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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斑魚優質種苗生產實例 
 
 
 

一、前言 
 

石斑魚養殖業在臺灣已有 40 年歷史，

臺灣養殖業者在種魚和魚苗的培育上，早已

領先全球。2007 年依聯合國世界糧農組織  

(FAO) 統計，全球石斑魚養殖產量已超過

7.5 萬公噸，臺灣亦為全球石斑魚主要養殖

國家之一，產量為 1.7 萬公噸  (佔全球總產

量 25%)，產值高達新臺幣 40.8 億元  (佔全

球總產值 58%)。2008 年臺灣養殖產量為 1.7

萬公噸，產值高達 48.8 億元。2009 年臺灣

養殖產量為 1.3 萬公噸  (約佔全球總產量

17%)，產值 31.2 億元  (約佔全球總產值

33%)。2010 年臺灣養殖產量為 1.13 萬公噸

(約佔全球總產量 14 %)，產值 35.8 億元(約

佔全球總產值 25.6 %)。又 2008 年臺灣開放

活魚運搬船直航，2010 年簽署兩岸經濟合

作協議  (ECFA)，2011 年早收清單元旦生效

後，依財政部統計，上半年臺灣石斑魚外銷

中國出口值，達 15.5 億元，超越 2010 年全

年的 13 億元。2011 年臺灣養殖產量為 1.39

萬公噸  (約佔全球總產量 14%)，產值 53.0

億元  (約佔全球總產值 32 %)。2012 年臺灣

養殖產量為 2.29 萬公噸，產值 72.96 億元。

2014 年臺灣養殖石斑魚產量更達 2.62 萬

噸，產值 86.22 億元。2015 年臺灣養殖產量

為 2.44 萬公噸，產值 70.59 億元。2016 年臺

灣養殖產量則為 1.98 萬公噸，產值 53.94 億

元 (中華民國台閩地區漁業統計年報，2016)。 

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統計，在

2008 年以前臺灣石斑魚養殖面積皆在 1,600

公頃以下，在 2009 年才增加養殖面積超過

2,000 公頃，於 2012 年臺灣石斑魚養殖面積

達 2,311 公頃，2016 年臺灣石斑魚養殖面積

則為 2,084 公頃  (中華民國台閩地區漁業統

計年報，2016)。魚苗及成魚主要產區以臺

南市  (安南區、北門區)、高雄市  (林園、

永安、彌陀、茄萣)、屏東縣  (林邊、佳冬、

枋寮) 等為主，佔臺灣整個石斑魚養殖面積

的 90% 以上，其餘為嘉義、雲林、彰化、

宜蘭及澎湖等縣。 

近幾年來，國內石斑魚種苗培育技術經

不斷努力研究  (Huang et al., 1986; Lin et 

al., 1986; Huang et al., 1987; Yeh et al., 1987; 

1989a; 1990)，已先後建立瑪拉巴石斑、點

帶石斑、鞍帶石斑、棕點石斑、老鼠斑、豹

鱠、藍身大石斑、玳瑁石斑、褐石斑  (圖 2-1) 

等人工完整發展之繁殖及飼養技術 (Yeh et 

al., 1986; 1987; 1988; 1989b; 2003a, b, c)，應

用於石斑魚繁養殖產業，除了在種魚培育節

省不少時間及成本外，在國際上具有優勢競

爭力。但因近年來爆發虹彩病毒  (grouper 

iridovirus, GIV) 及神經壞死病毒 (nervous 

necrosis virus, NNV) 之病毒性疫情 (Munday 

et al., 2002)，造成魚苗在短時間內大量暴

斃，形成經濟上的嚴重損失，加上 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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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臺灣已人工繁殖成功之主要石斑魚種類 
 

莫拉克風災幾乎毀掉整個石斑魚產業。。但靠

著業者努力復建，與政府推動 ECFA 將石斑

魚納入早收清單內，使石斑魚養殖業不僅能

迅速復原，產值、產量更持續攀上高峰。。農

委會也從 2011 年 8 月開始舉辦「石斑魚文

化季」，以一系列的活動增加民眾對石斑魚

產業的認識。然，臺灣石斑魚產業分工精細 

(圖 2-2)，雖是使臺灣石斑魚養殖產業執全

球養殖石斑魚產值之牛耳，但石斑魚產業永

續發展仍存在著一個極大的隱憂，就是在疾

病與防疫上如何建立健全之養殖管理技術。 
 

圖 2-2  臺灣石斑魚養殖產業的分工關係 

二、健康養殖之安全防疫管理 
 

石斑魚病毒主要發生在仔稚魚階段，使

得育苗率非常低，多年來疫情並未獲得有效

的改善。病毒傳染途徑除了水平感染外，種

魚至受精卵的垂直感染亦是主要途徑  (圖

2-3)，因此未來疾病的控制應以健康種苗培

育環境的消毒及疫苗的預防為方向，為了培

育出健康的種苗，健康種魚的篩檢和管理是

防治對策中重要的一環，並應嚴守石斑魚繁

養殖場防止疾病傳播策略  (圖 2-4)。  
 
 
 

圖 2-3  石斑魚病毒感染途徑 (  病原) 

 

圖 2-4  石斑魚繁養殖場防止疾病水平傳播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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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魚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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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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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源性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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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帶石斑 瑪拉巴石斑 

 
鞍帶石斑 棕點石斑  

 

龍虎斑 褐石斑 

 
豹鱠 藍身大石斑

臺灣目前已人工繁殖成

功並進入量產之石斑魚

包括：點帶石斑、瑪拉

巴石斑、鞍帶石斑、棕

點石斑、豹鱠、藍身大

石斑、褐石斑及龍虎斑

(雜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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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石斑魚養殖產業之優質種苗生產

系統  (圖 2-5)，安全防疫健康管理主要包

括： (1)無特定病原種魚篩選培育，生產良

質受精卵； (2)配合環境的消毒及洗卵方

法，塑造防疫之育苗環境及養殖系統  (圖

2-6)；(3)量產供應乾淨餌料生物與飼料；(4) 

種魚、苗健康度判斷與良好的健康管理；(5)

規格化及容易操作之養殖管理流程。具體作

為首要建構防寒、防疫系統之石斑魚繁養殖

模場，配合建立種魚篩選流程  (圖 2-7)，以

病毒檢測挑選無帶原  (NNV, TGIV) 種魚， 

 

圖 2-5  石斑魚優質種苗生產策略 

 

 

 
圖 2-6  石斑魚防疫之育苗環境及養殖設施 

圖 2-7  健康石斑魚種魚篩選流程 

 

利用生殖力指標去除生育能力差之親魚，逐

批篩選快速成長魚苗作為親魚培育候選對

象，並擬以基因標誌  (gene marker) 驗證挑

選之種魚性狀。藉由外部形態觀察、疾病檢

測、環境耐受性生理指標、攝食指標及藥物

殘留檢測，建立蓄養前期大型魚苗標準化健

康度指標以及蓄養後期生理值指標檢測，可

有效提高選取健康魚苗辨別之管理效益，再

經標準化培育過程降低魚隻死亡率。  

 
三、繁殖實例 

 

(一) 點帶石斑 

點帶石斑俗稱青斑、朱過、紅點石斑、

紅點仔，英名為 Orange-spotted grouper。點

帶石斑為目前繁養殖之主要魚種，據估計臺

灣每年白身苗產量雖超過 5,000 萬尾，但整

體產業寸苗育成率平均還是未超過 5%，關

鍵在於多數業者育苗生產管理技術不穩定

與無法落實執行生物安全防疫觀念，導致育

 

1.種魚免疫及誘導生殖

2. 洗卵及消毒

3.餵飼益生菌及雞
卵黃抗體( IgY)4. 仔稚魚免疫浸泡

5. 疫苗免疫及健康管理 臭氧處理之

飼育用水系統

魚植入晶片

種魚

銷毀

未帶病原魚產卵

健康石斑魚苗子代

1-2 年追蹤

病原檢測

陰性

陰性

陰性

陽性

陽性

陽性
受精卵

陰性

病原檢測

病源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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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成功率不一。經過長期觀察與試驗，發現

生物安全之技術策略應用對於量產點帶石

斑苗及提高育苗成功率影響甚巨。由水產試

驗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

心) 長期以來實際量產試驗中，挑出從生物

安全之技術策略應用於點帶石斑育苗試

驗。結果顯示  (表 2-1)，比較這幾次育苗條

件及操作流程，很明顯在對照組之一般防疫

措施之環境育苗操作，只執行平常管理，並

無強調落實隔離，所承擔風險非常高，2007

年中有 2 次育苗試驗之失敗就是很典型的

實例。商業性業者生產之點帶石斑受精卵雖

卵質都很好，孵化率也有 85% 以上，在仔

魚培育過程中亦很正常，但在孵化後 24 天

或白身苗準備捕撈出售魚苗時卻都出現發

病現象。魚苗檢體以 PCR 檢測 NNV 皆呈陽

性，之後檢討懷疑是整個育苗過程中，病毒

垂直感染及水平感染加上捕撈緊迫，都有可

能是造成失敗之因素。為避免發生類似情形

及降低風險，乃重新依建立健康養殖之安全

防疫管理，擬定發展石斑魚健康優質種苗生

產策略，藉育苗流程策略來阻斷病毒可能傳

染的方式與途徑。首先全程在隔離設施內操

作，受精卵取得後再以洗卵方式降低卵殼上

病原量，為加強被動免疫力方式，嘗試使用

IgY (雞卵黃抗體) 當洗卵劑並添加於生物

餌料培養過程來中和病毒。並利用益生菌之

光合菌當餌料生物之餌料，生產乾淨餌料生

物輪蟲及橈足類，光合菌除能加強水質控制

能力，又能增進抑菌能力。從這 3 年之育苗

試驗皆能生產魚苗數有 85,000、22,600、

92,220 尾，育苗率為 28%、9.04% 及 36.88%，

都可達商業生產規模及穩定量產，且生產之

魚苗以 PCR 檢測 NNV 皆呈陰性，證實生物 

 
表 2-1  生物安全之技術策略應用於點帶石斑育苗結果 

魚苗開

始飼育

日  期 
種類 

魚卵

來源 
放養卵

量(g) 
孵化率

(%) 
收獲尾數(隻) 

(2-3 cm) 
育苗率

(%) 

病毒檢測

(NNV 
detection) 

技 術 應 用 策 略

2007/03 
點帶

石斑 
商業

漁場 
500 90 150,000 0 陽性 

一般操作(收獲時發

病) 

2007/04 
點帶

石斑 
商業

漁場 
350 85 0 0 陽性 

一般操作(孵化後 24
天收獲時發病) 

2009/10 
點帶

石斑 
商業

漁場 
200 90 85,000 28 陰性 

一般操作 

設施消毒與隔離、 
使用 PSB 

2010/10 
點帶

石斑 
商業

漁場 
200 88 22,600 9.04 陰性 

一般操作 

設施消毒與隔離、 
使用 PSB、IgY 

2011/03 
點帶

石斑 
商業

漁場 
570 90 92,220 36.88 陰性 

一般操作 

設施消毒與隔離、 
使用 PSB、IgY 

PSB：光合菌 (photosynthetic bacteria)；IgY：雞卵黃抗體 (Immunoglobuin Y anti-N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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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疫生產模式確實有用，因此若能落實

防疫觀念及作法就可大大降低風險。  

(二) 鞍帶石斑 

鞍帶石斑俗稱龍膽、倒吞鱟，英名為

Giant grouper、King grouper，稚魚具有黃色

斑塊與鞍帶，其 3 個不規則黑色條紋，隨著

成長體色變成深褐色，成魚則無。鞍帶石斑

苗在目前業界普遍育苗成功率都很低，整體

平均育苗率小於 1%，推測主要原因很多，

如養殖業者歸咎於卵質不佳、魚苗容易感染

疾病、魚苗初次攝餌過程不易、餌料營養不

足容易造成畸形及水質管理不善造成失敗

率很高。事實上，鞍帶石斑育苗技術與點帶

石斑類似，會碰到之問題也很相近，如能落

實防疫觀念及作法就可大大降低風險。本中

心應用生物安全之技術策略流程對鞍帶石

斑之育苗進行量產試驗 (表 2-2)，由 2008、

2010 及 2011 年都採相類似育苗條件及操作

流程，很明顯，來自商業性生產之鞍帶石斑

受精卵或由本中心自行生產的卵質都很

好，孵化率都有 80% 以上。在整個仔魚培

育過程中，利用石斑魚優質種苗生產策略，

主要包括全程在隔離設施內操作，受精卵取

得後以洗卵方式降低卵殼上病原量，嘗試使

用 IgY 當洗卵劑及添加於生物餌料培養過

程中，並利用益生菌之光合菌生產乾淨餌料

生物輪蟲及橈足類餵飼魚苗。從這 3 年之育

苗試驗結果，皆能生產魚苗數約有 27,760、

27,500、300,000 尾，育苗率為 9.9%、6.8% 

及 37.5%，已可達一定商業生產規模及穩定

量產，同樣所生產之鞍帶石斑魚苗以 PCR

檢測 NNV 皆呈陰性，證實生物安全防疫生

產模式在鞍帶石斑育苗生產也確實有用，但

也由本魚種這幾次育苗試驗顯示，IgY 使用

似乎不若點帶石斑之使用有顯著差異效

果，其中機制有待更進一步探討。 

 
表 2-2  生物安全之技術策略應用於鞍帶石斑育苗結果 

魚苗開

始飼育

日  期 
種類 

魚卵

來源 
放養卵

量(g) 
孵化率

(%) 
收獲尾數(隻) 

(2-3 cm) 
育苗率

(%) 

病毒檢測

(NNV 
detection) 

技 術 應 用 策 略

2008/08 
鞍帶

石斑 
商業

漁場 
200 90 27,760 9.9 陰性 

一般操作 
設施消毒與隔離 

2010/09 
鞍帶

石斑 

海水

繁養

殖研

究中

心 

400 80 27,500 6.8 陰性 

一般操作 
未帶病原種魚之卵 

設施消毒與隔離、

使用 PSB、IgY 

2011/09 
鞍帶

石斑 

海水

繁養

殖研

究中

心 

600 90 300,000 

37.5 
(孵化

後 32
天) 

陰性 

(孵化後

32 天 ) 

一般操作 
未帶病原種魚之卵 
設施消毒與隔離、

使用 PSB 

PSB：光合菌 (photosynthetic bacteria)；IgY：雞卵黃抗體 (Immunoglobuin Y anti-N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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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豹鱠 

豹鱠俗稱七星斑、紅條，英名為 Leopard 

coral grouper、Coral trout，分布於西太平洋

海域，臺灣各地均有產，是澎湖重要石斑魚

類之一。豹鱠育苗流程應用生物安全之生產

技術策略在本相關研究顯示為最有明顯差

異之魚種  (表 2-3)，由 2008，2009 及 2011

年育苗比較，因受精卵全來自水產試驗所澎

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培育野生種魚所生產

的卵，卵質差異不大，都達一定水準，孵化

率為 80%、65% 及 82%，在本中心以類似

育苗條件及操作流程進行育苗，目的也想再

測試整個仔魚培育過程中，利用已開發之石

斑魚優質種苗生產策略技術於豹鱠魚苗生

產之應用。包括全程在隔離設施內操作，受

精卵取得後以洗卵方式降低卵殼上病原

量，嘗試使用 IgY 當洗卵劑及添加於生物餌

料培養過程中，並利用益生菌之光合菌生產

乾淨餌料生物輪蟲及橈足類餵飼魚苗。在健

康養殖管理觀念下，分別測試所用技術策略

之不同層次會產生之影響，從這 3 次之育苗

試驗結果，皆能生產魚苗數約有 6,000、

27,000、7,500 尾，育苗率為 2.8%，8.1% 及

1.6%，未來一定可達到商業生產規模及穩

定量產，同樣所生產之豹鱠魚苗以 PCR 檢

測 NNV 皆呈陰性，證實生物安全防疫生產 

 
表 2-3  生物安全之技術策略應用於豹鱠及褐石斑育苗結果 

魚苗開

始飼育

日  期 
種類 

魚卵

來源

放養卵

量(g) 
孵化率

(%) 
收獲尾數(隻) 

(2-3 cm) 

育苗率

(%) 

病毒檢測

(NNV 
detection) 

技 術 應 用 策 略

2008/09 豹鱠  

澎湖

海洋

生物

研究

中心

200 80 6,000 2.8 陰性 
一般操作 

設施消毒與隔離 

2009/07 豹鱠  

澎湖

海洋

生物

研究

中心

285 65 27,000 8.1 陰性 

一般操作 

未帶病原種魚之卵 

設施消毒與隔離、

使用 PSB、IgY 

2011/08 豹鱠  

澎湖

海洋

生物

研究

中心

300 82 7,500 1.6 陰性 

一般操作 

設施消毒與隔離、

使用 PSB 

2011/03 
褐石

斑 
商業

漁場
100 85 12,000 8.6 陰性 

一般操作 

設施消毒與隔離、

使用 PSB、IgY 

PSB：光合菌 (photosynthetic bacteria)；IgY：雞卵黃抗體 (Immunoglobuin Y anti-N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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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豹鱠育苗生產上可用，對量產有正面

效果，另也由本魚種育苗試驗顯示，技術策

略使用多寡與育苗成功率有關係，IgY 使用

似乎亦有不錯幫助效果。 

(四) 褐石斑 

褐石斑俗稱油斑、土鱠、土溝龍、泥斑、

石斑、過魚，英名為 Longtooth grouper，分

布於西北太平洋海域，包括韓國、日本、中

國及臺灣，臺灣主要產於南部海域。在幾種

養殖石斑魚種類中，對低溫之耐性較高，可

低至水溫 5℃，是適合比較低水溫地區養

殖，在臺南以北地區能越冬機率很高，推廣

成魚養殖具有很高潛力。目前，在臺灣從事

繁殖並量產魚苗並不多見，本次試驗魚卵來

自商業業者種魚場，卵質不差，孵化率為

85%。2011 年育苗流程也是應用已建立之

生物安全防疫生產技術，採用類似豹鱠育苗

條件及操作流程，利用已開發之石斑魚優質

種苗生產策略技術，應用於褐石斑魚苗生

產。包括全程在隔離設施內操作，受精卵取

得後以洗卵方式降低卵殼上病原量，嘗試使

用 IgY 當洗卵劑及添加於生物餌料培養過

程中，並利用益生菌之光合菌生產乾淨餌料

生物輪蟲及橈足類餵飼魚苗，在健康養殖管

理觀念下，測試所用技術策略之應用效果。

從本次  (2011 年) 之育苗試驗結果，能生產

魚苗數約有 12,000 尾，育苗率為 8.6% (表

2-3)，同樣所生產之褐石斑魚苗以 PCR 檢測

NNV 皆呈陰性，證實生物安全防疫生產模

式在褐石斑育苗生產也確實有正面幫助，未

來一定可達商業生產規模及穩定量產。 

 

四、未來 
 

由於石斑魚具高經濟價值，養殖發展潛

力被看好，特別是在育苗之高報酬下，將吸

引更多業者投入。石斑魚養殖管理除計算經

營成本與收益外，「預防重於治療」，為避

免養殖魚疾病的發生，降低爆發疫情之影響

與嚴重性，更須著重種苗生產、養成、環境

水質及疾病防治等幾項重要工作。若能結合

產、官、學各方資源，藉建立健康種苗生產

管理技術之標準化，形成核心技術廠並推廣

產業共組中衛體系，則可以減少繁養殖過程

中不必要之損失或風險，降低受精卵量產成

本、提升育苗活存率及新魚種育種技術之開

發，成為研發石斑魚養殖產業之重要關鍵技

術。並今後，除繼續發揮臺灣養殖漁業的科

技優勢及經濟地理條件，更需及早建立與國

際接軌之管理系統與措施，使產品符合安全

衛生、生態資源保育觀念、善盡社會責任與

兼顧動物福祉之養殖管理技術與模式，生產

優質石斑魚種苗取得國際品質管理認證，將

是未來石斑魚養殖產業決勝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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