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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周U

鰻魚在亞洲地區以人工大規模養症者為日本鰻 (Anguilla

主巨型立 ) 。台灣養鰻事業三十多年來由於在疾病防治、飼料開發及飼養

管理技街之改進上具有良好之成果
, 加上有關單位不斷的輔導 , 使鰻魚

年外銷量高達六萬公噸左右 , 得以排名世界之首。惟此輝煌之業績背後

還存在著亟待大家共同克服之難題。

台灣每年鰻總產量難以掌挂且進口不易
, 不論豐歉均無法滿足養互皇

之需求 ; 就以目前之養遮面積而言 , 年約需二億五千萬尾之鰻緣 , 而實

際上在沿岸可捕到之鰻總有限又因大量外流而嚴重影響美鰻業之穩定營

運。另外 , 台灣地區水產 ( 養鐘 ) 品的 % 以上外銷者目前只有鰻魚一

項 , 面對其它地區之強力競爭 , 除需加強飼養管理 , 以提高育成率及生

產量外 , 尚需注意品質之提昇及降低養症生產成本
, 唯有如此才能將辛

辛苦苦飼養之成鰻順利外銷。

因此希望大家一方面加強改進飼養管理方法
, 另一方面利用機會共

同交換飼養心得 , 使我們的養鰻技術再向前邁進 , 以期年年不斷地提供

品質優良之鰻魚外銷 , 確保市場之佔有率且為我國之社會繁榮畫一份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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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飼養管理

(→清除鰻池成泥與消毒

鰻池在清池並抽除成泥後 , 注 7位二 0- 三 0 公分 , 按池面積每三 00
坪投放二 0 公斤之比卒 , 將漂白粉均勾撒佈於池中 , 並以水車至1 抽水機
充分攪拌 , 浸二 ~ 三日從始排乾池水。然筱撒佈石灰並充份曝曬 ( 石灰

之投放量依池底質之酸鹼值增滅之 , 一般每坪約投 O ﹒三 -0 ﹒五公

斤 ) , 直至放養前一星期才注水 , 倘若池底會滲透 , 導致池水銳減時 ,

則應先進三 ~ 六公分深之池水 , 並使用耕耘機充份攪拌俟泥漿況淚從才
注7位 , 如此當有助於防漏。經測定池水及成質之酸鹼值在六 ~ 九之範圍

內式作生物試驗後才放接為妥。使用漂白粉消毒前若未抽除底泥 , 則漂

白粉會被底泥吸收 , 若於底泥中之氣未消失前就放養鰻祿 , 則不斷溶出

之氯氣會引起大量死亡。因此須注意於清除成泥筱才投放漂白粉 , 如有

需妥亦可以每平方公尺撒佈約一 0 公元海波 ( 成代硫酸納 ) 之方式中和

氯氣 , 如能測定殘留氯認為安全後才放養更佳。同時池底由於年年不斷
抽除底泥使池底加深 , 往往會影響排水 , 因此在池底曝曬從可填粗砂並

注入三 ~ 五公分深池水浸泡一星期 , 經挨 7位從才放養。

仁) 鰻線之處理

台灣採捕鰻綠概在十二月至笠年二月間 , 由於鰻總在接近沿岸而逐漸

適應淡水從開始溯河 , 此期間體重會減輕 , 尤其在海水靈分濃度較高之
海域所捕獲之鰻線最好慢慢加注淡水馴化以調整其滲透壓。蓋鰻魚受到

緊迫之機會多半在放養、選另IJ 、分養及捕售之時 , 即人與鰻直接接觸所

引起 , 因此放姜鰻總應注意防止水溫及監皮之激烈、變化 , 使鰻綠袋中 7位

之溫度儘量與池水溫接近 , 至於調節 :參透壓 , 最好事先在蓄養池中放

0.7% 之粗重 , 經三 ~ 五日筱慢慢注入淡水除去星星分 , 倘若一下子換成

淡水則鰻綠易發生緊迫現象。蓋鹽水浴具有調節鰻綠滲透壓之機能, 倘

若將在高鹽度捕獲之 J鰻總直接放入淡水 , 貝 IJ 無法調節滲透壓之個體會因

衰弱而斃死。一般地 , 鰻綠體表呈白濁時即為滲透壓調節欠佳 , 導至鰻

緣無法適應所致 , 斯時以 0.5-0.7% 之鹽水浴最為有效。購放鰻採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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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業者可按每生產一公噸成鰻放養一萬尾鰻總之比例 , 一次購足所需

數量 , 經馴化處理與藥浴從放養於 J鰻綠池。惟藥浴時鰻綠先用清水沖

淨後才投菜 , 大部份藥浴以廿四小時為準 ( 低濃度 ) , 擦傷較嚴重者

以二 ~ 三日為宜 , 如在藥浴期間池水混濁時須換水一次 , 以防 J鰻綠茵

缺氧而斃死。

運搬鰻綠時先將其浸入 4-5'C 之冰水中 , 迅速取出裝入塑膠袋並注

入氧氣 , 惟不可急速灌氣應慢慢注入氧氣 , 以防發生氣泡病導致斃

死。袋之內外所放之iJj(. 塊均須使用小型塑膠袋裝妥 , 至於灌氣役之塑

膠袋須用橡皮啥事拉緊, 嚴以相封 , 並確認不會漏氣後才運輸為妥。鰻

綠遙遠目的地時 , 應注意池水與袋中水之溫差 , 二者經調整互接近時

才將其放姜於池中。此, 外 , 鰻線最易逃逸故注、排水門等設施應嚴

密 , 在放養數日內 , 於夜間注意巡視溝外 , 以防鰻綠逃逸而遭受無謂
之損失。

(三1 鰻緣身 I] 養與分養

J鰻綠池之面積依放養量而兵 , 每池以五 0--00 坪者較多 , 倘若

面積通大貝IJ 鰻緣不易集中影響勵 IJ 餌 , 會導致養成率欠佳 , 規模較大之
養鰻場應設二~ 三個鰻綠池較為理想。

為提高鰻線之活成率 , 過去在冬季低水溫期以不斷注入地下 7人之方

式來提高池水溫 , 如此雖有助於提高活成率及縮短養症期間 , 然而長

期使用地下水 , 會產生水質不穩定、電費之東進計算及地下水之過度

抽用導致地層下陷等問題 , 業者實不宜繼續採用。最好在鰻綠池上端

覆蓋透明之塑膠布 , 利用光熱可提高池水溫 , 一般在白天為 30 'C 而晚

上則 20'C ' 並的量注入地下 7位調整透明度就可以獲得預期之效果。不

過靠海邊之養鰻池 , 由於冬季之季節風強勁 , 須降低覆蓋架之高度以

防被強風所吹毀。惟溫差會使池中產生水蒸氣 , 夜間池外氣溫下降時

水份會凝結於塑膠布之內側, 故在上午須震落水漓 , 以利透光。

業者購田之鰻總經藥浴後才放養 , 投餌場設在池角較淺之處。一般

在當天晚上不開燈誘集 , 待其恢復體力迫游池回周時 , 於隔天傍晚以

六O 瓦之電燈誘集 , 斯時鰻綠會迫游於水面。使用絲主丘蚓勵I] 餌時 , 首
先把絞碎之絲蚯蚓汁 J澆在 ;也四周 , 然從把絲蚯蚓放在投餌籃內 , 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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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餌料籠四周時 , 始將籠呈於池底 , 符其習慣攝餌徒逐漸提高至水

面為止。如用下什魚
, 貝 IJ 先洗淨去骨從絞成魚漿並反復絞碎數次 , 使魚

漿增加黏性 , 以防溶失 , 此外亦可用蚵肉且也南方亟蝦耳)11 餌。至於耳)11 餌時間

不妨長些 , 籍以促進攝食均勾 , 避免鰻練成長度參差不齊。對於鰻總之

耳)11 餌 , 依過去之飼養習慣認為需仝池遮暗才能使鰻魚有安全惑
, 惟依據

試驗得知 , 將投餌場遮暗成全池遮暗實施馴餌比較
, 結果兩者之高 )IJ 餌率

均達 100% ' 依此推測光完之環境不會形成鰻魚之緊迫感
, 且有利於觀

察鰻魚之活動狀態 , 實施迪金之管理。鰻練馬)11 餌多半使用絲蚯蚓 ' 在放

養初期不至於因發生疾病而斃死
, 但須注意以絲拉封 l 馬)IJ 餌約一星期徒 ,

易發生愛德華氏病及感染指環熹、車輪熹等影響其成長典活成卒 , 因此

絲蚯蚓須先經充分之蓄養
, 促其排除體表及腸內污穢物並視需要實施藥

浴筱才投放 , 如此鰻緣比較不會發生疾病。同時 , 購買絲蚯蚓時應注意

呈鮮紅色者為佳
, 而暗紅色者最差 , 以不購用為宜。

馬 )I] 餌中對於餌料之轉換應緩慢進行 , 如在海 ,] 餌五 ~ 七日復出現瘦弱之

鰻總依靠在排水口及池壁 , 則應重新思 11 餌 , 才能提高活成率。歉收期之

鰻祿 , 不但價格高且多半為經過長時間收集所累積者
, 往往在放養時已

形成蚓、參差不齊之現象 , 依據經驗應重新實施耳悄三次 , 亦即每次分
養徒再實施品 II 餌

, 如此當有助於提高育成率。

鰻練成長至每公斤一千尾之體型且在未達飽和之前
, 庭、實施分養 , 藉

以促進成長與提高活成率。在分養前一天應減少投餌量式停餌
, 如此易

使鰻總集中於投餌場。在分養時先用餌料誘集鰻苗予以捕撈分晨
, 最好

在二天內完成分養作業 , 切勿夭夭撈捕以免影響鰻苦之攝食 , 首次捕獲

之鰻苗體型較大且均勾
, 可直接移放於養成池 , 其次捕獲者須經選別按

大小分養 , 剩餘部份留待下次長成時再實施分養
, 分養次數宜多 , 藉使

鰻苗平均成長 , 對整個生產有利。

鰻苗分養作業應注意之事項 :

1. 鰻苗群密集時之攝食情況較單獨離群者良好
, 形成體社者成長迅速而瘦

弱者則遲緩不良之現象。因此往往會在排水口及池壁發現瘦弱之鰻苗
,

斯時應及早實施分養 , 剩餘部份重新高 )11 餌才能促進平均成長 , 且有助是4

提高育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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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鰻苗若放養過密貝 IJ 體型參差不齊且體色不一 , 應及時分養才不至於影

響成長典活成率。

3. 鰻具有皮膚呼吸之特徵 , 在實施分養作業中如 7位溫與氣 :旦有差距時 ,

須使用水約儘速將鰻帶水一起移動以防鰻體受傷 , 尤其寒流侵襲期間

應避免實施分養作業 , 因低水溫期鰻苗受到損傷時易受徽茵侵害且不
易復原。

4. 在分養、選別作業中 , 用網將大量之鰻苗集中一端時 , 應儘速移至注

水口以防鰻當缺氧 , 同時不可用力把網提高 , 如此會使鰻體受到傷

害。此外應防止鰻苦之體表黏液流入技餌場, 否則會影響下﹒次之誘集

.作業 , 最好在投餌台上放豈容器 , 藉以收集黏液為宜。
5. 鰻苗群集攝食率達 50% 時 , 可以實施分養 , 惟分養池須先用石灰消毒

及經過充分曝睛 , 並在預定分養之三 ~ 五目前才注 7位
, 如過早注水則

會產生菁言及浮游生物等天然餌料與障礙 , 導致分養役之鰻苗脫餌 ,

勢須重新局 II 餌且會影響成長。

6. 在泥土池實花清池、分姜時 , 鰻魚總部易吸入民泥 , 因此須先沖淨泥

土益以流水蓄養 , 以防因缺氧而死亡。

表一 九種水產藥物對鰻線之 48 小時半致死濃度

黨 物 名 稱 半致死潛度 (ppm)

百樂水 (Bromosept-50)

首可特 (Bioquat-80)

海豆敏 (Hyamine-50)

1.61

3.51

4.34

泰強 51(Tego-51)

重絡酸卸 (Potassium chromate)

3.05

933.25

硫酸銅 (Copper sulfate)

迅猛酸卸 (Potassium permanganate)

地特松 (Dipterex)

除藻靈 (� )1/ 毛 7/7
� )

154.17

1.53

18.03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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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水質管理

為提高馴餌效果 , I鰻採池往往水 :這又澄清 , 易繁生菁苔 , 宜採生物控

制法混養草魚、團頭紡 ( 武昌魚 ) 等萃食性魚類加以清除 , 否則須用人

工除去式採遮蓋抑制 , 以防菁苔阻礙鰻魚活動及使其離餌。冬季水溫較

低會影響鰻緣攝餌 , 故應設法防止水溫下降及儘量提高水溫 , 此期之殘

餌不易分解且與排泄物等一並沉澱於池底 , 當水溫升高時急速分解而引

起 7位質惡變。如需更換池水則每次之更換量以不超過二分之一
, 且由底

層排除污水為宜 , 以防 7位質急變影響鰻綠攝餌。日本鰻在 11 - 32'C 之 7位

溫範園都會攝食 , 但以 30'C 時之增童及飼料效率最佳。

鰻池水質因拉物性浮游生物行光合作用會主鹼性
, 而採用循環過濾之

鰻池由於池水之淨化而逐漸傾向酸性 , 因為鰻魚池水質之酸鹼值以六 .
五 ~ 九較為理想 , 如果水質偏向政性時加以適當挨水或撒佈熟石灰 , 若

偏向鹼性時亦以換 7位來調整。

池中之溶氧量 , 其飽和度越接近 100% 越佳 , 雖然鰻魚之飼養環境及

密度各異 , 排水口之溶氧量最好能保持 3- 4ppm 為宜
, 不過測定池水之

溶氧量 , 以投飼從三 0 分鐘至一小時為通 , 而軟池貝 lJ 因植物性浮游生物

之大量繁益 , 以日出前測定為佳。

在夜間如遇停電導致池鰻發生浮頭時 , 須將池水排乾讓鰻趴在池成周

邊 , 使其藉皮膚呼吸應急 , 以降低熱能與溶氧之消耗 , 安渡難關。不然

在深水中力游並企圖浮在水面呼吸氧氣
, 當會加速消耗體力與溶氧 , 往

往因而使池鰻斃死。不過在日出前應迅遠恢復水位
, 以防池鰻曬死。

一般鰻池水質之變化受溫度高低所左右 , 溫度愈高變化愈大 , 反之則

愈小。高水溫期日照充足 , 由於池中殘餌及排泄物分解 , 促使植物性浮

游立物大量繁殖 ' 池水的酸鹼值及溶氧量會上升
, 易導致鰻線發生氣 ; 色

病 , 兩頰腫起無法潛入 7位中 , 斯時應注 7位式於小型池上加以是蓋、返

湯。此外繁生過A 之拉物性浮游生物亦會因缺氧而枯死 , 有時會引起動

物性浮游生物之繁生導致 7位質惡心。如果池水主濃綠色雖經排、注 7位仍

無法改善透明度時
, 可知池 j之累積過多之腐況等有機物質

, 斯時須減少

投餌量及充分利用水車正的加注水
, 如無效貝 lJ 須清池撈捕沌, 鰻 , 抽除 $'

泥同時消毒曝月霆 , 以促進池成質之氧化 , 否則在高水溫期易發生泛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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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鰻池水質之長期穩定
, 應充分使用水車以達強制池水氧化之

目的 , 當閃動水車從產生泡沫而久未散失時 t Elf 顯示池水含氧量增加

呈老化狀態 , 斯時應減少投餌量 , 使 7位車仝日轉動促進池水氧化並酌

量挨水。使用水車時 , 日間水車葉之吃 7位宜深些 ( 在浮筒上面放荳磚

塊即可 ) t 使表層之 7位送入下層再把下層 7位挽起強制氧化
, 夜間貝 lJ 使

水車葉之吃 7位 j這些 ( 將浮筒上面之磚塊移開 ) t 以提高飛沫增加溶氧

量 , 此舉在高水溫期最為重要。鰻池如 7位質良好時 , 八成以上之鰻魚

會集中於投餌場攝食
, 斯時之餌料效率最佳 ; 水質欠佳時誰會集中於

投餌場 , 但攝食遲鈍 , 易引起飼料溶失及變質 , 其餌料效率也就差

了。養鰻池水氯態氮之安全濃度為 O.5ppm t 且 .pM 段態氮則為 Ippm t 採用

循環遲浩、之鰻池 , 其氛態氮及亞 .pM 酸態氮之濃度較易偏高 , 如不注意

有時候會發生中毒 , 因此須適時清洗過濾設施並挨 7位籍以恢復泛材之

淨化機能。此外 , 在過濾槽內應增加細茵之附著面積 , 同時細茵所需

要之氧氣亦應充分供給
, 尤須增加循環水量使細茵與池水之接觸面增

加 , 才能促進氯態氮→豆清政態氮→局面主態氮之分解作用 , 以達淨化

水質之目的。

新設之循環過濾池在放養鰻魚之前 , 需要先運作一五 ~ 二 O 日才能

使過濾槽收到預期之效果。同時為提高過濾槽之功能
, 應另設沉澱

池 , 其容量以通濾池之二 ~ 三倍為佳 , 並且利用其空間放置容易清洗

又輕質之濾材 , 如舊魚網、毛刷、生物球等更佳。

含有鐵質之地下水如直接注入鰻池 , 會吸收水中之溶氧而形成氧化

鐵沉澱於池底 , 導致池水缺氧 , 因此此種地下 7位不宜直接用於飼養及

蓄養鰻魚 , 須充分曝氣使 7位質安定後才使用。其它應注意之事項為當

鰻池經清池、放養後 , 其浮祥生物之組成及數量與原池迅兵 , 因此須

先注入「熟 7位 J ( 有極物性浮游生物之池水 ) 藉以避免水質急劇之變

化。

一般鰻池之水色為綠色 , 若一千美之間轉變為透明且鰻魚有浮頭現

象
,
貝 lJ 為輪熹、水蚤等動物性浮游生物大量繁生

, 攝盡拉物性浮游生

物所致 , 可用地特松等殺除之。另外亦可在水車從端裝設布斗網式安

裝小型抽水機 , 將池水抽入布斗內收集輪蟲、水妥 , 並的量排水 , 注

. 29 .



第二章 日本鰻傳統硬地養殖之管理

入熟 7位之方式亦有效。池水之水色呈混濁、略帶淺黃色式澄清等均為水

質惡變之現象 ,
須挨水並加強飼養管理 , 諸如減少投餌量、設法促進拉

物性浮游生物之繁更直等。當池水呈暗禍色時, 每坪撒佈約二 0 公克之熟
石灰 , 式每三 00 坪撒佈六 0 公斤之碳酸鈣 , 池水合重分較高之地區則

使用土質改良劑。池水帶淡黃色者每三 00 坪撒佈二 ~ 三公斤之尿素式
一~ 二公斤之美魚用複合肥料 , 反是使用數日至恢復正常為止 , 同時注

入良質之鰻池水以促進池水之安定與復原。上述情況在處理當中以金日

開動水車為佳。

三、鰻魚養成

如所 i通知 ,
目前在台灣唯有日本鰻已確立接通技街又適合本地之氣候

環境且抗病力強。只要能保持適當的養益密度、投給良質而適量的飼料、

勤於分養及加強水質管理 ,
當可養成健康之成鰻。茲將日本鰻養成之要點

分述如下 :

(一) 水質管理 :

養主主鰻魚在水質管理上應注意之事項前已敘述 , 管理上以硬池較為方

便 , 惟其對有機質之分解速度較為緩慢 , 導致水色控制不如軟池來得理
想。但軟池往往因新 7位補充不足而使池水過度月巴汰 , 致所育成之鰻魚常

受季節性變化之影響而含有異味 , 除可採用循環水作為淨化用水外 , 尚

須定時投放水質改良劑以避兔之。市售 7位質改良劑種類繁多 , 但以牡蠣

殼所燒成之石灰較為經濟實怠 , 其功能簡述如下 :

1. 補充水中拉物性浮游生物必需之營養聾。

2. 中和池底土壤之酸鹼值。

3. 有殺茵消毒效果。

4. 促進成土中有機質之分解 , 使還原層轉為氧化層。
5. 中和其它有害氣體與水中雜質。

6. 降低濁度。

7. 阻礙硫暖還原茵之增組以防止硫化氫之發生。

8. 可減少海水中磷酸鹽之作用 , 幫助防止紅湖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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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石灰可促進溶出及分解
j長泥有機物 ( 尤其是氮化物成比較難以分解

之有機物 ) , 其作用在低水溫下照常進行
, 因此封底質改善有幫

助。

叫飼料之投放 :

市售各廠牌之鰻魚人工配合飼料誰能滿足鰻魚成長所需之基本營

養 , 然偶而會發現所飼育成鰻之肝臟有腫大、白化且肉質較硬之情

形 , 業者如能在調自己飼料時酌量添加飼料油、維他命
, 貝 IJ 不但可以增

強抗病力更能增加鰻肉之合脂量而使肉質柔軟。惟添加飼料油時應注

意品質 , 因其易因氧化而產生毒害之副作用
, 因此飼料油抽用從應蓋

密並儲法於陰暗且通風良好之處所。飼料之購買量以二星期內食完為

章 , 亦應儲放於陰涼且通風良好之場所。其調配時之力口水量以一 : 一

為通 , 如飼料太鬆軟易粘附於總絲
, 成為病源茵繁生之混床。飼料之

投飼時間與地點應固定
, 投餌籃之面積與放養量成正比

, 但以面積大

些較為理想 , 可減少池鰻因爭食所發生之擁擠現象及囡嘴角殘餌之掉

落、吐餌等污染池水水質。

一般鰻魚人工配合飼料以魚粉為主原料且價格昂貴
, 由於來源有

限、需要量日增且在供不應求之情況下
, 部份以紅魚粉替代對其品質

亟待加強管制 , 同時白魚粉之脂肪以不超過 7% 為佳
, 但目前有增加之

傾向 , 在夏季易引起脂肪氧化 , 長期使用對鰻魚之健康具有嚴重之威

脅 , 應加以注意。

每次投飼時才調自己飼料
, 不宜事先商己妥待用 , 投飼量依水溫、水質

而稍兵 , 概以鰻總重之 3% 為度
, 且在一 0 至二 0 分鐘內攝完為佳。飼

養役之殘餌應取出作為其他養痘魚類之飼料
, 倘若留到笠日與新飼料

混合調配 , 鰻魚誰會攝食然舊飼料已變質
, 為防止鰻魚發生疾病以不

使用為宜。因此注意氣候之變化並以前一日之攝食量來調節
, 藉以減

少殘餌量。

投餌時不可因鰻魚之食慾旺益而過技
, 以避免攝食過飽及殘餌過量

而導致發生疾病及水質惡變 , 引起大量死亡 ; 鰻池水質有惡變之徵候

時 , 須充分使用水車並採取適量換水、減少投餌量與降低姜益密度等

措施 , 才能防止無謂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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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什魚時 ,
先將其沖淨、絞碎後 :今入飼料中並添加 1% 之食盟及

飼料油 ( 一般成鰻為 5% 、幼鰻為 3%
' 而鰻綠則不必添加 ) 。混合時 ,

須在攪拌機內投放魚漿、 7位及飼料油經充分混合徒才放配合飼料並添加

維他命 £1- 2% ' 以防鰻魚發立貧血。

鰻魚對季節性之變化頗為敏感 ,
例如低水溫期會影響其消化酵素之分

泌雯 ,
倘若此時投餌量未予以節制 ,

則往往會引起消化障礙之疾病。因
此 , 除控制投餌量外 ,

宜在飼料中的量添加消化酵素。

飼料中微量礦物質 ( 主要為銅、鋒、銘、鐘、結 ) 之缺乏容易導致池
鰻產生短軀幹及脊椎骨異常等不良現象。

依據試驗報告顯示 ,
鰻魚之人工配合飼料若添加 3% 之綜合維他命

劑 , 含有下列諸效果 :

1. 增進鰻魚之成長、 :舌存率及飼料效率。
2. 維持鰻魚肝臟及總部組織之正常色調與機能。

3. 改善鰻魚之肉質 ( 如 : 腹倒之白色部位較寬廣 , 與背側之藍色部位分
界明顯、體組成之氯基眉立含量增加、作火鍋料理時軀幹之縮短程度較

小 ) 。

飼料中添加油脂之主要作用在於作為能源節約蛋白質、提供必須脂肪

酸及作為溶媒 ,
搞帶脂溶性物質 ( 如維他命 A 、 D 、 E 、 K ) 。日本鰻之必

須脂肪酸為主麻油酸 ( Linoleic acid' 18: 2 n- 6) 及次互麻油酸 (

Linolenic acid' 18: 3 n - 3) ,
其在玉米油及大豆油中之含量甚堂 , 值得

利用。另外 , 每公克飼料添加 O ﹒五毫克之維他命 E 可防止飼料中脂質之

氧化及池魚產生背疫病等。

影響鰻魚餌料效率之最主要因素為投餌量 ,
如投餌過量會使池水水質

污染 ,
不但鰻魚會產生緊迫感且浪費飼料 ,

反之投餌不足則會產生池鰻體

型參差不齊之現象。鰻綠豆鰻苦之適正投飼量為 6-8% ' 而逐漸成長至成
鰻峙 , 庭、降低至 2.8- 3% ' 且參照其它因素如水溫、氣候、 7位質、放養密

度等加以適當之三月墊 ,
諒能獲得較住之餌料效率。同時投飼後應觀察鰻魚

行動作為推測餌料效率之準繩 ,
蓋鰻魚在飽食役能安定棲息者之餌料妓率

較佳。

. 32'



脂
n-3

樹 n-6
18:3 n-3 n-3 PUFA

rù}ï›Z€•l¹�(�P�o�l�l�o�c�k liver oil) 2.0-3.5 0.2-2.0 12-20

具結魚肝油(Cod liver oil) 2.0-3.5 1.0-1.5 20-25

pÏŒÊ€•l¹�(�S�q�u�i�d liver oil) 2.0-4.0 1.0-1.5 25-30

\Sa›Z�?u1�(�H�e�r�r�i�n�g oil) 1.5-2.5 0.5-1.0 11-15

O•›Zl¹�(�A�n�c�h�o�v�y oil) 2.0-4.0 1.0-2.0 20-25

kcœ;›Zl¹�(�B�o�n�i�t�o oil) 2.5-4.5 1.0-2.0 20-30

Y'ŒFl¹�(�S�o�y bean oil) 49-52 1.5-11.0 -

s‰|sl¹�(�C�o�r�n oil) 34-62 0��-�3�.�0 -

hÉ|}l¹�(�C�o�t�t�o�n�s�e�e�d oil) 34-55 - -

jDk�l¹�(�O�l�i�v�e oil) 5-8 0.5-1.5 -

}�‚±l¹�(�S�a�f�f�l�o�w�e�r oil) 39-79 tr-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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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魚油奧植物油中 n-6 及 n-3 不飽和脂肪酸之組成百分比 (%)

鰻魚在冬季低水溫期之餌料消化所需時間較長 , 須防止攝食通告色以

免因消化不良引起疾病 , 同時在春季水溫上升食慾較旺盛時 , 不宜任其

攝食 , 蓋長期攝食過飽易發生疾病且會產生殘餌 , 使飼料失散於池中導

致鰻池污染 , 尤其在夜間溶氧量降低而鰻魚因飽食耗氧量增高 , 如超過

負荷即將飼料吐出 , 加速池水之惡化 , 所以應通-切調整投餌量。另外在

鰻池可適當混養鯉魚、銳魚、鏈魚、鰻魚、鳥魚、青魚、圓頭紡等用以

攝食殘餌 , 控制動、拉物性浮游生物和有機質之含量等 , 藉以淨化水質

且可作為預防泛池之標識魚。蓋此等混養魚之需氧量比 J鰻魚高 , 在水質

惡變前會有浮頭現象 , 可作為緊急處理之依據 , 對養鰻較為有利 , 每分

地依其體型 , 混養數量約為六 0- 一五O 尾。

夏季颱風瀕臨之季節 , 往往氣壓急遂降低式才有時候午從下雨 , 池

中溶氧量會降至鰻魚需求量之桂限 , 如稍有不慎不但會發生泛池且易受

病害侵襲 , 因此在高水溫期最好酌情控制技餌量 , 使池水保持淺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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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池水連續 -0 天之酸鹼值高達九﹒五以上成透明度在一0 公分以下乳動
物性浮游生物其常繁鐘時 , 水質不穩定 , 易導致鰻魚攝食力轉弱 , 斯時應
作滅餌、挨水及驅除動物性浮游生物等措施。

總之 , 鰻魚係冷水動物 , 體溫隨水溫之高低而變化 , 高水 ?旦時會大量

分泌消化酵素 , 而水溫 {氏則分泌少 , 斯時應減少投餌量 , 不然會因消化不

良品引起腸炎 , 所以有的業者在冬季採取隔日投餌加以控制 , 此亦不失為

一良策。鰻魚消化良好所排出之糞使會溶解於水中而下況 , 倘若消化不良

則鰻糞被黏液包衷浮在水面 , 此種現象多為攝食過飽乳缺氧等所引起 , 如

發現浮糞應減少投餌量且全耳聞動水車式適量挨水。

鰻魚捕售時
, 應注意維持鰻魚之健康狀態 , 藉以提高鰻魚品質。一般

須確立適當之停餌措施 , 掌挂 7位質環境之變化及防止魚之罹病等。此種停

餌時間雖濁水 ?孟之高低稍兵 , 一般在夏季高水溫期實施一日即可 , 按著就

進入蓄養階段。關於 7位溫、停餌日數及池鰻體重損耗率之闕係為 : 在 26'C

時停餌一日為 5.75% ' -0 日為 13.27 % ' 20'C 時停餌一日為 4.85% ' -0
日為 10.15% ' 11 'C 時停飼一日為 0.76% ' -0 日為 4.42% 。由此可知在高

水溫期 , 雖短短的停餌一 ~ 二日池鰻體重就會急速減輕 , 導致體力之消

耗 , 直接影響出售重量 , 可能的話以低水溫及良好之水質來蓄養為佳。蓋

蓄養之目的在於消除腹腔內之殘餌 , 使鰻魚空腹以利運輸與加工 , 倘若處

理過度反而會消耗體力且陷入饑餓狀態反而會影響品質。

但) 疾病之預防 :

在預防勝於治療之原則下 , 特列舉下述諸點供養鰻業者參考 :

1. 放養鰻魚前不論新、舊池必須先消毒及曝曬 ' 消毒時可使用生石灰式

漂白粉 , 惟需曝曬一 ~ 二星期 ( 依季節及池況再增減 ) , 務使池底土

豆龜裂狀。舊池在消毒前需先抽除污泥
, 長時間未養魚而任其曝曬之

池塘視同新池處理。

2. 購買鰻魚時須詳細檢查 , 以免混入病原 , 購田從先在蓄養池作藥浴處

理 , 然後才移入池塘。

3. 每池須獨立使用手抄網 , 不要共同使用 , 以先發生病蟲害時迅速蔓

延 , 造成無謂之損失。

是.病鰻在未處理妥善前不可分養 , 以免疫情大量蔓延 ; 如有必要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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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 貝 IJ 最好整池鰻移入蓄養池處理病害 , 待鰻魚穩定從再行分養。
5. 飼養期間隨時保持適當的放養密度 , 加強 7位質管理及飼料品質 , 注

意藻柏變化、氣候變化及投餌量等 , 並且須觀察鰻魚外觀、行動及

活力等是否有其狀 , 俾能在病害發生之初期迅速加以處理。

6. 鰻池應避免鳥、獸入侵 , 以防其攜帶病原 ( 如花子蟲等 ) 而感染池

鰻。

7. 每日巡視鰻池 , 撈除死鰻並將之燒毀乳掩埋 , 切不可隨意丟棄在池

造成排水溝程 , 以避免傳染疾病及影響環境衛生。

8. 詳細記錄鰻魚之放養時間、放養量、放養體型、技餌量、病害發生

詳情、使用藥劑種類及鰻池之水質變化等 , 以利日役之參考與追
蹤。

9. 加強鰻病防治。罹病鰻之外觀常有缺陷 , 會嚴重影響其商品價值。
除平時應建立預防重於治療之理念外 , 於四、五月及八、九月池鰻

罹病率較高之時期更應多加防範。一旦池鰻有異常現象時迅速送往

有關機構診斷後 , 予以處理。

10. 遵守停藥期以防止藥物殘留。除嚴守不用禁藥 ( 如孔雀綠、甲基

蓋 ; 當來頓禁用於成鰻 ) 外、對於一般常用水產藥物在使用時亦應、

遵守停藥期之規定 , 以避免因藥物殘留而影響外銷信譽及危害消費

者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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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
鰻
病
常
用
藥
物
之
停
藥
期

四、共同提升鰻魚品質

(一) 鰻魚引起異味之原因

1. 鰻魚發生其味之原因 , 主要係水源貧乏、放養過密、殘餌過多、成質

老化及池水過肥等因素之累積 , 而引起會產生異味之藍緣藻和放綠茵

類大量繁生所造成。蓋鰻池內之有機質含量愈高則放綠茵合量愈多
,

池鰻異味發生之程度也就愈嚴重 , 由此可知鰻魚發生異味和接通環境

有密切的關係。

2. 臺灣因處於亞熱帶 , 養鰻池水之營姜鹽甚為堂宮 , 且冬季之平均水溫

在 15'C 以上
, 容易長期成為優養化之養鐘池 , 尤以南部地區之軟池為

甚。鰻魚發生臭土味有其季節性 , 一般在每年夏、秋季 ( 四、五月及

八五十一月間 ) 之高水溫期較易發生 , 尤其在下面北雨時為甚 , 因鰻

池底層水與上層 7位會產生對流 , 使水質更加惡化所致。春季也有少數

案例 , 然冬季較少發生 , 鰻魚臭土味發生之季節與藍綠藻類之繁生季

節有密切之關係 ' 在夏、秋季正是藍綠藻繁立之盛季
, 反之冬季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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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期則較少 ( 因為此期為矽藻類佔優勢 ) , 依據此原理可對臭土味

之發生加以預防與處理。

3. 魚體其味之種類頗多 , 且依不同魚種稍有差兵 , 就鰻魚而言 , 以臭

土味較為普遍 , 義國之學者專家對其研究亦頗為徹底
, 經完明係由

藻類豆豆真茵所引起
, 其化學成份經分析確定為 Geosmin' 2-

Methy I iso borneol 及 Mucido 肘。最初在放綠茵中分離出 Geosmin ' 隨後

在藍緣藻類也發現 Geosmin ' 接著發現鞘絲藻含有另一種臭土味成份

( 2 - Methy liso borneol) , 而顫菜則含有 Mucidone 0 Geosmin 能溶解於

水中 , 經由總粘膜吸收進入循環系統而蓄積於魚體內
, 如果池魚攝

食含有Geosmin 之藻類
, 貝 IJ 其體內臭土味之蓄積速度會更快。

(-) 鰻魚之兵味與養通環境之闕係

1. 養鰻池之有機質含量

養鰻池如果末實施適當之分養措施
, 貝 IJ 在養成從期由於飼養密度

升高 , 加上投餌量增加易形成殘餌及排泄物之沉積 , 導致養更直池中

之有機質含量過高 , 成為放綠茵花子繁生之最佳環境條件。同時高

養分之有機質亦會造成鰻池中之藻類大量繁生
, 有些藻類會提供養

分及棲息場所給放綠菌 , 而有些藻類及放綠茵之代謝作用會產生

Geosmin 等類之產物 , 不僅會蓄積在鰻魚體內 , 亦會釋放於所生存之

水域 ( 鰻池 ) 使鰻魚帶臭土味。

2. 養鰻池之溶氧量

養鰻池之溶氧量亦為決定放綠茵花子繁生與否之主要條件
, 一般

花子在溶氧充足之環境下會大量繁生
, 形成二次茵絲而產生其味物

質 , 反之溶氧不足時 3包子無法萌發成僅形成原茵體
, 也就不會產生

帶臭土味之代謝物。鰻池中過度繁生之極物性浮游生物於白天進行

充分之光合作用 , 往往使池水之溶氧量進飽和 , 成為發生臭土味之

間接原因。

3. 養鰻池之透明度

池水之透明度愈低
,
貝 IJ "(封藻類所引起之臭土味愈容易發生且愈為

嚴重。依據資料顯示 , 透明度在二 0- 三 O 公分時 , 其發生頻率較

高 , 不過單從水色 (藻類顏色 ) 則無法在外觀上判斷有無臭土味
,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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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鰻之臭土味係由放綠茵類所引起者 , 則與池水之透明度沒有直接之

闕係。

已改善養更直環境, 防止其味之發生

1. 養通環境控制法

為防止池鰻發生異味 , 治本之方法首要改善池中有機物之含量 ; 蓋池

鰻排泄物與殘餌經長期間之沉積 , 使 ;也底質及池水形成優養化 , 導致

藻、茵類大量繁生難以有楚地控制。茲將處理要領分述如下 :

(1) 適量挨 7位以控制池水透明度 , 最好能保持池水深之一 / 三至一 / 二
左右 , 使微弱之光線能達到池底層以促進有機物之分解。同時定期

實施分養 , 藉以調整養越密度並清除池底之有機物質 ( 用石灰消毒

筱加以曝晒 ) , 才能有效的控制水質 , 防止池水優養化。

(2) 把投飼籃吊掛在觸及池水面處投偎池鰻 , 以防止飼料溶入水中導致

餌料效率降低、加速池水之侵養化、藻類大量繁生以及透明度降低

而增加池鰻異味發生之機會。此外為防止殘餌現象 , 投餌量以能在

-O( 夏 ) 一二 O( 冬 ) 分鐘內攝食完畢最為理想。

(3) 在水質管理上宣充分使用水車或打氣機 , 加強池水之氧化 , 延緩池

水老化之時間 , 此舉亦有省水之功能。對枯死而漂浮在池水面之植

物性浮游生物 , 則利用風力吹集池邊時勤於撈除 , 以維護池中拉物

性浮游生物之光合作用機能。

(4) 設法將池水保持適當濁度 ( 利用人為方式式混養成層魚類 ) 以緩和

拉物性浮游生物之過度繁生 ; 同時 , 懸浮泥土顆粒亦會吸收部份臭
土味物質。

(5) 養鰻有硬池與軟池二種設施與飼養型態 , 雖各有侵、缺點 , 但都能

充分利用地理環境 , 發揮地利之拯致 , 實難能可貴。不過 , 軟池在

經營型態上須放美大型鰻首以利縮短養蘊期間外 , 由於 7位源奇缺 (

尤以枯水期為甚 ) , 為確保池鰻之品質 , 其設施宜于賢、留一 ;也作為大

型沉濕兼生物淨化池 , 以達儲水、況 ;殿、淨化及循環利用 Y 之功

效。

2. 藥劑控制法

鰻池中會產生異味物質之生物要以藥劑完全驅除之方法尚未完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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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治標的方法則可適當地使用除藻劑殺死過盛藻類
, 以保持池水

適當之透明度
, 使會引起池鰻臭土味之藻類降至最低數量

, 如此池

鰻發生臭土味之機會自然減小 ; 不過其缺點在於除藻劑對藻類沒有

選擇性 , 幾乎所有的浮游性藻類均會被殺除。所以應慎選適當除藻

劑濃度 , 同時配合投放適量石灰或沸石粉 ( Zeolite) 以分解、吸收會

產生放綠茵之有害物質
, 此舉亦可以達到防治池鰻發生臭土味之目

的。蓋先放石灰除具有消毒、中和及分解土壤中有機物之效果外
,

又可提高池水硬度、增加有效磷含量及改變池水水質之生態環境 ;

不過須注意藻類之密度和族群亦會有所變遷
, 致池鰻臭土味程度會

因之而消長。

3. 生物控制法

在鰻池混養白鏈 , 利用其食性攝食池中之極物性浮游生物 ; 同時

亦可混養鳥魚以清除池底之有機物質
, 有助於抑制鰻魚臭土味之發

生。

個鰻體異味之去除

1. 鰻魚發生臭土味時 , 囡可利用流水蓄美之方法去除異味 , 然池養鰻

之水源貧乏 , 根本無法採用流水方式蓄養 , 況且其味較重者不論是

軟、硬池均頗難長時間使用流水蓄養方式去除
, 蓋高密度長期蓄養

會使鰻魚嚴重失童及體力衰退 , 更會影響到鰻魚之品質與健康
,
因

此除輕度臭土味外較少採用。

2. 鰻池內具有之臭土味物質並非經常存在 , 依氣候環境影響之輕重 ,

時式會出現 , 因此在池鰻接近出售體型前應作定期檢查 ( 將鰻魚放

入鍋內經煮熟打開鍋蓋 , 先嗅其氣味再品嚐肉質以鑑定池鰻之其味

程度 ) , 以作為處理之依據。切勿將有其味之鰻魚未分別加以處理

就蒙混出售 , 此舉會影響業界之信譽。
3. 鰻魚有異味時 , 先清理未發生異味之鰻池 , 空出池塘然從將有臭土

味之池鰻移入該池飼養一段時間 , 此時池鰻體內之兵味化學物質會

不斷地釋出 , 加速去除蓄積之臭土味 , 俟池鰻之兵味降至味閥值以

下時立即網捕出售 , 而異味較重者則須飼姜至低水溫期才收成 , 如

此 , 池鰻不但不會失重且為‘ 7位
, 值得推介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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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呵 ".

L 對於有異味之池鰻 , 可以改換飼料原料型態或品質 , 籍以改善殘餌及

j 排泄物之組成
,
而池中之藻、茵類亦因飼料改變導致缺少所需之營養

/
圈

,

成份而衰退 , 使臭土味亦隨之消失。
5. 在收獲數天前 , 以引進海水或添加粗重之方式將池水里份濃度提高至

lOp 阱
, 則池魚不會具有臭土味 , 這是由於池水之重份殺死了污泥中

微生物 ( 如放綠茵類 ) 之緣故。

伍) 加強飼養管理

由於各姜鰻戶之池塘環境與設施之不同 , 不論使用何種方法去除藻、

茵類所引起之異味 , 其成效各兵 , 因此在治本方面亦應著重於加強飼養
管理 , 茲分述如下 :

1. 水質管理 : 各養鰻戶應定期測定水質 ( 如 7位溫、酸鹼值、溶氧、透明

度等 ) 並予以記錄 , 藉以掌握池水情況 , 作為改善之依據。此外應充

分利用鰻池之自淨能力 , 注意保持良好之水色 , 去除不良藻類 ; 同時

池底之保水力要強 , 好的水色才能維持。
2. 控制投餌量 : 在投餌前先巡玩魚池 , 注意觀察掌挂池丸 , 並依當日之

氣候、水質、鰻況來調整投餌量 , 在投餵時以八分飽為原則 , ( 以調

整攝完時間之量來控制飽食度 ) , 嚴防棧餌沉積並減少池中有機物之

含量 , 藉以降低池水老化之速度。

3. 保持合理的養姐密度 , 確實做好分養工作以期落實分段養注 : 依據水

產試驗所鹿港分所將鰻採飼姜八個月之試驗結束 , 證實未實施分養者

之育成率為 66.7 % ' 成長倍率二九五﹒七九
, 其中大型鰻佔 26.7% '

餘為中、小型鰻 , 而每月清池分養一次者 , 其育成率為 85.4% ' 成長
倍率四 O 六﹒五二。分養作業不但可將不同體型之池鰻分開飼育 , 又

有縮短養鐘期間與提高池鰻品質之效果。

4. 保持池底乾淨 .
I鰻池應在適當位置裝設有機污泥排放管道 , 以減少有

機質之沉積 , 同時配合清池分養之機會抽除底泥 , 並加以消毒、曝

睛 , 尤其鰻池應適當輪休、放養 , 以加強底質之氧化 , 當有助於降低

池鰻之罹病率與促進成長之效。

, n.
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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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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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對環境之適應能力及抗病與復原力較其他魚種為強 , 主要原因

之一在於體表具有豐言之黏液 , 其會罹病實主要係人為管理不當所引

起 , 蓋池中有條件性病原茵存在著 , 倘若管理不當、池塘條件轉為惡劣

時鰻魚之祇抗力會降低 , 以致被病原茵感染而受害 , 反之若水質及飼養

管理良好貝 tJ 鰻魚不易發生病害。所以期望業者先進共同致力於飼養健康

之鰻魚 , 使斯業不斷地發揚光大 , 達到富國利氏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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