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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沸石粉對白蝦成長及活存影響初報

邱靜山 林明男

摘要

為了解養殖池水經施用沸石粉後對白蝦成長、活存的影響 , 於溫室內八口底面積

一米平方之 FRP 水槽(養殖水槽的水深為 0.75 米 )各放養經中間育成
, 平均體重 3 公

克之自蝦幼蝦 64 尾 (即密度 64 尾/米平方 ) , 分四組採雙重複試驗 , 每組投放飼料時各

添加沸石粉 O 、 1.33 、 2.67 、 4ppm 每天兩次 ,
常溫下鹽分維持在 25 P阱

,
放養後每 15

天隨機採樣的尾測定體重
,
養殖 62 天後收成 , 蝦體重介於 7-8 公克之間

,
各組無明

顯差異 (P > 0.05) 。活存率除對照組外 , 其餘三組皆達 96% 以上。由氯﹒氮及亞硝酸

闡氮的測定 ,
可以看出沸石粉確實能改善水質

, 另施放沸石粉會增加水中濁度。以每

日4ppm 連續投放 62 天僅達的 ntu
'
尚不足以構成威脅。

關鍵詞 : 白蝦、濁度、活存率、成長率、沸石粉

沸石 (zeolite) 屬矽鋁酸鹽類
,
天然

的種類超過 30 種以上 (劉 , 2001) 。天然

沸石就離子交換的特性可分為四種

美頁, �p Analcime' Chabzite 、 C1inopti1oiten

及 Mordenite (Vaughan, 1976)
, 本研究

所採用者屬於 Clinopti1oite ( 斜髮沸

石) , 是過去被認為較適合施用於養殖

場做為水質改良劑(賴 , 1989) 。

國內對沸石粉的使用在農業方面

已有少許研究報告(馬等 , 1991, 1993)
,

而在水產養殖業方面 , 雖早已廣泛使用

於改良水質 , 但卻鮮有此方面的文獻 ,

故有加以探討建立基礎資料的必要。
因此本研究以白蝦為對象 , 在每日

投飼時同時投放不同劑量的沸石粉 , 以

比較成長及活存方面的差異供業者參
考。

材料與方法
利用溫室 FRP 八桶 (放養經中間育

成白蝦幼蝦 ) , 其底部為漏斗形狀水

槽 , 長寬均為 1 米、高為 1.2 米
, 每池

放養 64 尾 , 即密度為 64 尾/米平方 ,

於投放飼料時同時投放沸石粉 , 試驗分

為 4 組採雙重複試驗 :A 組為對照不投

沸石粉 ,B 組每天投 2 次 , 每次 l 公克
(即濃度為 1.33 ppm) ; C 組每天投 2 次 ,

每次 2 公克 (即 2.67 ppm) ; D 組每天投
2 次 , 每次 3 公克 (即 4 ppm)

, 水槽經強

力打氣使水滾動濁度均句。

飼料為市售草蝦配合飼料 , 管理如

常法 , 投飼量為蝦體重的 5% ' 每日早

上 8:00 及下午 4:00 各投飼一次。試驗

期間每 15 天測定體重 1 次 (各池採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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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 以天平稱全體重量再求取平均體

重) , 試驗結束後計算活存尾數以求其
活存率。試驗自 2000 年 12 月 5 日開始

至 2001 年 2 月 5 日止共計 62 天。放養

時的蝦苗平均體重約 3 公克。

水槽在注至 75 公分水深後開始放

養蝦苗 , 全期不換水 , 僅每星期將蒸發

的池水加以補充以維持水位及 25 ppt

的鹽度 , 根據 Ponce-Palafox et al. (1997)

指出 , 白蝦正油 (siu) 苗 (PL) 在水溫

20-30 �C 及鹽分 20 ppt 以上有較好的活

存率。林及曾 (2000) 以 25 ppt 的鹽分養

殖白蝦 , 活存率尚可維持在 47-53% '
故本試驗鹽分採用 25 ppt 。水溫、濁度、
pH 及 DO 每日測定 , 氮-氮及亞硝酸-

氮每星期測定一次。其方法如陳 (1981 )

所述。

Table 1. Comparison of body weight and survival rate of each group.

A

7.4

B C D

7.4 7.7 7.7

89.0

Body weight (g)

Survival rate (%)

A: control; B: zeolite 1.33 ppm/day; C: zeolite 2.67 ppm/day; D: zeolite 4.00 ppm/day.

96.9 97.7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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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Regression curves of growth in L. ναnnamei of each group. The values and

regression curves were described in the manuscript.

A: y=3.05eo.19x; B: y=2.78eo.22X; C: y=2.84eo.22\ D: y=2.71eo.23x.

結果

放養時約 3 公克的蝦苗飼養 62 天 後收成 , 平均體重各組皆達 7 公克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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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單位為天數 ) 的關係數 (A 組 )y

13.22eo.15x , R2 = 0.88 '
(B 年且 ) y =

13.62eo.l 以 , R2
- 0.87 '

(C 車且 ) y =

15.61 eO.l 缸 , R2
= 0.79' (D 組 ) y =

24.81eo.l 泣 2 。皆呈正相關 ,

即隨時間的增加而增加 , 且有隨添加量

的增加而增加的趨勢 (Fig. 3) 。

試驗期間各組水溫、 pH 及 DO 並

無差異 : 水溫 21.4-21.7
�C

pH7.91-7.93 ' DO 維持在 6.3 ppm (se :t

0.06) 。氯氮及亞硝酸氮含量隨沸石粉添

加量增加而減少 (Table 2)
, 即沸石粉確

實對水質有改善作用。

平均體重 y( 單位為公克 )與經歷的時間
x( 單位為天數 ) 的關係數 (A 組 ) y =

3.05eo.l 凱 , R 2
= 0.91 '

(B 組 ) y =

2.78eo.2 以 , R2
= 0.90' (C 車且 ) y =

2.84eo.22x , R2 = O. 叭
, (D 組 ) y =

2.71 e O.23x R2 = 0.92 (Fig. 1)
, 活存率

除對照組 (A 組 )外 , 其餘三組均達 96%

以上 (Table 1) 。每 15 天測定一次所計算

的成長率(Fig. 2)
, 可看出隨沸石粉添加

量的增加而增加 , 但四組間並無顯著差

異(P > 0.05) 。

每天添加沸石粉會引起濁度變

化 , 濁度 y( 單位為 ntu) 與經歷的時間

Table 2. Comparison of water quality of each group.

D

0.71 :t 0.15

3.42 :t 0.80

C

0.79 :t 0.20

3.88 土 0.84

B

0.91 :t 0.24

4.55 :t 0.97

A

0.96:t 0.31

4.61 :t 0.98

Ammonia-N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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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Growth rate of L. νannamei of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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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Regression curves of turbidity of shrimp ponds containing different volume of

zeolite. The values and regression curves were described in the manuscript.

A: y= 13.22eo.15\ B: y= 13.62eo.18x; C: y= 15.61eo.14\ D: y=24.81eo.12X.

根據每日的觀察結果 , 本次的試驗

水槽水偏向綠色水系 , 且濁度會隨添加

的增加而遞增 (Fig. 3)
, 試驗結束時槽壁

及槽底附著或沈積物為微細藻類、糞便

等有機質及沸石粉所結合而成
, 而懸浮

的微細顆粒 , 亦為沸石粉吸附其他有機

物而形成者 , 看不出原來土黃的沸石粉

顏色。

討論

由前述結果可看出 , 每日投放沸石

粉的三組都比無投放的對照組有較佳

的成長及活存 , 除了試驗組有較低的氯

及亞硝酸外 , 在濁度上有明顯差異。陳

(1981 )指出 , 水之濁度 (turbidi 則是由於

水中存在之懸浮固體 , 如泥土、沙泥和

微小之有機及無機物質、浮游生物以及

其他用顯微鏡才可看到之微小生物等

所引起。本試驗的投放沸石粉策略異於

一般用法 , 是採每日投放方式 , 各組濁

度都有上升趨勢 , 至於對照 (A 組)雖沒

投放沸石粉 , 但亦有上升的趨勢
, 主要

是飼育過程水中繁衍藻類所引起。 Lin

et af. (1992) 指出曝露 50-75 ntu 濁度的

斑節蝦苗有較高的死亡率
, 並會降低對

鹽分變化的忍受力 , 即滲透壓調節能力

會降低而失調
, 本試驗在 14- 45 ntu 間

,

並無達到上述的危險範圈
, 且由活存率

可看出 , 在此範圍內 , 濁度越高成長及
活存越佳。

上述所提及有關濁度的問題 , 亦不

能忽視水中懸浮顆粒有安定透明度
, 及



吸取水中有機質等高營養物質而形成

所謂的有機顆粒 (organic particles )(Moss

and Pruder, 1995) , 借由其沉澱池底而供

蝦攝食成長的功能 (Moss, 1995)
, 其平

均含有的有機碳 (organic carbon) 濃度
6.98 mg/] 池水的蝦子比 0.38 mg/l 池水

的蝦子成長快速 (Moss and Pruder,

1995) , 因此亦有必要對懸浮顆粒物理

及化學性質 , 連同所含的有機質熱量及

與濁度的相關性加以進一步探討的必
要。

以本研究所投放沸石粉的量做參

考 , 一平方公尺每天 6 公克 , 一分地則

為 5820 公克 , 一個月為 174.6 公斤 , 每

月約僅需用 2450 元 , 對成本的增加並

不大 , 因此有值得使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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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olited diets' effect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Ching-Shan Chiu and Min-Nan Lin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how zeolited pond water effected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the experiment was processed in the greenhouse with 8 FRP

tanks. Each tank was 1 m2 and with 0.75 m water depth. The 3 g young shrimp for

experiment were reared in these tanks (each tank 64 pcs), and divided into 4 duplicate

groups. The tanks water was controlled in normal temperature and 25 ppt salinity. These

groups were fed twice a day, with 0, 1.33, 2.67 and 4 ppm zeolited diets, separately. In

the experiment duration, 15 shrimp were random sampled for weighing every 15 days.

On the 62th day, it was found at harvest that each group not obviously differed in

shrimp body weight. As to the survival rate, all groups were above 96% but the contol.

However, the value determination of ammonium 司、� and nitrite- N showed that zeolite

made the water quality better, though it caused water turbid. The turbidity was merely

45 n間 , when 4 ppm zeolite had been added into shrimp diets 64 days in succession. It

was harmless for shrimp.

Keywords: Litopenaeus vannamei, turbidi 旬, sur 、廿 al rate, growth rate, zeol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