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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茭共生

茭白筍共生栽培技術

林文華　徐煇妃

五、田間管理

茭白筍定植後 1.5-2 個月田區水深維持約

30 公分，但在施肥及田間管理前將水緩慢放

淺至田區裸露以利操作；此時魚隻避駐在魚溝

中，活動空間較小，需加強維持進水口供應水

量。田間操作完成後或施肥完成 3-7 日後再提

高水位至原先高度，魚隻回游至田區。

六、茭白筍採收

茭白筍採收時期可視需要將田區水位放

低以利採收，採收期結束後可將水位提高至

30 公分或更高，以利魚隻活動。

七、魚隻收獲

魚茭共生田區水深較淺，魚隻容易因寒

流來襲受害，故須把握冬季寒流來襲前收獲魚

隻。收魚前將水放淺，使魚集中在魚溝中再捕

撈，可大幅提高魚隻收獲效率。

結　語

「魚茭共生」栽培模式為作物生產結合

生態養殖的一個基礎創始模式，在這個架構下

可衍生出更多元化的整合式種養共生模式。例

如魚茭鴨、魚茭稻、魚茭蓮等共生栽培模式。

展望未來，這些既有生產元素，更具休閒導向

的經營模式，對於營造多元化有機生產，提高

農地利用效率及農友獲利，頗有實質助益。

▲�吳郭魚在水田中適應性佳，
是頗為合適的共生魚種

▲�紅尼羅魚高單價、觀賞與休閒價值
高，為魚茭共生模式最佳魚種之一

▲�花蓮農改場開發魚茭共生有
機農法，有效提升農友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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茭白筍生長恢復後逐漸提高水位至 30 公分 

把握 1 週以上無雨時期曬田後做溝

寒流來前收魚 

1000-1400 株/分地，增估 5%苗量補植 

注意田間水量是否充足，陰天放魚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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