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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部淡水養殖璟境及養殖魚類泥土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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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北部混水魚類養殖型態困地形、地物、氣候等影響而迴異於中南部者
, 北部多屬丘駿地 , 新

村、跳園地區有許多蓄水供灌溉用之埠。1\ ' 其面積可達 20 公頃。養殖業者利用此類埠。 1\ 來養殖淡水魚

, 養殖 1] 式初期採粗放之撫牧綜合經營
, 隨著養殖技術之精進與發達 , 養殖密度逐漸增加 , 除7 於埠

:!;)II 周圍圈養家禽、家畜 , 以其排泄物做為養殖池有機肥料外 , 並投餵飼料彌補天然餌料之不是。因此
, 養殖池水逐漸富營養化 , 營養化之埠拉 II 池水中含有豐富有機養分

, 不但使農田稻米大幅增產且使池
水藻類和菌頓大量繁衍。養殖魚類具有不能為消費者接受之泥土味已經證實是由某些藻類和菌類引起

川 7 汁 ,10,18,"19,20,21) 。本省新竹、說園地區之大型埠圳水產養殖經營型態是採半集約之農濕

牧綜合經營方式 , 池水極富營養化 , 含有大量藻類和菌類 , 池魚常其有泥土味。本文探討埠 �II 半集約

農漁坡經營養殖環境之整年變化
, 及其與養殖魚類泥土味關係 ' 並配合其藻類和菌類分析

, 作為養殖

魚類泥土味防止與去除之基礎
, 來訪除養殖魚類泥土味之發生 , 以提高養殖魚類之經濟效益 , 提高國

民所得。

前



經營 畜牧種類|
他 名 面積 �7�]�(cí�{ 放養魚種 生產暈 |投飼悄形 的 �i:

(ha) 型態 (數量〉

議牧綜!吳郭魚、、鯉魚A號養殖祂 1.2 地下水 5000 kg/1ha 鴨 鴨之內臟為主 兼營鴨之屠宰
合經營 、草魚 (5000) (每日宰鴨 其內臟之廢棄

300隻〉及鴨物全排入池中
飼料殘餌 ,動物性浮游

生物較多。

B號養殖祂 7.8 tJlj 7]( 海牧綜l吳郭魚、鯉魚 10000 kg/1ha 諸 投予且餅、旦.猜糞尿全排入
合經營|、草魚、鰱魚 (150) 粉、米糖、要,"也中。

片及配合飼料l

C號養殖池 10.0 N‹�I�j 7]( 8000 kg/1ha 豬 投手蚓、旦|諸糞叫入漁牧綜。吳郭魚、鯉魚
合經營、草魚、鰱魚 (120) 粉、米糖、藝|池中。

片|、能魚

D號聲陪他 5.0 illj 7]( 混養 吳郭魚、鯉魚開放為釣魚他4有毛 的垂前開�I�@�s^%且飼投而偶
、草魚、鰱魚 、米椒、藝片|另臨水色投予
、鱷魚 |等輯、難贅補充

|營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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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芳法

於新竹、桃園地區還敢 3-5 處發生異味頻率較高之埠拉 ili 也塘 , 按月前往調查他魚異味出現情形
, 和用間捕或網捕標本魚 , 於現場採肉置於保潔膜內有以微技爐熟化後 , 以昧覺感官測試他魚之泥土
眛及其異味之程度 , 並測定池水之水質如水溫、水色、透明度、 DO 、 pH 、融、氮、總麟、藻類族群特

性等 , 以瞭解他魚泥土陳吾健池塘水質 , 藻類相 , 放射狀菌相之闕係。另 1.J ﹒面收集地中之藻類 , 分離可
能進成異味之藻類 , 並于純化 , 繼而大軍培養 , 以檢定引起泥土味之藻類 , 並進而探討預防與消除此
種引起泥土味藻類的對策與方法。

不間魚種對引起異味物質之蓄積情形 : 於魚體具異味之養成他中網捕池中各種不同魚類 , 分別扭1

肉置於微技爐熟化後 , 以感官測試分拼同一頭墳池塘內不同魚種體內含異味之差異。
養殖池底往往有厚厚之還原層底泥 , 其中含有豐宮之有機質 , 不僅消耗池中溶氧且挖出大量有機

養分 , 使他水持續之營養化 , 利用抽污泥機抽除他底污泥 , 以改善埠拉 II 池水之水質便於管理。

結果與討論

桃園、新竹地區揖ilil 池塘根攘已右調查資料
(1) 酌選三個池魚發生泥土味頻率較高之池塘及一個

祂魚未曾發生泥土味者比較試驗研究 ( 表一〉。四個池塘依其經營方式及魚產量分為三種期型。 A 地

為半粗放型 , 魚池放聲量不多 , 在養殖期間很少投餌 , 祂魚主要攝食屠宰鴨之內臟廢棄物及鴨飼料殘
餌 , 並以抽地下水水源 , 注排水可調整。 B 、 C 他為半集約型 , 魚 ?也放菱量較高 , 且 :養殖期間每日固

定投餌料
"

, 池邊諸舍排泄之諸贅尿亦全部排入池中 , 7](i 腎、以石門水庫之事 II 水為主 , 並設有水車.以補充
祂中溶氧之不足。 D 地為粗放型(注篇對照組 , i也舟、放聲密度不高 , 養殖期間亦很少投餌 , 池邊亦未養
豬或鴨 , 僅在抽水較貧瘖時以雞糞或化學肥料補克營養品 ( , 7.比諒仍以水庫之 il1I7]( 為主。

四個池塘按月調查他魚泥土味出現情形 , 在一年當中其發生泥土味之次數 ,A 、 B 、 C 、 D 四池

分別為 O 、 5 、 5 、 O 。土耳 ilil 他魚具有泥土味時 , 校研池水中藻類 ' 的 70� 屆脾自 lit 也水中可松靚出引起

表 一 : 本省北部地區養殖魚類混土味調查魚、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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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魚種其食性亦有所不同 , 而引起魚體產生泥土味乃困地中之部分藻類及放射狀菌之代謝物
質所引起 lI, 抖 , 所以柄

,

葉鰱對泥土味之蓄積最多乃因其為體食性者
, 大量濾食泊中藻類研獸 , 而吳

郭魚典與鯉魚則屬雜食性又常在底部覓食
, 而造成其泥土味蓄積程度僅次於竹葉鰱 ' 竹菜館 Q). 搶食藻

類為主 , 但吳郭魚除7 擴食藻類外又常於底部覓食 , 鯉魚則大部分於底部覓食 , 這些特性都與引起泥
土味之藻類與放射狀菌右密切關係 ' 所以其對泥土味之蓄積程度最嚴重。但往往會有所改變

, 亦即會
隨著季節 , 池塘之貧瘖肥法或水質之夏否而有昕不同 e 至於肉食性鱷魚因其食性與池中藻類或他底放

射狀菌沒有關係 ' 所以在同一池中不同種魚類
, 其對泥土味之蓄積是最輕的。竹葉鰱對泥土味蓄積最

顯著 , 但吳郭魚在淡水池中比竹葉鰱更普遍 , 且其對泥土味之蓄積亦很顯著 , 就實用上 , 吳郭魚是很
好的泥土味指標魚種。

養殖池魚泥土味之肪除 , 克﹒法宿許多種 , 觀環境來決定。最根本解決之道是清除他底河促和作好
池塘管理 , 池底還原層 ?1j 泥之清除可用抽污泥機抽除移走。 B 號養殖他於 1985 年 11 月份以大型抽污泥

機抽除池底污泥 , 由圖二養殖抽水質及他魚泥土味再度於 2 月份和 5 月份發生 , 顯然此扶抽除池底污
泥未能發揮作用達到防止池魚發生泥土味目的 , 還是由於 B 號養殖祂太大 , 養殖業者未能一次徹底抽
除污泥 , 只抽除一半 , 以致沒有達到預期之防除效果。可見大地還原層太厚 , 分扶清除泥土味之效果
亦顯著。

本省北部跳園、新竹地區之淡水魚養殖 , 大都是石門水庫為調節供應下游稻田之灌溉用水而設之
大型油埠 , 但為了充分利用這些大型埠訓 , 乃由養殖業者來經營 , 因其主要作用為調節供應稻田之灌
溉用水 , 所以面積都非常廣大 , 大約在十公頃左右 , 撫民承租下來接除7 作談水魚養殖外 , 為7 充分

別用此一大型油埠 , 乃在地邊建造畜舍 , 而以廣大之祂搏做為豬糞尿之排泄池 , 如且不但解決7 大量
豬糞尿之拚故問題 , 更可進一步利用廢棄之措糞尿兼做為池塘之有機肥料 , 間接肥育7 池中之魚類。
在昔日 , 泊中放養魚類之密度本高 , 所以在不投餌狀態下 , 魚、鎮經過二、三年之成長後 , 即可捕獲出
售 , 此種粗放養殖型態 , 泊中之生態維持在自然平衡下 , 養成之魚類健康 , 魚、貨品質高 , 可推美於天
然水庫中之鮮魚。 f旦近年來由於養殖技術亦斷研究開發 , 以及梅民為獲取更大利潤 , 乃漸漸地趨向於
高密度之集約養殖 , 不斷地提高魚類放聲量 , 相對地亦增加7 飼料之投飼量 , 再加土地邊豬糞尿之無
限制擠入 , 如此長久下來使池塘慢懂地過度富營養化 , 此種情形若在水諒克足情形下 , 可藉著克分缺
水 , 以控制適當水質 , 但北部地區之地埠養殖情況較特殊 , 當其附近之稻田需水時 , 貝 Jj 應無條件供水

, 若再加上枯水期無水源捕克時 , 一些養殖問題則陸續發生 , 養殖魚類產生泥土味 �p 是一明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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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繼續在本省北部被園、新竹地區按月至四個半集約漁牧綜合經營養殖池, 檢觀池塘水質 , 藻
、菌類和池魚之泥土味 ; 他魚泥土味之發生興地水中總氮、總輯、氮興磷比、自認鹼度等沒有正或負閥

係。

池塘祂魚會發生泥土味者 , 平均一年有五個月帶有泥土味 , 以 11 月和 5 月最顯著。

又池塘他魚具有泥土味時檢臨其池水 , 約 709 屆埠切 |池中可檢觀出引起魚類泥土味之藻類 '80% 池

塘與引起池魚、泥土味之放射狀菌有闕 '2M 屆池塘未能檢出具任何藻類或放射狀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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