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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養鰻史探討台灣養鰻池之發展緣由

義國在台灣之養鰻可追朔五日據時代已有有關位單位引進日本的技

街試圖在本省養症 , 但至光復為止均未能成功。由台灣光復至一九五二

年間 , 雖有禮聘當時日本鰻魚權威松井魁博士來台指導 , 但也未能突

破。至一九五七年郭河先生由日本進修返台從重新開始測試, 改善了誘

餌及飼養管理等方法 , 而終於找出適宜本省之日本鰻養通方法。經過多

年來的研究機關及民間的養症業者不斷的引進新的養症技術及加以改善

使其落地生根 , 而使我們的養鰻技街不但不落後於養鰻大國之日本 , 且

我國之產量更凌駕日本之上而成為「養鰻王國」。由養鰻史中可知我國

養鰻之模式幾乎均由日本之模式發展而成 , 故由日本養鰻池模式的發展
中即可瞭解本省之軟池及硬池之由來。

日本養鰻歷史悠久 , 始於一八七九 ~ 一八九九年間 , 在東京、靜

悶、愛知、三堂縣、等地開始 , 當時的池堤是用土築 , 池水是引用河川

水 , 因為冬季寒冷 , 鰻魚會潛伏於池底淤泥中冬眠 , 故池底也為泥沙

底 , J!p 本 J昌、所謂之「軟池」。但因成鰻之養挂池較大且時間較長 , 常因

池水受風之影響而形成浪街打池堤 , 而使池堤受損 , 因而有人開始使用

磚塊覆在土堤上以擋風浪。但磚塊易碎裂 , 且鰻魚易躲入裂縫手里 , 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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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用水泥板塊 ( 40- 50 X 70- 100 αn ) 覆蓋 , 甚至於用鋼筋混凝土做堤

一勞永逸。在鰻苗培育池中為了捕撈容易, 且池子也較小 , 故有較多的業

者使用磚塊砌成與池底垂直之池壁以減少土堤之斜面所佔掉的空間。此

外 , 為了提高鰻苗之存活率及成長速度 , 而改抽地下水 , 以流水的方式排

出池中之廢物 , 為了有利於池中廢物之排出而將池壁及 ?也成均用鋼筋混凝

土構成。該等養鰻池均設在室外 , 為了同以梭所發展出的室內養鰻做區別

而被稱為「露天養鰻」。此雖然已構成了本省所謂之「硬池 J ' 但上述之

原因還不足於促進本省硬池之發展。實事上一九七一年日本發展出所謂的

「溫室養鰻J ' 即在冬季採用了池水加溫設備
, 使鰻魚不再有冬日民主見象 ,

進而大幅度的縮短了養注期 , 且冬季也可引誘鰻魚覓食 , 而減少其死亡

率。該「溫室養鰻」之產量較「露天養鰻」高出二倍以上。為了保持池水

水溢 , 而水交換率愈大 ,
貝 lJ 熱的損耗也愈大 , 因此每天挨 7位率則控制在池

水量 10% 左右。為了有效的能將池中沈積的廢物排出
, 而池底均採用了水

泥底 , 因而發展至今可以很容易的將溫室蔬菜乳溫室養花場改為溫室養鰻

場 , 即將溫室內底泥挖掉 , 沿著挖出的四邊豎起鍍錚板作為池壁 , 再以

PE 膠布覆蓋於池中注入水從即可養鰻。溫室養鰻池均較小三 00- 五 O

Oni 。小池子之優點除了冬季易調整 7位溫外 , 在突發性病害時易於隔離 ;

投餌與收成之工作較易操作 ; 易於分養可減少美麗期個個體大小的差異

性。本省的硬池則採用了日本溫室養鰻中一些優點, 再配合本省的地理特

性發展而成。j采用日本的優點的最主要是單位面積生產量高。而本省因為

河川水量並不穩定 , 故使用河川水為養通用水貝 lJ 會造成很大的困援。一般

美鰻戶均選擇地下 7位堂宮之地區做為養鰻用 7位
, 當發覺日本溫室接鰻使用

大量挨水方式貝IJ 可有效的提高生產量 , 且無須考慮像日本溫室養鰻的保溫

問題 , 故而發展出本省之「硬池姜鰻 J '�r 池壁以磚塊式水泥漿砌成
,

f也

成貝 IJ 以碎石式基自己舖設。但近年來因超抽地下水 , 而造成地層下陷之社會

問題。政府目前也在提倡姜昆用水再循環利用 , 而緩和地層下陷之問題。

但事實上民間養鰻中已有發展出一種所謂「封閉式養鰻法」以解決缺水之

問題。

二、封閉式鰻法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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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式鰻是在一九八 O 年於高雄縣茄芝鄉地區開始而發展至湖內鄉

等地區 , 因為該區均少淡水之地下水 , 據幸者之調查常拍到之地下水靈

度在五 - - 0 ppt 左右
, 而以往的報告中也指出在重分較高的水中養鰻易

感染赤點病
, 故該區均不使用這種鹽度較高之 7位來做養益。其養溫水源

主要是利用前期養症收成時要排放的 7位經過淨化徒再使用 , 養娃期間延

到雨季則雨水為其補助水源
, 若無雨水貝 lJ 溉灌均 II 之 7位式其它養鰻池收成

時之排放水經淨化後均做為養更直用水。因為水源不足
, 且水質又不好 ,

故並不適合於鰻採之養麓
, 放養時均以 -00- 二 00 尾 / 公斤之鰻

苗 , 每公頃放桑 -0 萬尾左右
, 每年在春季三 ~ 四月間開始放善

, 十 ~

十一月左右開始作第一次收成 , 即將該飼育了六 ~ 七個月左右
, 體型已

達二 00- 三 00 克的鰻魚先收成
, 數量約為池中之半數。剩餘未達到

市場體型之個體 , 則再移入原放養池一半面積的池中繼續養痘三 ~ 四個

用從達二 00- 三 00 克者再出售
, 未達市場體型者還有一成左右 , 貝 IJ

再移入史小的池中或同其它池中之小個體合併一起繼續飼育至市場所須

之體型。若活存率在七~ 八成則每公頃年產量可達一五噸左右。

封閉式養鰻之用水則在三 ~ 四月間放鰻苗時用上季收成時之剩餘水

淨化從引入池中 , 7.位深約一公尺 , 至五 ~ 六月份雨季時 , 因為灌溉用水

也充裕 , 故引入灌溉渠之 7位
, 不但使養更直池注滿 7位

, 還會將淨化池也注

滿水 , 以做日役的補充水源 , 此時養症池水深為二公尺 , 有的池水水深

可達三公尺。前述之淨化池並無固定的池子
, 只要未放養魚的池子均可

做為淨化及儲水用。若池均放養魚
, 貝 IJ 夏季無雨水且蒸發量較大

, 須要

補充水源時 , 只有等待引入其它養瘟池在收成時排出之水。當自己養娃

場收成時無空池可儲水時
, 也是將收成池之池水用水柔分配注滿其它的

池子 , 例如有五個同樣大的池子 , 其中有一個池子要收成 , 其它池子可

以容納三O 公分水深之水量 ,
貝 'J
收成池之池水將有一﹒二公尺 7位深之 7位

量可分配到其它池子
, 剩餘的水則排掉。若還有未達市場體之個體須要

放養時 , 待整池退役即由其它池子將 7位 �I 田。若此時還有其它池子也可

收成則即可將要收成之池水引入
, 以滿足該池子的需求水量。因為收成

從養瘟數量即減少 , 相對的美遮面帶也可縮減 , 故正在養魚池子的水量

( 7.位深 ) 並不會縮減 , 只是空池量會隨時間增多而已。養姐期間當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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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色呈現不佳時 ,
養挂戶也會利用水奈與 7位色較佳池子對調以芳 IJ r 作水

」。有時也會將池底易堆積有機物的地方用沈水馬達抽取將其排出 , 再引
入 7位色佳的池水以穩定水質 , r 封閉式養鰻」並非像止 ( 靜 ) 水式養麓 ,

而其池水是動的 ; 但也非像流水式那樣有新鮮乾淨的水可以更換 , 其以雨
水、灌溉渠 7位及養更直梭的剩餘 7位經淨化從重復使用。

封閉式率已鰻演變發展至今主要之特色有下列幾點 :

(1) 使用的是傳統軟池 , 主要是築池成本較低 , 且池子設計的可以較

大 , 小的池子也有 O ﹒三公頃 , 大的可以超過一公頃。池子較大則

有利於水質穩定 , 但不牙 IJ 於收成時之捕獲。

(2) 使用傳統軟池 , 其成為泥底 , 對穩定水質有相當大的緩街作用 , flp

砂泥底可有效的吸附沈積的廢物 , 也可緩和廢物分解徒溶田水中之

速度 , 故可使 7位質變化速度緩慢 , 而有利於鰻魚之適應。
(3) 池水較深 , 以往養鰻水深均在一公尺左右 , 硬池流水式養鰻也有人

比照日本溫室養鰻為了池水能有效的交換 , 而將水深維持在六 0 公
分左右。當無水可交換時 , 相同的養益池面積下 , 7位體積較多 ( 即
7位深較深 ) 則有助於穩定水質 , 封閉式養鰻池不只是利用了此觀

念 , 更利用季節之配合 , 即在三 ~ 四月間放鰻苗 , 因為個體較小 ,

水量也較少 ( 約一公尺水深 ) , 還可以維持鰻魚成長。至五 ~ 六月

雨季時則增加其水量可緩街因為魚體成長而帶給單位水體之壓力。

(4) 淨化水質 ,
雖然前面提到雨季時可增加水量以緩和單位 7位體所受之

壓力 , 但此從可能無水可換 , 且池子也已達到滿水位 , 為了能維持

養鐘池水良好貝IJ 最好是有一個空池做為淨化水質用 , 即將部份養挂

池水引入淨化池 , 再加入地特松 ( Tricnlorpnone) 及四級胺類 (

BKC) 投茵除藻 , 一天筱使水能達透明狀最佳 , 再等教日待淨化 7共

產生徵綠色時 ,
即可將此淨化水再引田養挂池中 , 在引 7位時盡可能

不要攪動到淨化池池底 , 且千萬不可將淨化 ?也池底的 7位引入養姐

池。當淨化池水移出從應將該池底沈積的有機物排出 , 再進行日西

池、整地之工作 , 以備下次的淨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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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 料 種 類 餌 料 原 數 自 料 單 價 餌 料 成 本

浮性飼料 1.2 -1.6 32 �(QC�) 38.4-51.2

粉狀飼料 1.5 -2.5 30 45.0-75.0

下雜魚餌料 7.0-13 10 70.0-130.0

鰻魚生產技衛研究資料彙編 (→

三、封閉式養鰻法與浮性飼料

封閉式養鰻目前已逐漸改用浮性飼料者較使用傳統的粉狀飼料者為

多 , 據筆者詢訪得知其原因浮性飼料之餌料係數 ( 挨肉率 ) 一般為一 -

三 ~ 一八之間
, 而粉狀飼料則為一五 ~ 二 0 之間

, 由郭河先生處

所提供之資料如下 :

話 : (1) 本表均以鰻魚增重一公斤計算。

(2) 浮料及粉料應須另外添加維他命、魚油 5-7% ' 增重每公斤需 5元併

計。

雖然浮性飼料的單價較粉狀飼料略高
, 但因為浮性飼料換率較高

,

故每增加一公斤鰻魚的飼料成本還是浮性飼料較低。下雜魚的價格益不

穩定有時單價也會落到五元以下
, 以成本分析上來看在五元以下

, 貝 1J 使

用下雜魚較有牙 IJ 可圈 , 但下雜魚的品質益不穩定
, 而且保存不易 , 必須

妥有冷凍庫才可以保存。此由餌料係數上可知下雜魚至少要七公斤才能

換成一公斤的鰻魚重
, �r: 有近六公斤下雜魚留在池底式池水中

, 這些幾

乎是有機物的物質兮解時將會對水質造成莫大的影響
, 在養鰻池無水可

換的情況下則影響會史大
, 故封閉式養鰻業者似乎均無人用下雜魚做為

餌料。同樣的情形粉狀飼料之換肉率較浮性飼料低
, 主主非粉狀飼料營養

較差 , 主要是因為粉狀飼料在在水中的散失率較高。柏封的有人認為浮

性飼料的營養較粉狀飼差
, 因為加工的過程中浮性飼料會用到高壓高溫

的過程 , 在學理上會破壞營養的成分 , 尤其以往在硬池中使用浮性飼

料 , 鰻魚成長之效果均不住。但在郭河先生提供的資-料中是在小面積每

日換水量二倍的流水池中
, 浮性飼料的挨肉率可達一 -一六及一﹒二五

( 一九九 O 年測試 ) , 此以顯示目前浮性飼料已有改進。使用浮性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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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優點是可減省人力及時間 ,
因為不須要像粉狀飼在使用前還須要

加 7位攪拌成細總狀 ,
且搬運上也較省力。投餌面積較粉狀飼料大 , 可使鰻

魚均能攝取到食物 , 成長體型較能一致 , 一般投餌區均會用抄網在池水上

層至水表上幾十公分處 ,
兩端連接池壁圍成一個適當大小的投餌區 , 此可

避免因風的啟動而使浮性飼料散到整個池子 , 無法控制技餌量 ,
且因有 .吵

網圍住當有殘餌時也易於撈取 ,
可以減少水質污染。但浮性飼料也並不是

全無缺點 , 當想要在飼料中添加物質 ,
尤其在鰻魚生病須要在飼料中添加

藥物 ,
則浮性飼料就較粉狀飼科不方便 , 故在封閉式接鰻業者中還是有為

數不少的人使用粉狀飼料。

四、軟池養鰻池之水質管理

養更直池之 7位質測定項目中應以測定溶氧量為首要 , 因水中溶氧不足養

鎧生物首先先會窒息而死 ,
甚至於水中其他的生物均會受氧氣多寡之影

響 ,
因而延伸出產生之化學物質也有所不同。尤其封閉式養鰻池不像流水

式的池子有新鮮且充滿氧氣的水可交換 , 其溶氧的來源主要是靠池水藻類
之光合作用、 7位車式曝氣裝置之逕轉、風帶動水面的波動使大氣中的氧氣

溶入等三作用。鰻魚可以用封閉式的方法飼育 , 其主要原因也是因為鰻魚

對氧氣的耐性較強 , 鰻在溶氧飽和度 32% 時 ( 即 25'C ' 約 2.6 ppm ) 耗氧量

才會降低 , 鰻魚不太會動。溶氧飽和度 10% 時 ( 即 25'C ' 約 0.8 ppm) , 還

可以忍受半天以上的時間不死亡。一般藻類繁溫良好的池子 , 在中午十二

點五下午三點左右水中溶氧會達到最高點 , 而在黎明持溶氧會最低 , 故監

測日出前之溶氧量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一般投餌偎食的工作也均在天亮

後不久 , 據筆者的調查投餌時溶氧飽和度在 20% ( 即 25'C ' 約 1.6ppm ) 而

無其他水質影響 , 鰻魚則可以正常攝食。

封閉式養鰻池中之溶氧主要由於藻類的光合成作用而產生 , 約佔八成

左右 , 而養鰻池中氧氣消耗之比例如下表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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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 14.7%

藻類 47.8%

底泥 35.9%

散失至空氣 1.6%

由此可知藻類是池中氧氣最主要之生產者 , 也是最大的消費者。若

藻類繁挂良好 , 雖然白天可以大量的生產氧氣 , 但相對的夜間也會大量

消耗氧氣 , 對鰻魚造成壓迫 , 則對養症鰻魚並沒有利。一般池水的透明

度維持在二 0 公分前後即可。若藻類繁鐘密度太高 , 一般均以換水的方

式可降低藻類濃度 , 兩封閉式養鰻目無水可換 , 通常均以殺藻劑來降低

藻類濃度。殺藻劑最好使用四級胺類 ( BKC ) 因為不會殘留 , 切勿使用

硫酸銅、有機銅、孔雀綠、甲基蓋等含重金屬的殺藻劑 , 以免重金屬累

積在水或成泥中 , 以後甚至於會累積在鰻魚體內。

藻類雖然是養鰻池中主要的生產者 , 但在封閉式養鰻池因為藻類濃

度較高 , 且池水較深 , 而導致光緣無法達到底層 , 如果池水不動 , 底層

易產生缺氧的情形 , 故封閉式養鰻池必須配有水車 , 通當一公頃配置五

~ 七台。日間也須起動水車 , 一方面帶動水流使上、下 7位層中氧氣能夠

均勾 , 另一方面也可將水中通飽和狀況下的氧氣使其散失至空氣中。夜

間起動水車 , 可使空氣中的氧氣溶入水中 , 以免水中缺氧。 7位車 tZp 然可

以帶動水流 , 貝 lJ 可以利用該水流聚集有機物 , 以便排出 , 故 7位車在池中

放置的位置須要考慮 , 一般會以池水流動能成一個圓形的方式做水車的

按放 , 如此可以使有機物沈集在此圓形水流的中央底層 , 再以用沈水馬

達將聚集的有機物排出 , 以利保持水質。

在養鰻測定 pH 佳 , 可視養鐘池水之綜合反應 , pH 值之測定有兩種方

式 , 一種是直接在現場將感應採針放入池水中測定 , 另一種是將池水放

入容器中充分曝氣後再測定 ( 即非直接測定 ) 。前者可直接反應出當時

水中的阱 , 而從者貝 IJ 反應出水中真正酸鹼度。在藻水較濃的封閉式養鰻

池 , 國光合作用的原因 , 白天直接測定 pH 會升高 , 而夜間 pH 又會降低。

白天有時 pH 會升到一 0 左右 , 到不必擔心 , 此表示藻類繁溫良好 , 只要

起動水車 , 就可緩和 pH 之上升 , 甚至於 pH 還會下降。夜間因為呼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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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會下降 , 一般會在 pH 六﹒八左右 , 但因為池水、 j氣質不同 , 而無法一

概而論。但每天日夜間均在固定的時候直接現場測定則有助於水質的判

斷 , �p 比較每日夜間固定時候的 pH 佳 ,
貝 IJ 應該在正負 O ﹒二 -0 ﹒三的

變化範圈。若某日 pH 值下降幅度較大 , 式連續數目來 pH 值一直呈下降狀

況 , 此表示將會有「倒藻」的情形產生 , 應該要提早處理 , 以先水質忌
化。

AVId--

‘
‘

非直接測定池水之祠 , 主要是利用曝氣使 7位中之二氧化碳等氣體與

空氣達成平衡後再測定 , 故如此測得之 pH 值可代表池水之兵正 pH 值。一

般美通池水飼育較久又未能挨 7位的情況 , 因有機物的累積 , 池水就逐漸趨

向酸性 , 用直接測定法又因藻類的濃度較高會受藻類的影響不易看出 , 而

會判斷錯誤。若池水有偏向西史性可用消石灰 ( Ca(OHh ) 成破敗鈣等藥物去

改善。用該等藥物時必須先要知道池水本身是硬水還是軟水 , 若為軟 7位貝 IJ

易形成磷酸鈣等物質沈濃 , 而 7位中缺少了磷酸根離子則很容易產生「倒藻

」的現象 , 故使用時需要小心。
7位溫的高低變化不只是對養鰻 , 對其它的養互宜生物均會有影響 , 除了

溫室養鰻可以用人為的方式來控制溫度外 , 一般露天的養鰻則隨氣混而

變 , 本省屬於亞熱帶區 , 尤其在南部地區鰻魚在冬季一樣可以成長 , 除非

有寒流來臨鰻魚才會停止攝食。鰻魚除了會受到過高溫 ( 34 'C 以上 ) 或過

低溫 ( 10'C 以下 ) 之影響而不攝食外 , 還會受到日在溫差變化大小的影

響 , 一般春夏、秋冬季節交替時 , 日夜間的溫差變化幅度較大 , 大的時候

可以達到 7 - 8'C ' 故水溫也受其影響有較大的變化 , 因而鰻魚也會有食慾

不振的現象。在封閉式養鰻池因水深較深 , 在理論上一樣大的池子水深較

深者則有利於穩定水溫 , 而大的池子也較小的池子有利於穩定水溫。此

外 , 封閉式養鰻池子水色較 j晨 , 即藻類較濃的池子也有利於水溫之穩定。

據筆者之調查 7位色好的封閉式養鰻池一天內的水溫變化均會小於 2'C 。若

想知到池水水溫一天內之變化 , 可以利用「高低自記溫度計」荳於池水

程 , 每日在投餌前可以觀察一下 , 若水溫差大於 4'C 時貝 IJ 要考慮技餌量是

否應該減少。水溫差變化大不只是會直接影響鰻魚 , 也會產生間接的影

響 ,
此因為池水中的藻類也會受到溫差過大的影響 , 而藻類成長的好壞貝 11

又會影響到鰻魚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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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提到的溶氧量、 pH 、水溫是養更直池水質項目中最基本的因

素 , 也最易於影響養鰻成功的要件 , 應該要有效的掌控。其它的水質項

目還有很多 , 但測驗所得的佳 , 均只能知其束 , 而不一定能知其因。此

測驗的佳對鰻魚的影響則可以說是從知從覺
, 而不見得能先做預防。但

反過來看 , 我們為何要測定水質 ? 答案相信是因為怕水質惡化。而 7位質

為何惡化呢 ? 那是因為有機物的累積而來。該有機物由何處而來 ? 答案

已在前面章節所談的飼料中有提到 , 即使是浮性飼料在最好的餌料係數

也只是一 -二 �換句話來說, 所用的飼料中約有 20% 未被鰻魚利用
, 而留

在池水或池底中。以每公頃放養十萬尾 , 若每尾重 -00 公丸 , 以體

重 2% 為每日的投餌量 , 而未被鰻魚利用的量以 20% 來計算 ,
貝 lj 每日會有

四 O 公斤的飼料未被利用 , 而留在池水式成泥中。故日積月累貝 Ij 那有水

質不會惡化。以日本混室接鰻的成果來說 , 投餌後兩個小時間換掉池水

兩倍的水量 , 可降低污濁負荷量之衍 , 一般若以流水式的方式每日連續

的換掉六~ 七倍的水量才有可能將污濁負荷量降低至 5% 以下。故技餌時

如何不使其產生殘餌是很重要的事情 , 除了選用不易產生殘餌之飼料

外 , 投餌時也應該先評估鰻魚攝食的狀況 , 以兔技餌過量。即使是嚴格

的控制殘餌 , 但成們無法控制鰻魚的排遣及排泄 , 這些有鰻魚排出的物

質誰會被細菌分解成為無機物 , 而再被藻類吸收利用 , 但封閉式養鰻池

茵缺水可交換 , 藻類過濃時貝 lj 需要使用殺藻劑來抑制藻類成長 , 而殺死

的藻類則會沈集在成表 , 自然死亡的藻類也會集在底哀 , 而其它浮游動

物等死亡也都會沈集在底表 , 故前面已經提到可利用水車排列能使沈集

物聚集 , 而效排出 , 貝 Ij 有利於保持水質良好。 -

封閉式養鰻並不是在強調完全不換 7位
, 而是期望養娃鰻魚在達成收

成前可在同一個水體內飼宵。污濁負荷量貝 1j 與 7位體成正比 , 故一樣大小

的池子水較深則較有利。污濁負荷量與給餌量也成正比 , 而給餌同又同

放養尾數成正 , 故放養密度低貝 IJ 較有利於維持池水長久。

五、軟池養鰻其它之管理

養症之管理其目的不外乎希望能降低成本 , 以使手 IJ 於市場之競爭 ,

. 51 .



鰻苗單價(π) 育 成 s‡�(�%�) 損 金(萬元)

10 80 SA�3�0�7

70 SA�1�5�9

65 + 87

11 80 + 215

70 + 70

65 一4

12 80 + 124

70 - 21

65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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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軟池養鰻的成本結構則鰻苦為 40% ' 飼料 25% ' 水電費 7% ' 其它 ( 含
工資、藥品、租池、折舊、修繕、利息、雜項等 ) 28% ' 雖然每一養痘戶

並不相同 , 但大致均可知鰻當所佔的比例很大。由屏東縣、某軟池養鰻戶分

析如下表所示 :

鰻苦為每公斤 100 尾

販售時鰻魚為每公斤 4 尾 , 單價以 220 元計

由上表可知鰻魚的存活率會影響其受益非常大 , 尤其在鰻苗價格高漲

時。若存活率過成則不但無法賺到錢還會賠錢。今年鰻苗高漲到六 0 元之

旱債 , 則存活率就更會影響其成本。
雖然從成本分析上來看封閉式養鰻法對挨水式的軟池養鰻在飼料及水

電上也省不了多少 ( 因所佔百分比不高 ) , 但能街則宿 , 故筆者還是大 ;

推薦「封閉式養鰻法 J ' 此因為目前在本省已有八 00 餘公項的面積在使

用該方式養鰻 , 而並非只是學術理論而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 目前的淡

水養鰻 ' 不能被國人所接受是因為大量抽取地下水
, 而造成地層下陷之元

凶之一 , 而封閉式養鰻並未使用地下水來養鰻 , 故為了使本店的養鰻能永

續發展 , 封閉式養 J鰻法是一條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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