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鱸魚養殖



鱸魚養殖面積與生產量值

民國 面積(公頃) 產量(公噸) 產值(億元)

95 729 6290 4.87
96 906 8850 8.40
97 960 10286 8.60
98 1000 9480 8.20
99 1040 22673 23.88

資料來源：漁業署統計年報



七星鱸及雜交條紋鱸之養殖以雲林縣
及嘉義縣為主要產區，近年來雲林縣
麥寮鄉更為臺灣地區最主要鱸魚養殖
產區。

鱸魚養殖產業發展在民國82年時達顛
峰期，民國84年後魚價因生產過剩而
下跌。  



金目鱸生產概況

民國79-87年間產量居世界之冠，但由
於國內的消費市場無法有效的成長，
使得這個產業在民國87年之後大幅的
衰退。民國91年達到了谷底。

民國91年後，金目鱸新的外銷市場需求
產生，到民國94年台灣金目鱸產量已為
世界第二位。 



全球金目鱸生產量

資料來源：聯合國糧農組織(FAO)全球漁業統計資料庫



金目鱸生態習性-1
金目鱸(Lates calcarifer)又稱紅目鱸，
體背與各鰭呈褐色，腹部呈淡褐色；
尾鰭後緣呈圓型不分叉。
該魚為熱帶與亞熱帶魚類，棲息環境
包括：淡水、半鹹水及全海水。
屬廣鹽性魚類且不耐低溫，本省養殖
集中地以南部為主。



金目鱸生態習性-2
為雌雄同體雄性先熟的性轉變魚類，
於天然水域，3歲以前為雌雄同體，3
歲以後魚體重3公斤以上時，雄性精巢
開始成熟，魚齡6-8歲魚體重7公斤時，
開始轉變成雌性。
成熟魚齡隨環境有很大的不同，有些
雄魚在魚齡4-5歲魚體長30-50公分時，
就開始性轉變成雌性。
養殖金目鱸，由於食物充足，成長迅
速，故成熟年齡可提早。 



金目鱸繁殖季

五月上旬至八月下旬 
水溫25-27 ℃鹽度28-32 psu
5 月份之前，則自泰國進口魚卵進行孵
化



魚苗培育-1

第1天－孵化的仔魚全長2毫米，魚苗
有一卵黃囊。身體呈淡黃色，半透明
的，體表無色素，尚未開口，平時靜
止不動。
第2天－仔魚會作短暫的游動，還沒有
攝食。池子可注綠藻水，以降低透明
度，穩定水質，增加魚苗的穩定性﹐
也可當輪蟲的食物。池中放少量輪蟲，
讓先開口的魚苗食用。



魚苗培育-2
第3天－魚苗可開始正游，喜歡集中在
光線較強的地方，開始攝食。
第4-5天－大量攝食，輪蟲密度為3-15
尾 /cc 。
第6天－輪蟲密度為15-25尾 /cc 。
第7-8天－開始可給於小型橈腳類，讓
較大的魚苗食用。
第9-10天－大量攝食橈腳類，橈腳類密
度為50-150尾 /cc ，魚苗開始有依壁習
性，並且喜歡集中在暗處。



魚苗培育 -3
第11-14天－橈腳類密度150-350尾/cc ，
魚苗殘食性開始顯現。
第15-18天－部份魚苗已經體長1-1.5公
分(米粒) ，需給於大量橈腳類(300~450
尾/cc) ，魚苗分散在池壁週圍。
第18-23天－減少活餌，使用冷凍橈腳
類誘集大批魚苗群 。爆發疾病是常見
的，也要分池減低魚苗的密度，篩選
出平均魚體大小。
第23-60天－開始訓餌給魚苗吃人工飼
料至2-3吋  



金目鱸養殖-1

放養密度5-10萬尾/公頃。

養殖水深建議控制在1.5公尺以上。

本產業之規模報酬為遞減，養殖池規
模建議是在0.5公頃以下。

最適成長水溫為25-28℃。

7月放養2吋苗至翌年3月或者4月放養2
吋苗至9-11月可收成400- 600公克。



金目鱸養殖-2

餌料係數在1.2-1.4。
在低鹽度的環境下成長較為迅速，但
純淡水養殖，池魚肉質較易產生臭土
味及肉質鬆軟的現象。

鹽度在4- 5 psu以上養殖體色較暗死後
體色不會變白，較易被消費者接受。 



金目鱸換池因素 

篩選大小，讓體型相仿的魚隻能飼養
於同一池，以免互相殘食。

因應池水水質變差而移池飼養。

若遇到「越冬」成長時，活動力與進
食能力會變差，此時便必須將金目鱸
移至水質良好且水深較深的池子，以
度過年底到隔年年初的寒冷期。 



金目鱸養殖型態-1

供應國內市場，收成体型約1台斤重，
單價較外銷價格高約1-2成。泰國品種
魚苗。

外銷所需，收成体型於1 公斤以上，台
灣品種魚苗。



金目鱸養殖型態-2

養殖將近6個月時，先收穫部分金目鱸，
再將剩餘的金目鱸養至可以外銷體型。

大多數養殖業者都採用此一模式。



金目鱸養殖型態-3
養殖目標魚重約在四公斤以上，養殖
期長達兩年以上。

此一體型的收購價格相對高，較外銷
的魚價高出70 %。

資本投入相當驚人，所需承擔天災風
險也相對大。



養殖管理

飼料

底質

密度

整池 種苗

水質魚病

銷售



養殖管理

養殖場管理
養殖環境管理

以魚體外觀粗判魚病

水產品銷售



養殖場管理

為什麼一年比一年難養？

單養與混養

海水與淡水養殖

養殖場問題發生後處理方式？

為什麼處理效果壞？



為什麼一年比一年難養？

魚塭老化；水源不良
種苗品質
放養密度
氣候
病毒性疾病



放養前底質處理
污泥的抽排。

加速底質分解。

曬池與翻耕。

撒石灰。



養殖期間底質維護管理

維持水質穩定：水中溶氧
充足避免藻類大量死亡。

撒底質改良劑：高錳酸鉀、
沸石粉、益生菌。



種苗選擇

魚苗行為
－泳姿、索餌、群游

魚苗外觀
－體表、體色、肌肉、腎臟、
肥滿度、畸形率、呼吸頻度、
腮蓋閉合



放養密度

養殖種類

分段養殖

避免個體差異



飼料管理

飼料成分

飼料大小

飼料保存

投餵管理



單養與混養

生態上

水體空間利用

經濟與時間問題(飼料選擇)



海水與淡水養殖

生態上

經濟問題

養殖技術

管理要求



養殖場問題發生後處理方式

氣候
水質問題
寄生蟲性
細菌性
黴菌性
病毒性
原因不明

檢 驗   憑感覺經驗

停料、投藥
水質處理  

飼養管理調整



什麼狀況需停料？

停料是最消極但也是最保險
的處理方式

漸進性水質不良引起

輕度、單純性腸炎

魚苗應試情況酌量給料



為什麼處理效果壞？ 
疫情判斷錯誤

  -沒對症下藥

    -治療時機不對

藥物使用不當

-劑量不對

    -投藥時間不足

    -藥物品質不良

-混合藥物

氣候
水質

飼養管理



如何有較好的
處理效果？

早期診斷

正確用藥

追蹤療效

氣候
水質

飼養管理



養殖管理

養殖場管理

養殖環境管理
以魚體外觀粗判魚病

水產品銷售



環境與疾病之關係
魚類比陸上動物更經不起環境變化

對水生動物具影響之物理、化學因子

  -溫度

  - pH值

  -二氧化碳和氧的含量

  -鹽度及硬度

  -藻相( 水色 )
-有毒物質(亞硝酸、氨、重金屬等)



環境與疾病之關係

常見飼養管理不當人為因子

  -養殖密度過高

  -搬運、捕撈傷害

  -餵飼過量或不當

  -營養不均衡



環境與疾病之關係

透明度-水色
植物性浮游生物
動物性浮游生物
池底(菌相)

氣象
溫度
pH值
溶氧、軟硬度
總氨、亞硝酸
重金屬光合作用(白天)

呼吸作用(晚上)

有機磷劑
消毒劑
抗菌劑
水質改善劑

魚種

好發性



溫度

水溫升高，代謝率需氧量增加

  (溶氧降低)
溫度越高，毒物忍受力越低

溫差最好不超過3℃



溶氧

溶氧量與水溫、鹽度、浮游生
物濃度、放養密度、水車數量
等有關

通常以清晨5-6時最低，下午3-
4時最高

一般維持在5-8 ppm最適當



缺氧時因應措施

晚間或清晨時段
下雨時及下雨後(引鄰池穩定藻
水並保持水車持續運轉)
颱風來臨前或天氣悶熱時(注入
新水並保持水車持續運轉)
氣溫快速回升(池底缺氧及亞硝
酸濃度增加而泛池，可用高錳酸
鉀殺菌並氧化氨及亞硝酸，再投
沸石粉等即可控制)



pH值

pH值顯示水是酸性、中性或鹼性

養殖池最適合的pH值約為7.5-8.5，
受二氧化碳與氧氣量影響

pH 5.5酸中毒、 pH 9鹼中毒 
   ( 依魚種而異 )
每天變化不要超過0.3個單位



pH管理對策

pH值過低時

pH值過高時



酸雨對養殖池pH值影響？



水溫、pH愈高與溶氧愈低時，氨
氮毒性也會變高

氨氮鹽中以未解離氨(NH3 ) 最具
毒性性

NH4
+濃度過高(3 mg / L↑) －地下水

水質不良

氨氮鹽



氨氮鹽管理對策

增加溶氧量

使用水質改良劑

避免過多殘餌

排換水



使魚類新陳代謝速度變慢、成長停
滯、營養不足及抵抗力降低，嚴重
時會死亡

亞硝酸(NO2
-)濃度過高(0.5mg /L↑)

-飼養密度過高、換水不易等

亞硝酸鹽的忍受力為：貝類＞蝦類
＞魚類

亞硝酸鹽



亞硝酸管理對策

養殖前

養殖中





水色

保持良好水色是水質管理基本要件
之ㄧ

由陽光的照射、水中溶存物質及浮
游生物等所致

反應水中肥料組成與底質狀況

夏天易發生倒藻、冬天易水色不佳





養殖管理

養殖場管理

養殖環境管理

以魚體外觀粗判魚病

水產品銷售



魚病的發生與預防

魚體健康－密度
過高、捕撈、運
輸之緊迫或傷害

生活環境－  
水質惡化

病原體－
感染

疾
病

預防魚病－
增強魚的抵抗力
改善生活環境
消滅病源和敵害



養殖魚類生物性病因
病毒性疾病

   -金目鱸魚苗感染虹彩病毒、野田病毒

細菌性疾病

   -鰻魚感染愛德華氏菌、產氣單胞菌

   -吳郭魚感染鏈球菌、產氣單胞菌、類立克次體菌

   -烏魚感染鏈球菌、奴卡氏菌

   -條紋鱸、七星鱸感染奴卡氏菌

寄生蟲性疾病

   -卵圓鞭毛蟲、杯狀蟲、車輪蟲、指環蟲等感染

生物敵害



養殖魚類非生物性病因
養殖環境

   -水質條件

營養性

   -飼料成分不足

   -投餌過飽或不足

飼料

   -腐敗、酸化、太大、太硬

管理不當

   -養殖池設計、放養密度、驚嚇或傷害



魚類疾病外觀粗判
觀察行為

  －食慾降低、沉底、上浮或不平衡、倒
游、易驚嚇、翻鰓、鰓蓋不開、磨底、
易跳躍

觀察外表或鰓
 －有無外傷、潰爛、寄生蟲、白點、棉
絮或有色胞狀突起、立鳞



魚病管理

魚體感染疾病時需對症下藥，且藥
物使用時更須注意禁藥期，以避免
藥物殘留。

可將病魚及養殖水攜至家畜疾病防
治所進行檢驗。

依檢驗結果，就近至合格藥品販賣
商處購買合法藥物進行處理。 



養殖管理

養殖場管理

養殖環境管理

以魚體外觀粗判魚病

水產品銷售



水產品銷售

優質產品(產銷履歷、吉園圃)
建立品牌

行銷或促銷



產品
．產品命名？
．包裝？
．單一產品？還是多種選擇？
．包裝要多大？ 
價格
．低價、中價、高價？
．價格對產品形象有影響嗎？
．走單一價格？多產品多樣價格？ 
．多產品要用一樣或不一樣的產品名？



通路
．傳統通路？
．如何讓店家推薦？
．要進行網拍通路嗎？

行(促)銷
．打廣告嗎？
．如何差異化？引發消費者討論？
．找人推薦？找誰？有用嗎？
．用少錢做到大量曝光？
．利用 email 行銷嗎？
．消費者重視，知道我們有好產品？



高階水產品行銷通路

農民(農民團體)

直銷、超市、量販店、餐廳、
學校、機關團體、公司行號、
觀光休閒農場

消費者



金目鱸經營分析



金目鱸養殖場投入產出分析

2008(黃崑山)台灣金目鱸養殖場生產技術效率之分析



金目鱸各項投入要素費用佔總成本比例

2008(黃崑山)台灣金目鱸養殖場生產技術效率之分析



金目鱸產業SWOT分析表

2008(黃崑山)台灣金目鱸養殖場生產技術效率之分析



益生菌在水產養殖之運用



水產養殖已經逐漸變成人類動物性蛋白質

的來源；然而，養殖過程中為了提升成長

以及疾病的預防，造成抗生素、殺蟲劑和

消毒劑的濫用。所以，將益生菌用在水產

養殖的動物上，可以有優化水中環境的效

果，且益生菌已經明顯可以來當作飼料上

的添加，或是直接添加在水中來使用。



為一種活的微生物，可當作養殖生物的
營養保健食品，其具有調整和刺激免疫的
功能，且還可以改善腸內微生物的平衡。
亦可應用在水質改善，維持優良水色，達
到最佳的養殖環境。



益生菌是非常廣且複雜的生理特性，

例如它的生長可以藉自營性、異營

性等模式生長，可將氨氮、亞硝酸、

硫化氫，轉化為生長過程中所需之

養分，淨化污水之水質

益生菌的特性



益生菌作用機制

細菌將餌料中毒性或非營養物分解

成宿主能消化的營養成分

透過產生抑菌活性物質競爭營養或

粘膜空間來阻礙病原菌定殖於消化道



提高生物體的免疫反應

補充或替換抗菌化合物

提供營養和酵素

控制疾病

改善水質



水產養殖用益生菌應具備之條件

提供產生消化酵素、生物素、維生素
 適應水產動物的體內增加環境優質的
腸道吸附性與營養競爭性
 對病原菌具良好之拮抗作用產生抑菌
物質以拮抗致病菌
 刺激宿主的免疫系統來提昇免疫力增
加紅血球、巨噬細胞與淋巴細胞數                                                                                
 維持菌體活性與穩定性，無病原性、
無毒性及無副作用



益生菌在水產養殖之功效
提供營養物質，促進生長

     光合菌富含蛋白質、維生素、鈣、磷和微

量元素等，在動物消化道內繁殖、代謝，可

產生動物生長所需胺基酸、生長素之類的生

理活性物質等營養物質     

促進幼體的存活率與生長



抑制有害微生物生長，預

防疾病發生

    當益生菌隨著飼料進入消化道

後，在魚類消化道內會產生有益

菌群，與致病菌之間對營養物質

和腸道細胞表面附著位置展開競

爭作用，從而抑制致病菌群的生

存 繁殖、定居、附著

定
殖
在
腸
道
上
皮
細
胞

培養環境

生長時期

菌株的附著位置與能力

(Ringø et al., 2007)



益生菌提昇水產動物免疫力之途徑

 增加巨噬細胞活性後進一步提昇對微生 

         物與碳粒子之吞噬作用

     增加系統性抗體如免疫球蛋白與干擾素

         之分泌

     增加局部如腸黏膜表面之抗體生成
                                                                                                                       （Farzanfar, 2006）

、



光合成菌是一群厭氧性細菌，廣泛分佈於地球各處。它具有很強
的固氮、脫氮、固碳及硫化物氧化能力，在自然環境的自淨過程中擔
任重要的角色，一般多利用於有機廢水處理上，水產養殖上則常作為
水質改良劑。其實，菌體本身含有豐富的蛋白質，亦含豐富的維生素
B群、菌綠素及類胡蘿蔔素，是培養餌料生物的最佳營養食物，本研
究目的在應用光合成菌的優良特性，期能大量培養石斑育苗之優質餌
料生物。自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分離、純化出光合菌株MRC-1，進行
純種及擴大培養，已能大量生產菌液並成功應用於石斑育苗過程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朱永桐、葉信利、許晉榮、丁雲源



枯草桿菌
枯草桿菌可將具毒性之氨及硫化物轉化成無機營養

鹽類，不僅可降低水中有毒物質，亦能提供單細胞藻類
及水草生長之營養，進而增加水中溶氧，加速分解水中
有機質，減少排泄物污染及降低污水中的BOD、COD、
S S.避免二次公害，改善環境品質。
    除此之外，所分泌的各式分解活性酵素，可達到抑
制病菌滋生的效果，分解池底污泥，降低水體腥臭味，
充分改善養殖池之水質。

http://es.wikipedia.org/wiki/Bacillus_subtilis
http://blog.roodo.com/nessie/archives/28958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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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益生菌在使用上之困難點

水生生態環境參數複雜，採單
一菌種未必能見功效
菌種特性
使用量上之確認
菌體本身在水中的持續性
劑量與品質的掌控



使用心態的問題 
以循序漸進心態，且持久定期投放為
主要的施用方法。不應該將益生菌歸
類為「救急」處置方法。

在水質條件惡化或養殖生物健康情況
相當糟的情況下，使用益生菌可能無
法獲得預期效果。

搭配一些水質和魚病管理所需的養殖
策略（換水、鹽度調整、控制有機質
含量、水車的數量和餵食量等）後，
容易收事半功倍之效。 



使用方法的問題 
使用上主要分為「直接潑灑」和「活
化培養」。

前者在使用上較為方便迅速，適用於
小面積的養殖環境。

在大面積養殖環境中，一般還是傾向
先活化後再潑灑的方法。

活化後的微生物比較能適應養殖環境
且有較佳的生理活性。



益生菌製劑，不僅可以改良環境、無
毒害、亦可增加水產生物生理活性和抗病
力，更可提高農畜產量，提高生產力，增
加業者的收益。



謝謝!
敬請指教

Thank  you


	金目鱸養殖管理�與經營分析
	鱸魚養殖
	鱸魚養殖面積與生產量值
	投影片編號 4
	金目鱸生產概況
	全球金目鱸生產量
	金目鱸生態習性-1
	金目鱸生態習性-2
	金目鱸繁殖季
	魚苗培育-1 
	魚苗培育-2 
	魚苗培育 -3
	金目鱸養殖-1
	金目鱸養殖-2
	金目鱸換池因素 
	金目鱸養殖型態-1
	金目鱸養殖型態-2
	金目鱸養殖型態-3
	投影片編號 19
	養殖管理
	養殖場管理
	為什麼一年比一年難養？
	放養前底質處理
	養殖期間底質維護管理
	種苗選擇
	放養密度
	飼料管理
	單養與混養
	海水與淡水養殖
	養殖場問題發生後處理方式
	什麼狀況需停料？
	為什麼處理效果壞？ 
	如何有較好的�處理效果？
	養殖管理
	環境與疾病之關係
	環境與疾病之關係
	環境與疾病之關係
	溫度
	溶氧
	缺氧時因應措施
	pH值
	pH管理對策
	投影片編號 43
	投影片編號 44
	氨氮鹽管理對策
	投影片編號 46
	亞硝酸管理對策
	投影片編號 48
	水色
	投影片編號 50
	養殖管理
	魚病的發生與預防
	養殖魚類生物性病因
	養殖魚類非生物性病因
	魚類疾病外觀粗判
	魚病管理
	養殖管理
	水產品銷售
	投影片編號 59
	投影片編號 60
	高階水產品行銷通路
	金目鱸經營分析
	金目鱸養殖場投入產出分析
	金目鱸各項投入要素費用佔總成本比例
	金目鱸產業SWOT分析表
	投影片編號 66
	投影片編號 67
	益生菌
	投影片編號 69
	投影片編號 70
	水產養殖上的應用
	投影片編號 72
	投影片編號 73
	投影片編號 74
	投影片編號 75
	光合成菌應用於石斑魚類優良種苗生產之研究 
	投影片編號 77
	益生菌產品項目
	投影片編號 79
	投影片編號 80
	投影片編號 81
	投影片編號 82
	投影片編號 83
	使用心態的問題 
	使用方法的問題 
	結論
	投影片編號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