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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蕨」妙珍寶～海葡萄 

摘要 

海葡萄藻除了含有許多營養素，口感猶如魚子醬外，其外型渾圓飽滿、晶瑩剔透，極具

觀賞價值，開發為舒壓生態瓶成為本研究之動機。我們觀察不同營養鹽濃度、不同光照、不

同溫度、是否換水之條件下，海葡萄藻生長的情形，結果發現，原海水不加營養鹽，不換水，

放置室內窗邊，避免太陽直射的這一組及原海水不加營養鹽，每週換水，放置室內以四尺日

光燈管照射 9 小時的這一組，生長情形最佳，可以有長達 10 週的觀賞期。 

壹、文獻探討 

    在日本，因為長莖葡萄蕨藻擁有渾圓飽滿、晶瑩剔透的綠色球狀小枝，有如串串葡萄，

故取名海葡萄。而臺灣則將直立莖為球狀小枝的蕨藻泛稱為海葡萄（圖 1）。其食用口感與魚

子醬一樣，鹹鹹的又帶有海味，於是又有綠色魚子醬封號，被定位為高級食材，大多為小量

包裝販賣。 

蕨藻通常呈鮮綠色，並匍匐蔓生，主要生長在日光可及之潮間帶。藻體沒有真正的根、

莖、葉等器官，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直立莖、匍匐莖及假根。直立莖為光合作用的部位，向

上長出密生的小枝，其外型多變，有羽狀、葉狀、鋸齒狀，或頂端澎大成圓球型。直立莖長

出的小枝分為放射型分枝和對稱型分枝，前者為較原始的種類。蕨藻匍匐莖皆為圓柱狀、平

滑，以輻射或對稱方式匍匐蔓生，向旁分生出許多分枝。匍匐莖向下長出無色鬚狀假根，假

根附著於礁岩、鬆散沙質地形成ㄧ片藻床。 

 施（2008）指出海葡萄藻之直立莖、匍匐莖、球狀體皆可直接生長為新的藻團，而假

根經粗大化形成匍匐莖後，也可生長為新的藻團。因此在大量養殖前，需有足夠量之長直立

莖海葡萄藻，並將其作為種源，以水槽式固定藻體進行大量養殖，而在養殖時，就需穩定的

調控適合的溫度及光照度，溫度調整新生直立莖的型態，而光照度可提高生長率。實驗結果

海葡萄藻生長條件以鹽度 35 psu、光照度 100 μE/m2/s、溫度 31.5℃ 為佳。養殖條件因考

量養殖期間水份會蒸發，使用較低鹽度，如 30 psu，可較長時間不換水，但如以 35 psu 養殖，

換水頻率就得高點，當鹽度高於 40 psu，藻體生長變差，幼芽易發生腐爛。如養殖於室外，

無擋雨水之遮蓋物，則要注意不可低到 20 psu 以下，避免藻體破裂受傷。光照度則可調整在 

100-200 μE/m2/s 之間，避免打氣及藻體間遮蔽，導致光照度降太低，致使球狀小枝數量變少。 

貳、研究動機 

記得有次戶外教學，我們參觀了臺東縣成功鎮的小丑魚館，那時自然課程剛好上完水中

生物這個單元，參觀時除了被許許多多的魚蝦等海中生物所吸引外，其中讓我們印象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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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外型渾圓飽滿、晶瑩剔透，有如串串葡萄的小葉蕨藻了，也因為它形狀像葡萄而有海

葡萄的稱號。聽館員說它可是風行日本琉球的養生聖品，含有許多營養素，口感猶如魚子醬，

聽得我們都快流口水了。然而這也讓我們對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回到學校後，在思考科展

的研究主題時，我們就馬上想到了可愛的海葡萄。後來我們請老師替我們聯繫了海生館，很

幸運的，獲得了他們許多的支持和協助，包括海水及海葡萄藻的研究樣本取得等。臺東是海

洋深層水的研究中心之一，我們一開始想，若能用來養海葡萄藻應該不錯。怎奈去年的颱風

來襲，把取水管打斷了，讓我們改變了研究方向。在看過了許多研究的文獻資料後，我們決

定研究如何讓一般人都可以飼養海葡萄藻，並且以觀賞為用途，讓人看了它可愛的模樣，都

可以心情變開朗。 

參、研究目的 

  為了以觀賞為用途，讓一般人都可以嚐試養殖海葡萄藻，我們以影響海葡萄藻生長的～營

養盬濃度、光照、溫度、換水頻率為研究的變因，試圖找出最適合海葡萄藻生長的方式。 

 

 

肆、材料與方法 

 一、設備與材料 

   （一）培養設施： 

         海水、人工海水素、Walne 培養液、海葡萄藻、燈管、椎型瓶、定時器、日光燈管、

數位相機、電腦、容器、塑膠吸管（0.5ml﹑1ml 及 3ml）。 

（二）培養用培養液： 

市售 Walne 培養液的配方： 

儲備液 A﹒NaNO3 （100g）﹑NaH2PO4．2H2O（20g）﹑Na2EDTA（45g）﹑H3BO3（33.6）﹑

MnCl2．4H2O（0.36g）﹑FeCl3．6H2O（1.30g）﹑儲備液 b（1ml）蒸餾水倒 1000ml。 

儲備液 B﹒ZnSO4．7H2O（4.4g）﹑CoCl2．6H2O（2g）﹑（NH4）6Mo7O24．4H2O（0.9g）﹑

CuSO4．5H2O（2g）﹑蒸餾水倒 100ml。 

儲備液 C﹒維生素 B12（10mg）﹑維生素 B1（200mg）﹑蒸餾水倒 100ml。 

儲備液 D﹒Na2SiO3（6.589g）﹐蒸餾水倒 100ml。 

   （三）海水來源 

海水來源取自水試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經砂層過濾及沉澱後的純淨海

水，測量鹽度為 32 psu，以 20 公升塑膠桶承裝密封後帶回學校使用、另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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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海水素，是水族館購買的商品，以放置 7 天的自來水（消除氯氣），調配比

重為 1.021 的人工海水，相當於鹽度為 32 psu 之原海水。 

二、實驗方法： 

 （一）海葡萄藻挑選 

            海葡萄藻種原取自水試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自行培育的海葡萄藻。

因藻體容易受傷，盡量保留完整假根，以提高存活率，且需注意不要擠壓到，尤其

是壓摺受傷會導致藻體破裂，流失過多藻液，造成藻體萎縮死亡。運輸過程中需連

同海水一起運輸，可避免藻體間壓迫。 

 （二）實驗準備 

取椎型瓶洗淨後，以天平秤重，將 4~4.2g 之間的海葡萄藻放入椎型瓶中，並

在每瓶中分別加入純淨海水 250ml，及不同濃度的營養鹽，且以鋁鉑紙密封減

少水份蒸散，以觀察海葡萄藻成長情形。  

 （三）實驗操作流程  (如圖二所示) 

將實驗分為四項，目的是要比較不同條件下海葡萄藻生長的情形並觀察

其變化，每週觀察一次並拍照記錄。 

   實驗一：不同營養鹽濃度 

1. 原海水組【原海水不加營養鹽，不換水，放置室內以四尺日光燈管照射

(PHILIPS T5 28W 流明值 2700lm，97lm/W)，於每日早上 8 點開

啟，下午 5 點關閉，每日光照 9 小時】 

2. 海水素組【海水素沖泡的海水（32psu）不加營養鹽，不換水，放置室

內以四尺日光燈管照射 (PHILIPS T5 28W 流明值 2700lm，

97lm/W)，於每日早上 8 點開啟，下午 5 點關閉，每日光照

9 小時】 

3. 低營養組【原海水添加 Walne 培養液 0.25ml，不換水，四尺日光燈管 

照射 (PHILIPS T5 28W 流明值 2700lm，97lm/W)，於每日早上 8

點 開啟，下午 5 點關閉，每日光照 9 小時】 

4. 中營養組【原海水添加 Walne 培養液 0.25ml，不換水，放置室內以四

尺日光燈管照射 (PHILIPS T5 28W 流明值 2700lm，97lm/W)，於

每日早上 8 點開啟，下午 5 點關閉，每日光照 9 小時】 

5. 高營養組【原海水添加 Walne 培養液 0.25ml，不換水，放置室內以四

尺日光燈管照射 (PHILIPS T5 28W 流明值 2700lm，97lm/W)，於

每日早上 8 點開啟，下午 5 點關閉，每日光照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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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不同光照     

1. 自然光照組【原海水不加營養鹽，不換水，放置室內窗邊，避免太陽

直射】 

2. 日光燈照組【原海水不加營養鹽，不換水，放置室內以四尺日光燈管照

射 (PHILIPS T5 28W 流明值 2700lm ， 97lm/W) ，於每日早上 8 點            

開啟，下午 5 點關閉，每日光照 9 小時】 

       實驗三：不同溫度 

1. 室內組【原海水不加營養鹽，不換水，放置室內窗邊，避免太陽直 

       射】 

2. 室外組【原海水不加營養鹽，不換水，放置室外樹蔭下，避免太陽 

       直射】 

       實驗四：是否換水 

1. 不換水組【原海水不加營養鹽，不換水，放置室內以四尺日光燈管照射

(PHILIPS T5 28W 流明值 2700lm，97lm/W)，於每日早上 8 點開啟，下午 5

點關閉，每日光照 9 小時】 

2. 週換水組【原海水不加營養鹽，每週換水，放置室內以四尺日光燈管照

射(PHILIPS T5 28W 流明值 2700lm，97lm/W)，於每日早上 8 點開啟，下午

5 點關閉，每日光照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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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研究結果 

一、海葡萄藻在不同營養鹽濃度中的生長情形 

 

              表一、不同營養鹽濃度中海葡萄藻成長及觀賞價值示意表 

 

週次 日期 原海水 
低營

養 

中營

養 

高營

養 

海水

素 

1 102.12.6 ○ ○ ○ ○ ○ 

2 102.12.10 ○ ○ ○ ○ ╳ 

3 102.12.18 ○ ○ ○ ○ ╳ 

4 102.12.25 ○ ○ ○ ○ ╳ 

5 102.12.31 △ △ ╳ ○ ╳ 

6 103.1.10 △ △ ╳ △ ╳ 

7 103.1.17 △ ╳ ╳ △ ╳ 

8 103.1.24 ╳ ╳ ╳ △ ╳ 

9 103.2.11 ╳ ╳ ╳ ╳ ╳ 

10 103.2.20 ╳ ╳ ╳ ╳ ╳ 

11 103.2.25 ╳ ╳ ╳ ╳ ╳ 

12 103.3.13 ╳ ╳ ╳ ╳ ╳ 

                具觀賞價值 ○ 尚具觀賞價值△  不具觀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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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週 

12.06 

原海水 低營養 中營養 高營養 海水素 

     

挑選顏色翠綠無斷枝的海葡萄藻秤重後小心放置在錐型瓶中，持續每天 9 小時的光

照，觀察不同營養鹽組的成長表現，第一週海葡萄藻生態瓶生長良好。 

第 

二 

週 

12.10 

 

      

第二週觀察發現，在使用人工海水素養殖的海葡萄藻中，出現了明顯球狀小枝數量

變少，且脫落現象，脫落的球狀小枝及匍匐莖末端也開始白化。低營養組也發現球

狀小枝變白了，其餘各組球狀小枝保持翠綠及挺立。 

第 

五 

週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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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觀察發現，在使用人工海水素養殖的海葡萄藻中，出現了明顯球狀小枝數量

變少，且脫落現象。脫落的球狀小枝及匍匐莖末端也開始白化，支芽無法長出，判

定死亡。低營養組也發現球狀小枝變白了，及崩塌腐爛情形。中營養組，附著性藻

類在玻璃內成長旺盛，遮蔽光線約 70%，觀察其成長並無明顯大量白化死亡，另外，

海葡萄藻身上球狀小枝也出現藻類附著後褐變現象及綠色網狀紋路現象的匍匐莖，

在原海水組也出現了球狀小枝白化現象。營養鹽組培養至第五週多，因為附著藻影

響，導至海葡萄藻成長不良。 

 

二、海葡萄藻在不同光照中的生長情形 

 

                  表二、不同光照中海葡萄藻成長及觀賞價值示意表 

 

週次 日期 日光燈照 自然光照 

1 102.12.6 ○ ○ 

2 102.12.10 ○ ○ 

3 102.12.18 ○ ○ 

4 102.12.25 ○ ○ 

5 102.12.31 △ ○ 

6 103.1.10 △ ○ 

7 103.1.17 △ △ 

8 103.1.24 ╳ △ 

9 103.2.11 ╳ △ 

10 103.2.20 ╳ △ 

11 103.2.25 ╳ ╳ 

12 103.3.13 ╳ ╳ 

                具觀賞價值 ○ 尚具觀賞價值△  不具觀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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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12.06 第四週  12.25 第六週  1.10 第十週  2.20 

日光燈照 日光燈照 日光燈照 日光燈照 

    

顏色翠綠無斷枝

的海葡萄藻。 

培養至第四週，藻

體球狀小枝開始

白化。 

持續培育至第六

週，藻體球狀小枝

出現脫落，且球體

開始崩落。 

第十週，藻體除球

狀小枝脫落，匍匐

莖潰爛嚴重且無

綠色葉綠素分佈。 

自然光照 自然光照 自然光照 自然光照 

    

顏色翠綠無斷枝

的海葡萄藻。 

第四週，自然光照

海葡萄藻開始出

現球狀小枝顏色

淡化現象，其他大

致生長良好。 

培養至第六週，藻

體球狀小枝開始

白化脫落，且直立

莖出現生長不良。 

第十週，藻體球狀

小枝脫落嚴重，且

直立莖出現生長

不良，球狀小枝白

化掉落，處於崩解

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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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葡萄藻在不同溫度中的生長情形 

 

表三、不同溫度中海葡萄藻成長及觀賞價值示意表 

週次 日期 室內溫 室外溫 

1 102.12.6 ○ ○ 

2 102.12.10 ○ ○ 

3 102.12.18 ○ ○ 

4 102.12.25 ○ △ 

5 102.12.31 ○ △ 

6 103.1.10 ○ △ 

7 103.1.17 △ △ 

8 103.1.24 △ ╳ 

9 103.2.11 △ ╳ 

10 103.2.20 △ ╳ 

11 103.2.25 ╳ ╳ 

12 103.3.13 ╳ ╳ 

                具觀賞價值 ○ 尚具觀賞價值△  不具觀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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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12.06 第三週  12.18 第六週  1.10 第十週  2.20 

室內溫 室內溫 室內溫 室內溫 

    

第 一 週 生 長 良

好，顏色翠綠無斷

枝。 

第四週，室內溫度

海葡萄藻開始出

現球狀小枝顏色

淡化現象，其他大

致生長良好。 

第六週，海葡萄藻

開始出現球狀小枝

白化且脫落，其他

大致生長良好。 

第十週藻體球狀

小枝脫落嚴重，且

直立莖出現生長

不良，球狀小枝白

化掉落，處於崩解

邊緣。 

室外溫 室外溫 室外溫 室外溫 

    

第 一 週 生 長 良

好，顏色翠綠無斷

枝。 

第 4 週時，海葡萄

藻出現球狀小枝

白化且開始斷落

現象。 

持續培育至第六

週，藻體球狀小枝

出現脫落，且球體

開始崩落。 

第十週，藻體直立

莖及球狀嚴重崩

解，判定為藻體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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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葡萄藻在是否換水狀況下的生長情形 

 

               表四、是否換水狀況下海葡萄藻成長及觀賞價值示意表 

 

週次 日期 不換水 週換水 

1 102.12.6 ○ ○ 

2 102.12.10 ○ ○ 

3 102.12.18 ○ ○ 

4 102.12.25 ○ ○ 

5 102.12.31 △ ○ 

6 103.1.10 △ ○ 

7 103.1.17 △ ○ 

8 103.1.24 ╳ △ 

9 103.2.11 ╳ △ 

10 103.2.20 ╳ △ 

11 103.2.25 ╳ ╳ 

12 103.3.13 ╳ ╳ 

                具觀賞價值 ○ 尚具觀賞價值△  不具觀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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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12.06 第四週  12.25 第七週  1.17 第十週  2.20 

不換水 不換水 不換水 不換水 

    

第 一 週 生 長 良

好，顏色翠綠無斷

枝。 

第四週，不換水海

葡萄藻開始出現

球狀小枝顏色淡

化現象，其他大致

生長良好。 

持續培育至第七

週，藻體球狀小枝

出現脫落，且球體

開始崩落。 

第十週，藻體直立

莖及球狀嚴重崩

解，藻體死亡。 

週換水 週換水 週換水 週換水 

    

第 一 週 生 長 良

好，顏色翠綠無斷

枝。 

持續至第四週，生

長良好，顏色翠綠

無斷枝，也發現側

芽長出。 

第七週，球狀小枝

脫落，藻體尚完

整，側芽生長良

好。 

第十週藻體球狀

小枝完全脫落，且

直立莖也出現生

長不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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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海葡萄藻外型多變化，臺灣擁有數種，而每種採集養殖的蕨藻，都可以利用在食品調理

上，除了增加食物美觀、精緻度，更能提升食用的價值，為具有高經濟價值的海藻。除此之

外，海葡萄藻亦可以擔任淨化水質的角色，用於穩定水族系統的水質。另一方面，它的外型

渾圓飽滿、晶瑩剔透，非常具有觀賞的價值，在瞭解進而掌控它生長的因子，如溫度、光照

度、海水後，更能推廣做為觀賞用途上的養殖。 

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添加營養鹽的海葡萄藻，生長條件以鹽度 32 psu、光照度 100 μ

E/m2/s、溫度 12℃~26.9℃（附錄1），可維持4週以上。持續每週換水一次，觀賞期可達10週。

而舒壓生態瓶不換水，在中營養及高營養條件下，觀賞期可維持4週或更長時間。 

經實驗觀察，在第二週發現使用人工海水素的海葡萄藻球狀小枝，開始不健康並產生脫

落現象，脫落的球狀小枝及匍匐莖末端也開始白化，推測原因可能是人工海水素是以模擬海

水成份製成的無機塩類商品，並無法支持海葡萄藻生長所需養份，導致海水素組最早死亡。 

施建宏(2008)研究指出海葡萄藻在生長過程中，對於外來因子的改變，會反應在外觀上，

因此觀察外觀顏色變化，可了解海葡萄藻生長的狀況，當海葡萄藻產生葉綠體轉移時的綠色

網狀紋路時（圖 3），藻體便會趨向死亡。在第三週時也發現，人工海水素組球狀小枝及匍匐

莖顏色開始產生深綠色網狀紋路現象，因而用海水素來養殖海葡萄藻成效不佳。 

市售 Walne 培養液在藻類培養上皆有良好效果，不只本次實驗的大型藻及浮游性藻類皆

有增殖效果(蘇惠美,1997)。而我們的實驗也發現，在第四週時，低、中營養組椎型瓶，開始

有附著性藻類在玻璃內滋長，而防礙到光線穿透，進而影響海葡萄藻成長。這樣的研究結果，

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原本以為營養鹽可以促進海葡萄藻生長，但卻因為促進了附著性藻類的

滋長，而讓海葡萄藻只維持四週的觀賞期。 

    海葡萄藻的適應溫度為（15-33 ℃）施建宏(2008)，而我們的實驗室所在地，中央氣象局

所測最低溫已達 12℃（附錄 1），這或許就是室外溫那一組，觀賞期較短的原因。 

    生存在大自然中的藻類不會有換水的問題，但人工養殖則不同。為了養殖的便利性，我

們觀察了完全不換水及每週換水這兩組，完全不換水可以有七週的觀賞期，而每週換水可以

長達十週，所以建議以勤換水方式增加海葡萄藻觀賞期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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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在不同營養鹽濃度實驗中我們比較了：原海水、海水素、低營養、中營養、高營養，發 

現：海水素組最快死亡，高營養組可維持最久，長達八週。 

二、在不同光照實驗中我們比較了：日光燈照、自然光照，發現：日光燈照組僅維持七週，

自然光照組可維持到十週。 

三、在不同溫度實驗中我們比較了：室外溫、室內溫，發現：室外溫組僅維持七週，室內溫

組可維持到十週。 

四、在是否換水實驗中我們比較了：不換水、週換水，發現：不換水組僅維持七週，週換水

組可維持到十週。 

五、綜合各項實驗結果發現，若想利用海葡萄藻以舒壓生態瓶養殖方式，可以用原海水不加

營養鹽，不換水，放置室內窗邊，避免太陽直射或者用原海水不加營養鹽，每週換水，

放置室內以四尺日光燈管照射 9 小時，兩種方式都可以有長達 10 週的觀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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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中央氣象局網站資料：00 市氣溫 

日期 最低溫 最高溫 日期 最低溫 最高溫 日期 最低溫 最高溫 

102.12.4 16 23 103.1.6 16.3 21.7 103.2.9 17.3 22.1 

102.12.5 16.5 24 103.1.7 16.7 23.1 103.2.10 13.8 16.5 

102.12.6 17.2 25.3 103.1.8 18.4 24.7 103.2.11 12.5 15.5 

102.12.7 19.4 23.7 103.1.9 16.6 19.9 103.2.12 13.4 18 

102.12.8 20.1 25.1 103.1.10 16.2 21.2 103.2.13 15.9 22.8 

102.12.9 19.9 26.9 103.1.11 16.7 22.3 103.2.14 15.3 19.3 

102.12.10 17.6 21 103.1.12 17 24 103.2.15 15.4 16.9 

102.12.11 16.7 20.3 103.1.13 17.6 21.8 103.2.16 15.8 17.9 

102.12.12 16.5 19.6 103.1.14 16.2 22.6 103.2.17 17.5 24.5 

102.12.13 19.6 25 103.1.15 16.1 21.1 103.2.18 18./8 25.9 

102.12.14 20.1 23.7 103.1.16 13.6 21.8 103.2.19 14.9 19.2 

102.12.15 20.3 22.5 103.1.17 12 22.5 103.2.20 14.58 17.1 

102.12.16 20.8 26.1 103.1.18 15.1 20.9 103.2.21 12.9 21.1 

102.12.17 19.6 23.5 103.1.19 14.7 21.1 103.2.22 14.3 23 

102.12.18 18 19.7 103.1.20 15.1 22.5 103.2.23 16.2 22.1 

102.12.19 16.6 19.3 103.1.21 13.8 17.6 103.2.24 17.1 23.8 

102.12.20 15.8 18.5 103.1.22 13.1 19.1 103.2.25 17.3 24.8 

102.12.21 15.8 19 103.1.23 12.5 21.3 103.2.26 18.2 26 

102.12.22 16.4 20.9 103.1.24 13.7 23 103.2.27 19.5 22.4 

102.12.23 17.2 22.8 103.1.25 16.6 23.9 103.2.28 19 21.9 

102.12.24 17.7 21.6 103.1.26 17.6 22.2 103.3.1 19.3 23.5 

102.12.25 17.3 22.9 103.1.27 16 22.9 103.3.2 18.6 21.9 

102.12.26 17.5 22.7 103.1.28 16.4 24 103.3.3 17.7 21.5 

102.12.27 12.5 15.8 103.1.29 17.3 24.4 103.3.4 17.7 23.8 

102.12.28 12 20.1 103.1.30 18.6 24.6 103.3.5 17.4 20.9 

102.12.29 15.5 17.6 103.2.1 17.9 25.1 103.3.6 16.4 22 

102.12.30 15.4 23.4 103.2.2 21.3 24.4 103.3.7 18.2 22.9 

102.12.31 16.5 23.7 103.2.3 20.9 25.3 103.3.8 17.5 25 

103.1.1 16.9 23.7 103.2.4 18.2 21.4 103.3.9 16.3 19.7 

103.1.2 18.9 25.4 103.2.5 18 22 103.3.10 15.7 19.5 

103.1.3 20.1 25.8 103.2.6 19.8 26.8 103.3.11 16.6 20.2 

103.1.4 17.4 22.4 103.2.7 22 25.8 103.3.12 18.4 24.9 

103.1.5 21.5 17 103.2.8 18.3 22.3 103.3.13 16.9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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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海葡萄藻～ 不同稀疏程度的球狀小枝….施建宏(2008) 

 

 

圖 3 海葡萄藻的綠色網狀結構….施建宏(2008) 

 

 



【評語】080301  

此件作品探討海葡萄的培養條件，實驗設計簡單明確，惟樣品

數目不夠，每個實驗條件只有一個樣品，所以實驗結果以及討論略

嫌薄弱。 

080301-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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