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Total

Area �3�.v„�4�S 304.045 �2�.�É�0�5 2.0592 3.2718 �3�.�1��lÌ 3.9195 3.9494 3.俗話 ��� ��� 1.67∞1.1快沁��㠸�
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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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ment Report of Econorriical Milkfish Culture.
CMng-Mou Lai Ming-hui ChangKuo�u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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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每年耳目魚生產量佔養殖魚類生產量之一牟尼l 上 , 為本省最重要的養殖漁業 , 此項耳目魚婆殖 ,

大多在本省西南沿海之虛度 71< 池 , 其面積達 16,000 公園左右
, 本分所為改進此項鹼 71< 魚堪養殖技術 9 明瞭

劃呂魚之生長環墳
, 飼肥料之施用與底藻之生長關係 ' 及各種農藥對蟲害防治之效果等

, 以改進軍目魚養

殖 J 提高單位面積生產量 , 減低經營成本。本分所以附屬作業組織自給自足方式經營 , 俾求得最經濟 ,
更

正確之資料 , 以便推廣本省各地耳目魚養殖業 , 配合經建政策 , 增加生產 , 造福漁民。

前

法

1� 期間 : 中華民國ω年 1 月至 64 年 12 月止。

2 .地點 :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台商分所台商養殖場 ( 台商市安平區上銀館 ) 。

3 .面積 : 本分所台商養殖場叫作業方式經營之魚撞面積計 36.6 公頃 , 區分為 13 口地
, 各池面積如表 l

方﹒

所示。

of milk 晶晶 ponds.Areas1.Table

養過與管王軍

a. 越冬 : 在民國 63 年 12 月切
, 氣通 ,71< 溫己還漸下降

, 已不通車自魚之生存 , 此時將養成池未達

土市體型之耳目魚清點λ越冬池 , 總數為 125,500 尾 , 其中較大型者 84,500 尾
, 小型者 41,000 尾

, 分

成四個越冬他蓄養 , 越冬期間之主要管理工作為投餌與換水 , 天氣暖和時各池均酌投花生餅 ,QI. 維持耳目

Institute.
*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台南分所

Tainan Fish Culture St�iion of Bnincl1_�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Overwinter lndivi dua Is lndividvals Survival
N:>. of pond put in take out ra te %

l Š��,�0�0�0\> �3�9�.�3�0�0\> 93.41

2 24,700 23,080 93.44

3 30,300 28.990 95.68

也 � 29,500 27.380 92.81

Total 125.500 117,750 93.83

soybean
���ed,. I fish . �叫rice bran rice bran enzyme pesticides

powder fertilizat ion oil

No. of �k�geì�, �k�g�/0�
/ha

kg k� kg Z kg k� kg �kTÇ�, kg Z Ii ter
�c�.�c�.N�

;加pond S��a
F♂

1 �5�,�±YÐ 1,沒沁 ��� Œê�)�0 1,12> 330, 636, m 2,諮詢 做沁 6.15 �1�,eXl•�~

2 4.984 �1�,�5"� 2,808 850 1,170 3ω 的的 鈞。 2,480 730 6.15 1,政沁

3 1,110 飯沁 1,890 引沁 840 �4l• }��3 氮沁 3.55 1,750

晶 1,170 600 1,458 700 鈍。 170 383 �2"� 1,500 730 3.55 1,750

5 �2�._Å�4 �7"� 3,快地 I,2\:沁1,援引。 5∞ �� 2沁 �� I,引沁

6 �2�,N��4 �7"� �3�,P��4 950 1,580 反沁 的6 X沁 �㘵 I,敏沁

� ��� �　 ��　 eE�Y�.�) 1,630 400 636 150 7.15 1,故沁

� �� 6別 2,7∞ 㜰　 1.580 �4l• 636 100 7.15 �1�.•Î0�

9 2,526 650 �2�,�6�4T� 悔。 1,580 �4�É 636 100 6.65 �1�,�7v„

10 �2�,SÍ�1�6 000 2,916 �-Yt�)�(�) 1,580 友沁 636 鈞。 5.6'5 �1�,e?l•

11 1.250 750 1,242 750 730 450 位面6 鈞。 3.30 1.例沁

'

12 1 .250 750 1,134 700 730 450 _Å�6 改沁 3.30 �1�,�9�00�

13 1,130 "。 920 �7�É �6�É 法沁 383 改沁 2.50 2,α沁

呡�氀 鈍;050 ��� 15,似沁 7.2('f) �5�,R0l» 1,反沁 6的.90

�昀 賴仲直接﹒張明輝﹒倪國土

魚在高密度蓄養下之體力 , 本年趙冬期間共投花生餅 1,430 公斤。由於投飼之殘餌發酵及浮游生物之繁生
,

消耗 7l< 中氧氣
, 故平均每 3'-5 天換 7l<

一次 , 以防止越冬池水質之惡變 , 本年
未有強大寒流來聾 , 且寒流亦屬晴天型
〈闢1)'�P 夜晚 7l< 溫下降後

, 白天有
陽光照射 ,

71< 溫即可上鼻 , 耳目魚即不
至凍死 , 茲將本年越冬耳目魚蓄養量及
點放量列表如表 2 所示 , 本年越冬耳目
魚苗活存率平均高達 93.83 � 右。

b. 晒坪 : 耳目魚養殖之首要工作為

Table 2. Survival rate of overwinter fry.

Table 3. Fertilization of milkfish pond.



Overwinter Overwinterf ry 1st input 2nd input 3rdinput .
fry �f�r�±�n Quain �sb½�1 (May) (June) ( July)

0��.�-
No. of in;t i� int in� i ncL-

pond
Input Input Input Input Input ha

1 8,300 2,500 5,000 �1�,�5"� 一 6,300 1,850 50,000 No. 21

2 9,000 2,600 4,000 1,200 2,000 600 5,500 1,600

3 5, 5 00 2,700 2 , 500 1 , 200 3,000 1�500 3,000 1, 500

4 U”�,�5�0�0 3,100 2,500 1,200 3,000 1,450 3,000 1,450

5 11 ,000 3,300 4,000 1 ,200 4,000 1,200 4,000 1,200

6 10,000 3,200 3,500 1, 100 4,000 1,250 4,000 1,250

7 11 , 200 2,900 5,000 1,300 2,500 650 5,600 1,400

8 113,300 3,300 4,000 1,000 5,000 1,250 5,500 1.400

9 12,000 3,100 4,000 1,000 5,000 1,300 5,000 1,300

ro 8,500 2,700 4,500 1.400 .4,000 1,300 5.000 1�600

11 4.500 2,700 2,000 1,200 2,500 1,500
一

.
12 kï�,�5�0�0 2,700 2,000 1,200 2,500 1,500

一

13 3,000 2 , 500 1,500 h250 1,500 1,250
一

Total 107,300 44,500 39,000 N_�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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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底諜
, 在民國 63 年底各養成泊排乾抽水 , 曝晒抽底成龜裂狀後再注入 10 公分之泳 , 任乾燥之冬季

季風曝乾 ( 風化作用 ) , 即為第一次晒坪 , 本年此次晒坪期間常下雨 , 致抽水變談 , 故將此抽水誰出 , 繼

續曝晒池底。目前年度養殖期間 , 各養成袖之底藻已被攝食殆盡 , 辦肥分甚少 , 為促進天然餌料之繼續

繁生
, 在此時各地指用米線撒佈於各養成池 , 再注入水曝晒 , 是為第二次瞄坪 , 各地施肥量如表 3 所示。第

二次晒坪至 4 月初晒乾
, 並在各水路施用茶柏拉l殺除什魚 , 再將各養成抽挂一漏水 , 準偽放養。z

c. 放養 : 耳目魚之放養分為越冬齒 , 頭71< 新笛 , 三 7l< 新苗
, 三水新苗等 , 本年自行越冬 �1 目魚苗活存

率甚高 , 各抽放養量在 2,500-3,500 尾,/fla ' 因自行趙冬首體型較大
, 為填補與頭水新茵之間的差距

, 另購 6 公分主右之銀鱗茵的 ,000 尾放養
, 且本年因耳目魚新茵捕獲量較少 , 價格甚高 , 故減少頭 7l< 與

二水新宙之購買數量 , 此項新苗於購買後先蓄養於 21 號抽
, 經 20 天斟上再行點放

, 至三本新茁係儲越

冬之用 , 但在 7 、 8 月間沿海部已無法捕割草自魚苗 , 俟 9 月中旬由印尼進口時始行購買 50,000 尾
, 亦

Table 4. Input of JDilkfish fry



Overwin ter fish yearly fish

No. of kg 1屯 kg �kQK�a
pond

1 �3�,�6�É 1,075 2,880 846

2 3,330 978 2,130 625

3 1,410 694 1,560 768

4 1,620 786 1,170 568

5 �3�,�5XØ0� 1,082 2,79Q 852

6 3,120 990 2,250 714

7 4,590 1,171 1,410 359

8 3,600 911 1,260 319

9 3,230 842 930 242

10 2,250 n8 , 1,020 325

1 1 810 485 620 371

1 2 810 485 450 269

1 3 1,020 852 330 276

Total 32,990 1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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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蓄養齡 21 號池
, 至 11 月直接移入越冬 1 號袖。本年各養成池放養量如表 4 所示。本年在 5 月初起天

氣逐漸好轉 , 底藻開始繁茂 , 池水亦漸澄清 , 此時鼠目魚之成長迅遠 , 但在 5 月底至 6 月間開始連自豪雨

, 池水逐漸沖淡 , 藻床被破壞 ,
自

]
開始追加飼料

, 施放黃豆翰 , 米線 ( 追肥 ) , 混合飼料等作為捕克飼料
, 並在 1 , 2 號抽泣l 試驗性質撞用魚精 , 4 號池施用酵素飼料

, 但使藻類繁生。因仍豪雨不停 , 故經常保

持魚堪 7l< 量 , 修補堤防等之管理。 7 月間雨量已較少
, 但 8 月中之妮娜颱風過境帶來空前之集中豪雨

, 致

各養成抽水錢乎成為淡水狀態 , 他底藻類無挂繁生 , 而繼續投施補充飼料 , 且各抽水位超出內堤防 , 他魚

互相混合 , 接群無法控制 , 致耳目魚成長緩慢 , 影響生產量甚鈕 , 9 月中又有耳蒂颱風之侵襲 , 雖雨量不

多 , 部帶來了強大的風力 , 破損草草床 , 3 及 5 號他因變為黃褐永
, 故將之排乾池 7l< 晒半坪

, 再重新放養 ,

其生產量亦略有增加。 8- 13 號計 6 口池 9 其地勢較低 , 無法排水晒半坪 , 故於 10 月初將之使用抽水

機拍乾池水 , 所餘耳目魚即全部趕入 1-7 號各地繼續飼養
, 並開始整修越冬池 , 但在 11 月 23 日有一

本年之養殖準備時期 , 於第一次晒坪未注 7l< 前時

常下雨 , 致池底未能晒乾即告排水 , 殘留撞分太
少

, 影響養成期間藻類之繁生。
2. 越冬期間種茁之確保工作 , 實為或自魚養殖之主

要工作 , 本年動因未有強大寒流侵贅 , 越冬耳目
魚苗之活存率高達 93.83% 。

3'. 本年本省沿海耳目魚宙之捕獲量較少
, 價格高昂

, 故減少頭 7l< 與二 7.1< 新苗之購買數量 , 影響生產

及增加成本負擔至鉅。

4. 在 6 月與 8 月間之豪雨 , 導致抽水變談 , 藻類腐
婚 , 藻床完全破嶺 , 雖經施用補充飼料投飼 , 但
亦使耳目魚成長轉緩 , 且祂 7.1<7.1< 位超過內堤防 ,

使各地劃目魚互相混合 , 各他族群無法控制 , 密
度高低相差甚多 , 影響耳目魚成長。
此後經營耳目魚揖應於年胡培養底藻時 , 須晒坪
兩次 , 以提高池水溢分 , 並充分施用有機質肥料
Q1 供草草類利用而繁生。在清點耳目魚苗入養成他

時 , 即氯注意不使吳郭魚等雜魚混入 ," 以使或自魚之容量增多
, 達到增加生產之目的。

-強大寒流來費 , 雖在獲得預報時 , 即將各地或自魚趕

入內7.1< 禱 , 但仍有部份殘留在養成池上之耳目魚被凍
斃 , 在內 7.1< 溝者即未受影響。

d. 捕撈 : 本年新舊魚苗之收獲共分七次 , 舊魚
在放養後約 50 -- 80 天 , 新魚苗約 120 天即可捕

撈 , 自 5 月底至 "11 月初陸續輪捕工作
, 各抽全年之

捕獲量如春 5 .所示。

檢 討

1.

5.

Table 5. Harvest of milkfish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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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s 1. Month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ion of

milkfish p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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