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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

草蝦養殖數年前確曾為漁民帶來莫大的財富 , 當時沿海
及稍為靠海地區所閃發之一大片綿互蝦池 ( 園 1 ' 圖 2 ) 、

沿海公路旁輸送電力的密集電線桿、排水溝旁或堤防上交互

錯綜的塑膠抽水管 ( 圖 3 ) 、蝦池中日夜運轉的水車及打水
聲、蝦池旁豪華別墅型的看管蝦寮、在產業道路上穿梭不息

的收蝦車、飼料車及高級進口轎車、繁殖場一間間為鄰的蝦

街及因應成立的海鮮館與聲色場所 , 確實蔚為奇觀 , 亦可想
見當時養蝦的繁榮與盛況 O

在大家都想努力增產以突破10 萬公噸的蝦產時 , 去p好景

不再 , 於1987 的下半年 , 傳出放養的草蝦有大量死亡的現象
0 1988 年時死亡的災情已極為嚴重 , 導致草蝦產量急速掉落
至 3 萬多噸 , 此時業者談蝦色變 , 都有草蝦難養的心結 O

1989 年的草蝦產量更減少至 l 萬噸左右 O 這些年來雖經業者

的努力 , 試驗與研究機構的協助 , 希望能找出難養與大量死
亡的原因 , 並提供尋求改善之道 , 但經過幾年來的實際調查

, 效果不大、成果不彰 O 不要說回復到以前蝦產外銷的盛況

, 即達國內市場的需要量亦都不能達到 O 由幾年來草蝦的產

量即可見一般 ( 圖 4) , 特別是近年的 1 萬公噸左右的產量
O 業者由希望的期待 , 變成失望的心結 , 不得不轉向在南部
的海水魚或北部的斑節蝦養殖 O 然而在這些年中 , 仍有少數
業者 , 憑其敏銳的觀察及多年的經驗 , 並將專家的指導融會
在日常的養蝦管理中而獲致成功 , 且年年產量都在 1 甲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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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斤以上 ( 圖 5 ) 。顯示草根並不如一般想像的難養 , 業者
只要遵守一些原則 , 虛心學習、小心照顧與管理 , 提高養植
技術 , 則草蝦養殖仍有可為 ( 圖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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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蝦難養之可能原因

這幾年來業界與有心人士針對草蝦難養與失敗的原因 ,

提出許多的臆測與見解 O 其中有甚多的推測與論點 , 不僅無
理論上的根據 , 亦與實際的養殖情形脫節 O 本人在 1988 年曾

將業界的那些見解歸納為下列 12 項 , 並認為這些都不是主因
O 充其量而言 , 有些只是草蝦難養的從因而已 O 其中包括 :

1. 蝦苗得病 , 特別是感染鐘形蟲、細菌 Vibrio 、或濾過

性之萃蝦桿狀病毒所引起 O

2. 池底老化、殘餌太多、腐敗所致 O

3
y水1<-ι質亦不佐 O

4. 飼料品質改變或含有某些不良成分 O

5

6. 空氣 ;污亨染如中油、中鋼等所排出之廢氣所致 O

7. 氣候不順、雨水太少 O

8. 放養密度太高 , 水車太少。
9. 用藥不當或泛濫用之 O

10. 養蝦進步太快 , 其他技術未能密切配合 O

11 核三廠可能排放某物質 , 致坊寮以南地區 , 全軍覆沒
O

12. 進口蝦母不良 O

其中草蝦得病毒一直是被認為造成這次死亡的最主要因

素 , 然而經過這幾年來的研究 , 此病毒確能造成幼蝦苗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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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死亡 , 但在大蝦而言 , 即使感染此症 , 只要給予優良的水
質、水色等安定的環境及高品質的飼料 , 較低的放養密度 ,
草蝦仍能養大到 12 尾斤左右 ( 圈 7) 0 另外國外進口蝦母常

帶有病毒 , 若病毒為害最大 , 又何以能長大成為蝦母 ? 何況

有些病毒亦能隨養殖的進行而慢慢消失 O 國內外亦有人認為

生產無病毒或無病原菌 (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

的蝦苗為避免大量死亡的首要工作 , 然而當蝦苗放入養成池
後 , 這些蝦苗仍會受病毒的感染 O 何況有些病菌在正常健康

的蝦體內即可找到 , 且屬常態菌 O 因此 ,Boon yara tpalin(

1990 ) 認為 SPF 蝦苗之放養在養蝦的功效上仍未明顯 O 以前

曾將蝦苗銷往日本 , 一些有病毒的蝦苗照樣在日本可養至蝦
母 O 另外有些蝦苗死亡時 , 仍然沒有細菌或病毒之感染症 O

因此 , 病毒為主要致死的可能性已大為降低 , 亦非絕對因子

再者如池底老化 , 有些新池或經過處理後之老池 , 在經
過二個星期放養 , 池底根本未老化 , 但仍棄養 O 水質污染在

某些地區如大鵬灣、或援中港確實有之 , 但它只是加速蝦苗
之死亡而已 , 何況許多地區水質仍甚良好 , 但照樣棄池 O 用

藥不當確實相當嚴重 , 但未得病 , 何必用藥 , 有些未用藥者
亦照樣清池 O 空氣污染為局部地區性之問題 , 雲嘉地區較不
受空氣污染 , 但蝦病照常嚴重 O 飼料品質不佳 , 其實飼料公
司不會自毀形象 , 何況有些蝦苗未過料前就已死亡 O 氣候不

順或放養密度太高 , 亦只是加速死亡而已 , 並不可能全軍覆
沒。地熱說或養殖技術未進步未能配合繁殖業的成就 , 應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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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稽之談 O 進口蝦母不良 , 但臺灣蝦母 , 產卵數太少 , 所生
之蝦苗亦照常棄養 O 因此上述之各種論點都屬局部性 , 從屬
性或非主要致死性的 O 也就是說這些原因當發生時很有可能

加速病蝦或身體虛弱的池蝦之死亡 , 但決非主因 O 那時我們

經多方的查證、試驗與研判 , 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應為不良、
虛弱與早產的蝦苗 O 這些不好的蝦苗在養殖的過程中 , 即會
慢慢的得病、淘汰而死亡 , 而上述之 12 種論點之原因 , 只是
加速其死亡而已 ( 陳 , 1988) 0

在 1988 年 , 由各有關單位成立的「魚病防治專業小組」
' 所提出的本省草蝦大量死亡之原因並提出給養殖業者之建
議 O

文中提到發生大量死亡的原因分為二種 :

一、非病原因素

1. 使用不正常方法培育蝦苗 O

2. 養殖池之老化。

3. 養殖密度過高 O

4. 人工飼料品質參差不齊 O

5. 藥物之濫用 O

6. 養殖用水之水質不良 O

7. 部份業者養植技術不良 O

8. 養殖業者缺乏防疫觀念 O

二、病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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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菌性肝姨臟之感染症 O

2. 細菌及鐘形蟲之體表附著症

3. 細菌性肝姨臟之感染症及鐘形蟲體表混合症感染 O

4. 萃蝦桿狀病毒感染症。

5. 草蝦桿狀病毒感染症及細菌性肝咦臟感染症之混合感

染 O

很可惜的 , 這些可能的病因太多 , 且病困的權重與影響大小
亦不清楚 , 致業者不知如何下手遵循 O 在非病原因素中 , 從
第 2 項的養殖池老化到第 8 項的缺乏防疫觀念 , 應都屬局部
發生的現象 , 或某部份的不當作法 , 欲導致全省草蝦全面大
量死亡仍有一段差距 O 至於病原因素中 , 到底是因身體虛弱
、活力減少、致細菌及鐘形蟲才大量附著 ; 還是因為細菌與

鐘形蟲的大量附看 , 導致蝦苗的死亡 O 此等因果關係仍待釐

清 , 因此草蝦難養之原因仍有待深入探討 , 並克服困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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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蝦失敗之原因探討

近年來較有研究精神的養殖業者都有共同的感覺 , 認為
目前的草蝦與全盛時期的草蝦特性並不相同 O 他們經過多次

放養失敗後 , 也開始重視池底之管理、水質的經營 , 並在飼
料之投放與藥物的使用上格外小心 , 希望能由養殖技術之提
升 , 來扭轉困境 O 然而辛苦數月的結果雖成功者亦有所間 ,
但失敗者仍然頻傳 ( 圖 8) 0 我們經多年的研究亦發現近年

來草蝦難養的情形 , 並將這些現象歸納如下供業者參考 O

A 、草蝦難養之特性與現象

1. 存活率一般都甚低 , 約在 30% 以下 O 與以往的存活率

7'"'-'8 成有天壤之別 O

2. 草蝦生長速率比往昔緩慢甚多 , 在夏季要達到 20 尾斤

約比以往的養殖期間延長 1'"'-'2 個月以上 ( 圖 9 ) 0

在南部冬季時甚至要 8 、 9 個月才能收成 O

3. 收獲時或養殖中期後 , 不只池蝦 ,1 、形化 , 且蝦體的個
體大小差異更為明顯 O 同一池中少數已達30 尾斤重 ,
但仍有多數蝦體的體重在 2-3 公克 , 甚至 1 公克以

下 ( 圖 10) , 且蝦體的頂點效應 (Top effect) 偏低
, 而分散度極大 O

4. 池蝦極為脆弱 , 活力不佳 , 常在表層浮游 , 或靠岸排
隊 , 得病的比率大增 O 蝦體的肉質較為鬆軟 , 相同體
長的蝦重比以往者減輕 ( 圖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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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蝦體對外界環境的變化極為敏感 , 不能常常換水 , 亦
不能大量換水 O 以往的大量換水用來預防疾病與維持

水質清淨的法寶 , 已然失效 O 水色變化呈澄清狀或池

水pH 質的急速升降 , 常為棄養泄池的先行指標 O 颱

風的來臨導致蝦池環境的突變、溶氧的降低 , 更為業
者的最恨與慘痛的經驗 O 許多的記錄都顯示颱風過後

, 即引起池垠的大量死亡 O

6. 池蝦對藥物之耐力降低 , 以往相同濃度的藥物對疾病
會有某種程度的治療效果 , 且藥物之濫用 , 亦較少引
起問題 O 目前則發現相同的藥物不是治療無效 , 就是
導致池蝦大量死亡 ( 圖 12) 0

7. 投餌時 , 常發現池蝦食慾不佳 , 致退料、頓料頻繁 ,

投飼量的進展緩慢 t 但當那天池蝦突然大量攝飼時 ,
此為池蝦死亡之前兆 , 因隔天或幾天後 , 池蝦即會大
量死亡 , 乃業者最懼。

以上諸點 , 相信養蝦業者都有相同的心結 O 對目前「嬌

生慣養 J 的草蝦真是又愛又恨。因若能養殖成功 , 且在十二
月到笠年的五月收獲 , 貝 11 利潤尤佳 , 吸引力j 乃大 O 然而實際

從事養殖時 , 去p 並無自信一定能養殖成功 O

B 、養蝦成功者的理念與管理

在草根難養的這段時間 , 根據我們的調查 , 一些較肯學
習、富有研究改進且領悟性較強的年青業者 , 成功的機會亦
較大 ( 圖 13) 0 茲收集與整理這些成功的理念與觀點綜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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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1. 開始重視蝦苗品質 O 他們發現鄰近且大小相似的蝦池

, 以相同之方式管理 , 其存活率與收獲量都不相同 O

來自某些繁殖場的蝦苗 , 具有較高的養殖效果 O 在宜

蘭南澳 , 當年數十公頃的蝦池 , 就只有來自縣內的某
個繁殖場的蝦苗養冕成功 , 即為明證 O

2 .7]<. 質良好、蝦池管理愈佳者 , 成績較為理想 O 此為養

殖的最基本理念 , 但似有被誤導的可能 , 即有人因此
武斷認為臺灣養蝦失敗係因水質污染所致 O 其實若再

進一步深入暸解 , 貝 11 發現僅靠如此處理雖存活率會較

一般者為高 , 但成長仍緩慢 , 養到 30 多尾斤到 40 尾斤

時 , 仍得提前收成 , 不然將導致全池死亡 O

3

圈 14υ) , 養殖較為戶順頂利 , 但成長仍然比以才往主延遲一些
。

4. 注重飼料品質並補充營養亦有提高存活率之效果 O 另

外 , 維生素與礦物質等添加劑之增添使用 , 亦能促進
池蝦體力 O

5. 增設儲水池 ( 圖 15) 0 所蓄之水經淨化、消毒、穩定

後再使用。

6. 魚蝦混養或龍鬚菜與草蝦池水交互循環使用 , 亦頗有
佳績 O

7. 活菌與生物製劑 , 特別是處理水質或底質之殘餌、減
少有機物及其他有害物質者 , 已開始嘗試使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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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諸點 , 已約略指出欲養蝦成功 , 必須遵照上述所
列的要點 , 然而這些要點中 , 何者為重 ? 何者為輕 ? 尚不易

釐清 O 而業者對這些要點的重要性、影響與體認 , 貝 11 因人而

異 , 見解亦有些不同 , 也因此 , 養殖的成效雖較一般好些 ,
但因沒有針對問題重心而加以改善 , 故效果並不一致 O

C 、繁殖手法與成敗關係及放養之證實

臺灣之繁殖業者 , 由於能在單位體積內 , 利用高超的技
術生產極高密度的蝦苗 , 故聲名遠播東南亞各國 , 當時外國
高薪聘請 , 確曾風光一時 O 然而在 1987 年時 , 菲國首傳蝦苗
放養大量死亡 , 其養蝦協會經研判後 , 在報刊指出 , 係因部
份不再繁殖場大量使用藥物所引起 , 並直陳臺灣繁殖蝦苗的
手法有催苗助長之現象 O 自此而後 , 臺灣師傅在菲國的地位
一落千丈 , 影響所及 , 數年之後 , 繁殖技術人員在印尼除了
少數注重蝦苗品質的我方駐場之繁殖場外 , 聲望亦減低很多
O 在臺灣草蝦苗放養後大量死亡的現象 , 於1987 年春天即已

發生 O 當時之影響由於尚小 , 故未受廣泛注意 , 但有識之士
即已體認其對蝦業之不良影響而撰文呼籲業者 , 提供品質優
良的蝦苗 ( 見養魚世界1987 年 6 月份之社論 ) 0 在此之前 ,
一般繁殖場之產能 , 一批都在數十萬至數佰萬蝦尾之間 , 然
到 1987 年夏天之後 , 部分地區之業者大量購進無節幼蟲 , 並
由於培苗手法的更替 , 能生產數千萬尾蝦苗者比比皆是 ( 見

Fri ppack News, No.2) , 且曾有高達 5 千萬尾者 , 致一些
小型家庭式之蝦苗繁殖場無法立足 , 紛紛關門轉業 O 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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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生產之蝦苗 , 本來有大部分在培苗過程中應會死亡淘汰
的 , 皆因手法高超 1而得存活 , 但已因體質不佳而成早產、虛
弱及不良的瑕苗 , 導致將來在蝦池中難養與大量死亡之情形

O 由上可知 , 培育方法的更替、蝦苗之大量產能與池蝦全面
死亡之發生 , 在時間上極其相關且有連貫性 , 若再配合其他
國內外近年來所發生之現象 , 足證探討的原因將之歸於不良
的蝦苗 , 應極為正確 O

為了證實品質不良的蝦苗為草蝦大量死亡之原因 , 我們
亦走訪一些關心蝦業的繁殖場 , 並提供培苗之意見與之參考

O 以往繁殖業者較少有品牌或信用之考量 , 也較不注重放養
後蝦苗之存活與成長 , 但經這次病變後 , 有些業者已瞭解培
苗手法之重要性 , 而嘗試予以改善 , 並與蝦池之存活相對照

, 結果發現培育手法與蝦苗品質確有相當重要的關速 , 這些
業者也常自傲其蝦苗放養成功率極高 O 此事在繁殖業界中 ,
也心知肚明 , 一般只是不願談起而已 O 另外 , 我們亦曾精心
培育一批在室外池生產且極為優良之蝦苗 , 將它與用肥水培
育出來的蝦苗同時放養後 , 發現產量竟然高出後者有 4 倍以
上 O 這些年來 , 外國的明亮式或後院式 (Back yard) 之培

苗方式所生產的蝦苗品質比其他者為佳 , 亦為大家有目共睹
O 當然後院式之培苗方式 , 若再使用一些不正常的手法 , 貝 IJ

蝦苗之品質 , 仍值得懷疑 , 此現象在泰國、印尼或菲律賓也
已出現 , 應引以為戒 O

D 、蝦池生態調查研究之佐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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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區歷經 1988 與 1989 二年的養蝦失敗 , 但 1990 年的

成效卸大為改觀 , 成功率提高至七成左右 O 有些地區如五結

、姥姥等 , 其成功率更高達 9 成以上 O 因此這幾年來 , 我們
連續蝦池生態之調查 , 對於草蝦養殖成功原因的探討 , 應有
其絕對且重要的參考價值。

經研究後 , 發現宜蘭草蝦池近年來的水溫、 j容氧與 pH

值幾無多大的改變 , 且變動的趨勢相當一致 O 而與早期的調

查結果 , 亦極為中目似 0 1990 年養殖草蝦的鹽度為 14"'24% 之

間 , 確比往年提高了一些 , 但因草蝦為廣鹽性的蝦類 , 能於
0.3%"'46% 之間生存 , 因此鹽度對草蝦養殖成功的影響並不
大 O 何況有甚多的養殖池 , 其鹽度皆維持在 10"'23% 之間 ,

但仍不能成功。另外 1990 年的部分蝦池之pH 值與溶氧倒有稍

低或不足的現象發生 O 由於溶氧為維持蝦池中草蝦的正常生

理功能 , 其溶氧濃度應隨時維持在 3.7ppm 以上甚或 4.0ppm '
因此從調查結果亦可窺見蝦池的管理並不完善 O 故若能控制

飼料之投放、增加水車之打氣 , 善加利用中央排水或抽排中
央污泥及勤加換水 , 應有改善蝦池環境的功效。

1990 年由於養蝦之成效不錯 , 故飼料之大量投餵 , 導致
了水中化學需氧量的提高 O 表層底泥的 Eh 值為負值 , 水中
的三種氣素 , 隨養殖日數而明顯增加 O 水色由綠色轉變為墨

綠色 , 浮游藻類以藍綠藻為主 , 葉綠素也比 1988 年增加許多

O 而最值得注意的莫過於蝦池的總氯氮及亞硝酸態氮的大量

增加 , 各高達5.7ppm 及1.3ppm ( 表 1 及表 2 ) 0 依據草蝦的

水質基準 (Chen, 1985) ( 表 3) , 蝦池水色的需求 ( 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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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及其他安全濃度範園 (Wick in. 1976) , 得知前面所
敘述的現象都對草蝦之存活與生長已有不利的影響 O 但事實

上草蝦的養殖卸頗為成功 O 而 1988 與 1989 年 , 上述各現象下
的濃度都不高 , 水質都較佳 , 反而養蝦失敗 O 再者 , 養蝦失
敗時 , 草蝦之生長延緩了三個月以上或更久 ; 蝦體大小參差

不齊 , 不耐藥物之使用 , 不耐氣候突變或池水突換等現象都
極為明顯 O 實際上若蝦苗較為優良 , 健康狀況良好時 , 這些
影響即可克服並減輕 O 這也就是為何 1990 年宜蘭草蝦在水質

狀況不佳下 , 但因慎選蝦苗 , 而能養殖成功的主因 O 這與我

們早年認為近年來養蝦失敗的主因為不良虛弱與平產的蝦苗

有關之論點相吻合 O 表 4 即為宜蘭蝦池生態研究之結論 O 由

此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 草蝦本為極耐有機污染且容易養殖的
種類 O 慎選優良蝦苗 , 現已開始為業者所接受 , 如 1990 年姥

姥地區之草蝦養殖成功 , 即因從宜蘭的某些優良繁殖場中購
買草蝦苗放養者 O 今年二月臺灣南部的許多蝦苗繁殖場 , 已
開始重視招牌與形象 , 力求生產優良的蝦苗 O 也因此紅筋苗

的價格 , 因不同的招牌 , 而有多種 O 招牌與信用好者 , 訂單
不絕 O 故歸結言之 , 慎選優良蝦苗為去年養殖轉機的主囡 O

若能再配合給予優良的蝦池環境 , 草蝦養 F直絕不是問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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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蝦苗之品質與飼養管理
對養殖成效之影響

猶如前節所述 , 過去數年草蝦難養與失敗之主要原因與
蝦苗品質具有極為重大的關係 ' 此種觀念已慢慢在業者中被
接受與成型 O 我們利用講習會所做的問卷調查中 , 亦發現在
養殖較為成功地區的業者 , 認為以往失敗的主因係蝦苗品質
不佳者超過 60% 以上 , 而在養殖成效不佳或養殖技術不好的
地區 , 其業者雖亦認同蝦苗品質為原因之一 , 但均認為水質
不佳、草蝦易得病或藥物無效為最主要的因素 O 殊不知萃蝦

易得病與藥物無效實與草蝦品質及管理不善有關 , 這顯示出
草蝦養殖之技術與理念仍有待落實 O 有些地區如臺南縣七股

, 則有甚高的比例認為草蝦難養與氣候不順有關 O 由於當地

冬天乾燥 , 致早春時蝦池鹽皮都在 30-"40% 左右 , 養蝦較難
; 但若當年夏初有多量之急時雨時 , 貝 11 能沖淡鹽度 , 致使池
蝦生長 , 因此一般有此認同 O 其實若再深入探討 , 則發現其
養殖成效 , 特別是存活率與成長 , 仍差養蝦全盛時期的成果
一大截 , 此意謂真正原因仍未完全掌握 O 近年來秉持著生產

優良蝦苗的業者愈來愈多 , 使用藥物之現象亦已減少 , 故蝦
苗品質雖不是甚佳 , 但已改進不少 O 據我所知 , 今年將這些
蝦苗放養臺南縣市鹽水溪下游者 , 池水則配合龍鬚菜池塘之
交互使用 , 結果都有不錯的產量 , 其因即在此 O

蝦苗因不同的來源、培育方式與用藥情形而產生不同品

質的等級 O 從當年的野生蝦苗至今的量產蝦苗 , 依品質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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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可分為 5 種 , 列之如下 :
第一種 : 天然的野生苗 O 此為最佳的蝦苗 , 耐力、活力

與成長都是一流的 O 在人工繁殖未盛行前 , 於
河口草叢捕獲者 , 現已不見或寥寥無幾 O

第二種 : 極優的蝦苗 O 由未經剪除眼柄的天然成熟蝦母

所排出 , 以清水式、生鮮的天然飼料培育生產
者 O 此種蝦苗猶如當年大家搶標母蝦一尾數萬

元時期的蝦苗 O 目前在臺灣由於母蝦得來不易

, 已幾無人採用 O 前節所述我們精心生產的一

批蝦苗 , 其池蝦產量為一般者的 4 倍 , 即為此
種蝦苗 O

第三種 : 優良的蝦苗 O 由經眼柄去F 除之蝦母排出 , 選擇
強壯的無節幼蟲以清水方式 , 於常溫少用藥物
所培育出者 , 目前已漸有多人以此法加以生產

O 養蝦欲維持成功 , 至少要有此種品質者 , 若
能加上細心而精緻的池塘管理 , 成功之機會必
然大增 0 1987 年以前之培苗方式即是如此 O 近

年來我們亦常以此法指導業者 , 致放蝦後 , 養
殖極為順利 , 且蝦苗訂單絡繹不絕 O

第四種 : 普通的蝦苗 O 由多胎法、肥水式 , 採高溫厚飼
法及濫用藥物所培育出密度較高的多產、量產

的蝦苗 ( 園 16) 0 近年來大多數的蝦苗都歸於

此類 O 此種蝦苗由於適應環境與抵抗疾病之能

力已然減少 , 因此要有特別的照顧與管理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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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安全、清淨之環境才能成功。這也就是有

些業者放養一般的普通蝦苗亦能成功的情形 O

在臺東與宜蘭 , 就有人因特別照顧 , 如增加水
車、投飼時少量多次、注意水色等 , 結果每年
年產量在每甲地二萬斤以上 O 以後此人 tIr 採用

優良蝦苗 , 則在照顧過程中 , 即覺非常順利又
極放心。

第五種 : 不良的蝦苗。包括早產的、虛弱的、營養不良
的或本來就應該要死亡而因特殊方法培育出來

者 ( 圖 17) 0 這種蝦苗一放入蝦池若水質底質

不佳 , 貝 '1 數天即死 O 以前的那種蝦苗無精打采

的在池表漫游然後全數死亡即是如此 O

蝦苗的品質如第一種或第二種的極優蝦苗放養後 , 只要
有一般的管理方式 , 貝 '1 養殖過程極為順利 , 且產量奇佳 O 猶

記當年坊泰、水底察的蝦池產量每分地都在三千斤以土 , 那
時用藥不多 , 蝦病亦少 , 水色即使成黑褐色 , 透明度約 15 公

分者 , 一般亦能在 95 天到 115 天左右即可達 30 克的大蝦 , 那
時很多人自傲是養蝦師父 O 然而當蝦苗品質下降時 , 就必須
要有較佳的管理方式。傳統的飼養方法並不能使虛弱體質的

池蝦 , 順應蝦池老化環境及環境因子的急遮變化 , 因此要有
較為新穎的觀念與因應之技街 , 才能克竟其功 O 故品質愈差

的蝦苗 , 就要有更佳且穩定的環境才能生存 , 若只靠以往的
理念、經驗與手法 , 草蝦確難養成 O

綜合前述 , 茲將三種蝦苗在不同的池塘管理方式下 , 其

-16 一



養殖的成效簡示如表 5 。由此表得知蝦苗的品質最為重要 ,
欲想每年都有良好的養蝦收成 , 最少要選用第三種品質的優
良蝦苗 O 而時下的普通蝦苗除非有極佳的管理 , 否則都有存
活不高、成長緩慢及容易得病之情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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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良蝦苗之生產技術

蝦苗之生產方式常因個人的習慣、理念、技術、材料與

其他因子等而有不同之方法 , 然基本上仍脫離不了在經學利
潤為主的考慮下 , 來提供蝦苗能存活變態生長的最低之基準
環境 O 就因為如此 , 其對所生產出的蝦苗品質並不完全暸解

, 亦無法掌握 O 甚多業者即以不變的手法 , 一直生產到底 ,
加以購入之無節幼蟲之品質相差甚多 , 致使蝦苗品質時好時
壞而不自知 O 其實 , 繁殖業者也都希望其所生產的蝦苗品質
良好且放養順利 , 使各方的相關業者能皆大歡喜而永存 O 因

此 , 茲將多年來的經驗、彙集的資料與研究成果整理如下 O

欲生產優良蝦苗 , 最好能參照下列各要點 :
1. 繁殖場之消毒 : 用生石灰、氯氣或福馬林全場仔細消
毒後再使用 O

2. 使用健康母蝦 : 以採用活力佳、健康種蝦為主 ( 圖 18

) , 勿用變紅、黑純、斷鬚爛尾者 ( 圖 19) 0 最好勿

帶有病毒、病原菌或立克氏小體 , 母蝦宜注意其生棲
來源地及生殖孔有無異狀 , 購入後宜先消毒 ( 圖 20) 0

3. 母蝦催熟處理 : 勿使多胎化、快速化 , 而以生鮮魚貝
來調自己飼料促進母蝦營養與活力 , 並延後剪眼柄時間

O

4. 用水水質處理 : 須經微孔過濾 , 臭氧或紫外線處理 ,
使水質清淨穩定 , 勿加抗生素等藥物 O 現已證明抗生

素能引起蝦體變形向背部彎曲 ( 圖 21) , 或肢體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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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仝 ( 圖 22) 0

5. 受精卵之清洗 : 由孔徑不同的雙層網以清淨或無菌水
沖洗 , 或以藥劑短時間消毒以去除受精卵表面的病原
體 O

6. 蝦苗飼料與培育 : 多投餵生物餌料及少量營養豐富平
衡之飼料 , 使用清水法與明亮法培育蝦苗 ( 國 23) 0

7. 宜低溫培苗 .v' 旦勿超過 31
�

C' 勿用鍋爐加熱 ( 圖 24

) , 且每日水溫變化不大 O

8. 勿使用藥物 : 非必要時 , 勿加滅菌劑、整腸齊11 、生物

酵素或活力劑 , 更勿使用非法禁藥 O 現已查明有些幼

苗的人工餌料添加抗生素 ( 表 6 ) 及類固醇等 O

9. 疫苗處理 : 可添加疫苗液或銷售前數日以疫苗藥 ;谷 ,

促其產生抗菌力 , 疫苗在國內外已可生產購得 O 其藥

效正加強評估中 O

10. 生產密度 : 最後於PI0 時 , 密度勿達 2.5 萬尾 / 噸水以
上 O 很多業者常在 5 萬尾 / 噸以上 O

11. 黑殼場之處理 : 其管理宜佳 , 勿造成蝦苗壓迫 , 並商己
合養殖場條件加以馴適 O

其中有甚多要點尤為重要 , 譬如母蝦最好選擇從沙已出
產且體形較大者為佳 , 不然來自檳城海裁者亦可 , 最好勿從
泰國曼谷灣附近出產 O 目前東南亞各國草蝦養殖盛行 , 對蝦
母之需求殷切 , 大陸今年的蝦母即比國內者高出約一倍左右

, 即為明證 O 因此蝦母品質之掌握更加困難 O 其實目前已有

業者從菲律賓進口成熟母蝦 ,
業者應可參照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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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蝦經剪眼柄後 , 在高溫低照度下卵巢能再次繼續成熟
, 國內最高的產卵紀錄為 18 次 , 而大陸亦有多達14 次之多 O

這種多胎化、快速化的卵質 , 加上由人工精英的移殖所產生
的受精卵 , 其卵質大小與無節幼蟲的活力可想、而知 , 業者自
己也非常清楚與暸解 , 因此胎數宜減低 O 若欲掌握品質 , 最
好自行生產無節幼蟲 O 若向人購買 , 何能知道幼蟲的胎數 ?

量產化的無節幼蟲品質參差 , 應該要有篩選去蕪存菁的
做法 , 國外的燈光選別淘汰法應該確實使用 , 以保障品質 O

有人戲言 , 若蝦苗自己留著放養則培育時要特別照顧並使用
此法 , 若賣給別人就不需要如此費力了 O 若是如此 , 真替養
殖業者擔心 , 希望不是事實 O

藥物的使用如抗生素確能提高蝦苗之存活率 , 但也降低
其對病原的防疫能力 , 並造成畸形個體 O 其實藥物並非不能

使用 , 只是使用的濃度與次數宜儘量減少 , 且種類亦應加以
選擇 , 以我們之研究 , 最好減量使用氯徽素 O

國內之業者較不喜用清水式來培育蝦苗 , 史對一開始就
以室外式的培苗方法 ( 圖 25 ) 無法認同 , 更無信心 O 其實我

們亦證實此法培育出來的蝦苗品質較為優良 , 放養時極為順
利 , 前述之池蝦產量增加 4 倍即是由此而來 O 日本斑節蝦苗

室外池之生產方式除澎湖大永公司曾經使用過 , 目前也開始
受人認同 O 在高雄 , 現已有業者接受我們的建議使用此法生
產草蝦苗 , 其蝦苗產量雖不是每批都成功 , 但亦頗令人滿意

, 且在逐步改進中 O 研究機構亦肯定此法之蝦苗品質 , 並鼓
勵使用 O 國外後院式之培育方式亦為此法做了極為明確的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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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O

另外 , 要生產優良蝦苗最好能參照遵循這些要點 , 愈是
接近這些要點則體質亦應愈佳 O 當然業者也不必完全仿照 ,

如第 9 項的疫苗處理 , 有疫苗製造商積拯鼓吹且提出報告證
實具初步的效果 , 然亦有研究者持懷疑的態度 O 再者 , 有些
業者聽說低溫培苗品質較佳 , 故把培育過程中的水溫降至 30

"'-'3tC ' 並且非常高興的認為自己生產出來的蝦苗應很健康
, 誰知放養後初期的過程雖然不錯但到 2 個月後 , 仍然棄養
而大惑不解 , 經與之討論後 , 他才坦承其培苗手法不變只降
低水溫而已 O

經如此方法培育出來的蝦苗品質已較優良 , 然而培苗時
間延長 , 培苗率也大為降低 , 幾乎無法與量產化的培育者競
爭 O 幸好經過多年的難養經驗後 , 養殖業者已不像以前盲目
購苗放養 , 在業者之間亦慢慢傳聞某某繁雄場的蝦苗成功率
最高 , 而爭相購買 ; 如在宜蘭約有 4 家繁殖場的蝦苗 , 除了

價格較高外 , 還必須先登記才能買到 O 在其他縣市亦有多家

繁殖場生產出來的品質不錯 , 養殖業只要仔細打聽即可知曉
O 因此繁殖場的品牌與信用也愈來愈重要 , 多花一些錢購買
優良的蝦苗才是正途 O

最後 , 值得一提的 , 並非所有量產的蝦苗品質都不良 ,

有時因巧合的關係 ' 其蝦苗仍能放養成功 , 但下一批又都全
部失敗 O 另外 , 品牌與信用是由養殖業者加以肯定的 , 業者
宜多聽多比較 , 不宜盡信 O 價格高又是自己吹噓的蝦苗 , 其
品質日久後自可分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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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優良蝦苗之選購

養植業者或黑殼苗商若能與繁殖場建立良好的關係 ' 可
以隨時前往參觀、暸解並監視其培育手法與使用的各種飼料
與藥物 ,

應有助於優良蝦苗的選購 O 但由於繁殖場的培苗法
,
在一般業者都視為高度機密 , 不願洩漏公開有關的技術 ,

要普遍推行此法並不容易 O 其實有道德負責任的業者應有此
理念 , 尤其在愈來愈競爭的情形下 , 更應朝比方向施行 O

另外在購苗前 , 鄰近的養殖業者可聯合起來先行估算所
需的數量、大小與交蝦苗日期 , 然後再與繁殖場簽約 , 囑其
代工 , 並依上述要點生產蝦苗。蝦母、飼料、電費等由養殖
業者分攤 , 而繁殖業者則得固定的代工費用 O 此時養殖業者
可前往檢視 , 並要回已生產一二胎的母蝦 , 防其繼續使用 O

其細節與安排情況只要雙方同意即可。目前此法已開始有人

嘗試 ,
尤其是有大面積蝦池的養殖業者 O

由於蝦苗品質的學問較為艱深 , 為了防止受騙或購買到
不良的蝦苗 ,

養殖業者亦可與繁殖業者看了立契約 , 言明購蝦
時先付一半 , 順利放養一段時間後再付幾成 , 或餘款等等 O

如今年全省斑節蝦因傳染病大量死亡 , 繁植業者與養雄業者
都沒有信心能養殖成功 , 因此所購的斑節蝦苗按季節及死亡
快慢而折價 5�8 成收款 O 當然此種方式最為繁殖業者所不

喜歡 , 但現勢如此 , 亦不得不然 O

以上諸法都是不得不的做法 ? 其實最佳者 , 仍是向有品
牌有信用的繁殖業者購買優良蝦苗 , 不僅簡單、清楚、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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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亦安心 O

另外 , 國內外亦積極研究優良蝦苗的判定方法 , 利用此

法可補救上述諸法之缺點 , 並避免購買到品質不佳的蝦苗 ,

其方法甚多 , 擇其要點簡述如下 :
1. 蝦苗必須肢體乾淨、肢腳完整、體節分明、肌肉飽滿

、尾扇分閩、呈冬瓜色或墨綠色O 後節肌肉為腸管直

徑的 4 倍以上 O 有異常、缺陷或發病者最好避免 ( 圖

26 、 27 、 28 、 29) 0

2. 選購同批蝦苗時 , 其體形大小之差異較明顯者 ( 圖 30

) 0 此時宜防繁殖業者混合不同天數的蝦苗在一起 O

3. 蝦苗群中無死亡、變白、變紅 , 或夜晚背部發螢光者
O

4. 蝦苗經裝袋輸送後 , 無死亡者 O 或死亡後有斷節、無

肢、無鬚、無眼者亦佳 O 最忌死亡者仍肢體完整 ( 圈

31) 0

5. 蝦苗能逆流、反應快、活力佳
, 且無異常亢進者 O 有

些業者會使用固醇類的藥物 , 使其活潑游動 , 但其藥
效經研究後得知並不超過 12 小時 , 故常加檢視 , 即可
分辨而避免 O 這些使用固醇類藥物之蝦苗 , 在野外的
蝦池常易得病而亡 , 宜注意之 O 我們現已發現一些蝦

病是由此藥物所引起的後遺症 O

6. 蝦苗對環境之適應或耐力佳者 O 將不同繁殖場來源之

蝦苗分別置入低鹽度或高福馬林的溶液中 , 隔天擇其
存活率高者的蝦苗場購買之 O 另以多次之驚嚇跳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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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測試其活力亦屬可行 O

土述的判定方法 , 確有其學理之依據與實際之考量 , 而
且簡單易行 , 業者若能領悟活用且各要點互相配合 , 應可購
得優良之蝦苗 O 至於其他的細節 , 將再撰文報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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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超集約式高產量的蝦類養殖法

這幾年來 , 在國內能持續養殖草蝦並獲單位面積高產量
的業者已很少 , 一般都談蝦色變 , 飽受失敗的痛苦 O 他們認

為在草蝦病變無法克服 , 相關的環境無法配合下 , 如何能提
昇技術 , 創造新的局面 , 只求退其次能有普通的產量就已滿
足了 O 也因此蝦池的產能下降 , 收獲時的規格小型化 , 只要
能進入 30 多尾斤 , 不再虧本就算養蝦成功 O 反觀國外的泰國

、印尼或中國大陸 , 雖亦有草蝦病變發生 , 但產量持續增加
, 有些地區單位面積的產量每甲地已達十多公噸 , 甚至 20 公

噸左右 O

其實蝦類之養殖並不困難 , 臺灣南部以往最高的紀錄曾
創每甲地收成 24 公噸的草蝦 ; 在宜蘭斑節蝦的每甲紀錄亦有

28 公噸 O 而超集約式的養殖法 , 如日本Shigueno 式的圓形水

泥池 , 以中央排管大量換水進行養殖斑節蝦 , 亦曾是 '1 每甲地

收獲 40 公噸左右 ( 圖 32) 0 在美國以長條形的流水式養殖美

州白蝦 , 在每平方公分放養150 尾的密度下 , 每甲地約可收
獲將近 45 公噸 O 我們曾以香蕉蝦在圓形的大塑膠槽進行高密

度養殖 , 可生產 10 多公克的沙拉用蝦 , 每季每甲亦得 20 多公

噸 O 新加坡亦曾以水泥管園園的水槽開發草蝦高密度養殖 ,

並估計每季每甲地可生產 50 公噸。最近在美國德州利用跑道

形的玻璃纖維 , 長為 13 公尺 , 深約 0.85 公尺左右來養殖美洲

白蝦 , 以生物淚、泡沫分離機及臭氧機處理水質並循環使用
, 在放養密度每噸水973 尾下 , 約經半年折算每甲地可收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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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 , 且收成時蝦體平均重 14 克左右 , 成效驚人 ( 圖 33 、表

7 ) 0 這些超高產量的養殖法都有共同的管理理念 , 即提高
水溫 , 並每日換水約為蝦槽的 2�3 倍以上 , 以移 *" 蝦類的
代謝物、殘餌 , 保持水質之清淨 O 又由於換水率極大 , 故幾
無水色 , 蝦類之成長幾乎完全靠營養價值高且平衡的完全飼
料來支應 O 選擇優良健壯的蝦苗 , 同時藥物之使用極少 O 若

在過法循環的系統中 , 史禁止用藥 O 以上所舉的例子 , 雖屬
較為特殊的紀錄 , 並非一般的平均生產量 , 當實際投資運轉
後 , 由於種種因素其產量往往會打折扣 , 且由於操作與投資
成本均高 , 在蝦類生產量增加、蝦價下跌時 , 利潤已不高 O

若萬一有那個管理環節出了差錯 , 即全軍覆沒 , 只好關門 ,

故這方面的養殖方法並不值得仿效 , 倒是它明顯告訴我們 ,
蝦類養殖並不困難 O 在臺灣的草蝦放養密度離上述者仍有一

大段距離 , 因此只要細心的選用蝦苗 , 應能再度創造繁榮的
一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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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草蝦養殖成功的管理技術

從以上各節的探討 , 已明白得知欲想、養蝦成功 , 首重選
用優良的蝦苗 , 此為最重要的因子 O 但由於蝦苗的品質具有

多種 , 如選購放養的係普通蝦苗 , 貝 '1 這時必須要提供更佳的

穩定環境 , 才能克盡其功 O 根據多年來的研究、調查放養草

蝦成功者的蝦池 , 我們歸納草蝦養殖成功的重要原因有 :
1. 慎選優良蝦苗 O

2

污泥移換 O

3. 維持水質及水色等環境因子的穩定 , 避免引起急劇的
變化 O

4. 細心投餌 , 並控制投餌量及攝餌時間 , 使殘餌減至最
1� 0

5. 適時適量的藥物及活菌的使用 , 以預防疾病發生及維
持水質之清淨與底質之活化 O

這些原因中 , 除了第 1 項需與繁殖業者配合外 , 後 4 項
都是屬於管理技街之層面 , 較能自行掌控 O 因此 , 若選購的
蝦苗愈優良 , 不僅養殖愈順利 , 且單位產量亦愈大 , 此時管
理技術方面的權重就顯得較不如蝦苗品質之份量 O 反之 , 若
草蝦苗品質不佳 , 就愈要靠管理技街的優良才能把草蝦養成

,
因此這時管理技街的份量就比蝦苗品質來得重要些 O 此意

謂著最好慎選優良蝦苗 , 否則就只有提昇管理技街 , 才能養
殖成功 O 值得一提的是 , 若蝦苗品質極差如早產或虛弱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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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特加管理給予良好的生存環境 , 蝦苗終究不會存活太久
O 因此若有養殖面積極大的業者 , 能自己設法繁殖並控制蝦
苗品質 , 貝 IJ 各項原因都變成管理的技術層面 , 若能如此 , 養
殖成效必定大增 O

管理技術在目前草蝦苗的品質下 , tlp 然如此重要 O 因此

業者在這方面就必須特別加強 , 小心因應 , 須知管理方式不
能一成不變 , 要因應池蝦大小、環境好壞、預期產量、養殖
設施與疾病發生而有所改進與提昇 O 以放養量而言 , 不要一
味跟隨別人的高密度養殖 , 應考慮自身蝦池之生產載暈、管
理技術及應變能力 , 否則即使如水車數之增加、飼料品質之
提高 , 仍不一定能養殖成功 O

理想的草蝦管理技術 ' 包括一些養殖設施 , 最好能 :

1. 確實做好蝦池底質之管理。

在養殖之前包括沖洗污泥、整坪、翻土、曬池、消毒、

撒石灰 , 甚或填土、客土 O 其主要的意義在減少底質的有機

物含量及一些有毒的化學物質與致病細菌 , 同時使底泥從還
原狀態轉變為氧化狀態 , 以利好氣菌對有機物之分解及池蝦
之棲息與生長 ( 圖 34 、 35 及36) 0

2 增設蓄水池或過濾池。

在水質普受污染的地區 , 由於引進之水是否遭受污染不
得而知 , 因此最好建有較小面積的蓄水池 , 進水先經消毒、
淨化 , 並使其穩定後 , 再引入蝦池 ( 圖 37) , 或以簡易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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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及增氧機清淨水質再注入蝦池 O 儲水池的使用除了有自淨

作用 , 降低有毒物的濃度外 ( 表 8) , 尚有穩定水質、培育

水色的功能 O 尤其在蝦苗虛弱或池蝦健康情形已不良時 , 史

見效果 , 因此廣受注意 O 近年來 , 常見設有蓄水池者 , 養殖
較為順利。有些業者 , 在蝦價大好之時 , 認為蓄水池佔去養

殖蝦池面積 , 為了求得更多的利潤 , 也將蓄水池改成養蝦池
, 結果連原來也會成功的養蝦池也一同棄養 O 在國外如中南

美洲 , 大面積的中央注水道的設立 , 即具有蓄水池的功用 ,

其道理相同 , 為換水之精神與成功之依據 O

3 維持良好的蝦池水質與力求穩定。

此為管理技術中最為重要的因子 O 一般言之 , 不論國內
外 , 開始放養蝦苗後 , 由於底質清淨 , 蝦體仍小 , 投餌不多

, 故蝦池水質良好而穩定 , 水色維持也容易 O 在此情形下 ,

一般普通的蝦苗仍能存活 , 會死亡者大部份屬最差的第五等
級的不良蝦苗 O 然而隨著養殖夭數的增加 , 因底質中原來有
機物的溶出、殘餌的累積與分解、氣與糞便的排泄、浮游生

物增殖或死亡及細菌的大量繁生 , 會使水質成優養化 , 水中
有毒物質的濃度提高、溶氧減少、底質無氧而老化 ( 圖 38 )

, 病原菌大量繁生 O 此壓迫的結果將導致池蝦生長不良或緩

慢、池蝦得病甚或存活率減低 O 故如何維持水質良好 , 同時
預先得知水質將變 , 並予控制 , 實為相當重要且關係看養蝦
的成敗 O

水質之好壞 , 其差別極為明顯 , 有經驗的業者甚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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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都能加以分辨 , 故不再贅餃 O 倒是水質從好要變壞時 ,
或水質有些微變化時 , 最難查覺 , 也最難掌握 O 然而只要小

心注意觀察 , 並利用簡易的儀器加以測試 , 應能預先得知才
對。茲將預測之方法與要點隨水質之惡變前後之秩序 , 列出
如下 :

A 、惡變前 :
(1) 水中的有機物 (B.O.D. 或 T.O.C.) 含量緩慢增加 , 營
養鹽亦稍微增加 O

(2) 水中的某種浮游植物之數量開始增加或減少 , 即浮游
生物之組成剛要開始變化 , 但尚不非常明顯 ( 圖 39 )

O

(3) 蝦池水中動物性浮游生物的數量與植物性浮游生物數

量之比例約在 1 比 1 百萬左右或更低 O

(4) 水中溶氧與 pH 值正常且穩定 , 同時週日變化的差異
-較小O

(5) 水表無浮藻或池角無藻泡、底藻之堆積 O

(6) 打氣所生之泡沫小且極易破裂消失 ( 圖 40) 0

(7) 水色幾無變化。

B 、惡變中 :
(1) 水中有機物已急增 , 有毒物質亦出現 , 但營養鹽之增
加更為快速 O

(2) 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組成已有明顯的改變 , 致水色開始
變化 ( 圖 41) 0 細菌數亦開始增加 O

(3 )動物性浮游生物之數量 , 特別是原生動物或輪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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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園 42) , 其與植物性浮游生物之比例增至 3�

10 比 1 百萬左右 O

(4) 水中溶氧與 pH 值開始增高 'pH 常達 8.7 甚或 9.0 左右 ,

二者的週日變化的差異極為明顯 O

(5) 水表有已死或將死的浮藻 , 池角亦有污藻之堆積 O

(6) 打氣所生之泡沫較大 , 且消失之時間較長 ( 圖 43) 0

(7) 水色開始產生明顯的變化 , 透明度減少 O

(8) 在背風面或排水口 , 以玻璃杯或白色小碗取水 , 可見
白色之小形動物性浮游生物 , 且數目持續增加 O

(9) 池蝦的食慾或攝食量減少 5 �10% 左右 , 池邊可見極
為少數病蝦 O

00) 四角吊網已有輕微的污物附看 ( 圖 44) 0

C 、惡變後 :
(1) 其水質已惡化 , 氯、亞硝酸、二氧化碳及硫化氫等有
毒物質之濃度增加 O

(2) 植物性浮游生物的數量大增 , 具優勢種及歧異度變小
O 嚴重時 , 植物性浮游生物大量死亡 , 或被動物性浮
游生物所捕食殆盡 ( 圖 45) 0

(3) 動物性浮游生物之數量多且顯著的增加 , 其比例在最
嚴重時有增至 1 比 100 左右 O

(4) 水中溶氧與 pH 值急速下降 , 常使池蝦缺氧而於早晨
靠岸 O 二者的過日變化之差異亦明顯 O

(5) 水表有更多的死亡藻體 , 且池角或池邊有污黑之腐藻
( 園 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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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氣的氣泡最大且不易散失 , 池角有氣及硫化氫的氣
味 O

(7) 水色常一日數變 , 且透明度更少 , 但有時會呈澄清狀
( 園是7) 0

(8) 在水中即可觀察到為數甚多的小白點 , 若於無風的清
晨 , 則此小白點常飄浮到水表 , 致成絲狀或帶狀 O

(9) 池蝦攝食量急劇減少 , 病蝦出現。
(10) 申網及早繩之表面都有厚層的污物附著 O

U1) 池蝦之行為異常 , 且脫殼數目減少 O

(12) 蝦子體表及總部有甚多的污物 , 並已生病 ( 圖 48 及49

因此 , 在水質環境惡變前 , 即要預知並加以處理。這也
是一般所說的池塘管理的本意與精神 , 有技術有經驗的業者
理應如此 O 若等到水質已在惡變中的階段才發覺時 , 雖然晚
了一些 , 但只要處理得宜 , 仍能起死回生 O 最差者 , 池蝦已
泛池 , 仍不知處理或處理不當 , 或偏信仙丹 , 最為可惜 O

至於如何維持良好的水質 , 在一個極其多變且複雜的蝦
池生態體系中 , 頗不簡單 O 尤其在養殖後期 , 大量的投飼、
投藥與換水 , 更增加其困難性 O 其實這是一門相當精細費心

的管理技術與養蝦藝術 ' 需要以科學理論為基礎 , 輔以累積
的經驗 , 才能融合貫通 , 達運用自如的境界 O 茲將此法簡述
如下 :

(1) 排換藻水並注入新水 O 在水源充足並無污染的地區此

為最有效的方法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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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中央排管系統排除污泥及舊水 O 若能再輔以什成式

的抽泥機 ( 圖 50) , 抽排底部累積的污泥則更佳 O

(3) 增加水深並啟動更多的水車 , 以提供溶氧、分解有機
物、轉除有害物質及阻止上下溶氧之分層現象為目的

O

(4) 若藻類死亡 , 可從他池引進藻色水 O 同時添加植物性

浮游生物所需的微量元素 , 以促進藻類的持續生長 O

(5) 適當藥劑的使用 O 藥劑各具不同功效 , 業者應熟悉之
O 它能抑制浮游生物的過度增殖 , 或促進底泥有機物
之分解 , 或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質 , 或提高水中溶氧等

, 不一而足 , 若能對症下藥可善用之 ( 圖 51) 0

(6) 池水淨化或加以循環過濾 O 亦能減低有害物質之含量

O

(7) 使用品質良好的飼料 O 易溶解、崩潰且能溶失多量的

有機物而造成水質污染者 , 最好不宜使用 O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 良好水質之維持 , 固然非常重要 ,

但水質之穩定性即各因子濃度的變化範園宜小 , 在虛弱的蝦
苗、惡化的環境尤更重要 O 近年來養殖成功者 , 愈重視水質
之穩定性 O

4. 投飼的管理宣確實執行 :

最好使用高品質的飼料 , 不然自己亦可酌量添加營養物
質 ( 圖 52) , 且嚴格執行七分飽、少量多次及攝飼時間短的
餵飼方法。由近年來研究 , 我們發現此種餵飼方法的底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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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都屬不錯 , 且養蝦的成功率普通較高 O 在臺灣飼料公司

離養殖場一般都甚近 , 因此購買的飼料以在短期內能吃完為
準 ' 即使要暫時屯積 , 也要置於乾燥通風陰涼處 , 以保障飼
料之品質 O 在國外由於交通困難 , 只能購入一大批的飼料 ,
有些業者將之置於 lODe 的冷藏庫保存 , 避免黃趣毒素的污染
及油脂的氧化 , 實為相當正確的做法 O 另外在冬天時 , 蝦類
對人工飼料之嗜好性已減低 , 為了增強體力 , 有時餵與生鮮
飼料 , 其效果亦不錯 O 近年來 , 極少數的飼料的品質因品管
不好 , 導致畸形的蝦體常有所聞 ( 園 53) , 此時最好馬上更
換他種飼料 O 池蝦在水質環境不佳 , 遭受壓迫或開始生病時

, 常有厭食、降低食量之情形發生 , 這也是相當良好的水質
惡變的指標 , 此時除了馬上減少投飼量 , 甚或停止餵飼 , 更
應追查頓料之原因 , 立即改善 O 另外 , 池蝦會吃時 , 亦不應
馬上增料 , 尤其在炎熱之夏季 , 池蝦腸炎即由此而來 O

5. 加強颱風前後的管理 :

通常在颱風前數天到過後的一星期內 , 會發生池水惡化
、混濁泛池 , 且溶氧減少而導致大量死亡的事件 O 因此在颱

風來臨時之管理技術尤應注意 O 一般颱風都屬低氣壓、且又

陰雨 , 光合作用小 , 故務必讓水車全日運轉 , 才是正確的做
法 O 另外颱風後常帶來豪雨 , 雨水在上 , 海水在下的分層現
象亦可因開啟水車之關係而解決 O 發電機的準備 , 在此時更
是不可或缺 O 颱風期間之餵飼更要減少 O 一般言之 , 池蝦飢
餓數天 , 並不會死亡 , 但此舉卸對池蝦之存活具有明顯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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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O

6. 接種活菌 , 使用酵秦並利用蝦池的自淨能力。

在蝦池中 , 本來就生長著一些能分解消化有機物、殘餌
或去除有害物質的微生物 , 因此利用微生物來淨化蝦池之水

質與環境 , 即所謂自淨能力 , 在有機物污染輕微時 , 尤有功
效 O 然在大量投飼、殘餌累積及高密度養蝦的情況下 , 這些
物質的分解遠超過其蝦池本身之自淨能力 , 因此在老化蝦池
、或養殖末期 , 施用活菌與生物製劑亦有其效果 O 它本用於

有機廢水及養豬廢水的處理 , 但用於蝦池時 , 常因時機不對
, 致效果不彰而頗受懷疑 O 其實正確的用法 , 應特別注意水

中 pH 值、蝦池的鹽度及曾使用過的消毒藥劑
, 同時這些活

菌亦必先經 24 小時的活化培育後才能施用 O

7 蝦病的預防與治療

蝦病的發生通常是由虛弱的蝦體 , 在不良的環境下 , 引
發病原菌的大量增娃而引起的 O 因此若能先改善體質 , 給予
適當的環境 ? 並利用藥物抑制病原菌 , 則對蝦病的發生 , 應
有某種程度的降低功效 , 這也是預防重於治療的意義 O 數年

前養蝦大好時 , 藥物亂用、濫用 ? 致有人認為濫用藥物是近

年來草蝦難養的原因之一 , 並呼籲儘量減少藥物之使用 O 然

而 , 目前藥物少用甚或停用 , 但草蝦養姐仍無起色 O 此種二

極化的做法 , 並不恰當 O 今年的斑節蝦養殖仝省大量死亡 ,

而龍蝦在七月後也全軍覆沒 , 即因沒有用藥或沒對症下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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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O 其實 , 若能對症下藥 , 對池蝦與蝦池均有幫助 , 應屬可
行 , 但記住勿超量濫用 O

總而言之 , 草蝦養殖若能慎選優良蝦苗並提供良好且穩
定的蝦池環境 , 應不是問題。若再提昇養殖技術 ' 增建管在
設施 , 貝 11

;養殖起來 ,
更能得心順手 , 大功告成 O 我們有幸 ,

在臺灣沿海即有草蝦與斑節蝦等主種對環境變化耐力極高 ,
且成長快速的蝦類 , 也在國際間都曾分別創造最高的產量。
臺灣養殖漁民的勤勞工作 , 研究精神與技術水準都極受肯定
過 , 望能從失敗的經驗中 , 恢復信心 , 再為漁村帶來繁榮的
一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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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類養殖成敗之因素比較分析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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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 萬尾 / 甲

4'"'-'5 個月

多 , 後期尤多
尚可 , T .NH4 在 4.8'"'-'6.7ppm 以下

墨綠

輪蟲及多毛類為主 , 撓腳類次之
少疾病 , 養殖順利
尚可

可多次大量換水

80%

18'"'-'25 尾 / 斤
特別選擇

成功

19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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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星期
'"'-'4

個月

少 , 常常頓料 , 退料
好 , T. NH4 在 1.6pp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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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腳類為主 , 輪蟲次之
易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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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常換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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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苗品質 池塘管理情形 養 殖 結 果

良 好 成長快速,產量佳,幾無蝦病,養蘊過程順利
優良蝦苗 立立

曰 通 成長亦快,產量亦佳,蝦病少
差 劣 成長緩慢,產量低,蝦病多,存活率不高

良 好 成長普通,產量亦可,蝦病不多,養殖過程亦順利
主立通蝦# 立立 通 成長差,飼養期間拉長,產量低,蝦病多,亦會導致曰田 曰

死亡

差 劣 成長極緩慢或停頓,幾無產量,蝦病嚴重,必導致死

-c

早產虛弱蝦苗 立立 通 短期內必死無疑曰

表 5 蝦苗品質與池塘管理對養殖成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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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蝦苗飼料中抗生素之含量

分析項目
Itern(s)

結果
ResuJt(s)

正黃胺劑 (TLC 法 )
夫喃劑 (HPLC)

在四環素 (OTC BA)

氯四環素 (CTC BA)
Chlorarnphenicol(BA)

蜻胺劑 (TLC 法 )

夫喃劑 ( HPLC )

是四環素 (OTC BA)

氯四環素 (CTC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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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胺劑 (TLC 法 )

夫喃劑 (HPLC)

逾四環素 (OTC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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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Jorarnphenicol(BA)

積胺劑 ( TLC 法 )

夫喃劑 (HPLC)

是四環素 (OTC BA)

氯四環素 (CTC BA)
Chlorarnphenicol(BA)

N.D

FZ 二 3.2PPM

O.32PPM

O.O54PPM

O.97PPM

N.D

N.D

O.26PPM

O.O6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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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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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6PPM

1.O7PPM

N.D.

N.D.

N.D

N.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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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時密度

總收成量

生產量

收成平均體重

存活率

飼料轉換率

表 7 超高密度的養蝦生產量 ( 來自實驗A 與 B 的收成數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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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1 全盛時期 , 沿海地區的養蝦池

圖 2 本省南端的內陸靠海的養蝦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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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交互錯綜的養蝦抽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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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省養殖草蝦的歷年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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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 近年來持續養蝦成功的蝦池

圖 6 養殖成功收獲的大形萃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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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7 病毒感染的草蝦仍能養至 12 尾斤收成

圖 8 養殖失敗的草蝦池 , 漁民撿拾死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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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宜蘭養殖草垠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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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收成時 , 蝦體差異極大的「公孫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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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0



國 11 蝦體虛弱、肌肉沒有飽滿的草蝦

閻 12 池蝦囡使用藥物導致大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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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13 有少數的草蝦在正常放養密度下經 4 個多月
長成的大蝦

圖 14 排污用的中央排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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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5 儲水池打氣使水質穩定

圓 16 量產下的普通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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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17 不良的蝦苗再經此法更受壓迫

圖18 體形碩大的健康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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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9 多產老化的母蝦 , 宜淘汰之

圖20 母蝦購入後需先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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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1 向背部彎曲的畸形蝦苗

國 22 胸甲發育不全 , 已生病的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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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3 正統的明亮法培苗池

國 24 繁殖場的加熱管 , 只可加熱至 31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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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能生產較為優良的室外培苗池

圖 26 腹部折曲的蝦苗 , 將快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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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7 體形不對稱的不良蝦苗

圖28 蝦體已有紅斑的不良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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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與腸管直徑比小於 4 的不良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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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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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31 裝袋輸送後 , 蝦苗最好無死亡

圖32 Shigueno 式趕集約的養蝦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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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33 德州大學採用超高密集的養蝦設備國

國34 蝦池放養前之施用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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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5 蝦池放養前之整坪及客土

國 36 管理極佳之蝦池 , 於收成後底質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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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37 由位於上方的儲水池注水入養成池

圖 38 已老化的蝦池 , 蝦類如何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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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9 惡變前的蝦池 , 水質仍極良好

圓的 池水綠色 , 泡沫極小的良好蝦池
-65



水色已濃水質剛要惡變的蝦池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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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白濁色水中 , 呈小白點的浮游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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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43 泡沫已大且不逸散的不良蝦池

圖44 吊網已開始附有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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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45 惡變後的白 ;有色水 , 會引起池蝦死亡

國 46 池角漂浮累積的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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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47 惡變後引發大型絲藻繁生 , 致水澄清見底

園48 蝦體表面及純、附滿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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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49 總部受細菌感染已開始變紅的病蝦

圖 50 抽底部污泥的抽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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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51 施用藥物消毒

囝52 飼料添加學養物陰乾後再餵飼 , 可增強池蝦活力
11.4行i



圖 53 因飼料品質敗壞 , 致池瑕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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