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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鰻與印尼鰻養殖試驗
柯接機 余種基

Studies on the culture of American Eel, An!(uilla rostrata &

Indonesian Eel, -An!(uilla hieolor

Ko Thong-Chuan Yu Ting-Chi

Abstract

In order to dissolve the dificiency of reared elaver (Anguilla japonica), we

studies the feasibility of American Eel (Anguilla rostrata) & Indonesian Eel
(

Anguilla bicalor) culture in Taiwan.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growth rate of American Eel was worse than Japanese EeJ, it May probubly

be caused from the reason that the feeding condition & feeding amount were not

as good as that of Japanese Eel. The mean food conversion coefficient was 2.�.
2. Indonesian Eel was reared in a small pond, its growth rate was not good. If"

Indonesian Eel was in a large number & reared in a large pond, it would get a

better results. The mean food coversion coefficient was 2.35.

3.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parasites having been found in American Eel. Trichodina

'
一 _L ---, '1"1 俑 �a

sp. , Dactilp gyrus Sl

heavily to influence on American Eel in ingestion,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 In

Indonesian Eel was less parasites.

官 .

前 '
本省黨鰻黨之接連居各種聲離黨之寇﹒每年為國家賺取之外模已突破二億美元之六闕

, 篤聲筒最
大之外銷矗蘆晶之一﹒儘管養鰻樂之如 tt 運動發展﹒奪目前養殖所需之腰苗仍需依賴天然生產者供應
﹒玲也於鰻魚奧妙之生態至目前尚無能以人工繁殖11 式解決種苗問題﹒天然資源極為有限在過於擴張養

殖商讀之下 J 其所需種商早已供不應求﹒續統計本省每年約需暐線三十至四十公噸
(II .而關內年 itt 量

最近九年中除7 六十九年生產二十三公噸外
, 其餘各年均在十一公噸以下 (21 , 此數量連不敢養殖需要

.由國外進口可貴養殖業所需之日本種鰻亦極為有限
, 在眼線產量單數不種定及供需失調的情況下嚴

重的影響到聲鰻葉之種定經營﹒因此﹒本分所乃著手研究美國種饅興印尼種股之養殖儷濟價值方法以

供聲蝕業者參考﹒

材料與育法

材科 :
眼線 ( 簡 ) : 鰻魚種類鐘定保依照 Ege's Method (31 崩筆者捶定﹒

�. 美國眼線〈苗 ) : 美國鰻線於 67. 6. 8. 經由貿易商自美國西海樺購入﹒計有凹 ,012 尾、 3.2

企斤
, 每尾 0.17 企克 ..平均體長5.8 公分﹒鰻苗於 67. 6. 9. 白晝倒還價書長購入

, 計有 26,767 尾 -

56.2 舍克﹒每尾平均值畏的 .9 公分﹒平均體重 2.10 公克﹒

2. 印尼眼線〈苗 ) : 即尾饋線、鰻苗間於 68. 2; 5. 購入﹒計有鰻線 1. 484 尾 , 0.22 公斤 , 每尾

平均體重0.15 公克﹒平均體長 5.44 企分﹒體苗 1,569 尾
, 0.89 公斤﹒每尾平均體覽 0.57 公克 , 平常體

長 1.4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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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魚地 :
1. 美國體地係利用現成的水泥地三 n 及泥土池二 n � 水呢祂 (14Mx14Mx 0.8M) 作為體商 (

線 ) 申 1\餌及初期養殖用
, 設二馬力水車一侖 , 池之一邊用竹丹遮蔽作為給餌場與鰻魚休憩場。泥土地

(34M x IBM x 1M) 作為鰻養成池 , 係水混壁泥土池 , 池底四周舖以砂右﹒施之一角用木板遞蔽作
為給肯If 場 , 設有二馬力* 草一台﹒

2. 印尼體地為二口水混池 ( 6Mx 2.6Mx 0.6M) ﹒池之一邊以現驛布退蔽作為給餌場與鰻魚

休憩場﹒未設置水車全自保持少量流水 ( 流水量30t/ 分〉﹒

餌料 :
1. 絲蚯蚓 : 鰻線 ( 苗〉單 II餌及初期養殖時使用

, 使用前先苦養一晝夜 -

2. 配合飼料 : 使用蝠 , 傳牌鰻魚配合飼料﹒
3. 新鮮下雜魚 : 下雜贏揉用當日購入者 , 魚之種類依出現數量多寡依序為自帶魚、缸秋站、狗母

魚、鱷魚、自口魚、鎮、飛魚及赤餘
,

等。

4. 維他命 E : 舔加量為 2% ﹒

3 可 2 主

體線 ( 苗〉之學 II 餌 :
首先將鰻線、鰻苗分別入小型水泥地思

'I
餌 ,

利用鰻線〈苗〉之趨光性與溯水性
f 肘 , 於夜間點體 (

20W) 並注水以詩集體魚至餌料籠附近 ,
然接投入絲鈣 !蚯﹒鰻線〈苗〉即開拍激烈搶食 , 此時每日投

餌二次〈分別在早晨與傍晚〉﹒俟鰻線 ( 苗〉完全身 II食後再酌量混入下雞魚與人工配合飼料
, 並漸次

增加早晨之投餌暈、減少傍晚之投餌量 , 最後完全於早晨投餌﹒俟線〈苗〉成畏到二十公克左右時間
依鰻魚大小分養至犬型養殖池繼續飼養。

投餌方法與投劑量 :
除學 'I
前與初期養殖時期每日投餌二次外

, 餘均為每日士.午八時至十時之間投餌一次﹒秋冬二季水
溫降低時投宮時時間則延後一、二小時增加拉餌敷果﹒餌料之調製以配合餌料與下什魚依 1: 1之比例

加入適當水量與維他命 E 後用攪拌機調成練餌 , 投倒時將練會 I放入餌料體中 , 飼料籠之網目大小觀鯉
魚大小而改變

, 以鰻魚進出容易為原則﹒投餌量則靚鰻魚大小、 * 溫、夫帳、水質及鰻魚攝餌情形等
因素決定

,
以在三十分鐘肉能食

,

完的程度為原則。

求質捌定 :
1. 溫度 : 每日上午九時以普通銀* 溫度計詛u鰻魚池水面下 10 公分處之* 溫及氣溫﹒試驗期間之溫

度變化如表一﹒

2.PH 值 : 每日上午丸時 J;J.PH meter 直接湖之。試驗期間之 PH 變化如裹一﹒

3. 溶氧量 : 以 250cc 之蝶水瓶探取水面之池水 , 再以Winkler's method(SI 滴定翻之﹒試驗期間

之溶氧量變化如表一﹒

成長測定 :
成長測定方法為每月 30 日各地取樣 50 尾作定期測定 , 再說鰻魚成長情形實施全祂清池 , 以瞭解體

魚之成長情形、養成率及與I料係數﹒鰻魚之成長情形如間一﹒

各項資料計算方法 :
放聲尾數
孺夏草豆豆活存率 = x 100% 成長率 =

捕獲時平均機靈
故聲時平均體重

x 100%

餌料係數 =
投貴刊量

獲捕總重量一放聲總重量 + 中間損失體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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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美國鰻部份: 美閻鰱養媳試驗自 67 年 6 月開始實施至 69 年 4 月為 k-;H; 間計清池 4 次﹒鼓依照滑

油時間封為四階段養殖﹒餐飯結果說明如下:
的第一段養殖情形 : 本段護照頭線與鰻苗分地飼養 :
鰻總 : 鰻線自 6 月 15� 放養至 9 月 8 日為庄 ,

分別於 7 月 7 日與 9 月 8 日各清地測定一次 ,
清地結

果 �!lTable 3 所示﹒

成長情形 : 本段養殖經線成長良好 ,
成長率前20 日為 382% ﹒後 60 日為 569% 。使用之日 I[ 料前20 日以

絲蚯蚓為主 ,
後 60 日以統組蚓、下什魚典人工配合飼料三種混合投于 , 拉倒效果與成長率兩者均極佳,

尤其前20 日以絲蚯蚓為主之日成長平高連 19% ﹒可見絲蚯蚓作為美國蟹的哥 !1制與初期餌料非常適合

養成率 : 前 20 臼之養成率為 81 % ﹒後 60 日為62% ﹒黑績值僅50.2% .由品可見養成莓: 稍偏低 , 前者
之日養成率又低於設者。養成平之低下主要因素為鰻線購入時 @n 嚴重的感染寄生鼠 , 鰻魚健康情說差
故死C 率偏高﹒
.會�料係數 : 前 20 日援軍lul[ 料係數為 2.12 .能 60 日養瓶為 2.37. 前 20 日以 M. 蚯蚓為餌料 ? 再 I� 料被率較
慢 ,

後的日混合下什魚典人工配合飼料﹒餌料損失率較犬 , 因此飼料妓率不起1前者。
鰻苗 : 鰻苗自 6 月 12 日肢聲至 9 月 8 日滑油捌定 ,

清池結果如Table 2 所示 .
本階段誼通 87 日益 'ill' 投苗成長率為 386. 養成率為 67.3% . atr 料係數為 2.0 .
想市在放聲初期的發現有少數艘魚特別瘦弱﹒飼養時或未來攝﹒食或在飼料附近徘徊。同時亦發現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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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爛尾摘蝕
, 經使用映喃齊!上野 C20 藥諮治療

, 但樂教不太顯著。後以改變水質環績 , 增加注水暈、

溶氧量與降低 PH 值
, 兩週後病腰間指減少 , 五週後已不再發現爛尾摘鰻﹒

的 �=m$j:jHf11f1� : 已混合在一起並依鰻魚大小分的 1 、由、 B3- B恥水混池。自 9 月 9 曰

11d�¥ 此也需
. mi'fufiti*1mTable 4m� 戶帥蚓、枷枷、 B3 池帥、 B4

池 1蜘﹒其中以 B1 興B3 南池饅魚體型較小成長率較大
. B2 與B4 南地? 魚體型較大成長率蚓、 .

養成率 : 由 Table 4 可知各地之養成率分別為
B1 池70.3� 忌、 B2 池 88.5% - B3 池72.1% 、 B4 池 92.6� 品

。養成率與鰻魚大小有極顯著的關係
. B 1地與B3 池鰻魚較小 ( 放聲時平均體重分別為 1.51g 與 4.43g

〉養成率較低 ( 分為別 70.3% 與72.1%) . B 2池與B4 池鰻魚較大
( 18.77g 興 18.85 的養成率較高

( 閱﹒ 5 特與92.6 份 , 而B1 地與B3 池問 B2 池與B4
池間養成率隨鰻魚大小亦有相同的關係﹒上述之原

因有二 .1. 要國鰻容易感書長寄生過
, 小型體對寄生鼠的拉拉力較弱

, 受寄生蟲感柴而死老較多﹒大型

鰻對寄生蟲的抵拉力較強
, 受寄生過感染而死者較少﹒ 2. 美國體自相殘食住強 ( 大鰻吃小動 , 小型

鰻種食性文比大型體強而且小型餵在養殖期間文比較容易形成大小懸殊現象﹒此文增加了小型蝕的殘

it.
向 : 餌料係數各池分別翩翩恥 B2 池 2.3 缸l' 附 2.20 .干叫B副叩4

甘i詰詰;萃2 豆話想:誰mw ♀品戶分恃聲掛蜘於仙A1 、 A口大型蛾混土池 '巾而小型體仍留在
B1卜、-B跎口水泥池中聲殖 @

自

67 年11 月 11 日放聲歪倒年 4 月 5 日清池測定
, 清池結果如Table 5所示。

成畏情形
. -本拉段聲殖係在冬季低 2永k 溫期 ' 餵魚攝餌活轉弱投餌量減少

, 鰻魚成畏較韓 ' 各池鰻魚之

成畏率分別爵A1 池 1叮78 叫 . A2 池 29 仰 . B1 池 31 阿 . B2 池 45切0 鴨 e 其中仍然以圳4小、型餵B1 池興 B2

祂

2草
:lk$i

宮
�� 巳- A2

投3
% ﹒與第二段養殖情形相同 , 養成率與鰻魚大小星正相關關係 ' 鰻魚愈大養成特高

, 叫在本段養

殖中發現有聽聽過寄生
, 因而影響-鰻魚的攝餌與成畏

, 故 B1 池鰻魚之成畏率與養成率均低於大小約

相同之B2 池鰻魚﹒

餌料保數 : 餌料係數各池仿i翩翩 21 、 A2 池 2.06 、 B1 池 2.36 、 B2 抖。 .
�.I1Y$j:JHifImw :

分都A1 - A2 二口大型混土池
, 而將小型體留在水泥池叫中養殖﹒§ 68/ f- 4

月謊話I� 4JJ 24 E mi'fu

需
: . mi'fu 仿古

6m�.
池 3⋯⋯分別為 A1

池64.5 克、 A2 池73.8% -
B1 地位 .0 克﹒餌料係數制分別為A1 池 2.3 - A2 池幻、 A3 池μ。

美國鰻在本投養殖中

- DJ

、 A1 - B1 池鰻魚均發現有制 (Angu 似 ola eras 叫寄生將肉 ,

寄生軍事以 B1 池70-80 克最嚴重
. A1 池與A2 池約為 4% 左右。寄生蟲數在 1-21 尾之間

, 大部份為 1

-12 尾﹒摟江草周三報告
(8) 日本體亦常發現此書生函

, 寄生率大多在 30% 以下
, 但亦有高達 80 克以上

者
, 寄生過數大部份在 1- 3 尾間

, 寄生過數 1 尾者佔茄克、 2 尾者佔25%
、 3 尾者佔 20% ﹒鰻魚、死

亡數徵不足道。然而本次試驗美國體線通之寄生在 4 尾以上者極為普遍
, 死亡數比日本鰻窩。 B1 池困

線血寄生而死者周年均有發現 , 而以初春水溫上升時與湖按繁殖較多 . PH 較高時死亡數較多
, 換水

ffmJ�(!I'l1-" 程草站在 2月開始實施至⋯肘其個計削蜘耐果如
Table 7 、 Table. 8 所示﹒

眼線、鰻苗在 68 年 2 月至 4 月為分開養殖﹒自
5 月後的混合聲在同一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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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情形 : 印尼鰻之成長情形自 Table 7
、 Table 8 知 t 2 月至 4 月間之城兵部鰻嚼為 427% 、體

積為 312 月 t 5 月至 6 月為 239% ﹒ 7 月建 9 月為 309% ﹒ 10 月至69 年 5 月為 335% .印尼服困數量

太小不便在大型水池義嗽
, 放試驗擱間均在小型水混池中進行 t '/j 、型水呢池空間小鰻魚活動受到限制

t �t 不無影響到接魚的食態與成畏﹒因此若能增加鰻魚數置在大型魚他中養殖﹒並經常施以至于賽以促

進小攝之成畏 . WI 印尼體之成長情形必能得到改善﹒

楚 ,棧率 : 印尼想主義成率由 Table 7
、 Table 8 知 2 月至 4 月鰻融為 63.2.% .鰻苗為11-4% ﹒ 5 月

至 6 月為 84.0%' 7 月� 月為88.1%
﹒ 10 月至 5 月為 65.0% ﹒

印尼鰻兩印尼進口能師直接連送至材所﹒經過畏時間的路與處理 , 鰻魚難免有受傷情形 , 此時

艾正逢冬季水生商繁殖時期
, 故放養後多數鰻線、鰻苗 @P 感東永生苟﹒困忱 2 月至 4 月養殖期間印尼

鰻的聲成哥拉較低
, 因水牛商病而死者想線艾比價苗多 , 此為體總對水生商之抵拉力比喂苗益之故 ,

自

5 月以後 ** 商消失養成率 @p 恢復正常﹒至 69 年的再度蔥、林生商﹒體時師師艾降低 .69 年 12

月印尼按再提感潑水生菌之原因為鰻魚在小型水泥池中養殖﹒鰻魚活動時屬與水泥池壁庸撩受侮引發

永生菌感染﹒
印尼偎在本次試驗中所發現之寄生�� 值有車輪 Ii 、指讀過與Costia necatrix 三種﹒寄生景區發生種

頓與鰻魚發生率均比美國鰻少多﹒美國鰻在試戰期開發現之寄生跑隊 7 前三種外 , 俏有自點 II 、碘胞

毅、針瓷、線路四鶴。車輪昌鐵、指頭識、針血與線通等四種寄生重區的費生 Jfl 蜻很高﹒對龔閻蝕的攝制

、成長及華� 率均有極大的影響
, 然而寄生敵對印尼憊的影響則不大顯著﹒此是吉為印尼控對寄生蠱

的抵抗力較強﹒或是做在本次試聽中未發生
, 此的項進一步研究探討﹒

飼料係數 : 自 Table 7 、 Table 8 知印尼鰻飼料係數各階設分別為 2.31 、 2.63 、 2.4 、 2.2 、 2.2

‘平均值為 2.35. 由此數值可見本試驗所用之傳統養體飼料對印尼蝕仍然極為適合

摘 要

為了解決賽殖體商不足問題
, 我們研究美國腰與印尼睡在本省養殖之可行性﹒試驗結果摘要拍下

1. 美閻鰻之成長率比日本體還色
, 其原因為鰻魚攝餌時的擋食情形與攝餌量不如日本體之旺盛﹒

要國想主飼料轉換係數平均值為 2.38.

2. 印尼鰻係在小型水混池中養殖﹒鰻魚成畏情形亦不修理想﹒若能夫說模的在大型求池中華殖﹒
或許可以得到改善﹒印尼鰻之稱料轉換係數平均值為 2 符﹒

3. 試驗期間斐間體會發現多種寄生為﹒其中車輪蟲、指環藏與自車矗的 it 生嚀崗很高﹒對鰻魚的攝

Hlf 、成長及義 1f1.
率均有擴大的影響﹒然而印尼輯發現的寄生過則很少

, 寄生過對印尼蝕的影響不頡著

甜 辭

本試驗 � 聾發會袁組長和偉及水試所李所畏燦然之間懷與鼓勵、種豪公司之醋送印尼體苗以及本

分所全體悶仁之協助﹒謹此一併深致謝忱﹒

吾吾 考 文 獻

1. 郭河 , 體商購放應有的警覺﹒水 � 養殖要覽 t 143- 145.

2.;;$: 季眼線捕獲及放聲概視。養魚世界 1980 年 6 月號 . 47-49.'

3.Atsushi Us 凶 , Eel Culture. P.2 丸 P.114.

4. 大上的久 , 步步 :¥3.:> 生活史主性質偽新 Lit 、養價﹒ 2 ι-28.
5. 蓋灣省環泣衛生質聽所 , 標準水質檢駿法干珊﹒ 447- 460.

6. 江草周三 ,
步步 :¥Qj 紅綠蟲症。魚。感染症 t 501- 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