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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生產技衛研究資料彙編 (一)

歐洲鰻養殖之管理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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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立台灣海津大學水產養殖學無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台百分所

褔書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褔壽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C:=J
一、剛

台灣養娃的日本鰻魚 (Anguilla japonica ) , 最高年產量約六萬公

噸 , 對外出口值約為五億美元 , 是台灣最重要的養症魚種 ; 對於農村的

經濟繁榮及台灣食品加工業的發展有椏大的貢獻。養成年產六萬公噸的

活成鰻 , 其鰻綠需五十公噸以上。由於台灣沿海捕捉的量有限 , 大都仰

賴進口 , 尤以大陸為最。惟近幾年來對大陸開放政策實施後 , 兩岸交流

頻繁 , 由於大陸業者的努力及台灣技街人員的教育 , 使得大陸習得台灣

的養鰻模式 , 造成大陸由原本為鰻綠輸出地區轉為進口的地區。如八十

二年因大陸養鰻業者高價搶購鰻綠的結束 , 導致台灣進口鰻苗銳減 , 總

計全年放養量約為十公噸 ; 八十三年各國日本鰻苗減產 , 鰻苗價格更高

達每尾三十八元 ; 八十四年年初大家搶購的結束 , 更導致每尾苗價曾高

達五O 元 , 目前價格雖田跌 , 但每尾苗亦需廿五 ~ 三 0 元。此造成養鰻

業者因鰻首價格通高且無鰻可養的現象 , 吏令人憂懼的是鰻魚加工業者

於八十三年因加工原料鰻可能不足 , 而陸續轉往大陸式其它地區投資設

廠 , 進而影響台灣鰻業往役之生存與發展。針對日本鰻綠的不足 , 農政

機關應業者的要求 , 並參考鰻魚生產合作社的意見及研究機關的一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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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歐洲鰻養適之管理

束
, 因而決定開放其它種鰻祿的進口限制 , 以協助業者渡過此項難關。

以往日本及台灣開放其它種鰻首養姐均曾有過慘病的失敗經驗。日本

於一九六七年 , 因日本鰻綠資源不足 , 引進歐洲鰻綠 ( A. anguij]a ) 應

急 , 卻遭受全滅性的失敗 ; 台灣於一九七三年 , 無限制的開放進口各種鰻

祿 , 當時也引進歐洲種鰻線 , 亦遭受失敗的結束 , 歐洲鰻因此在業者及前

萃的心中烙下不可能成功的陰影。

過去以日本鰻的傳統美通方式及經驗來養歐洲鰻 ' 因魚種的不同道致

失敗是可理解的 , 此在日本及台灣都已證實。回溯台灣的日本鰻養益方

法 , 前從亦經歷不少年的嘗試與失敗才逐漸確立 , 但於一九七 0 年代引進

歐洲鰻以日本鰻的養遞方式養道 , 卻遭致桂大的挫敗 , 當時普遍認為接通

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歐洲鰻不能適應台灣夏季的高水溫所致。隨從因鰻苗價

格田跌 , 在台灣即沒有再繼續養鎧歐洲鰻及深入探索失敗的原因。

日本於一九六0 年代引進歐洲鰻 , 以傳統日本鰻主 7位式養娃方法來養

益 , 結果並未成功 , 因而大部分業者放棄歐洲鰻的美麗。但有少數業者仍

不斷的嘗試錯誤與努力 , 在一九八 0 年代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成功的原

因是將傳統的日本鰻養挂技銜 , 加以若干的修改所致 , 此使得日本的歐洲

成鰻生產量曾達一千噸左右。在歐洲 , 鰻魚亦被視為佳俑 , 雖然大部分為

天然捕捉 , 但也有 15% 是養遁的。歐洲鰻的養鐘 , 早期在歐洲 , 主要是在

義大利東方 , 沿著亞得旦旦海的半決鹹水湖中 , 以粗放式 :昆養烏魚、鏟 ,在

及飼類等方式養症。在一九八 0 年代歐洲受到日本高密度養豆豆方式的影

響 , 在義大利以流水式的池塘及水道美鐘 , 甚至於室外池打入純氧 , 其年

產量約二五 00- 三 000 噸 ; 在北歐則結合高科技的應用 , 發展出循環

7位高密度養通技街 , 以工廠式的趕集約養誼鰻魚 , 年產量約為一五 00 公

雖然近年日本及歐洲都有成功養注歐洲鰻的經驗 , 且歐洲鰻綠又有位

綠價格低廉 ( 每尾約三五四元 ) , 及來源充足的侵點 , 但其在日本的養草

一立未能迅速擴展 , 最近兩年甚至有下降的趨勢。此乃由於與日本鰻柏

較 , 歐洲鰻對疾病的拭抗力差 , 鰻尾 ( 成長甚緩慢者 ) 的比例高 , 美植技

術較特殊 , 歷史慘痛的失敗經驗及過去數年來日本綾苗的價格尚可接受 !可

造成。而在歐洲地區 ,
趕集約循環養挂系統亦因為需要特殊的設備及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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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 再加上投資高昂及消費市場受限 , 此種養注系統並未如預期般成

長
, 即使在趕集約系統養噓技街發達的丹麥

, 亦曾在快速成長過程發生

不少失敗的例子 , 使得目前產量停在約一二 00 公噸。

台灣業者鍾於日本鰻首來源日趨減少
, 而日本及歐洲常有歐洲鰻姜

症成功的報導 , 且台灣這些年來養鰻技術更趨進步 , 因此 , 建議農政機

關引進歐洲鰻苗 , 以台灣現有的養過技術重新養麓 , 以避免日本鰻苦不

足時威脅整個產業的生存。八十二年台灣日本鰻苗放養不及 -0 公噸
,

而八十三年捕獲尚不及五公噸
, 且收購不易 , 此狀況遠低於台灣每年五

0 公噸的需求。鰻錄放養量不足 , 導致八十三年底原料鰻每公斤五尾的

收購價格更高達每公斤五五 0 元。在這種產業面臨存亡之際
,

1高又有高

價誘因的狀況下 , 有興趣再度引進歐洲鰻的業者必大有人在。筆者等經

過三次引進歐洲鰻的養娃經驗
, 且與趕集約歐洲鰻養益成功的 7位試所總

所相關人員多次討論 , 再參閱園內外文獻 , 深深覺得過去前輩們 , 對於

在台灣養往歐洲鰻 ' 抱持戒慎小心的態度
, 確有其道理。而目前的結果

亦顯示 , 歐洲鰻在台灣養益的技術尚待進一步的確立 , 因此 , 漁友在養

娃歐洲鰻時 , 宜審慎為之 , 更必須了解其風險性仍相當的高。

綜合台灣、日本及大陸養挂歐洲鰻的經驗 , 其困難處可歸納為下列

數點 :

(一) 不耐高溫。

(-) 易罹患寄生益病。

日生長大小差異大。

個攝食活力弱且成長緩慢。

伍) 養更直池底汙泥必須微底清除。

這些困難點 , 在數次引進歐洲鰻養遁的試驗中 , 亦被詮實各有其真

實性 , 因此下文所述歐洲鰻養姐應注意點 , 即參照數次成功且已失敗的經

驗 , 將傳統的日本鰻養鐘技街加以修改 , 來解決上述的困難 , 以期達到

預防鰻病增進生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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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鰻與歐洲鰻之辨別

在成鰻時期相同重量之日本鰻與歐洲鰻 ' 前者之體長較徒者長 , 也就
是說歐洲鰻較粗短 ,

外行人也很容易分辨出來 ,
但在鰻線及鰻首期便不太

容易分辨。根據專家及業者的說法 : 在鰻綠期 ,
日本鰻綠每公斤約五 00

0- 六 000 尾 ,
平均體長為五﹒八公分 ; 歐洲鰻綠每公斤只有二五 00

~ 三五 00 尾 ,
平均體長為七﹒六公分。在鰻首期 ,

日本鰻苦的尾為末端
有明顯的黑色環出現 ,

而歐洲鰻首此現象較不明顯 ; 又歐洲鰻眼較大且外
凸 ,

日本鰻別無此特徵 ; 此外若將幼鰻以 Ciadrin O.46ppm 之溶液浸泡 , 則
歐洲鰻在一小時內便會死亡。其它長特型鰻綠的資料如下 : 緩鰻 ( A.
marmara ta) 每公斤約五 000- 七 000 尾 , 平均體長約五一公互了
美洲鰻綠 ( 一生 . ra 旦旦旦 ) 每公斤約六 000- 七 000 尾

' 平均體長約五
﹒七公分,

在價格方面視市場需求而有差異。

三、歐洲鰻鰻病的起因及對策

←) 歐洲鰻難養的原因

過去以傳統日本鰻養通技街來美歐洲鰻 ' 常常在六 ~ 九月高溫期發生

大量斃死的現象 ,
因此有人認為是歐洲鰻不適合台灣、夏季高水溫所造

成。但在實驗室發現即使水混在 35'C 以上
, 甚至高達 37-38'C 時 , 在水

質控制良好的情況下﹒亦無斃死的現象。所以一般養通業者認為 7位溫過高

是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其實是有待商榷的。且最近在福壽鹿港試驗場內 ,

將歐洲鰻飼養於上架遮光網的室外池中 , 雖經過參年的夏季 ,
都安然拉

逞 ,
而水試所台西分所飼養的結果亦相同。此顯示台灣的高水溫 , 不是

唯一致死的原因 ,
而可能的問題在於水質式成質不良所引起的病害。在

冬、春季時 , 7位質式成質即使不良 , 但由於水溫低 , 水中有機物發生化
學變化速率也隨水溫變慢 ,

且水中寄生蟲及細茵等有害生物也因水溫
低 ,
其代謝與繁衍速度亦慢 , 故其族群也較小 ,

教不易造成水質及成宇
的變壤 ,

而由於有害生物的族群小 ,
對鰻魚的攻擊自然也減少。相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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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季高水溫下 , 水質一旦惡化時 ,
有機物腐敗的化學變化遠率加

快 , 且有害生物代謝變快 , 故大量繁生 , 不但惡化水質及成質 , 且大

量攻擊養益的鰻魚 ,
尤其是造成歐洲鰻病害最大原因的純、部寄生蟲 ,

此段時間在排污設備不良的池中所造成的危害特別明顯。水質為什麼

會惡化 ? 同樣的大小池子和水源 , 同樣方法蔡的日本鰻 , 水質為什麼

要比歐洲鰻來的好 ? 這就是不同魚種在養挂經驗上要有所調整的地

方。仔細觀察日本鰻和歐洲鰻攝食景象就可看出歐洲鰻在爭食及攝餌

的程度不及日本鰻來的活躍和快速。所以用同一牌子相同添加物的鰻

料 ,
攪拌出等重的練餌來餵飼同重量且同尾數的兩種鰻時 , 在攝餌完

畢的時間上 , 歐洲鰻就要比日本鰻來得久。在超過練餌黏結劑有延時

間後 , 飼料使溶解散佈在魚池水中及成部 , 且不斷地累積 , 此時業者

若以養日本鰻的經驗來判斷挨 7位的時間式挨水量 , 一旦遇到高水溫
時 ,
使造成水質及成質迅速的惡化 , 以及有害生物大量繁更直等問題。

此在日本養通歐洲鰻成功的養蓮戶 , 大多為使用小面積流水式的清水

養注方式可得到證明。上述僅以歐洲鰻揖食情況使知 , 完全以傳統日

本鰻的養益經是食和方法來養挂歐洲鰻是有問題的 , 再加上業者一旦發

現大量寄生蟲式其他有害生物後 , 使三天兩頭的猛下菜 , 歐洲鰻要不

是斃死便是在藥物的緊迫下 , 不吃東西而長不大。
(-) 主要鰻病及可能對策

最常見的鰻病有病毒所引起的總腎炎與細菌性的赤緯病等 , 還有鰻
魚嚴重的殺手一一寄生蟲 , 如指環蟲類、車輪蟲、三代蟲、白點蟲
等。在此僅簡略地介紹常見寄生蟲的症狀及處理, 其餘的鰻病可以參
考魚病專家的專門著作。

1. 指環主 : 指環蟲類為歐洲鰻最嚴重之純、部寄生熹 ' 對於鰻線及鰻苗

之鮑部危害甚為嚴重 ,
蟲體附著於純的上皮組織 , 造成總絲黏液大

量分泌 , 嚴重影響呼吸作用 ,
甚或引起細胞的壞死 , 造成總絲潰

爛。在高水溫時 , 水質惡化加速 ,
寄生熹繁衍速率加快 , 再加上蟲

體大量佔據病鰻的總部 ,
導致病鰻缺氧。從池邊可觀察到受攻擊的

鰻首鰱、部充血紅腫, 游泳乏力 , 攝食不良 , 最後死亡。蟲體在總部

移動易造成總絲機械傷害 ,
病鰻甚易併發細菌等二次感染。此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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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歐洲鰻非常不易根除且復發率高、爆發快 , 一立造成鰻訪問始
死亡 , 即已表示非常嚴重 ,

挽救處理皆為時已晚 ,
通常會造成鰻苗陸

續死亡大半以上 ,
堪稱歐洲鰻之第一殺手。指環蟲類感染通常發生在

六月到九月底之高水溫期 ,
十月以後因為溫度降低罹病率較低。但在

八十三年十月到十二月間因為天氣變化大 , 鹿港氣溫仍舊相當高 , 學
者等養麓的歐洲鰻依舊發現嚴重的指環蟲類的感染 , 導致不少損失。

所以應定期檢查 ,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 才能提高治癒的機率。通常在

鰻魚攝餌情況不住時即為一重要警訊 , 此時若發現鰻苗純部鼓起 ,
貝 1J

十之八九為指環蟲類感染 , 應迅速處理。症狀輕微時 ,
以有機磷劑 (

如地特松式馬達展等 ) 處理可稍緩症狀 , 不過並無法根除 , 蟲卵會在
幾天筱孵化再度危害。維持良好的水質及池底有機物的排除 , 僅可以

延緩復發的時間與程度 , 而無法根除寄生的指環蟲類 , 且有隨時爆發

的可能。筆者數次與丹麥及荷蘭的歐洲鰻養通專家討論 , 他們皆提到
一丹麥進口之驅蟲藥 VERMOX ( MEBEKDAZOLE 10% ) 對指環蟲類

有不錯之效果 ,
且認為此菜是歐洲鰻在循環水養注系統中 , 克服指環

蟲類疾病的最佳方法 , 而筆者及水試所總所在試用此菜後 , 亦得到十

分滿意的結束。此種類似的葉在處理觀賞魚的疾病上 , 亦經水產用柔

的業者詮實對指環熹類頗具效果。根據棄其所載 , 本菜可阻斷寄生蟲

合成維持生命的能源 ATPt 使寄生蟲逐漸消耗蟲體之養分而至死亡。

故施用此藥後 , 無法立竿見影 , 確實藥效要待三天後才可看出 , 此點

亦經丹麥專家證實 ,
而筆者等現場觀察亦得類似結束。此種慢性的效

果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根據國外專家的看法 , 此, 菜乃是用於密閉循環

系統甚佳的指環熹類驅蟲菜 , 因為其對循環系統的微生物相影響較

小。不過由於單價過高且藥浴期長 , 並不適合於一般戶外養殖系統下

使用。目前此葉在台灣仍未登記為合法的水產用菜 , 且仍在試驗階

段 , 此點宜多加注意。

2. 車輪蟲 Trichodina(Cyclochaeta) 屬之原熹類、易寄生於鰻魚之純、

特及體表。發生之症狀和指環蟲相似 , 通常此兩種疾病會同時出現。

在高水溫、高有機質的 7位中 , 車輪蟲繁衍迅速 , 一天內即大量爆發 ,

會造成病鰻總部黏液大量分泌 ' 影響呼吸。此疾病以福
,馬林處理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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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之效果 , 但在藥物處理治療時 , 應同時考慮水質與成質的改

善 , 以免菜效不彰式再度復發。

3. 三代蟲 : 除指環蟲外的另一種普遍寄生於鰻魚總部的單世代吸蟲

Gyrodactylus ' 發生的情形和前二者相同
, 皆因水質不良所引起 ! 出

現的症狀與處理也和上述類似 , 但感染情況不如指環蟲嚴重。

4. 淡水白點蟲 : 屬原生動物、織毛蟲類 (Ich thyoph thiri us spp. ) 主要寄

生於皮膚及總部 , 病魚在外觀上出現許多小白點 , 造成黏液大量分

泌及組織壞死 , 嚴重時導致病鰻體表黏液脫落殆盡 , 甚易被細菌及

徽茵二次感染 , 造成大量死亡 , 亦可能因身體過於衰弱 , 終至虛脫

而死。白點蟲嚴重時亦會寄生於總絲 , 並引發總部黏液大量分泌 ,

造成呼吸上的障礙。此疾病通常發生於秋天到笠年春天的低水溫時

期 , 當鰻魚囡藥物武其他原因造成體表黏液層薄弱時 , 縱然在水溫

26'C 左右仍會發生。一旦發生白點病
, 即無經濟有效的防治方法迅

速根玲 , 但在小循環系統中 , 可提高水混為 30'C 以上並麓, 以藥物處

理 , 則可得到滿意的結束。在發生初期若無迅速妥善處理 , 白點蟲

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大量繁生 , 甚或造成損失。最好方法還是杜絕病

源入侵 , 並維持良好環境 , 增加鰻魚的祇抗力方為上策。

此四種寄生蟲皆不容易以藥物根除 , 故預防就顯得非常重要 , 建

議買進鰻線式鰻苗放養前先做重水浴處理 : 以八 --Oppt 的鹽水浸

泡 , 並將帶有的寄生蟲雄, 藥消滅後 , 才放入已經徹底消毒遁的鰻池

內飼養。

根據三年 -的養瘟經駿發現歐洲鰻罹病時 , 成長較快者常先死亡 ,

若發現病徵通慢而在治療時用了大量的菜 , 殘存者會有明顯成長遲

滯的現象 , 故預防疾病發生是達室於事梭的治療。歐洲鰻若能在疾

病發生初期即對症下藥 , 目前所知的疾病多能治癒 ' 因此
, 隨時細

心以顯微鏡槍查鰻的健康狀況 , 並詢問專家對症下藥 , 此乃養更直歐

洲鰻成功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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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鰻苗養殖管理

村慎還鰻苦來源

購買歐洲鰻苗應注意其來源 , 特別是購買體型三公克以下的鰻苗 ,
因

為可能有大量淘汰的鰻尾被廉價賣出而氾濫於市場上 , 因此需慎選信譽
良好的首商以免買到淘汰梭的鰻尾。

(-) 放養鰻綠前需徹底去除病原

歐洲鰻綠天然捕捉的規格約每公斤二五 00- 三五 00 尾 , 雖然較它

種鰻綠來的大 , 但仍然很脆弱。在原產地的環境下很可能就帶有病原茵

式寄生熹 ' 因此在放養入池前應先將其原先帶有之病菌微底殺除 , 做好
先前之防疫工作。

已改變天然餌料及人工飼料技偎方式

假使業者以傳統日本鰻綠養益經驗 , 以絲蚯蚓勵 IJ 餌 , 可能因未處理乾

淨的絲拉封 l 帶入病房、茵 , 使得鰻苗感染 , 在水質及底質又控制不良時 ,

就會遭受大量寄生熹的攻擊 , 可能全軍覆沒。在丹麥 , 槍魚卵來源堂

宮、價廉且大小適當 , 故以給魚卵來代替絲蚯蚓候食鰻綠身 IJ 餌 , 且在初

期 flp 混雜著鰻綠飼料 , 故可在身 I] 餌 14 天後 , f!p 完全以鰻緣飼料取代結魚

卵。此種樣飼方式的優點為 , 不會帶入病房、菌。而在台灣歐洲鰻祿的身 'I

餌期 , 可以乾淨的絲蚯蚓混合配合飼料 , 拌成練餌給食 , 但因歐洲鰻綠

攝餌時間較長 , 為避免飼料溶失過多 , 最好分多次偎食。另外縮短投餵

絲蚯蚓的階段 , 並選用挨肉率佳且汙染率低的λ工飼料 , 有助於 7位質的

控制及管理上的方便。目前的經驗顯示 , 儘早使用顆粒性和浮性飼料 ,

並配合自動投餌控制 , 會有不錯的效果。

個)使用循環水乳小池集中飼姜鰻苗

根據以往日本、歐洲成功的經驗 , 以及最近基隆水試所總所及大陸地

區試養成功的案例 , 發現歐洲鰻綠較適合清水式接益 , 因為其對寄生蟲

的抗抗力甚弱 , 而在清水式養噓的環境下 , 7.位體中有機物含量少 , 寄生

熹較不易大量繁生 , 此點就是要將傳統日本鰻養通技術加以修改的地方

之一。但相對地經營歐洲鰻養麗的業者 , 初期要投資及用水量較大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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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練、苗的清水養更直用水量要比日本鰻來多。目前台灣水資源不足的

情形下 , 為了避免付出太多的社會成本 , 建議裝設一套簡便又經濟的

小套循環水設備來蓄養鰻線 , 將鰻綠養症至每公斤二 00 或 -00 尾

後 , 再放入大池飼養 , 且初期應密集的定期檢查及施藥。八十三年九

月底筆者等曾將約每公斤五 O 尾的鰻頭約六仟尾放入室外池中一個月

後 , 由於此階段鰻被指環蟲感染的症狀不似鰻首期明顯 , 且當時接連

颱風過境 , 又已到十月底 , 對幼鰻退食狀況未加注意。當發現已有數

十尾死亡時 , 才鏡按發現指環蟲嚴重感染 , 並立即加以治療 , 但已經

太遲了 , 造成約 80% 的死亡。故歐洲鰻苗即使大到二 0 克以上 , 放入
室外 ?也仍可能因為環境不適而爆發環指益的感染。初期採用小系統方

式不但可以節省用水 , 而且在疾病的預防與控制上也方使許多 , 對於
藥品的使用量亦可節岩、不少支出。

(五) 迅速移去 ?也底污物並保持良好水質

養溫水系統必需能充分去除水中、池底部及系統各部位的污物 ( 包

含生物這床及時水槽等 ) , 並控制 NH3 及夫 02- 在安全濃度範圍內 , 否

則更易遭受寄生熹及病原茵的侵襲。一般言之 , 良好的循環系統 , 若

需用到昂貴的設備 , 並非一般養更直戶願購買 , 但若能掌握循環水基本
原理 ,

亦可做出堪用而價廉的循環水系統。其原理就是 , 將養症槽設
計成無死角的形體 ,

如圓柱形式四角呈弧形的方池等 , 其次在水槽中
有適當的地方 ,

可將排泄物及殘餌聚集並易排除 , 這樣每日排水時 ,

可排出沈濃於水底的大顆粒物質如糞便、大型藻體及殘餌 , 再在池外
經過濾後 ,

才把水引進生物過濾系統如藻床及商床等 , 讓藻類及 $If 化
菌 , 將水中可溶解態的氯態氮 ( \"H4

+ - :\ ) 及亞 F草酸鹽態氮 ( :\02---

:\ ) 氧化成毒性較低的 J'J.f 酸鹽態氮 ( � 可 03
斗

- N) , 並以少量挨 7位的方

式 ,
逐漸將硝酸鹽排出 ; 當然若能再增加一脫 $If 漣床 , 將濃度過高的

硝酸鹽態氮 ( \"03- - N ) 轉為氮氣 (
r-..: 2 ) 排於空氣中 , 貝 11 會有更好的

效果。處理役的水 , 再導入養更直池中利用 , 以達到節約水資源的目
的。在室內養鐘時 ,

還可以機械過濾移去大顆粒物質 , 並力口裝臭氧殺

茵及紫外線殺茵系統 , 以控制水中細菌數及寄生蟲量。
(持加強篩選分養並淘汰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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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養並淘汰成長緩慢者的鰻尾是很重要的。由日本、台灣及大陸飼養

歐洲鰻成功的例子顯示 , 成功的接通戶常每蓄養一個月從就篩選分池 ,

以達攝餌均勾及成長快速的目的 , 同時並乘機清除底部的污物 , 以維護

鰻苗生活在底質良好的環境。歐洲鰻大小參差不齊 , 鰻尼比例過高一直

是因授業者的問題。此外資料顯示歐洲鰻雄性成長較慢且甚少超過一二

O 公元式四 0 公分 , 養遁的歐洲鰻雌雄之比率大約各為一半 , 但雌雄之

辨別需飼養一至二年才能判斷。目前丹麥已接受歐洲鰻確有部份成長緩

慢者的事實 , 故在養三適當大小時 , f!p 淘汰體型最小的 20% ' 由於鰻苗

價格低廉 , 故以此方式可避免飼料的浪費 , 及大小參差所造成管理上的

困援 ; 所以這種適當淘汰的方式 , 不但不是一種浪費 , 反而可改進養遁

的效率。

(廿注意天候變化裝設遮陽設備

7} 之 j且在 20- 28'C 之間 , 歐洲鰻苦的攝食楚、旺益 ; 7位溫過高成過低時 ,

鰻苗之攝食慾則會降低 , 故在台灣鰻苗最好養撞在室內 , 式有遮陽設備

的池中 , 一方面除了可確保水溢的穩定外 , 主主可避免由鳥獸糞便帶來的

疾病。應隨時注意氣候的變化 , 通常在氣候變化 ( 如下雨 , 颱風 ) 時 ,

鰻苗攝餌情況較差 , 應適時減少投餌量 , 以免鰻苗無法吃完之飼料 , 在

氣溫回升筱成為病原茵迅速滋生的學接來源。

(叫做好隔離措施杜絕病源

有了良好的排污系統確實能延緩指環蟲爆發的時間
, 但是已受迫感染

的鰻苗無法保證不會復發 , 因為指環蟲卵實在太頑強了。除非在一開始

放養鰻苗前即將指環蟲徹底根除 , 並在整個養述過程中做好隔離措施 ,

杜絕病源進入養通系統中 , 否則指環蟲還是會再度危害。以筆者等去年

在鹿港養姐歐洲鰻的試養過程中 , 雖然有良好的循環水處理設施 , 隨 W'

將系統中的污物迅速徹底排除 , 確實曾有一段時期成長相當不錯
, 但因

為沒有微底做好杜絕病源的防疫工作 , 在初期就有指環蟲被帶入系統

中
, 經過三個半月之後 , 由於生物濾床底部累積的大量污物未能微底清

除及持續的高水溢 , 終於這是爆發了大量感染 , 引發一連串的損失。由

此可知 , 還是必須得有一勞永逸的防疫措花以徹底解決環指祟的病害 r

(剋避免過度使用藥物造成藥物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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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跡象指出 , 歐洲鰻訪時期若施藥過於頻繁式通量 , 會造成 J鰻

當成長不良 , 鰻尾比例增加。因此若按查出有疾病時 , 切勿通量濫投

多種藥物 , 且藥物的使用必須有合格的專家指導 , 以避免藥性不明而

發生交互干擾的現象
, 否則鰻錄在藥物緊迫下會有明顯退料 A 多藥物

傷害 , 進而造成生長低下的情況。

(十) 定期做好鏡檢措施

除了密切注意鰻魚攝餌的狀況外 , 每星期需定期採集鰻苗數尾來做

總部鏡槍。採集的方法並不是在投餌時撈取攝食活潑的鰻苗
, 而是觀

察水面上游泳乏力 , 且活動力差的鰻魚 , 觀察外觀是否有其狀 , 並取

其總部於顯微鏡下觀察 , 是否有寄生蟲 , 再確定其種類和數量 , 並以

使及早發現病源 , 才可以達到預防的效果。可聯繫各地家畜疾病防疫

所及附近水產試驗所式學街機闕 , 定期送樣品鏡梭 , 以免發生疾病而

不知 , 延誤治療時機。

五、成鰻養成管理

(→放養鰻當前徹底做好整池消毒的工作

將鰻綠蓄養至每公斤二 00--00 尾以上的鰻苗後
, 可以移至室

外的大池子來進行養成 , 除了將室外的大池徹底消毒外 , 並空出一備

用池隨時做好消毒工作 , 以備分美式緊急處理之所需。筆者們曾於試

養過程中發現 , 歐洲鰻之幼鰻從室內池移至室外池放養時 , 初期會鑽

藏於底土中 , 此時若池子沒有做好消毒工作 , 成土中帶有病原茵就會

造成感染。因此隨時做好池子及成土的消毒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二) 池塘管理

鰻苗由室內池式小池移入室外的大池時 , 儘可能使大池的 7位和原池

的 7位質類似 , 尤其是酸鹼值與溫度 , 以避免鰻苗初入池中即適應不

良 , 造成生理上的壓力而發生長時間退食的狀況。

室外養更直變因較多 , 對於藻類及底土所扮演的角色較不容易掌握 ,

基本上適當的藻量 ( 透明度 ) 及建藏好氧性茵的成土 , 對於養更直系統

是有幫助的。以儀器測定的數據來看 , 金日酸鹼佐變動少 , 維持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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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八﹒五之間 ; 氯態氮 (XH4+-N) 及主硝酸鹽態氮 ( :\ 02 -

-N) 濃度維持在 2ppm 以下對鰻魚的成長是較好的。為了達到水質的要

求 , 首先需控制藻體量 ,
使其維持一定的透明度 ,

同時亦需防範絲藻大

量繁生 ,
可以利用遮光網、發泡的材料式搭設什架於 7位面上來調節光照

量 , 控制藻類 ,
以避免曰夜間酸鹼值變化過大 ,

式藻相崩潰時的危害 ;

亦可同時利用水車攪拌 , 使水質趨於一致 , 並增加溶氧量及控制 7位中二

氧化碳之濃度不致通飽和。氯鹽、亞局酸盟及浦酸鹽等合氮廢物 , 在日
本只以流水的方式來控制 ,

不過在台灣因水資源有限 ,
故建議採用簡單

的循環水 , 先經 7位道的沈澱作用 ,
以布袋蓮等高等拉物為濾材 , 將養鐘

水引進 ,
經沈澱過濾的作用移除污物後 ,

再由拉物的根部將水中對魚類

有害的主硝酸鹽、互有酸豆豆等重類吸收 , 使水可以再利用。在歐洲不僅是
利用循環水來養歐洲鰻 ' 而且是超高密度的循環水養益 , 每公噸 7位約放
養六 0- 一三 0 公斤 ,

此種操作控制已非靠我們憑肉眼及經驗所能觀察

及控制 ,
大部分歐洲的超高密度循環水養挂場 , 皆已使用自動化儀器監

控中 , 相對地其投資成本也較高 ,
但是土地利用效率大增 ,

J位資源的節

約 , 還有飼料效率的提高 , 人力的節省 , 對於地技人祠的台灣而言 , 相
當適用。但最大的問題仍在設備成本通高 , 非一般養鐘戶付得起。此套
設備 , 經 7位試所基隆總所實際運作下 , 已獲得相當良好的結束 ,

目前亦

有業者引進相同系統於園內 , 且以完成建廠工作了。
臼飼料的選用及投假

如何降低飼料對水的汙染是很重要的 , 因此除了飼料採多次偎食外 ,

在台灣室外養成池 ,
使用浮性飼料應是必要的。浮性飼料不但有好的飼

料效率 ,
同時可以減少飼料溶失 , 了解鰻魚的攝食狀況 ,

並可避免過量

投餵造成水質及成質的汙染 ,
因此可以節省挨水量及有機污物的累積 ;

且浮性飼料經過高 ;孟加工處理 ,
幾乎是無茵的 , 可減少致病的機會 ,

亦

可裝入自動投餌機 ,
以少量多餐定時投餌的方式 , 來達到節省人力的效

果。不過以目前市售浮性飼料顆粒大小而言 , 通常鰻魚至少需達到每公
斤-00 尾以上的大小時 ,

才有可使用之浮性飼料。以筆者們試驗歐洲

鰻的經驗中發現 ,
若能開發出更小顆粒的浮性飼料 , 鰻苗在五 00 尾大

小 ,
甚成史小的階段 ,

都有不錯的攝餌效果與良好的成長。此外歐洲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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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鰻較大的差兵為
, 炎夏時攝餌活動會降低 , 因此當水溫超過

30'C 時
, 樣食量應隨之調整 , 此時最多候到八分飽 , 既可避免腸胃的

不通又可減少炎夏時水質敗壞的機會。

(的分養

在分養方面 , 由於歐洲鰻的成長較不平均 , 所以儘可能的每個月篩

選分池一次 , 並需同時微底清除池底的污泥為宜 , 分養池的水質環境

最好能與原池近似 , 分姜的時間和日本鰻一樣 , 儘可能在清晨溫度較

低時操作 , 進行分養工作。
(五)養成池的構造

養成池的池底必須改造為極易集污及排污的構造
, 大陸歐洲鰻養處

成功業者曾建議 , 將石子鋪於魚池底 , 孟之改為混凝土池底 , 同時每日

早晚排底層污水一次 , 絕對保持池內清潔 , 在高溫季節搭遮陽棚 , 甚

}J.. 噴水散熱 , 室內貝 1J 裝抽風機。

肉疾病防治

養成的初期 , 水質嚴重汙染所引起的寄生蟲病仍是嚴重的殺手
, 其

次為細菌性的疾病如 :Aeromonas spp 所引起的赤綺病等
, 如發病後才

治療 ,
貝 IJ 其所花費的代價相當的高。所謂預防重於治療

, 定期的施以

地特松 }J.. 於飼料中添加合法的藥物是必要的
, 此外定期的檢驗 7位質及

抽樣解剖觀察是絕對有必要的 , 一旦發現有異常 , 馬上扮成換 7位。在

發病初期 , 利用粗重做鹽水浴以控制寄生熹 ' 相當有效亦無副作用 ,

但在室外大池則較困難。不要馬上就溫技投菜 , 若是情況危急非得下

重菜時 , 藥物的使用也要適當 , 且常有經驗人的指導為宜。歐洲鰻的

成長及活存率一般而言都較日本鰻為差 , 但若有良好之管理亦會有令

人滿意之結束 , 歐洲鰻苗在台灣中部夏季的高溫期間 , 若無寄生蟲的

侵襲應可安然渡過。特別是福壽鹿港試驗場室外養鐘池中的歐洲鰻
,

有些已順利安波三年的炎夏 , 此亦支持我們的看法 , 台灣夏季的高溫

益非歐洲鰻養鐘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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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養殖展望

歐洲鰻的委主直技術在台灣還不能算真正確立 , 佳能以目前所觀察到的

缺失和困難加以突破改進 ,
在此簡單的將上文所提及修改傳統日本鰻養姐

技銜的晏點加以歸納 :

←) 鰻苦的購入需審慎 , 以免買到鰻尾 , 分養時可適當淘汰鰻尾。
(二) 鰻線及苗 , 最好能以簡單循環水 , 及挨水排污設備良好的池子姜鐘 , 才
能徹底去除底部有機污物 , 維持良好水質及底質。

已成鰻的美鐘 , 飼料室採少量多次的假食 , 避先水質的污染 ; 炎夏時蓋以

遮光網 , 以降低水溫及避免藻類繁生 , 夏季水溫高於 30'C 時 , 餵食量至
多不可超過八分飽。

個成鰻養更直池最好也能以簡單的沈;殿、曝氣 , 以減少底部汙泥蓄積及避免

水資源的浪費。

固定期檢驗水質及抽樣解剖觀察 , 並定期投以適當藥物是先進行監 7位浴消毒

以預防寄生蟲病。

(前分養的次數要增加 , 且順便清除底部有機物 , 以每月一次為佳。

目前養通業者欲養挂歐洲鰻時 , 一定要先考慮自己的設備 , 是否能達

到維持良好的底質、水質及使於操作的條件 , 因此軟池之養挂業者應更加

小心。若將傳統式日本鰻養姐法加以修改來養通歐洲鰻 ' 貝 IJ 必須把挂位本

文所提的重點 , 而運用之妙又存乎於心 , 在目前仍甚難有所謂標準化或一

成不變的方法 , 必須因時困地制宜 ; 才采用歐洲趕集約系統 , 7位試所總所已

有成功的良好結束 , 也較可能達到工廠自動化大量生產的功能 , 但是昂貴

的設備又令人躊躇不前。目前歐洲鰻在室外池的接通方式仍無法完全確定

一套方法。上述種種亦不過我們數年成功及失敗經驗之總結 , 故欲從事養

症者仍應審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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