 7.0 是珊瑚菇可

以接受的。另外由表（九）的觀察紀錄可以發現，D 是長的最好的（圖十八），因此

我們研判，原本太空包就已有足夠的養分供其生長。 

 

第二天 

 

第一天 

 

第三天 

 

圖（十九）珊瑚菇 E 的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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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一、北投溪的溫泉酸鹼值與溫度的變化 

由圖（二）可以看出北投溪的上游 A 點到溫泉博物館 G 點，水質的酸鹼值變化不

大，都在 PH1.8~1.9，不過水溫的變化卻很大，從 75℃~ 36℃。 

二、溫泉紅藻生長與水溫的關係 

溫泉紅藻雖然是耐高溫、嗜強酸，但是由第二次培育的過程發現，當水溫到達 57

℃時，它還是無法承受高溫而死，這跟我們在地熱谷附近看不到藻類卻在北投溪

中游看到藻類生長茂密吻合。 

三、光照對溫泉紅藻生長的影響 

文獻中指出，溫泉紅藻是光自營性生物，但經實驗（表五之ㄧ）證實若長時間處

於黑暗中，藻體顏色亦漸漸變淡，證明光線對其重要性。 

四、酸鹼值對溫泉紅藻生長的影響 

如（表五之二）因每次稀釋量的限制，目前 B 瓶雖以開水培育，但酸鹼值差異不

大，仍在 PH0.9~PH1.0 所以並未有確切的證據證明，此項實驗仍持續進行。 

五、高溫強酸的北投溪除了溫泉紅藻與搖蚊之外，沒有其他生物。這項發現與文獻中

指出「新北投的 H2S 含量自泉源以至下流，作階段的減少，最多為 H2S 6,465cc/L，

中間為 3,992cc/L，下流為 3,703cc/L，如此含量遠較溝水多，除少數動物如搖蚊

Chironomus 外其他動物已不適存在。」相吻合。 

六、珊瑚菇培育結果，除了 D 沒有澆水之外，其餘的培養液以稀釋的青磺泉 PH4.8（C）    

長得最好，這個結果正符合「珊瑚菇菌絲最適生長溫度為珊瑚菇菌絲最適生長溫度為珊瑚菇菌絲最適生長溫度為珊瑚菇菌絲最適生長溫度為 23232323 至至至至 27272727℃℃℃℃，，，，最適生長最適生長最適生長最適生長

pHpHpHpH 為為為為 5.05.05.05.0 至至至至 6.56.56.56.5，，，，形成菇蕾的最適溫度為形成菇蕾的最適溫度為形成菇蕾的最適溫度為形成菇蕾的最適溫度為 17171717 至至至至 25252525℃℃℃℃，，，，子實體分化不需變溫刺激子實體分化不需變溫刺激子實體分化不需變溫刺激子實體分化不需變溫刺激，，，，

其生長發育的最適溫度為其生長發育的最適溫度為其生長發育的最適溫度為其生長發育的最適溫度為 17171717 至至至至 23232323℃℃℃℃。。。。」的條件。。 

    

    

陸陸陸陸、、、、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環境對溫泉紅藻的影響： 

由表（一）我們可以發現，水溫高的的地熱谷沒有溫泉紅藻的蹤跡，在實測點 D~F      

藻類卻最多，而此區的飯店林立，河川污染最嚴重，水溫約在 38℃左右，且在自

然的環境之下，最適合溫泉紅藻生長。另外由我們模擬原生環境養殖石頭實驗失

敗也可證實。 

二、除了溫度與酸鹼值之外，我們推論新鮮的空氣也是它生存的重要條件之一，在第

一次培育過程中由於出氣孔用化妝棉塞太緊和打氣孔積滿太多的硫磺，導致空氣

循環不良，而使藻種死亡。 

三、表五之ㄧ所測得的數據水溫 45℃時 PH0.9，25℃時 PH2.0，與野外的實地探測值

有差異，我們研判應是長時間培育過程中，溫泉不斷蒸發，而硫磺沉積於瓶內形

成濃酸而使 PH 值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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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稀釋的青磺泉 PH4.8 可成功培育珊瑚菇，真令人振奮，我們決定繼續實驗，再將

PH 值提高至珊瑚菇最適合生長的 PH 值 5.0~6.5，找出其最佳的生長 PH 值。 

五、宜蘭礁溪的溫泉空心菜和番茄，全臺聞名。而北投擁有大屯火山地熱產出的多種

溫泉，其酸鹼值均不一樣；若能將泡湯後的溫泉水拿來好好發展溫泉蔬果的話，

相信這是我們最開心的了！ 

 

 

柒柒柒柒、、、、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培育溫泉紅藻的實驗過程充滿挫折感與挑戰性，連續兩次的藻種培育都失敗，第

一次是沒有經驗，第二次是溫控失調，水溫高達 57℃而導致藻體死亡。不過卻在

失敗的經驗中驗證了文獻中所說溫泉紅藻是目前唯一能存活於高溫（42~57℃）、

強酸環境下（PH0.2~4）的光自營性生物。 

 

二、我們也由實地探勘了解在北投溪的源頭—地熱谷，高溫強酸的極端環境下看不到

藻類蹤跡，但到了中下游由於水溫已下降，除了藻類藻類藻類藻類之外竟然還有搖蚊搖蚊搖蚊搖蚊生長，這

是從小和溫泉一起長大的我們，很驚奇的發現！ 

 

三、此外，北投溫泉除了泡澡還可以用來種植珊瑚菇的實驗，讓我們非常興奮！於是

我們決定接著下來就朝著發展北投的溫泉蔬菜繼續做研究（目前已種植空心

菜），再找出還有哪些蔬菜可以多樣化的回收溫泉水種植。現在水資源日漸匱乏，

若能以回收的溫泉水再利用，來發展北投農業，這也是造福人類啊！ 

 

四、近來全球酸化情形日趨嚴重，未來可能會逐漸走向地球形成之初的原始環境—高

溫偏酸，這情況與北投溪十分相似，我們想：若能了解溫泉紅藻的生長條件，大

量繁殖，我們未來的食物也許就得靠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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