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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盲

台灣之養蝦大部以集約式的養殖法管理之
, 其包括施肥、整池、做水、打氣、換水、投餌與

用藥等
, 極其精細與覆雜 , 也因而使蝦池的生態璟境變化不定 , 而任何一種管理措施都會導致蝦

池的快速變化 , 故知蝦池生態並不種定並不平衡。因此 , 吾人為求能控制蝦池璟境 , 提高產量實
有瞭解蝦油生態璟境之必要 , 也唯有由暸解蝦池的生態進而才能提供一些改進的方法供養蝦管理
之參考。

對於宜蘭蝦池的生態現境之研究
, 自從 1979 年以後即己著手操討。近年來

, 更加緊進行 , 從
水質 , 生物與底泥等多方面的聯合調查 , 希望能有較為通盤的瞭解。本文即參考各研究領域而做
成的綜合性報導

, 望能對業者有所幫助。

二、蝦池生態

宜蘭地區蝦池近數年來的水質變化與其變動範圍
, 除按態氮外 , 其他的囡子都頗為相似 , 並

無年度間明顯的差異。其池水的 pH 值及溶氧
, 有隨水深的增加而下降 , 此種現象在養殖後期尤

為明顯。表層泥土的溶氧 , 在養殖後期因有機物的累積 , 致遠低於水中溶氧 , 並呈氧氣不足的現
象。在養殖成功的蝦池中 , 由於池蝦生長的需要而投入大量的人工飼料 , 如此導致水中的化學需♂
氧量的增多 , 按態氮及亞硝酸態氮之濃度隨養殖日數而增高 , 水色由褐綠色變成墨綠色 , 水中浮
游生物以藍線藻 ' 輪蟲及多毛主頁為主。此種不畏的璟境廳對池蝦之生長產生或多或少的抑制作用
與影響 ; 反之在失敗的蝦池

, 因池蝦之攝食量不佳 , 故飼料的供應較少 , 也因此殘餌極少 , 水質
較佳 , 但是池蝦的生長仍然不僅。國此得知草蝦本為極耐有機污染且容易養殖的種類 , 業者若能
重現蝦苗品質並給予良好的蝦池璟境

, 草蝦養殖應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另外三種含氮的營養鹽在
蝦池中 , 並無相關或互相消長之關係存在 , 故知蝦油之生態極其種雜。幸好宜蘭地區在目前也極
少受銅、錚污染的影響。

去年 ( 1990 ) 在各宜蘭蝦池常見的浮游動物中、其種類數為 11 - 19 種
, 遠比南部之 10-29 種

為低、而且其浮游動物之種岐異度、也是宜蘭 ( 1.082-1.09 ) 比南部 ( 1.80-3.08 ) 為低。再加

上宜蘭地區之主要種額以輪蟲、多毛類與撓蟬額之無節幼蟲為主
, 而南部仍以甲殼類為最多 , 故

知南地蝦池的水質已因有攝物之增加而成為輕度或中度污染 ( mesosaprobic ) 、然而由上面的資

料、亦知宜蘭方面污染的程度比南部為大。值得一提的、去年 ( 1990 ) 宜蘭地區草蝦養殖之成敷

卻比南部為佳 , 何以如此 , 頗耐人尋味。宜蘭蝦池、在開始放養的 ,
1-2 個月中

, 由於水質尚佳
, 故以撓腳額為主 , 其後因投飼量大幅增加 , 導致水質有機物增多 , 已成中度污染 , 故輪蟲及原
生動物開始繁殖並取而代之成為優勢種。

宜蘭蝦類養殖池中 , 最常出現的藻種多是體積較小的種額如徵囊藻 ( Microcystis ) 、集胞

藻 ( Synechocystis ) 、聚球藻 ( Synechococcus ) 、小球藻 ( Chlorella ) 、絲狀的顫藻 ( Oscil-

latoria ) 、畫眾的卵囊藻 ( Oocystis ) 或具有鞭毛的單細胞藻類如衣藻 ( Chlamydomon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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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藻 ( Pedinomonas ) 等。在所調查的養殖池中 , 有蝦病的池子常是以前面二種為主要的優勢種
, 這二種藍綠藻並不是蝦池中的好藻種σ一般而言 , 蝦池藻類的濃度大多高於每毫升 105 個藻細
胞 , 有的甚至高於 107 個藻細胞 , 而且優勢種也非常明顯 , 因此藻種的岐異度一般都低於 2 ' 尤其
是有病變發生的蝦池。另外 , 養殖池中藻類的數量也會影響浮游動物的數量 , 即池中藻類增加或
減少時 , 浮游動物也隨之增加或減少。在養殖成功的蝦池 , 藻細胞數量與浮遊動物數量比例約為
106 : 1 左右 , 而養殖失敗的蝦池 , 其比值卻遠高於或低於此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 南部蝦池的
藻類岐異度比宜蘭者為佳 , 而且以結藻為主 , 不似宜蘭以藍綠藻為優勢種 , 但是宜藺草蝦之養殖
成投仍不錯。

宜蘭地區養蝦池 , 池水總生菌數在 103 - 104 CFU / ml 之間 , 雖比南部者為低 , 但從其它衛
生菌等徵生物相的調查得知、許多腸道屬的細菌 , 也在養殖池水中設分離出來 , 顯示出抽水已受

ι外來動物或水產動物之排泄物所污染,拉七種現象亦有可能是因引入已被污染的水源所造成。由於
水中徵生物種類與數量之變化均可當做水質好壞的指標 , 且又發現蝦血淋巴波與肝膜臟中主要做
生物種類如 Aeromonas hydrophila 及 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也與池水中之主要徵生物種
類相同。雖然這些徵生物中有多少為病原菌仍值得進一步研究, 但若能減少水中徵生物之數目並
提高其岐異度應對他蝦有利。

在自然水域中 , 底質中的土壤顆粒具有吸附有機物質、代謝廢物等之作用 , 猶如一個大型的
儲存庫、而且也是底質覆水界面區徵生物繁生的附著基質 , 這些微生物可將有機物質分解成無機
鹽類 , 再被水生植物及藻類利用 , 造成水中物質的循璟 ' 間接地維持水質的穩定

, 但是 , 底質的
白淨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 , 當有接物質負荷過多 , 加上做生物分解旺盛 , 常使水域底部缺氧而
形成還原態底質釋出氯、硫化氫等有害物質 , 成為水生生物的緊迫因子 , 影響生物的成長並且易
感染疾病 , 甚至中毒死亡。

集約式養殖池的池底、由於養殖生物的排泄物、屍體及殘餌之堆積 , 常蓄積大量的有機物質
, 以飼料而言、其中的氮、磷及有懺物質、養殖生物通常只分別利用 27% 、 30% 及 26% ' 大多都
沈積於地底 , 因此養殖池底質性狀及底質化學產生變化而引發了老化與缺氧之狀況 , 而蝦類長期
生長於底泥之處 , 也因此甚受底泥之氧化還原電位的影響 , 故在蝦池底泥中 , 其氧化還原電位會
隨養殖日數之增加而趨向於負值 , 對抽蝦不利。

蝦池中主要的水質如水色、 pH 值、溶氧量、氯態氮與亞硝酸態氮 ' 呈有極大的日夜變化的
現象 , 其中以溶氧量的波動為最 , 其在下午 2 點時為 175% 飽和度 ; 但在凌晨 5 點則只有42% 的飽

和度 , 故水車在夜間不宜停止運轉。另外 , 目前台灣地區普遍受清潔劑的污染 , 最常用者為直鏈
式院基茉嘖酸鹽 ( Linear alkylbenzene Sulfonate' LAS) 。從己知之研究結果中得知 , LAS

對生物的眼睛會成傷害 , 影響酵素系統之活性 , 使殼的形成速率降低 , 最後導致生長遲暖 ,
脫殼

率降低 , 因此在宜蘭蝦池中測得池水的 LAS 量為 0.003 - 0.032PPM '
底泥為 0.203 - 3.447PPM

' 蝦體為 0.24 -1.033 ' 此濃度雖不至於對草蝦造成死亡的威脅
, 但長期的慢性影響仍未知 ,

值
得注意。再者 , 從底泥與蝦體的樣品中 ,

經 Umu test 及 Ames test 的結果
, 均為負反應 , 顯示

其都未含有可檢出的變異性物質存在。

三、改善要點

由蝦池各生態因子變化範圍看來 , 蝦池的管理應有一些適當的改善 , 茲分述之 :
1. 維持適宜鹽度 :

草蝦為廣鹽性生物 , 高低鹽度對其雖有生長的影響 , 但在鹽度 10 - 25% 。之虫的生長應無
問題。倒是斑節蝦地有些只達的一 18% 。之鹽度而巴 , 似乎低些 , 應加海水使其達20% 。以上

,
若能達 25% 。則更佳 R

2. 維持適當的 pH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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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宜池蝦生長的 pH 值為 7.8-8.5 。宜蘭蝦池常見 pH 值只有 7.67 或低於 7.8
' 此時應特別

注意殘餌之累積、分解 , 故可斟加活性土灰安口 Zeolite 或珊瑚屑。亦可極少量添加石灰 , 但
此限於他蝦健康且有經驗之業者才可使用。

3. 提高溶氧 . .-

宜蘭蝦池之溶氧在白天都可達 5.9 或6.9ppm 以上 , {旦夜晚即會發生氧氣不足之現象。故換
水、培養水色、清除殘餌及污泥都能維持溶氧的濃度 , 若能多使用水車 , 此仍為最重要的增
氧來涼。

4. 減少水溫之日差 :
天候不順 ,

常會引發池蝦抗病力的減少。水淺之蝦池比水深者更易受氣溫的變化所左右 ,
宜蘭蝦池之深度對池蝦而言仍屬不夠。若可能以話 , 宜增加水深至 1.5 或 1.8 米。

5. 降低池水之細菌量 :
由於目前池蝦之健康度不佳 , 因此有此必要以防病害之發生。最好設有儲水池或淨化池 ,

於注水入蝦地之前用藥劑加以消毒。
6. 減少池中有機物的含量 :

由殘餌或生物屍體累積形成而來 , 導致水質惡化 , 底泥呈嚴重之還原狀態 , pH 與溶氧均
降低 ,

產生不利地蝦生長與存活的原生動物、輪蟲、多毛額及藍綠色藻煩。故適量的投餌、
底泥之清除、抽水的增氧、池水的生物膜處理與施放活菌 , 應都有某種程度的投用。此方面
尤應加強 ,

以便蝦池的有蟻物含暈在5ppm 以下。
7. 去除不良的藻類 :

不夏的藻類引發不佳的水色 , 二者互為因果都能影響池蝦之生長與存活。因此勿用下雜魚
或貝額碎肉投餵 , 可使用除草劑 , 引入優夏藻水 ,

施放飯量元素與減少有機物含量 , 務必使
其水色由黑色、墨綠色轉成紅棕色或綠色。目前這方面的管理操作仍不完善。

8. 減低底泥還原老化的速度 :
底泥間隙小 , 由於交換困難 ,

且有機物在此大量分解消耗 , 因此老化現象在養殖後期更是
在所難免。因此必讀好好整地晒池、施用石灰、移土客土、儘量增氧、撒佈活性土、活菌與
減少殘餌。此種管理在斑節蝦的養殖尤應注意加強。

9. 勿濫用藥物 :
藥物的使用 , 若能對症下藥 ,

對池蝦與蝦池有所幫助膺屬可行 , 但若濫用則有危害之作用
。清潔劑之使用導致一般蝦他或多或少的累積在底泥與蝦體內 , 值得警惕深思 , 應予改善。
另外硫酸銅的濫用志在一些蝦池哥陡旦做水的困難 , 蝦體的虛弱＼有機物價臻的中斷 , 不可不
慎。

10. 妥善利用蝦池的白淨能力 :
蝦池的部份徵生物、具有清除有機污染物的功殼 ,

因此 , 應使這學生物處於較為穩定的璟
境之中、故大量換水或使用毒性較強的藥劑、急速改變蝦他的生態 , 都應小心行事 , 而生物
製劑、或活菌的使用應屬可行。

11. 地下水的善用 :
一般地下水的水質、都比蝦他為佳、但有些地下水含有較高的鼓態氮、此時應先予以曝氣

或處理 ,
另外將部份排放水合併地下水之後再注入蝦池使用 , 亦應有改頁與穩定蝦池之功用

12. 中央排污管的設立與使用
養殖一段時間後 , 污泥必集中於蝦池中央 ,

因為排污管或抽泥污管的適時適當的使用 , 將
使水質維持在較佳的狀態 , 減少清水注入或換水的次數、有利經營。

13. 加強颱風前後的管理 :
颱風前數天與後 -星期內, 常會發生池水惡化、混濁、溶氧缺少、甚或大量死亡等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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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蕃加管理昇降水深、注意電力打氣系統、-添購臨時必要的工具仍屬必要。
總之 , 欲養蝦成功 ,

除上述之日常管理外 , 仍要選購品質夏好 , 營養完全的飼料 , 但放養、
體質優喪、健康的蝦苗、仍為最大的成敗關鏈 ,

此點已在宜蘭的養蝦池中 , 獲得佐證。其實草蝦
係一非常具有耐力的蝦種 ,

高濃度的亞硝酸與鼓對體長中型以上的草蝦之影響已不大 , 這也是 76
年以前 ,

草蝦養殖能大幅成長的原因 ,
望今後仍有撥會再現此種蓬勃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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