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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臺灣鰻魚產業展望 

 

韓玉山 1,2,3 
 

1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2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3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一、 序言 

鰻魚屬於鰻鱺科（Anguillidae），鰻鱺屬（Anguilla），是陸海之

間的洄游性魚類，全世界總共有 19 種。在東亞，一直以來都是以

日本鰻（Anguilla japonica）作為主要的養殖鰻種，原因是吃鰻魚在

日本是一種傳統文化，尤其在夏天時的『土用丑之日』（日本鰻魚

節）會特別食用鰻魚，可以消除炎夏的疲勞。日本是全球最大的鰻

魚消費市場，佔全球總消費量的 60%以上。而在中國，鰻魚自古即

被視為養生之聖品，《本草綱目》、《掌中妙藥集》、《民間藥提要》

等古籍皆有記載，有暖腰膝、壯陽之效；炎夏體力易損，能補其所

損。現代營養學研究亦指出，鰻魚肉中富含脂溶性維生素，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EPA 與 DHA）、膠原蛋白、肌肽、牛磺酸、鈣質、微

量元素等等豐富之營養，實為一難得之健康食品，也因此奠定其歷

久不衰之地位。但是鰻魚目前尚無法商業化的人工繁殖，因此全靠

野生採捕鰻苗供養殖之用。近年來，由於河川棲地破壞、水質污染、

以及人為濫捕等等因素影響，天然捕撈鰻苗數量大減，從過去東亞

年產量數百公噸降至數十公噸，導致每尾鰻線價格動輒超過百元新

台幣，使得養殖成本大幅提高，導致鰻魚市場價格走高，消費能力

大幅下降，形成產業瓶頸。如何因應此一情勢變化，是本文探討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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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鰻養殖現況 

近 4 年來，東亞地區之日本鰻苗遭逢嚴重減產，2010、2011、
2012、2013 年，亞洲日本鰻苗總捕獲量遽降為 41、35、26、20 公

噸，臺灣在最近 4 年（2010-2013）的鰻苗捕撈量僅分別剩下 4.2、
4.2、1.9、1.5 公噸，市場供需嚴重失衡，成鰻每公斤市價最高達 1,600
元新台幣（4 P/Kg）。苗價每尾價格甚至突破 200 元新台幣，使得

養鰻成為高風險低獲利的投資。然而，今年天然日本鰻苗捕獲量大

增，估計 2014 年度東亞鰻苗總產量約達 91 噸，是東亞連續 4 年鰻

苗急劇減產後的大逆轉，每尾鰻線價格降為 20-40 元新臺幣，日本

約放養 25 公噸、大陸約 45 公噸、韓國約 13 公噸、臺灣約 8 公噸，

臺灣因最近連續 3 年新苗投放量皆不足 1 公噸，已面臨產業鏈崩解

問題，今年總算是暫解鰻魚荒。目前市場新鰻已陸續上市，價格亦

開始反映成本而下降，9 月份每公斤市價約 780 元新台幣（4 P/Kg），
預計年底時將降價至 500 元左右。雖然今年鰻苗的捕撈量增加，但

是從長期來看，鰻苗供應還是處於減少趨勢。 

鑑於鰻魚天然資源銳減，日本環境省 2013 年已經將日本鰻魚

指定為瀕危物種，政府與業界也開始推動資源保護與増殖放流等措

施。今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組織（IUCN）也把日本鰻列入紅皮書

的瀕危物種，在三個瀕危級別中屬於第二等級「不久的將來野生瀕

危可能性較大的物種」，雖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不會直接導致鰻

魚養殖與買賣的禁止，但是隨之而來的 2016 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CITES，又名華盛頓公約）會議，將會討論是否將

日本鰻列入附錄二物種。附錄二所列物種的貿易規定，物種的出

口，應事先獲得並交驗出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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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符合下列各項條件時，方可發給出口許可證： 

1.出口國的科學機構認為，此項出口不致危害該物種的生存。 

2.出口國的管理機構確認，該標本的獲得並不違反本國有關保護野

生動植物的法律；且任一出口的活標本會得到妥善裝運，儘量減

少傷亡、損害健康，或少遭虐待。 

屆時日本鰻的捕撈與國際貿易等可能會受到限制，日本養鰻業

者對此發展充滿不安，而臺灣為鰻魚重要出口國，面對未來可能產

生的貿易限制，政府應該儘早協助業界來因應，以免對國內鰻魚產

業造成重大傷害。 

三、 異種鰻養殖現況 

為了因應日本鰻養殖產業的缺口，近年來東亞各國興起了異種

鰻（日本亦稱次世代鰻）的養殖風潮。臺灣過去曾嘗試養殖歐洲鰻

（A. anguilla）、美洲鰻（A. rostrata）、鱸鰻（A. marmorata，俗稱

花鰻）、太平洋雙色鰻（A. bicolor pacifica，俗稱黑鰻）、印尼雙色

鰻（A. bicolor bicolor，俗稱黑鰻）、莫三比克鰻（A. mossambica）
等。異種鰻的養殖在 2013 年達到高峰，今年因日本鰻苗大豐收，

導致異種鰻價格大幅崩落，業界放養意願不高。但長期來看，日本

鰻苗的供應還是處於衰退趨勢，因此異種鰻的發展，仍有一定之市

場潛力。茲分述如下： 

歐洲鰻於 2007 年被華盛頓公約列為附錄二物種，2010 年起已

被禁止出口，中國地區長期以來歐洲鰻的養殖也因此遭逢打擊，由

過去高峰期每年進口超過 200 公噸的鰻苗，到近 2 年逐漸下降至 10
公噸以下（走私進口），且今年起日本禁止歐洲鰻產品進口，連帶

影響其庫存之去化。綜合來說，歐洲鰻養殖前景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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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鰻是近年熱門的養殖鰻種。2014 年中國放養美洲苗 14 公

噸，韓國亦放養數公噸，部分原因是為了填補因歐洲鰻養殖衰退所

形成之空窗。過去美洲鰻苗主要由北美洲地區供應，由於近年價格

飛漲，每尾甚至超過 30 元新台幣，目前業界將重心指向中美洲地

區的鰻苗（海地、多明尼加、古巴），希望取代北美地區成為新興

供應來源，但目前捕撈規模尚處於起步階段，因此未來發展值得密

切關注。此外，美國有意將美洲鰻列入華盛頓公約附錄二物種，因

此若此事成真，則其前景與歐洲鰻相同，不容樂觀。 

鱸鰻近年來已成為臺灣、大陸與韓國地區ㄧ新興養殖物種。苗

價約 2-5 元/尾，與目前平均一尾動輒百元以上的日本鰻苗比較，相

當廉價。目前各國放養的鱸鰻苗主要來自菲律賓。鱸鰻苗的價格雖

低，但生長期太長為其缺點，由苗開始養至市面上偏好的 3 台斤以

上的體型，需時 2-3 年。另外，鰻苗初期飼養十分不易，一般的存

活率不到 2 成，與日本鰻苗平均 8 成以上的存活率相較，明顯偏低。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 2012 年放養了超過 25 公噸的鱸鰻苗，2013
年則放養了 10 公噸，今年已開始大量進入市場，因未能大幅開拓

內外銷市場，加上中國官方頒布之禁屠令，使其價格迅速走低，目

前產地收購價 1 台斤在 300 元以下。今年中國放養量大幅下降，不

到 2 公噸，臺灣放養量亦僅數百公斤，預期明後年價格將再度上揚。 

太平洋雙色鰻亦屬於熱帶品種，臺灣俗稱黑鰻，主要分布於菲

律賓，一般夾雜在菲律賓進口鱸鰻苗中，業者在分養時才能分出單

獨飼養。太平洋雙色鰻的好處是育成率較鱸鰻高、成長迅速，僅次

於日本鰻，約 8-10 個月便可成長到製做蒲燒鰻的體型（4 P/Kg），
口感不錯，可望成為日本鰻之替代品，也是適合臺灣發展之重要鰻

種。但是其鰻苗產量較不穩定，不易取得整批純的鰻苗為其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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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雙色鰻主產於印尼爪哇島，是當地之優勢鰻種，因此印尼

爪哇進口的雙色鰻，常有整批純的鰻苗，是養殖上之優點。其成長

迅速，約 8-10 個月便可成長到製做蒲燒鰻的體型（4 P/Kg），口感

佳，可成為蒲燒日本鰻之替代品。日本、韓國與台商近年皆紛紛在

爪哇當地發展印尼雙色鰻的養殖與加工產業，唯其養殖技術仍在發

展階段，其初期死亡率極高，尚待克服。 

莫三比克鰻原產於東非，背部無花色，近年來大陸、韓國與臺

灣皆有引進試養，主要進口產地是馬達加斯加，2013 年韓國放養了

4 公噸，每尾約 7-8 元台幣，目前尚無大量養成報告。值得注意的

是，由於日本鰻苗高昂的身價，誘使部分苗商轉向菲律賓、印尼、

東非等地收購異種鰻苗，魚目混珠混充日本鰻，造成養殖業者重大

損失。今後須特別關注此一違法情形，養殖業者亦須提高警覺，最

好將鰻苗送驗以保障自身權益。 

四、 鰻魚資源管理 

近年來鰻魚資源的衰減，與人類影響最直接相關的，便是過度

捕撈的問題。以臺灣為例，每年 11-3 月間，河口遍布了大大小小

的定置漁網、更有手抄網、鐵弓網以及機動漁筏的加入，在天羅地

網的佈署下，鰻苗要通過河口這道網具構成的關卡，成了一項艱難

的任務。除了鰻苗上溯會經過河口，這段時間也是成鰻降海產卵的

季節，重重的網具亦阻擋了成鰻回家的路；甚至在河川中上游還沒

出發，可能就被打撈上岸。原本賴以生存、延續族群的河川、出海

口，成了鰻魚的一條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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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產鰻苗國幾乎都禁止國內鰻苗出口，用以保護本國

養殖業以及鰻魚資源。由於日本鰻的自然棲地包括臺灣、中國、日

本與韓國，因此，保育與管理若要有成效，需要 4 國共同密切合作。

為了因應 CITES 之威脅，東亞鰻魚資源管理工作正在各國緊鑼密

鼓的推動，希望能遏止日本鰻資源進一步的下降，維繫養殖產業的

永續經營。具體的因應對策，包括： 

(一) 為了實現天然鰻魚資源可持續利用，臺、中、日、韓、菲

等國，將協商成立區域鰻魚漁業合作組織，共同推動鰻苗

資源調查和管理工作。 

(二) 臺灣鰻苗的主要產期為 10 月到隔年 3 月，2013 年起捕撈

許可時間訂為 11 月至 2 月，共 4 個月。此外漁業署亦建置

了鰻苗捕撈量通報系統，能確實掌握國內鰻苗生產量動

態，未來可供放養量限制之參考。除了鰻苗的管理，各縣

市政府於 2013 年亦公告轄內指定河川，禁止使用任何方式

採捕體長 8 公分以上之鰻魚。禁捕野生種鰻，使其能夠順

利降海產卵，為現階段增加日本鰻資源的最佳策略。 

(三)為舒緩對天然鰻苗依賴，穩定產業發展，政府部門整合現

有研究人力與經費，發展鰻魚人工繁殖技術，希望早日達

成鰻苗商業化生產。此外，為發展其他的替代鰻種，政府

部門亦編列預算，加強異種鰻如鱸鰻、太平洋雙色鰻等之

養殖技術開發，來彌補日本鰻苗長期短缺的困境。 

 



 韓玉山 

 7

五、 鰻魚產業未來展望 

目前臺灣雖明定鰻苗禁止出口，但因為執法不彰，多數捕撈後

走私供應給出價更高的日本，使得臺灣養殖戶無鰻可養或是養不

起。長遠來看，臺灣鰻魚產業要取得利基，則東亞最早捕獲之臺灣

苗，應該留在臺灣給本地養殖戶養，方可掌握日本夏季鰻魚節前

後，市場殷切需求的先機，這是政府最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

日本以外的國際市場，如韓國、美國、歐洲與俄羅斯等國，對以異

種鰻代替日本鰻接受度較高，及大規格鰻需求也較大，且沒有明顯

的季節性，因此政府應針對異種鰻養殖技術和消費市場開拓問題，

來協助產業發展。 

以目前臺灣產業現況來說，日本鰻由於資源量下降顯著，在未

來很難期待有大幅回升的機會，加上為了因應 CITES 所做的管理

措施，市場長期供應缺口依然存在。因此，除了確保臺苗臺養的原

則外，在臺灣發展異種鰻的養殖，尤其是美洲鰻、鱸鰻與太平洋雙

色鰻，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可適時彌補日本鰻產業困境。一般來

說，日本鰻以 200-250 克為佳，乃因其多以蒲燒的方式進行料理，

而此規格的日本鰻是最適合的體型。短鰭鰻與美洲鰻皆成長迅速，

與日本鰻不相上下，但養殖成本不到日本鰻的一半，因此具有極大

之利潤空間。另一方面，鱸鰻本身具有的高營養價值與極佳口感，

因此受到華人世界的普遍歡迎，以藥燉、乾煎、川燙、三杯等不同

方式料理，均有不同的風味，因此也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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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尼羅種吳郭魚探討菇蕈多醣體 
對肝臟修復之研究 

 

蕭仟玫 1、吳育昇 1、張景盛 1、黃世鈴 2、冉繁華 3、黎錦超 4、陳秀男 1,* 
  

1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2 臺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鹿港淡水繁養殖中心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 
4 金門水產試驗所 

一、 前言 

肝臟是動物體內少數具有再生能力之器官，當肝臟進行部分切

除後或損傷時，肝細胞會啟動一系列代償性的肝臟修補機制

（Compensatory Fashion），留存的肝臟細胞將由靜止狀態（G0 
Phase）重新進入細胞週期，直到肝臟細胞增生回復至原有肝重與

功能時才回復為靜止期（Michalopoulos and DeFrances, 1997; Taub, 
2004）。以斑馬魚為例，整個增生過程約需要 5-7 天（Kan et al., 
2009）。過去研究已發現多種生長、轉錄因子及細胞激素與營養物

質參與並影響肝臟複雜的修補再生機制（Bohm et al., 2010），但是

由初始訊號觸發一連串的肝臟再生反應，其確切的分子機制以及肝

臟如何精準增生恢復至原來肝臟重量仍是未知數。 

文獻指出，菇蕈多醣體（β-glucan）除了具有抗腫瘤、抗菌、

增加免疫刺激等作用，還有降血糖、降膽固醇、抗炎症、降低氧化

傷害、促進傷口癒合、增加肝功能等功能。對於肝臟受損之動物，

靈芝亦能降低其肝發炎指數，並促進肝細胞的再生。我們認為菇蕈

多醣體對於肝臟修復應有其關聯性存在，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菇蕈

多醣體（β-glucan）對尼羅種吳郭魚（Oreochromis niloticus）肝臟

回復的相關性進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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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果與討論 

(一) 體外細胞增生分析結果 

Glucan 5 g/L 組與 Glucan 10 g/L 組在第一、二、三、四天

的表現量與控制組比較皆為極顯著差異（p < 0.01），顯示吳郭

魚肝臟細胞經多醣體處理後其細胞增生活性明顯增加（圖 
1）。BrdU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分析結果：Glucan 5 g/L 組與

Glucan 10 g/L 組在各個時間點的表現量與控制組比較皆為極

顯著差異（p < 0.01），顯示吳郭魚肝臟細胞經多醣體處理後其

新 生 細 胞 數 量 明 顯 增 加 。 免 疫 組 織 化 學 染 色 法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結果顯示：將吳郭魚進行部分

肝臟切除手術後，肝臟組織切片中亮點表示為新生細胞標記，

顯示肝切術後吳郭魚肝臟進行代償性增生作用，而多醣體組之

吳郭魚肝臟組織其新生細胞數量較部分肝切組明顯增加（圖

2）。 

(二) 利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Immunohistochemistry）偵測肝臟

組織之新生細胞數量 

觀察菇蕈多醣體對吳郭魚部分肝臟切除後細胞新生之影

響，Anti-PCNA 實驗結果如（圖 3）所示；Anti-Ki-67 實驗結

果如（圖 4）所示。實驗結果顯示，經過部分肝臟切除手術之

組別，如“浸泡多醣體並部分肝臟切除組（β-glucan／PH）”

與“部分肝臟切除手術組（PH）”，其肝臟組織的新生細胞

數量（Proliferation Index）於採樣點第一天、第三天皆顯著高

於未經部分肝臟切除手術之組別。四個採樣時間點中，又以採

樣點第三天的新生細胞數量最多。 Proliferation Index = 
(PCNA-positive cells or Ki-67-positive cells / DAPI-positive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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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本研究以體外實驗與體內實驗兩部分進行探討，針對菇蕈多醣

體誘導吳郭魚肝臟細胞增生之影響。體外實驗結果顯示，吳郭魚肝

臟細胞經過菇蕈多醣體處理後，顯著提升細胞活性與細胞增生率。

於體內實驗中，首先建立魚隻部分肝臟切除手術模式，刺激吳郭魚

肝臟之增生反應，再進一步探討浸泡菇蕈多醣體是否能促進魚隻肝

臟之增生，以及對於肝臟組織增生相關基因表現量之影響。免疫組

織染色法結果顯示，浸泡多醣體組之肝臟新生細胞數量顯著提升，

而肝臟再生相關之細胞激素，推測菇蕈多醣體藉由調控相關之細胞

激素、生長因子等，有效促進吳郭魚肝臟細胞之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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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A)第一天                          (B)第二天 

   
 
 
(C)第三天                          (D)第四天 

   
 
圖 1. 吳郭魚肝臟細胞經過不同濃度多醣體處理後，於不同天數偵測肝臟細胞

活性（MTT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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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天                          (B)第二天 

   
 
 
(C)第三天                          

 
 
圖 2. 吳郭魚肝臟細胞經過不同濃度多醣體處理後，於不同天數偵測肝臟細胞

增生活性（BrdU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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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理組肝臟細胞增生率與時間趨勢圖 

 
圖 3.利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Immunohistochemistry）偵測肝臟組織之 

PCNA-positive cells 數量 
 
 

各處理組肝臟細胞增生率與時間趨勢圖 

 
圖 4.利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Immunohistochemistry）偵測肝臟組織之

Ki-67-positive cells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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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漁業資源增殖與復育適合地點評估 
 

張惟哲 1、李英周 1,2 

  
1.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2.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一、 前言 

近年來，海洋漁業資源受到過度漁撈、環境污染與破壞、外來

種入侵及全球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已造成資源量下降，並促使人

類從原本直接獲取使用海洋漁業資源為主的漁撈方式轉為以利用

水土資源為主的水產養殖方式。但是密集的養殖行為，又造成水

源、土地和能源等方面的耗損，因此，人們開始思考將傳統的「捕

撈型漁業」轉型為兼顧資源維護、復育與栽培的「資源管理型漁業」

的經營型態，希望透過積極的人工種苗之增殖放流，使其在天然環

境下成長，藉由其數量的提升以達到復育的效果，配合永續性的資

源合理利用，以落實栽培漁業概念（李和張，2007a），進而達到資

源的增殖與復育。再者在增殖、復育和管理資源量的過程中若有權

益相關者的參與，透過社區營造的操作，進行區域性的棲地與漁業

管理，工作的效率與成效將獲得正面的幫助；另外若能結合休閒產

業的轉型與發展，不僅能達到資源的有效利用，更能增加在地社區

的實質收益，如此將能夠提高在地社區的參與度，並吸引更多的人

力投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鑑於臺灣周遭海域漁業資源衰退，因此自民

國 67 年起，已將沿近海漁業資源保護及培育之栽培漁業工作列為

重要的漁業施政計畫，並在民國 75 年 2 月提出具體的栽培漁業之

目標與策略。民國 77 年將栽培漁業體系之建立與運作列入農業委

員會國家級研究計畫之中（蘇，1998）。近年來，許多相關單位也



臺灣地區漁業資源增殖與復育適合地點評估 

 16 

曾積極進行種苗放流、人工魚礁投放及設立漁業資源保護區等發展

栽培漁業的措施，但是尚未看到明顯的成效，其原因或許可歸因於

放流海域生態環境基礎資料的規劃與調查不足、放流種類、地點與

方法不適當、中間育成技術尚待開發、游泳性魚苗不易進行放流效

益評估、缺乏社區營造與地方社區配合、以及管理法規不足等方面

（李和張，2007b）。因此，本研究嘗試依據地點特質、放流物種、

幼苗棲息庇護所、中間育成場所、社區營造、及休閒產業現況等條

件，評估臺灣地區漁業資源增殖與復育適合地點。 

二、 栽培漁業 

栽培漁業是利用魚介類具有多產特性，在初期耗減最嚴重的時

期，藉由人為飼育方式，渡過此時期，將其飼養至一定大小後，再

放流到野外，藉由海洋或河川豐富的生產力，供其成長，然後再加

以捕撈（松岡，1999）。而國內亦有論說，栽培漁業係運用現代化

水產養殖科技及海洋工程科技，改進或營造漁場環境，再配合大量

種苗放流以提高生產力及資源包容能力，使日漸枯竭的沿近海漁業

資源得以恢復，以達到以海為田的理想（陳，1993）。上述兩種說

法都包括了魚類補充量的增加、幼稚期的保護與育成、棲地的造

成、環境的保全與改善等幾項主要的概念在內（郭，1991；蘇，1998）。 

實施栽培漁業的幾項重點工作（蘇，1998），主要包括：(1)規
劃種苗放流計劃，在進行種苗放流以增裕海中資源量的動作前須有

審慎的評估，包括該海域中的生態環境基礎資料、放流對象的資源

量情形、放流的體長、數量以及放流動作對環境的影響等，皆必須

做通盤完善的考量後再執行較為妥當。(2)選擇對象魚種，例如經濟

價值高、移動範圍小、或是放流海域資源量減少需要復育的種類。

(3)種苗生產（Fry producing），生產大量沒有攜帶病毒的健康種苗，

並且最好是以該海域親代所生產者為佳。(4)中間育成（Interim 
breeding），所謂中間育成包括了放流前運輸作用所造成的生理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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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eck et al., 1997）需有足夠的靜置回復時間（Olla, 1992；
Jonssonn et al., 1999）、放流前種苗的行為訓練（(Brown and Laland, 
2001)、及放流方法的改進等（Cresswell and Williams, 1983）。因此

放流的種苗最好是在內在生理狀況及外在行為能力都能適應放流

的天然環境之後，再進行放流才會有較好的存活效果。(5)進行種苗

放流，種苗放流時需考慮到不同物種均有其合適的放流地點，例如

放流於沙灘、岩岸、海港或是較深水域等；合適的放流時間，例如

在漲潮或者退潮時進行放流；合宜的放流方法，例如在海岸邊直接

移入水中或者先移入箱網靜置一段時間後，再放流入野外環境等

（Nielson, 1990）；若是選擇在沙灘放流最好選擇滿潮或是退潮時段

為佳，以免魚苗因游泳能力不佳而被水流沖上岸而擱淺傷亡。(6)
放流環境改善，環境的改善包括種苗時期的哺育場、庇護所以及種

苗已達漁獲體型的漁場環境改善等。假若哺育場、庇護所環境良

好，則可提高種苗階段的存活率，而漁場環境則是決定漁獲量多寡

的重要區域，因此放流環境的改善對於種苗與漁民來說都是相當重

要的。(7)資源管理，在實施栽培漁業區域作業的漁民，應針對漁獲

季節、體長、漁具及努力量等，事先制定管理辦法，以避免造成同

行惡性競爭或是過漁的結果。(8)填寫漁獲統計資料，確實填寫漁獲

統計資料，應包括在某一時空下，使用的漁具漁法、投入努力量、

漁獲種類、漁獲數量、漁獲尺寸及販售價格等，此項資料對於放流

工作及栽培漁業效益評估是相當重要的。(9)效益評估，綜合多方面

的資料整合，包括放流效果評估、漁民漁獲量調查、漁業經濟效益

評估等，將可針對放流工作所付出的成本及優缺點進行全面檢討。 

栽培漁業是環環相扣的系統，各階段工作的執行情形均會影響

到下一期甚至整體的結果（蘇，1998），必須藉由不斷的檢討與修

正才可使之更趨完善，而系統中的增殖放流更可謂是最關鍵的工作

項目，因此在不同魚種別與地區別的操作，必須因地制宜且審慎找

出最適合的工作流程，成功機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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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區營造 

資源的強化與復育最重要的應該不只是單純為了增加資源量

而放流大量的魚苗，更重要的應該是政府和當地社區的共管制度之

建立，在增裕和管理資源量的過程中要有權益相關者的參與，保護

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包括使用區域的棲地與漁業管理，並進行有效

率的資源調查和評估研究，然而，上述工作需透過社區營造的操

作，較有可能達成。社區營造也可解釋為社區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藉由有程序有步驟的引導及操作(李等，2012)，主

要內容包括(1)理念宣導，(2)成立核心團隊，(3)成立工作坊討論核

心議題，(4)教育訓練，(5)研擬行動方案及執行，(6)從互動中學習

共識以及(7)成果分享與討論（李等，2012），過程中培養社區居民

協商、討論、解決問題以及處理社區相關事務的能力（李和黃，

2006），例如社區管理機制的制定，環境的維護，自然資源的使用

（蕭等，2000；李和黃，2006）等。 

國外有許多結合社區營造達到試驗合作以及資源管理的案例

（Kearney, 1984；Jentoft, 2004；Berkes, 2007；Wiber et al., 2009），
均利用在地權益相關者的參與加強試驗進行的效率，並且能有效的

落實在地化資源管理的目的。在臺灣也有關於自然資源管理與社造

操作結合的案例，如桃園縣石門水庫的溪流生態監測（李等，

2012），及台南溪南村社區的環境維護與休閒產業發展（莊與劉，

2004），因此若能結合社區凝聚力配合增殖與復育工作，應可以獲

得相當良好的放流樣本資料收集及資源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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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休閒漁業 

近年來海洋漁業資源的開發，由於人口增加而需求上升，已出

現資源不足甚至匱乏的警訊，因此資源走向保育和合理利用已經是

全球共同的趨勢(黃和李，2006)，因此，藉由整合產業結構，有效

利用既有的特色資源，開發更多元休閒產業正方興未艾。各國政府

紛紛發展休閒導向的各類產業，對於沿近海漁業資源嚴重不足的臺

灣來說，政府以及許多漁民企盼藉由發展休閒漁業改善產業現況以

及生活品質(黃和李，2005)。休閒漁業，其基本精神應在於提供一

種體驗漁業經營和漁村景觀、環境、文化的服務產業。可具體的定

義休閒漁業為「利用漁村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漁業生

產(包括漁撈、養殖、加工等)，漁業經營活動、漁村文化及漁家生

活，提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漁業及漁村之體驗為目的的漁業經

營」(李和黃，2006)。 

休閒漁業是結合傳統漁業、旅遊觀光、運動遊憩等領域的綜合

產業，內涵包括初級生產製造業、二級產品加工業到第三級的服務

產業，甚至是第四級的體驗產業(林，2002；夏和魯，2003；黃和

李，2005)，發展目的是希望藉由更有效率、更環保、更多樣性的

資源開發以提高漁民的收入，發展漁村地區整體經濟的一種新型漁

業。若是增殖放流能將弱化的漁業資源有效強化，並且結合傳統初

級漁獲產業轉型為休閒產業，那麼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強化與復育資

源，另一方面可以提升當地社區的經濟收益。 

另外，休閒漁業的轉型發展是需要藉由在地居民意識覺醒、社

區共識建立、挖掘與發展在地特色、資源保育與利用之自律管理等

過程以落實社區營造由下而上思維，及居民共同參與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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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灣地區漁業資源增殖與復育適合地點評估 

本研究依照地點、所屬漁會、地點現況、是否已劃設保護區、

適合增殖復育魚種、極需復育魚種、適合幼苗棲息庇護所、可提供

中間育成場所或區域、當地社區已推動社區營造、該地點可結合現

有休閒產業及該地點具有發展休閒產業潛力等條件，評估臺灣地區

漁業資源增殖與復育適合地點，劃分為 A、B、C 三級，如評估表。

分級要件如下： 

A 級：具有(1)適合幼苗棲息庇護所，(2)可提供中間育成場所

或區域，(3)極需復育物種，(4)社區團結配合度高，(5)已發展休閒

漁業或具有潛力等條件之地點。 

B 級：具有(1)適合幼苗棲息庇護所，(2)適合復育物種，(3)社
區團結配合度高等條件之地點。 

C 級：具有(1)適合幼苗棲息庇護所，(2)適合復育物種等條件之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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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經過考量地點、現況、復育種類、幼苗庇護所、中間育成場所、

社區營造與休閒產業等條件，分級結果如下： 

 A 級別 3 處，又可分為兩類，(1)該地點已經進行復育工作：

澎湖區漁會小門漁港；(2)該地點尚待進行復育工作：貢寮區漁會卯

澳漁港、恆春區漁會後灣漁港。 

 B 級別 14 處，也可分為兩類，(1)該地點適合就地保育：基隆

區漁會長潭里漁港、瑞芳區漁會龍洞漁港、南龍區漁會外埔漁港、

彰化區漁會王功漁港、嘉義區漁會布袋漁港、南縣區漁會七股潟湖

區、東港區漁會大鵬灣海域、琉球區漁會小琉球杉福漁港、琉球區

漁會小琉球大福漁港、新港區漁會新港漁港；(2)該地點需要進行復

育，但是目前條件還不夠：基隆區漁會望海巷漁港、通苑區漁會白

沙屯漁港、恆春區漁會海口漁港、花蓮區漁會石梯坪漁港。 

C 級別 6 處，該地點需要再進行觀察與評估：基隆區漁會大武

崙漁港、基隆區漁會外木山漁港、雲林區漁會箔子寮漁港、花蓮區

漁會鹽寮漁港、澎湖區漁會七美漁港、頭城區漁會石城漁港（表 1）。 

因此本結論建議可先進行 A 級別的貢寮區漁會卯澳漁港與恆

春區漁會後灣漁港的資源增殖復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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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生性盲鰻可傳播海獸胃線蟲 

 

駱皓元 1、施秀惠 1,2 

 
1.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2.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一、 無頷綱魚類感染海獸胃線蟲 

魚類寄生蟲種類繁多，許多隸屬人畜共通傳染病（Zoonoses），
因食用全生或未完全煮熟的漁產品而遭感染。病例大多發生於中、

低收入國家，同時也和飲食習慣與地方傳統有關。隨著國際市場對

漁產品日益提升之需求，國際間貿易往來以及交通的便利性，感染

魚源性寄生蟲的風險也隨著提高。 

無論是海洋或是淡水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魚類，一般統稱的

「魚」是屬於脊索動物門（Phylum Chordata），脊椎動物亞門

（Subphylum Vertebrata）。依據魚類特徵演化出現的先後順序，可

進一步區分出無頷總綱（Infraphylum Agnatha），意即尚未演化出下

頷（jaw）的魚類，其中現存的物種有盲鰻綱（Class Myxini）和七

鰓鰻綱（Class Petromyzontida）。而後逐漸演化出具有下頷的有頷總

綱 （ Infraphylum Gnathostomata ）， 包 括 軟 骨 魚 綱 （ Class 
Chondrichthyes）和條鰭魚綱（Class Actinopterygii）；軟骨魚綱現存

物種有我們熟悉的鯊魚、魟魚、鰩、鱝及銀鮫，條鰭魚綱則是平常

接觸與食用的魚類，也是脊椎動物中物種數目最多的綱，總數超過

3 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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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第一次發現無頷總綱中海七鰓鰻（Petromyzon 
marinus）感染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implex），推測是七鰓鰻寄生

在鮭魚等寄主時，藉由寄生時造成的傷口感染海獸胃線蟲，而七鰓

鰻在歐洲被視為珍饈，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此篇報導也提出食用

七鰓鰻而感染海獸胃線蟲的風險，同時海獸胃線蟲也因七鰓鰻溯河

洄游的行為而有進入淡水水域的可能性（Bao et al., 2013）。 

在過去，盲鰻屬於拖網漁船混獲的下雜魚種，後來人們慢慢開

始食用盲鰻，甚至成為海產店的佳餚。在屏東東港漁港、宜蘭大溪

漁港以及諸多海產店，都可看見名為「龍筋」的料理。「龍筋」就

是指剝去外皮、去除內臟後所留下的盲鰻肌肉。無論是臺灣、中國、

日本、韓國都有在食用盲鰻，而在韓國更是著名的料理，具有非常

多樣化的料理方式，甚至成為許多觀光客必吃的美食。另外，盲鰻

的皮經過處理後製成「鰻皮」，被大量製成皮夾、皮帶等飾品，然

而韓國因為過度捕撈盲鰻，使得盲鰻幾乎消失殆盡，現在則是大量

從美國（奧勒岡州）進口盲鰻（Dillman, 2013）。 

與七鰓鰻同樣屬於無頷總綱的盲鰻，是否有可能透過腐食的方

式感染海獸胃線蟲，造成人們因食用盲鰻而感染海獸胃線蟲的風

險？目前全世界對於盲鰻寄生蟲相關的研究極少，無論是基於食品

安全衛生，或藉由寄生蟲了解盲鰻之食性、棲所及分佈等生理與生

態資訊，都是相當值得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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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介盲鰻 

盲鰻（hagfish）分類地位為無頷總綱（Infraphylum Agnatha），
盲鰻綱（Class Myxini），盲鰻目（Order Myxiniformes），盲鰻科

（Family Myxinidae）。全世界已知的盲鰻共有七屬七十八種，臺灣

地區計有三屬十三種（邵，2014）。盲鰻其樣貌與最古老的脊椎動

物相去無幾，在距今三億年前的化石中就發現與現生盲鰻極其相似

的物種，同時也與現生脊椎動物共享相同的祖先，在脊椎動物的演

化上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盲鰻的體形如同鰻魚，有著圓筒狀身軀及尾鰭，但不同於其他

魚類，其體內並沒有硬質的骨頭，只有由軟骨形成的頭骨，頭部具

有感光功能的眼點，使盲鰻只能利用吻端的觸鬚，以及嗅覺來尋找

食物，因為沒有下頷，盲鰻口中發展出兩對角質化的舌齒來幫助進

食。 

盲鰻主要棲息在海洋底層的泥沙地，分布範圍極為廣泛，最適

棲息溫度根據物種不同，可從 0℃至 20℃，分布深度由數十公尺至

五千公尺的深海都有他們的蹤跡，而臺灣的盲鰻主要分布在臺灣北

部、東北部，以及高雄西南海域（Mok and Chen, 2001）。在生態

上，則是扮演著腐食者的角色，以其他動物的屍體為食，如魚類、

海洋哺乳動物、無脊椎動物等。盲鰻及盲鰻的卵也同時是其他大型

魚類、海洋哺乳類或是鯊魚的獵物，其體內具有非常大量的黏液

腺，在遭受攻擊時，可以由身體兩側的黏液孔排出大量的黏液蛋

白，這些黏液蛋白與水結合成黏稠的液體，充滿掠食者的口及鰓

部，使掠食者感到不適而鬆口（Zintzen et al., 2011）。 

在生殖方面，盲鰻並無特定的產卵季節，在雌性體內全年都有

發現卵，可能為分批成熟，一年中可產多次卵（Barss, 1993；陳雅

雯，2004），而臺灣西南海域的紐氏黏盲鰻可能在 6 月底至 7 月有

一產卵季（洪麗月，2003）。產下的卵根據物種不同，大約為 14～
25 mm 長，卵有軟殼保護，兩端有成叢的錨鈎，可以使卵互相鈎連

並固定於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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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針對盲鰻寄生蟲研究中，共發現四種單殖吸蟲

（Monogenea）及ㄧ種橈足類（Copepoda）。在單殖吸蟲方面，

Myxinidocotyle 屬中的 M. californica 在美國加州 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中一尾新捕獲的太平洋黏盲鰻（Eptatretus stoutii）
身上發現，隨後感染水族箱中其他盲鰻。M. japonica 在水族箱中水

溫達到 17-18℃時，於蒲氏黏盲鰻（E. burgeri）身上發現。M. eptatreti
在南非開普敦捕獲的六鰓黏盲鰻（E. hexatrema）在水族館檢疫時

發現。Lophocotyle novaezeelandica 則寄生於新西蘭黏盲鰻（E. 
cirrhatus），同樣在水族箱中水溫上升時發現（Malmberg and 
Fernholm, 1989; Vaughan and Christion, 2010）。另外，一種寄生性橈

足類 Archidactylina myxinicola，在日本熊野海域捕撈的紫黏盲鰻（E. 
okinoseanus）和紫盲鰻（Myxine garmani）的鰓囊發現（Izawa, 
1996）。 

三、 首次發現盲鰻為海獸胃線蟲寄主 

在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針對宜蘭大溪漁港的盲鰻進行

採樣（圖 1），大溪漁港的漁船為底拖網漁法，盲鰻並非漁民捕撈的

目標物種，而是屬於混獲魚種。樣本總數有 265 尾盲鰻，包含四種

盲鰻，分別為蒲氏黏盲鰻（E. burgeri）、楊氏黏盲鰻（E. yangi）、
沈氏黏盲鰻（E. sheni）及臺灣黏盲鰻（E. taiwanae），所有盲鰻皆

會經由解剖並觀察其體內外寄生蟲。此次研究發現一種寄生於咽喉

的橈足類寄生蟲（圖 2），經過鑑定後，於 2014 年 5 月正式發表為

新種，為刺魚蚤屬（Acanthochondria）盲鰻刺魚蚤（Acanthochondria 
eptatreti），其雌蟲體長約 1 cm，且尾端帶有兩條長度與體長相仿 的
細長卵囊，而雄蟲體型極小約 1 mm，附著於雌蟲的尾端，刺魚蚤

屬，目前確定有 52 個物種，主要寄生於硬骨魚類的口腔、鰓腔、

鼻腔及泄殖腔，這也是第一次發現刺魚蚤屬寄生蟲寄生於盲鰻

（Cheng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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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盲鰻體內也發現海獸胃線蟲科之線蟲寄生，主要發現於

消化道內壁，從消化道表面可以觀察到不規則凸起或是紅斑的現

象，用鑷子撕開後，則可以看見線蟲嵌入其中；而極少部分的線蟲

可以鑽出消化道，移動到腹腔之中，或是寄生於腹腔兩側之肌肉（圖

3、4）。利用 PCR 擴增線蟲 rDNA 的 ITS 片段，接著使用 RFLP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以及定序鑑定後，確定

有 7 種海獸胃線蟲科之線蟲，分別為 Anisakis pegreffii、A. simplex 
s.s.、A. pegreffii 與 A. simplex s.s.的重組種、A. typica、Anisakis sp.、
A. brevispiculata 以及 Contracaecum muraenesoxi，其中 A. pegreffii
為最主要的物種。 

A. simplex s. s.廣泛分布於太平洋及大西洋之北緯 35 度至北極

圈海域（Mattiucci and Nascetti, 2006），此次在臺灣東北海域發現該

種海獸胃線蟲，也打破了過去該物種分布的紀錄，Anisakis sp.與 C. 
muraenesoxi 也同為臺灣地理新紀錄。 

過去發表寄生於盲鰻體表的四種單殖吸蟲以及寄生於鰓囊的

橈足類，在此次研究中都沒有發現，或許與盲鰻屬於底棲性魚類，

游動性低、活動範圍較小，不利於寄生蟲在野生盲鰻之間傳播，以

及在水族館中高密度的飼養環境使寄生蟲容易在個體中重複感

染、傳播有關。 

四、 海獸胃線蟲症與病例 

海獸胃線蟲又稱異尖線蟲、安尼線蟲，其最終寄主為鯨魚和海

豚等海洋哺乳類，中間寄主為浮游性橈足類和多種硬骨魚和頭足

類，為海水魚常見的內寄生蟲。海獸胃線蟲的傳遞方式是藉由食物

鏈的方式完成其生活史，利用掠食者吃下被感染的獵物後而轉移到

新寄主，通常第一中間寄主為磷蝦等小型橈足類動物，接著是硬骨

魚類及頭足類，最終回到海洋哺乳類。過去有實驗證實，將海獸胃

線蟲置於生理食鹽水中並保存於 4℃中，經過 21 天後，仍有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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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蟲存活，顯示線蟲在離開寄主、或是寄主死亡後還可以存活一

段時間（Oh et al., 2014）。盲鰻屬於底棲腐食性動物，然而在盲鰻

體內發現了多種海獸胃線蟲科之線蟲，推測在帶有海獸胃線蟲的魚

類或頭足類死亡後，其體內的線蟲仍然有機會被其他腐食性動物吃

入並轉移到新寄主，雖然盲鰻同樣為其他硬骨魚（鱈魚、糯鰻、鼬

鳚、美洲多鋸鱸、南極櫛鯧）、軟骨魚（鎧鯊、貓鯊、白斑角鯊）、

海洋哺乳類（港海豹、鼠海豚、海獅、海象）及章魚等的獵物

（Jorgensen et al., 1998; Zintzen et al., 2011），然而海獸胃線蟲是否

能經由盲鰻為中間寄主而完成其生活史仍然是未知。 

如果人類生食或吃入未完全煮熟並帶有海獸胃線蟲之保蟲寄

主，都有可能造成海獸胃線蟲症。海獸胃線蟲症根據其病灶及位置

可以分成四型：（一)胃型海獸胃線蟲症，一般在食入後 1～12 小時

內急遽發作，此時線蟲鑽入胃黏膜，造成紅斑、黏膜水腫，會有強

烈的上腹疼痛、噁心、嘔吐、低程度發燒，若是沒有治療可能會有

慢性潰瘍的症狀；（二）腸型海獸胃線蟲症，在食入 5～7 天後，發

生間續或持續性腹痛，以及腹水或腹膜炎的跡象，發炎位置主要在

迴腸末端及結腸，少部分會發生腸阻塞、腸套疊、腸穿孔或氣腹；

（三）異位型海獸胃線蟲症，較為少見，為線蟲幼蟲穿出腸胃道後，

移動到腹膜腔、胸膜腔、肝臟、胰臟、卵巢、腹部皮下組織，造成

慢性發炎；（四）過敏型海獸胃線蟲症，因海獸胃線蟲所引起的過

敏反應，多發生於西班牙，這種過敏反應或許跟食用鯷魚有關，平

均在食用後 5 個小時開始產生過敏症狀，如蕁麻疹、血管性水腫，

有時會伴隨腸胃道症狀一起發生（Hochberg and Hamer, 2010）。 

在今年 12月舉辦之第 13屆亞太人畜共通寄生蟲病學術研討會

（The 13th Asian-Pacific Parasitic Zoonoses, APCPZ），臺大醫師報告

海獸胃線蟲症臺灣首例。病患為 69 歲臺灣男性，在內視鏡檢察時

發現線蟲寄生於病患的胃部，且一端已經嵌入胃壁之中，患者曾於

3 天前在日式餐廳食用生魚片。線蟲取出鑑定後，確定為 A. 
simplex，而其食用的生魚片則是從日本進口，與臺灣週遭海域主要

感染魚類的 A. pegreffii 不同（Li et al., 2014）。在韓國也有許多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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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獸胃線蟲症病例，在近五年的案例中，病患主要是由 A. pegreffii
所感染，與韓國海域中魚類的主要感染物種相同（Lim et al., 2014）。 

海獸胃線蟲症案例最多的國家是日本，與其喜愛食用生魚的文

化有密切相關，感染物種則是以 A. simplex s.s.為主。而研究顯示，

A. simplex s.s.在人工胃液的處理時，對酸的忍受度較 A. pegreffii
高，且在培養基培養中發現 A. simplex s.s.鑽入培養基膠體的比率明

顯高於 A. pegreffii，因此推測 A. simplex s.s.是造成海獸胃線蟲症的

主要物種（Arizono et al., 2012）。無論是在韓國的 A. pegreffii 或是

日本的 A. simplex s.s.都確定會造成海獸胃線蟲症，而海獸胃線蟲的

地理分布也是造成不同地區間，感染物種不同的原因之ㄧ。 

海獸胃線蟲另一個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中間寄主，也就是餐桌上

各式的頭足類，在日本及韓國都發現日本魷體內有 A. simplex s.s.
與 A. pegreffii 寄生（Takahara and Sakurai, 2010; Setyobudi et al., 
2013）。然而，無論是臺灣周遭海域自產的鎖管、花枝、章魚，或

是遠洋魷業捕撈的阿根廷魷、大赤魷等，都還沒有其寄生蟲相關之

研究，顯示臺灣對於海獸胃線蟲的調查仍然缺乏。 

除了人畜共通寄生蟲外，海獸胃線蟲也經常被用在魚類系群的

區分，在人類對於魚的大量需求，了解魚的資源量並且管理，使其

能夠永續捕撈顯得更加重要。系群的區分不能以單一方法進行，因

此要結合多種方法，像是形態差異、DNA 分析、耳石形態、耳石

微量元素、寄生蟲相等，其中魚體的寄生蟲相以及相關的感染參數

也是在進行系群區分時很好的生物標籤。像是在臺灣東北部及西南

部的鯖魚（Scomber australasicus），在其體內海獸胃線蟲的物種組

成就有明顯的不同；以及整個歐洲的竹筴魚（Trachurus trachurus），
在結合各種方法後，可以將竹筴魚分成三個地中海系群以及兩個東

北大西洋系群（Chou et al., 2011; Abaunza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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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無論在臺灣或是國外，盲鰻料理皆會去除臟器及消化道，因此

都避免掉寄生蟲最常寄生之部位，而盲鰻其料理方式以油炸、熱

炒、火烤等方式為主，並無生食之料理方式，因此要在食用盲鰻時

吃入活體海獸胃線蟲幾乎不可能，但仍有可能引起海獸胃線蟲過敏

症狀。如果有生食之需要，美國食藥署建議至少要以-20℃冷凍 7
天，或是-35℃冷凍 15 小時，才能有效殺死寄生蟲（施，2013）。 

臺灣屬於海島，海洋資源極其豐富，然而我們對於海洋的了解

仍嫌不足，一般民眾對於魚的了解也多只限於餐桌，遑論那些棲息

於海洋底層、素未謀面的盲鰻類？過去關於盲鰻的寄生蟲研究甚

少，此次研究發現了新種「盲鰻刺魚蚤」以及七種海獸胃線蟲的寄

主新記錄，其中三種為地理新紀錄。嶄新而重要之發現中，新種寄

生蟲部分業經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報導，顯示出我們對於海洋還充

滿許多「未知」（潘，2014）。雖然盲鰻並非主要漁獲物種，但其「腐

食者」的角色在生態上卻是不可或缺，也顯示了盲鰻可能因吃入各

式海洋動物的屍體，而接受來自不同寄主身上的寄生蟲，同時也提

示海獸胃線蟲可能經腐食途徑而傳播之可能性。面對漁業資源逐漸

匱乏，人們開始將觸手伸往那些過去不受重視，或尚未開發的資

源，以往不曾出現在餐桌的盲鰻，現在也成為人們的盤中飧。雖然

盲鰻在食用方面都是熟食料理並去除內臟，不必擔心會吃入活體寄

生蟲，但對於海獸胃線蟲的生態調查，以及盲鰻的族群數量、漁業

資源等相關研究仍然需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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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圖 1. 宜蘭大溪漁港販售之盲鰻 
 

 
 

 

圖 2. 寄生於蒲氏黏盲鰻之盲鰻刺魚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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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寄生於盲鰻消化道之海獸胃線蟲 

 

 

 

圖 4. 寄生於盲鰻肌肉之海獸胃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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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氏細鯽之飼料開發 

 

劉舜豪 1、陳威廷 1、廖文亮 1,2,3 

 
1.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2.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3.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一、 前言 

菊池氏細鯽（Aphyocypris kikuchii）中文俗名在臺東地區俗稱

馬達卡（Medaka）或為散魚仔、吉氏細鯽、瘦魚、台細鯽、車栓仔

等名稱。此魚種為臺灣特有種，於 1919 年由日籍動物學者大島正

滿所命名（陳及方，2001）。菊池氏細鯽屬於初級淡水魚種，常見

於流速較緩慢之河渠或池沼流域中，尤其是水生植物較為繁茂之水

域，性喜成群活動穿梭在水草與水中障礙物間躲藏，通常以掉落水

面之昆蟲及水底中石頭上之藻類為食物（陳及方，2001）。主要分

布於臺灣東部的宜蘭、花蓮和臺東 3 縣的蘭陽溪、花蓮溪、秀姑巒

溪、卑南溪、水璉溪與成功溪中。在臺北地區淡水河上游的基隆河

水系還存有少部分野生族群紀錄（陳及方，2001）。 

型態上身體延長而側扁，腹部具有不完全的腹稜。頭頂部略為

平坦，吻端圓鈍。口端位，下頷略突出且稍長於上頷，口裂向下斜

走，唇薄無觸鬚。體色呈現淺黃褐色，背部呈黃綠色，腹部灰白，

魚體體側自眼睛後端至尾鰭基部有一條暗藍色縱帶，側線較短且不

完全，僅延伸到腹鰭基部上方為止（曾，1986；沈，1993）。雌雄

間體型差異明顯，雄成魚體約長 8 cm，發情期到來時鰓蓋上及吻部

會有少數細小追星（nuptial tubercle）出現；雌魚體型則較大，腹部

也較雄魚澎大，成魚時體長約 10 cm，因此在性別判斷上可從這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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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特徵作為判斷依據（陳及方，1999；陳等，2005）。早期在東部 3
縣民眾常將菊池氏細鯽油炸或製成魚乾作為配菜。不過自從粗首馬

口鱲（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與 條（Hemiculterleucisculus）
引進東部水域後，其生態區域（ecologicalniche）與菊池氏細鯽重

疊，且更具競爭優勢，因此造成菊池氏細鯽在族群數量減少（陳等，

2005）。菊池氏細鯽除可做為食物以及觀賞魚外，近幾年更被利用

成為釣客活動時活餌來源，造成過度撈捕，菊池氏細鯽族群數量因

此銳減（曾，1986），另再加上早期河川湖泊整治工程對於生態保

護知識不足，大量以水泥施作水道，造成人為破壞原有棲地，使其

賴以產卵所需之水生植物與棲息遮蔽物大幅減少，而使該魚種族群

更難以恢復原有族群數量。 

二、 蛋白質與魚粉添加量對菊池氏細鯽成長之影響 

蛋白質一般而言是用以修補或取代老化或損壞的身體組織之

來源、亦即構成魚體的主要有機物質之一。蛋白質可透過消化或酶

水解得到蛋白質中胺基酸以及能量供應、並合成新的體組織蛋白質

以及提供魚隻必需胺基酸（Essential amino acid），因此魚隻需要攝

取均衡且完整的蛋白質比例，而魚種不同其需求比例也不同。以淡

水魚類的仔稚魚蛋白質需求為例，鯰魚的飼料蛋白質需求約在 32%
～36%之間（Garling and Wilson, 1976）。鯉魚蛋白質含量需求則有

兩研究分別建議在 31%或 38%為最適成長需求（Takeuchi et al., 
1979 b；Ogino and Saito, 1970）。鯉魚小於 20 g 蛋白質含量需求為

45%，20～200 g 為 38%（National Research Concil（NRC）, 2011）。
草魚的蛋白質需求則為 41%～43%之間為最適合之需求（Dabrowski, 
1977）。虹鱒蛋白質需求為 40%（Zeitoun et al., 1973）。尼羅吳郭魚

飼料蛋白質需求建議量則為 30%（Wang et al., 1985）。莫三比克吳

郭魚飼料蛋白質需求為 40%（Jauncey, 1982）。吉利吳郭魚的飼料蛋

白質需求則為 35%（Mazid et al., 1979）。一般而言，魚類對於蛋白

質的需求將會隨著年齡以及體型的增長而逐漸下降；例如鯰魚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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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需 40%蛋白質，當成長至仔稚魚大小時只需要 30～35%、而在成

長至約超過 110 g 後僅需 25～35%蛋白質含量（Page and Andrews, 
1973）。吳郭魚在魚苗期時則需要約有 50%蛋白質含量於飼料中，

當體重增加到 30 g 後、則需求下降到 35%，體型若再大一些之後

則僅需 25～35%左右（Lim, 1989）。 

魚粉為養殖魚飼料之主要蛋白質來源，近年來海洋資源的過度

開發，作為魚粉原料的魚種資源量下降，造成魚粉的產量下降，加

上魚粉加工成本高，使得國際魚粉價格逐年上升，未來恐有短缺之

虞（Harvey, 1991；New, 1991；Watanabe, 2002）。另一方面隨著水

產飼料工業的快速發展及魚粉供應的短缺，故在飼料生產成本的考

慮下，由其他動物或植物性蛋白質原料中，尋求可替代魚粉的蛋白

質來源是值得被研究的（Bairagi et al., 2002；Watanabe, 2002）。現

今許多研究報告指出，植物性蛋白質原料已可成功取代飼料中的魚

粉添加量，取代率約達 30％～50％（Francis et al., 2001）。部分植

物性原料經實驗證實，可有效降低草食性或雜食性養殖物種飼料中

的魚粉添加量，而不會對養殖生物造成不良影響（Hardy and Tacon, 
2002）。此外植物性蛋白質原料由於產量穩定，價格較魚粉低廉，

並可減少海洋資源過度開發。近期研究報告指出，植物性蛋白質原

料可完全取代飼料中的魚粉添加量（Takagi et al., 2006）。 

(一) 蛋白質添加量對菊池氏細鯽成長之影響 

實驗魚種菊池氏細鯽由花蓮縣水產培育所贈送，運送至國立臺

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實驗室中之水缸 85cm x 60cm x 45cm 先行

馴養，馴養時間約一個月，此期間投餵市售飼料每日 2 次，並定期

換水，投餌量至飽食為止，使魚苗習慣攝食人工飼料，並於開始實

驗分組前一天停止餵食。實驗分組將平均大小為 0.20±0.03 g 的菊

池氏細鯽隨機分配至 30cm x 30cm x 45cm 魚缸中，實驗總共分為 5
組，每組 30 尾，實驗採三重複，水溫控制在 26±1℃，每日投餵飼

料 2 次，餵食總量則餵至魚隻飽食不再索餌為止，每日換水三分之

一，實驗進行六週，於秤重前一天停止餵食，六週結束後所有魚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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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秤重紀錄及採樣。實驗用之飼料配方各組以 30%魚粉作為主要

蛋白質來源，大豆粉添加量為 0、10、20、30 及 40%，糊精的添加

量則互換為 40、30、20、10 及 0%。結果顯示大豆粉添加量由 0、
10、20、30 至 40%，飼料中蛋白質含量由 20、25、29、33 至 38%
的增加。以大豆粉添加 40%，飼料中蛋白質含量 38%的增重率 165%
及飼料效率 60%為最佳。菊池氏細鯽對蛋白質的利用率較碳水化合

物為佳，推測飼料中最適蛋白質需求約在 38%~40%之間（劉，

2011）。此結果與鯉魚小於 20 g 蛋白質含量需求為 45%，20～200 g
為 38%相似（National Research Concil（NRC）, 2011）。 

(二) 魚粉添加量對菊池氏細鯽成長之影響 

實驗分組將平均大小為 0.39±0.05 g 的菊池氏細鯽隨機分配至

30cm x 30cm x 45cm 魚缸中，每組 15 尾，實驗採三重複，水溫控

制在 26±1℃，每日投餵飼料 2 次，餵食總量則餵至魚隻飽食不再

索餌為止，每日換水三分之一，實驗進行六週，結束後所有魚隻進

行秤重紀錄及採樣。實驗用之飼料配方對照組以 30%魚粉及 40%大

豆粉作為主要蛋白質來源，實驗組為 25%魚粉及 47.5%大豆粉組，

15%魚粉、15%玉米蛋白、2.5%南極蝦粉及 40%大豆粉組，0%魚粉、

20%玉米蛋白、5%南極蝦粉及 40%大豆粉組，共 4 組各組飼料中蛋

白質含量約 38%。結果顯示以 25%魚粉及 47.5%大豆粉的增重率

156%及飼料效率 56%為最佳。而在 15%低魚粉與 0%魚粉組雖增重

率較低約 120%及飼料效率約 48%經統計分析後無顯著性差異。推

測菊池氏細鯽對不同植物性蛋白的利用率尚佳，飼料中魚粉添加量

可由 30%降低至 0%（劉，2011）。符合研究報告指出，植物性蛋白

質原料可完全取代飼料中的魚粉添加量（Takagi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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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添加不同脂質在兩種水溫對菊池氏細鯽成長之影響 

先前研究中在某些魚類若改變所處的環境溫度將會影響對蛋

白質的需求。例如在鮭魚水溫 8℃時需 40%蛋白質、而在 15℃時則

需要 55%蛋白質（DeLong et al., 1985）。同樣的在條紋鱸於 20℃蛋

白質需求為 47%、但在 24℃則需要 55%蛋白質（Millikin, 1982, 
1983）。但在虹鱒進行測試時置於 9~18℃的水溫環境中並利用含有

35、40、45%粗蛋白質的飼料則無顯著性差異（National Research 
Concil（NRC）, 1981）。總結來說，成長率及飼料攝取量會隨溫度

升高而上升，因此一般認為水溫的改變應該是對魚隻飼料攝取量影

響較多、而對蛋白質需求較少。在生存於冷水域低溫 5-20℃的虹

鱒，其飼料中脂質可由 5%增加至 15%，蛋白質由 49%降至 36%對

成長無顯著性差異（Watanabe, 1982）。虹鱒的必需脂肪酸為 n-3 系

列脂肪酸（Castell et al., 1972 a, b, c; Watanabe et al., 1974 a, b, c; 
Takeuchi and Watanabe, 1976, 1977 a, b）。而生存於溫水域 25-30℃
魚類如鯉魚，其飼料中脂質可由 6%增加至 15%，蛋白質由 42%降

至 32%對成長無顯著性差異（Watanabe , 1982）。鯉魚與吳郭魚的飼

料中脂質最適需求量小於 10%（Tacon, et al., 2010）。鯉魚的必需脂

肪酸為 n-3 系列與 n-6 系列脂肪酸（Common carp）（Watanabe et al., 
1975 a, b; Takeuchi and Watanabe, 1977c）。 

實驗分組將平均大小為 0.32±0.03 g 的菊池氏細鯽隨機分配至

30cm x 30cm x 45cm 魚缸中，每組 15 尾，實驗採三重複，水溫控

制在 20±2℃及 25±1℃，每日投餵飼料 2 次，餵食總量則餵至魚隻

飽食不再索餌為止，每日換水三分之一，實驗進行六週，結束後所

有魚隻進行秤重紀錄及採樣。實驗用之飼料配方對照組以 30%魚粉

及 40%大豆粉作為主要蛋白質來源，油脂來源則添加 5%大豆油與

魚油比例為 3:2 組，實驗組為 0%魚粉、20%玉米蛋白、5%南極蝦

粉及 47.5%大豆粉，添加 7%大豆油與魚油比例為 3:2 組，另分別添

加 7%之大豆油、魚油及牛油作為油脂來源組，共 5 組各組飼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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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含量約 42%與脂質含量約 12%。結果顯示以 30%魚粉及 40%
大豆粉組在低溫 20℃與高溫 25℃的增重率 41%及 48%，飼料效率

82%及 85%為最佳。此對照組的增重率在 20℃與 25℃與零魚粉油

脂來源添加 7%大豆油與魚油比例為 3:2 組及零魚粉油脂來源添加

7%牛油組經統計分析無顯著差異。雖然飼料效率在高溫時較低溫

時較佳，但整體飼料利用於增重率之結果菊池氏細鯽可飼養在 20
℃至 25℃水溫之間。飼料中蛋白質需求建議在 38-40%對菊池氏細

鯽成長為最佳。使用零魚粉飼料脂質添加以 7%大豆油與魚油比例

為 3:2，飼料中總脂質含量建議在 8-12%（陳，2012）。此結果與鯉

魚的飼料中脂質最適需求量小於 10%相似（Tacon, et al., 2010）。 

四、 結語 

菊池氏細鯽主要分布於臺灣東部的宜蘭、花蓮和臺東 3 縣的溪

流中，由於引進粗首馬口鱲（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與 條

（Hemiculterleucisculus）後，其生態區域與菊池氏細鯽重疊，且更

具競爭優勢，因此造成菊池氏細鯽的族群數量減少。近幾年更被利

用為釣客的活餌來源，造成過度撈捕，菊池氏細鯽族群數量因此銳

減。加上早期河川湖泊整治工程對於生態保護知識不足，大量以水

泥施作水道，造成人為破壞原有棲地，使其賴以產卵所需之水生植

物與棲息遮蔽物大幅減少，而使該魚種族群更難以恢復原有族群數

量。此菊池氏細鯽飼料之開發為基礎之研究，探討蛋白質的需求經

實驗結果顯示：飼料中最適蛋白質需求約在 38%～40%之間，飼料

中魚粉添加量可由 30%降低至 0%；探討添加不同脂質經實驗結果

顯示：零魚粉飼料脂質添加 7%大豆油與魚油比例為 3:2 的成長為

佳，飼料中總脂質含量建議在 8-12%。飼養於水溫 20℃至 25℃之

間對菊池氏細鯽的成長無影響。開發取代大豆粉及玉米蛋白的植物

性蛋白原料降低飼料成本，並如何增加菊池氏細鯽的產量為將來研

究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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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圖 1. 飼養 42 天後的菊池氏細鯽平均體重 0.4～0.6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