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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的微細藻類        

張睿昇 

育達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藻類是一群不具有根、莖、葉，也不會開花結果的植物。它們可以說是地

球上最神奇的生物之一，因為不僅存在的時間最久遠，生長的空間最廣泛，生物

個體間的差異也最大。藻類如果依細胞結構、色素種類等特性，基本上可分為十

大類（植物門）。而生活在海洋裡的藻類，若依其生活方式則可分為生活在底棲

環境的固著性藻類，及生存在大洋中行浮游生活的浮游藻類；其中，固著性藻類

包含了肉眼無法觀察到的單細胞藻類和海邊常見的大型海藻。而浮游藻類也被稱

為植物性浮游生物或浮游植物，則幾乎都是單細胞的種類。 

       

一、微細藻類的種類組成 

浮游藻類主要分屬於兩生物界，一為單細胞原核生物界；另一為單細胞真

核生物界。=>差異在於細胞核及其他胞器的結構。 

 

(一)、藍綠藻（blue-green algae）： 

1． 分類：藍綠藻門(Cyanophyte, Cyanobacteria)，原核生物，地球上最原始的

生物，出現在35億年前。約有1500種。 

2． 型態與構造：大都以單細胞的形式存在，細胞約在2μm以下與細菌大小
相當。部分種類的細胞會聚集連結成一絲狀群體，但未有細胞分化的情

況。外表常有一層膠質鞘。具有藻紅素及藻藍素。 

3． 繁殖方式及生活史：不具有性生殖，單細胞個體以分裂生殖為主，群體
則以產生內生孢子、外生孢子、後壁孢子（休眠孢子）及連鎖體等方式

繁殖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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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布：由於具有膠質鞘保護，可生長於任何環境，包括極惡劣的地區，
如溫泉、沙漠、極地、凍原等。易受水域優養化的影響形成藻華。 

5． 疊層石（stromatolite）：由附生於礁石上的藍綠藻經年累月所堆積而成
=>澳洲、墾丁風吹砂。 

6． 髮菜：為念珠藻，主要分布於大陸四川、甘肅等地，具有食用價值。但
因被過度開採，造成土地荒漠化，目前已經禁止出口。 

 

(二)、矽藻（diatom）： 
1． 分類：屬於金藻植物門矽藻綱（異鞭毛藻門、矽藻植物門），約有

10,000-12,000種。（主要特徵為擁有長、短兩條不同結構的鞭毛，但僅
有中心目的雄性配子擁有鞭毛。） 

2． 型態與構造：最大特徵為有矽質的外殼，外殼中所含矽的重量大約占細
胞體重的4-50%，所以稱為矽藻。大小在2 µm-2 mm之間。以花紋的排
列來區分，可分為以一個點(極)為中心；形成對稱體的中心目，及一個
長形如葉狀或羽狀的兩側對稱體稱為羽狀目。 

3． 繁殖方式及生活史：矽藻可行有性與無性兩種生殖方式。一般它都是行
無性的二分裂。有性過程較為複雜，通常在經由無性生殖塑產生的個體

過小無法分裂時產生，受精後的配子直接發育為增大孢子，再進一步發

育為正常大小的矽藻細胞。 

當環境不佳時矽藻外殼會增厚；細胞質會內縮，經由此無性過程產

生有抵抗惡劣環境能力的休眠孢子。 

4． 分布：廣泛分布於淡水與海洋的環境中。為水生動物主要的食物來源。 

 

(三)、渦鞭毛藻（dinoflagellate）： 
1． 分類：屬於甲藻植物門（異鞭毛藻門，甲藻綱，雙鞭毛藻），2000種以
上。 

2． 型態與構造：有兩根鞭毛，大部分的種類擁有厚重纖維素外殼，所以也
可稱為甲藻。其基本上的體形結構為一個橫溝將細胞分為上下兩半，再

垂直連接此橫溝向下形成一縱溝，兩根鞭毛一根長在橫溝中，此根鞭毛

使渦鞭毛藻產生旋轉前進運動能力，另一根沿著縱溝成長者，其功能如

船舵；控制渦鞭毛藻前進方向。 

3． 繁殖方式及生活史：渦鞭藻也有有性與無性兩種生殖方式，無性也是採
取二分裂方式；生存環境變差，會經由有性過程產生休眠孢子。 

4． 分布：廣泛分布於海洋的環境中，少數種類為淡水產。單獨生活，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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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形成鏈狀或群體。兼具動、植物的特徵，具運動能力，50%的渦鞭
毛藻體內不含有色素，行異營生活（噬菌或攝食藻類）。常因水域環境

適合生長而形成紅潮（108 cells/l以上）。 

5． 藻毒：麻痺性貝毒、神經性貝毒、下痢性貝毒（健忘性貝毒＝＞矽藻） 

 

(四) 鈣板藻： 
1． 分類：屬於著鞭毛藻門（定鞭毛藻），300種。 

2． 型態與構造：有三根鞭毛，兩側的鞭毛其結構與異形鞭毛藻門者相同。
中間的鞭毛可用來抓住懸浮顆粒等物體，故稱為著鞭毛，其結構與前者

完全不同。大小一般在20 µm以下。 

  最大的特徵是細胞外層被各種各樣碳酸鈣的鈣板所覆蓋，這些鈣板的形
狀與排列即為其分類的依據。 

3． 繁殖方式及生活史：鈣板藻為其不動相，不具鞭毛。具有鞭毛者為其游
泳相，會隨著環境變化而有交替現象。 

4． 分布：海洋。鈣板藻或鈣板沉降到海底後即成為白色石灰沉積物。近年
來由於科學家發現鈣板藻可以放出雙甲基硫 (DMS)；雙甲基硫為一吸
濕分子，所以極易在大氣中吸收水氣形成雲，所以對於地球之日照有相

當影響。 

 

(五)、裸藻 
1． 分類：屬於裸藻植物門（眼蟲），800種。 

2． 型態與構造：藻體前端有1-2根鞭毛，鞭毛基部有食道、貯蓄泡及伸縮
泡。不具細胞壁，但細胞膜質地較硬。 

3． 繁殖方式及生活史：通常行縱分裂無性生殖，環境不佳時則形成具有後
壁的囊胞。 

4． 分布：主要分布於淡水，喜歡生活於富含有機質的湖泊、水田及魚池中。 

5． 雖然擁有葉綠素b，但光合作用產物並非澱粉，而是眼蟲澱粉。 

 

(六)、其它藻類： 
矽質鞭毛藻，它屬於異形鞭毛藻門，最大特徵為其體內有矽質骨針。體型甚

小，在10µm (0.001公厘)以下，據說其光合作用可達海洋所有光合作用的50%。 
微細鞭毛藻，它大小在2-20 µm之間，它主要由綠灰藻門、隱藻門、裸藻門

及綠網藻門所組成。這些鞭毛藻有些擁有色素粒，但基本上都會行異營生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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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也有科學家將其歸類於原生動物。 
綠藻，主要為淡水藻類，具有葉綠素b與陸生植物相同。 

二、浮游藻類的分布與生活 

影響浮游藻類生長的環境因子中，包括光線、水溫、鹽度及營養鹽。其中又

以光線及營養鹽的影響較大。 

浮游藻類是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體內具有吸收光能的葉綠素以及固定二氧化

碳的各種酵素。因此隨著光照逐漸增強，光合作用的速率也會跟著加快，浮游藻

類就能快速長大並分裂產生新的細胞。但當光強度超過某個臨界點時，浮游藻類

行光合作用的能力會達到飽和，此時光合作用的速率就不會再隨著光強度增加

了。若持續增加光強度，浮游藻類的光合作用系統就會受損，反而會導致光合作

用速率下降。在海洋中，光照強度會隨著緯度，雲層厚度，和水深而改變，這些

現象限制了浮游藻類的垂直分佈，而在全世界的海洋中，只有陽光能到達的水層

才有浮游藻類的縱跡。除了垂直分佈，光照也影響浮游藻類的季節性變化。以北

臺灣為例，冬季由於雲層覆蓋，日照量遠低於夏季的水準，於是浮游藻類的光合

作用速率減緩，水中浮游藻類的數量也很稀少。同樣的道理在北極地區，冬季由

於緯度的關係形成「永夜」，浮游藻類自然無法生長。但是到了夏天，由於日照

充足，營養鹽豐富，卻使得北極海域成為浮游藻類生長非常旺盛的地方。 

除了光照，浮游藻類還需要營養鹽的供應才能生長，這和陸上植物需要施肥

的道理是一樣的。營養鹽提供了細胞結構上的重要組成元素，例如含氮營養鹽類

提供了建構蛋白質所需的氮元素，磷酸鹽提供了建構核酸所需的磷元素，而矽酸

鹽則提供了矽藻細胞壁中所需的矽。營養鹽的來源則包括陸源的沉積物與海洋深

層所累積的營養鹽。陸源的沉積物，主要是陸地上的岩石在風化之後就會溶出營

養鹽進入河湖之中，再加上人類因施肥等活動釋出的營養鹽，最後都會進入海中

供浮游藻類利用。而海洋深層所累積的營養鹽則是來自海洋生物本身，不論是浮

游藻類或小魚小蝦，身體中都含有氮、磷、矽等元素，這些體內的元素經由排泄，

或是死亡後屍體被細菌分解等過程，便以營養鹽的形式再度溶解在海水中，再藉

由風浪的攪拌或是湧升流的作用，將深層累積的營養鹽送回到海洋表層，供浮游

植物利用。 

三、浮游藻類在海洋食物網中的地位 

浮游藻類是海洋食物鏈的起點。隨著浮游藻類的體型變化，海洋中會形成許

多條食物鏈，每一條的開端都是一群特殊種類或特殊大小的浮游藻類。例如，有

些食物鏈由矽藻開始，然後橈腳類捕食矽藻，小魚小蝦又捕食橈腳類，然後大魚

再捕食小魚小蝦，最後大魚就上了我們的餐桌，這就是我們熟知的「捕食食物

鏈」。另一些食物鏈從單細胞藍綠藻開始，鞭毛蟲靠捕食藍綠藻為生，纖毛蟲又

捕食鞭毛蟲，最後還有捕食纖毛蟲的纖毛蟲居於食物鏈的末端，這條路徑通常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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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微生物循環」。而許多條的食物鏈相互結合，便形成一複雜的食物網。 
這些食物鏈或食物網中能量的轉換與傳遞，是海洋生物學家研究海洋生產力

的主要課題之一。由於浮游植物行光合作用，將無機的物質轉換成有機的物質，

是海洋中基礎生產力的主要來源，約佔 95%，其餘 5%則由細菌完成。這些具有
生產力的生物，稱之為生產者，而以生產者為食的生物，稱之為消費者，另外還

有一群生物負責將食物碎卸或生物的排泄物、屍體予以分解，稱之為分解者。這

三者之間的關係密切，也讓整個海洋生態系得以維持平衡。隨著緯度的高低，浮

游植物與浮游動物在極區、溫帶及熱帶海域的季節性變化，有明顯的差異。在極

區與溫帶地區，浮游植物會有一明顯的高峰期，然後浮游動物接著出現高峰。但

在熱帶海域，此一現象並不明顯。而種類組成，也不盡相同。 
 

四、微細藻類與人類之間的關係 

(一)、漁業資源 
    除了做為海洋捕撈漁業的指標外，部分的微細藻類常被做為餌料生物，主要
是直接投餵做為水產經濟動物的幼苗的食物來源，其次是作為動物性餌料生物的

食物來源。此外也有淨化水質的功效。 
 
(二)、健康食品 
    部分微細藻類含有相當高量的蛋白質、胺基酸、維生素、胡蘿蔔素及礦物質
等物質，經由大量培養後，予以加工製成健康食品，可用來彌補人類糧食的不足。 
 
(三)、優養化、藻華與紅潮 
    優養化原是指淡水生態系中(如湖泊、河川等)，水體老化過程中的一個自然
現象。隨著水中營養鹽的逐漸增加，水中的生物組成亦隨之改變，最後因沉積物

不斷累積而形成陸地。但由於人類活動的頻繁，工業的發展，加速了水體優養化

的進行，因此，目前被廣泛定義成水體中含有豐富營養鹽的現象。雖然營養鹽的

增加，有助於微細藻類的生長，但過量的營養鹽再造成過多微細藻類生長時，則

會改變整個水中生態的平衡，而此一藻類過度生長的情況，便被稱之為藻華

(bloom)。在海洋中，渦鞭毛藻便常因大量繁生而形成藻華，由於海水的顏色會
因此呈現出紅棕色或咖啡色，故有紅潮或赤潮一詞產生。紅潮的產生會對海域中

的其他生物造成機械性傷害或是因藻類產生的毒素而死亡，常造成漁業資源的重

大損失。 
    此外，隨著水產養殖業的發展，養殖池中產生的藻華現象也時有所聞，除了
造成水產品的經濟損失外，也直接影響民眾對水產品食用的安全性，民國 75 年
的西施舌事件便是一個例子。目前的研究顯示，有害的微細藻類所造成人類因食

用水產品中毒事件種類，包括麻痺性貝毒、下痢性貝毒、神經性貝毒、失憶性貝

毒、熱帶珊瑚礁魚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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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細藻類的沉積物  

微細藻類死亡後的外殼，會大量沉積在海底，通常可分為鈣質軟泥及矽質軟泥。

其中矽藻所形成的矽質軟泥分布在兩極地區，其工業用途極廣，可做為建築材

料，過濾劑，造紙、橡膠、化妝品和塗料的填充劑，保溫材料等。此外，球菌藻

所形成的鈣質軟泥也佔有沉積物的大部分。而這些沉積物也是研究古海洋環境的

重要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