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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吳郭魚  (Tilapia) 原產自非洲，係屬於

慈鯛科  (Cichlidae) 之熱帶魚類，全世界共

有 100 多種，其中可以當做養殖對象的約有

20 種。吳郭魚外觀酷似海水鯛類，此外，

吳郭魚屬於口孵魚類  (mouth breeder)，大

多數吳郭魚的母魚會將受精卵含在口中，並

不斷的吸水使口中的卵保持滾動以獲得充

足的氧氣，如此卵才得以正常孵育  (圖

2-1)。大約在 10－14 天左右可孵出仔魚，

由於孵出的仔魚在 1 週內的游泳能力很

差，所以當仔魚在母魚附近泳動時，如果遇

到驚擾，母魚會將之吸入口中予以保護，直

至 幼 苗 具 有 健 全 的 游 泳 能 力 為 止  ( 圖

2-2)。這段長達約 3 週的時間，母魚是無法

攝餌覓食的，由此可見其母愛〝慈性〞光輝

的偉大，因此，將它歸屬於慈鯛科，實在當

之無愧。由於吳郭魚對病害的抵抗力及環境

的適應力很強，又屬於雜食性，所以很容易

飼養。加以，吳郭魚成長快速，肉質嫩且無

暗刺  (細骨)，較能被一般消費者所接受。

因此，吳郭魚不但是目前台灣主要淡水養殖

魚類之一，也是世界性的重要養殖魚種，目

前約有 85 個國家地區從事養殖，在提供全

人類動物性蛋白質的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 

吳郭魚在台灣的養殖歷史悠久，至今  

(2010 年) 已超過 60 年，就產業規模而言，

是最大的單一養殖魚種。1946 年引進莫三

 

圖 2-1  口中孵卵的吳郭魚母魚 圖 2-2  具有健全游泳能力的吳郭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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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克吳郭魚，初期產量小，1950 年省政府

農林廳開始推廣稻田養殖，吳郭魚遂成為當

時貧困農村的重要動物性蛋白質來源，其後

利用北部大型灌溉埤塘和鰱、鱅、鯉及鯽等

淡水魚類混養，形成極具效率的立體式養

殖，產量因之大為提升。1963 年後再陸續

引進 6 種吳郭魚，水產試驗所利用這些種原

進行雜交育種試驗，先後培育出成長快、體

型大、單雄性及較能耐寒的新品系，推廣漁

民養殖。吳郭魚養殖技術也在政府輔導下，

養殖型態由低密度粗放養殖改進到高密度

集約養殖，其投飼技術也由單味飼料  (即飼

料原料 ) 人工投餌方式改進到配合飼料機

械化自動投飼方式，使產量大幅提高。2001

－2008 年的年產量與產值分別維持在 7.3－

8.1 萬公噸與新台幣 23－40 億元 (圖 2-3)。

2008 年的產量為 8.1 萬公噸，產值高達新台

幣 40 億元，分別佔台灣全部養殖魚類的

24.7%和 12%，居台灣十大養殖魚種之首，

其重要性由此可見一斑。主要產地依序為台

南縣、嘉義縣及雲林縣，分別佔全台灣的

28%、27%及 26%。而隨著繁養殖技術改進，

除魚體大型化，魚肉品質也大幅提昇，優質

吳郭魚不僅深得國內消費者青睞，也成為我

國很重要的外銷水產品之一。 

 

二、養殖技術 
 
(一) 養殖品系及其形態 

台灣本土早期並沒有吳郭魚分布的紀

錄，直到 1946 年起才先後自國外引進 7 種

吳郭魚  (表 2-1)，加上雜交育成的福壽魚、

單雄性吳郭魚以及紅色吳郭魚等，品系繁

多。

 
 

圖 2-3  1998-2008 年台灣養殖吳郭魚之年產量與產值 (資料來源：漁業年報)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年

產
量
(千

公
噸
)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產
值

(百
萬

元
) 

產量

產值



 

 

第二章 吳郭魚  | 29 

 

 

表 2-1  台灣各種吳郭魚引進的情形 

魚 種 學 名 引 進 年 代 引 進 國 家

莫三比克吳郭魚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1946 新加坡 

莫三比克吳郭魚 O. mossambicus 1980 南非 

吉利吳郭魚 Tilapia zillii 1963 南非 

尼羅吳郭魚 O. niloticus 1966 日本 

尼羅吳郭魚 O. niloticus 2002 泰國 

歐利亞吳郭魚 O. aureus 1974 以色列 

賀諾奴吳郭魚 O. hornorum 1981 哥斯大黎加 

黑邊吳郭魚 T. rendalli 1981 南非 

斯皮路勒吳郭魚 O. spilurus 1981 沙烏地阿拉伯 

 

 

1. 莫三比克吳郭魚 

此種乃係 1946 年由吳振輝、郭啟彰兩

氏自新加坡引進。原稱南洋鯽，後來為紀念

二位先生引進之功，特取兩氏之姓而命名為

吳郭魚。因係台灣最早引進之吳郭魚，所以

又稱之為在來種亦稱土種吳郭魚。此種之形

態為體延長而側扁，成魚頭部之背部外廓呈

凹形，雄魚尤為顯著，唇發育良好，體呈暗

棕色，繁殖期之體色呈黑色，背鰭外緣有紅

色鑲邊，尾鰭亦有寬廣之紅色鑲邊，喉胸部

暗黃褐色，腹鰭呈黑色，腹部暗棕色  (圖

2-4)。莫三比克吳郭魚繁殖力強，但因早熟  

(日齡 100 天的魚即可成熟)，而致成魚體型

小，不耐寒 (水溫 12℃即有凍斃之虞)，體

色較黑，經濟效益低。1980 年另由南非引

進之莫三比克吳郭魚形態與前者差異不

大，因本種能耐較高鹽度，係目前吳郭魚鹹

水養殖的對象種。 

 

 

 

圖 2-4  莫三比克吳郭魚 
 

 

2. 吉利吳郭魚 

1963 年自非洲引進。體呈棕色而帶彩

虹狀，口唇淺黃色，背、臀鰭及尾鰭為棕色

而有黃斑，在背鰭及尾鰭常有細橘紅色邊

緣，繁殖期之種魚呈鮮豔之彩虹色，並在頭

部有孔雀之斑點，且常有一淺綠色線條由下

顎至鰓蓋後緣，卵巢為綠色。此種雖較耐寒 

(10 )℃ ，但嗜食動物性浮游生物且鬥性強，

肉質差，其成長遲緩又會影響其他混養魚類

之生長，因此不適合推廣養殖  (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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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吉利吳郭魚 

 

3. 尼羅吳郭魚 

1966 年自日本引進。體呈黃棕色，體

側有橫條紋，頭部、背部外廓略呈凹形，口

小、唇發育良好，眼呈紅色，喉胸部呈淺黃

褐色亦有淡紅褐色者，背鰭及臀鰭之軟條有

許多褐色條紋，尾鰭上有十條左右之黑色條

紋。此種為吳郭魚類中體型最大的一種，體

色較淡，肥滿度高，呈橢圓型，橫斑清晰，

商品價值高，普受消費者喜愛  (圖 2-6)。  

此外，雌雄性比很相近且耐寒、屬雜食

性、成長快速、體型大，與歐利亞吳郭魚、

賀諾奴吳郭魚雜交可育成單雄性魚苗。2002

年，為了品種改良的需要，另自泰國引進一

批。 
   

 
 
 
 
 
 
 

 
 

圖 2-6  尼羅吳郭魚 
  

4. 歐利亞吳郭魚  

1974 年自以色列引進。體色呈暗棕，

雄魚在成熟期則背部呈深紫色，下唇為白

色，鰓蓋有暗紫斑，吻至眼間呈淺藍色，體

側之橫斑較尼羅吳郭魚不明顯，又尾鰭之基

部有銀白色之點狀線條分布，尾鰭之條紋亦

呈點狀併合 (圖 2-7)。成長後雄雌體型差異

大  (雄大於雌)，不但對低溫較耐寒且能生

存於半淡鹹水中、屬雜食性、繁殖力強，與

雄性賀諾奴吳郭魚或雌性尼羅吳郭魚雜交

可育成單雄性魚苗。 

 

 
 
 
 
 
 
 
 

圖 2-7  歐利亞吳郭魚 

 

5. 賀諾奴吳郭魚  

1981 年自哥斯大黎加引進。體型與在

來種吳郭魚相同，惟口唇之發育則較為良

好，成熟期雄魚體呈黑色，體側與尾鰭全無

橫斑與黑色斑紋，背鰭與尾鰭都有紅色之鑲

邊，雌魚體色較淡無明顯橫斑及尾鰭之黑色

斑紋，惟腹部呈淺黃色 (圖 2-8)。賀諾奴吳

郭魚繁殖力與在來種吳郭魚一樣強，因早熟

而致成魚體型小，不耐寒且成長速度緩慢， 
  

 
 
 
 
 
 
 
 

圖 2-8  賀諾奴吳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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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雌性在來種、尼羅種、歐利亞種等吳郭

魚雜交皆可生產雄性魚苗。 

6. 黑邊吳郭魚 

1981 年自南非引進。經初步試驗結

果，此種魚與吉利吳郭魚生態習性相似，成

長慢且體型不大，因此，不適合推廣  (圖

2-9)。  
 

 
 
 
 
 
 
 
 
 

圖 2-9  黑邊吳郭魚 

 
 

7. 斯皮路勒吳郭魚 

1981 年自沙烏地阿拉伯引進。體色偏

深綠，吻比較長，體側有橫斑，背鰭軟條部

及尾鰭有斑點，比莫三比克吳郭魚大型，雜

食性，對鹽度忍受性高，適合海水養殖  (圖

2-10)。  

除上述 7 個品種外，這些年來在水產試

驗所研究人員的努力下，陸續雜交育成下列

三種品系且均已推廣至民間養殖。 

 
 
 
 
 
 
 

 
 

圖 2-10  斯皮路勒吳郭魚 

8. 福壽魚 (O. mossambicus × O. niloticus) 

1969 年，研究人員以雄性尼羅吳郭魚

與雌性莫三比克吳郭魚雜交育成之子代稱

為正雜交吳郭魚，已故鄧火土所長將之命名

為福壽魚  (圖 2-11)。雜交吳郭魚的形態、

習性與親代尼羅吳郭魚極相似，此品系養殖

4 個月後，成長速度比親魚快約 120%以

上，且有成長快、體型大之優點，經過推廣

後，普遍受到業者的青睞，促使台灣吳郭魚

養殖的蓬勃發展。 
 

 
 
 
 
 
 
 

 
 

圖 2-11  福壽魚 

 

9. 單雄性吳郭魚 (O. niloticus × O. aureus) 

由於吳郭魚養殖有早熟及多產二大缺

失。即由仔魚至成熟約僅 105－120 天，而

且每尾母魚每年平均可生產 4－7 次，每次

產卵 500－1,500 粒，因而造成養殖 1 年的

魚池便發生多代同堂、魚群密布而破壞魚池

環境的情形，又加上搶食飼料的結果，導致

收成時約有 70%的魚未達上市體型，不但

大大影響養殖收益，也間接增加養殖成本。

另由於雌魚攝取的營養大都用來孕卵且孵

化期間又不攝食，因之雄魚比雌魚成長快約

1 倍、體型大約 2/3 以上。因此，單雄性養

殖便成為吳郭魚養殖的發展重心。1975 年

以雄性歐利亞吳郭魚與雌性尼羅吳郭魚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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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育成之子代全為雄性魚苗，稱為單雄性吳

郭魚  (圖 2-12)。嗣因民間業者之尼羅吳郭

魚可能純度有問題，僅少部分種魚能產生全

單雄性魚。在單雄性吳郭魚未能大量繁殖推

廣前，為解決雌魚產卵之困擾，乃利用生殖

突起  (泄殖孔 ) 之差異而以人工挑選雄

魚，而達到單雄性養殖目的。所幸，水產試

驗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多年來對引種、保

種及育種的努力，已有多種純度高且可生產

100%全雄性子代的品系。 

 
 
 
 
 
 
 
 
 

 
 

圖 2-12  單雄性吳郭魚 

 

10. 紅色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紅色吳郭魚泛指體色為紅色、桃紅色、

橘紅色、褐色、黃色、金色及白色等的突變

吳郭魚。全世界紅色吳郭魚品系，有些屬突

變品系，有些則是突變種與原生種吳郭魚的

雜交品系。1968 年，台灣南部地區發現桃

紅色的莫三比克吳郭魚突變種，水產試驗所

研究人員乃進行育種雜交研究，得到的雜交

種稱為台灣紅色吳郭魚。最初生產的子代

中，黑色苗約佔 70%，另外紅色系但有黑

斑分布的魚苗約佔 30% (圖 2-13)。近年來，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不斷地進行吳郭魚自

交、雜交及回交等育種改良，目前己成功地

培育出鮮豔紅色且無黑斑或黑點的純紅吳

郭魚  (圖 2-14)。由於紅色吳郭魚的色澤近

似赤鯮等海水鯛魚，且腹腔膜透明潔白與一

般吳郭魚黑色的觀感絕然不同，這二個特徵

使紅色吳郭魚有著高級海鮮的意含，因此，

受到日本人士的喜愛而行情看漲。 
 
 

 
 
 
 
 
 
 

 
 

圖 2-13  帶黑斑之紅色吳郭魚 
 
 
 
 
 
 
 
 
 
 

 
 

圖 2-14  純紅之紅色吳郭魚 

 

(二) 魚苗繁殖 

吳郭魚適溫範圍為 20－30℃，水溫在

20℃以上才有產卵活動，因此台灣吳郭魚產

卵期約在 3－11 月，盛期為 4－9 月，其魚

苗繁殖過程如下： 

1. 繁殖池 

繁殖池面積通常在 0.1－1 公頃為宜，

在繁殖前 1 個月，一般在每年的 2 月初，即

行排乾池水、毒殺雜魚、撒布石灰、曝曬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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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至乾裂狀，再行注水 10－20 cm 並投放雞

糞，每坪約投放雞糞 0.5－1 kg，任其乾涸。

如時間許可，則施肥、注水、曬乾等工作可

重覆 2－3 次，種魚放養前 1 星期即行注水

30 cm，視水中之動植物浮游生物開始大量

繁殖時，才再注入地下水使水深保持在 40

－60 cm 左右，即可放養種魚。繁殖期間水

深不可超過 1 m 以上，否則會影響種魚產卵

且會因操作不便而影響魚苗捕獲率。  

2. 種魚放養 

水溫 20℃以上時即可撈捕種魚，選取

肥滿度高、體型大、體色鮮豔、品種純度高

之雌雄種魚，按 3 : 1 雌雄比率放養，每公

頃最適放養量為 12,000－ 20,000 尾左右  

(雄性種魚 3,000－5,000 尾，雌性種魚 9,000

－15,000 尾)，捕撈種魚時，水溫不可低於

20℃以下，否則種魚因捕撈、運搬所受之外

傷容易感染水生菌而導致死亡。放養前 1

天就需注水以穩定水質，而放養時間應在上

午 11 點以前完成，以防午後高水溫對魚的

傷害更為嚴重。 

 

 

 

 

 

 

 

 

 

 

3. 仔魚捕撈 

種魚放養 2－3 星期後，如產卵環境適

宜，早晨即可在池岸邊發現仔魚群游於水

面，此時可由 2 人下池網捕或單人用手抄網

在岸邊捕撈亦可。捕獲之仔魚如暫貯水桶

內，因容積有限且水質易惡化而發生缺氧。

故改採用鐵架外加尼龍細網，再用塑膠管框

在鐵架外，使鐵架半浮於水面上並將鐵框以

繩索繫於捕撈者身上，如此，魚苗框就可隨

著捕撈者移動，在作業上更為方便。此外，

這種方法不但裝貯量多且水質不會變壞或

缺氧，仔魚更不會因過度擁擠受傷而導致大

量死亡之情事發生  (圖 2-15)。  

4. 仔魚培育 

仔魚養成池不宜太大，通常以 0.1－0.5

公頃為宜，如養殖池面積太大，一次放養量

無法於短期內捕獲，況且管理、投飼、捕獲

出售等工作均極不便。養成池水深以 40－

60 cm 為宜，但池岸邊則需保持 20 cm 以上

之水位，防止水鳥捕食仔魚。一般而言，仔

魚育成率高低與作水良否關係甚為密切，因  

圖 2-15  捕撈吳郭魚仔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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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魚口小，游動力弱且其消化器官及消化酵

素均較成魚為差，故直接投餵飼料極易造成

意外損失。因此，仔魚完全要靠作水來養

成。至於作水的方法，請參閱前面繁殖池乙

節。養殖池水色應保持淺綠色，養殖期間每

天必須注意水色變化，倘若水色呈黃褐色或

紅褐色則表示動物浮游生物太多，容易因缺

氧而泛池。水色濃綠時，則表示植物性浮游

生物含量過高，其 pH 值呈鹼性，仔魚會受

影響。故水色不佳時必須更換池水，惟池水

更換太勤，則池水透明度高，池底容易產生

青苔  (絲藻 )，影響仔魚活動甚而將之縛

死。仔魚養成期間除注意水色、水質外，並

須每天酌投人工飼料，其投飼量多少，則依

水色、魚苗成長情形而定，但以少量多餐為

原則，每天最少應潑洒飼料 2－3 次為宜。

放養量則依魚苗養成大小而定，通常欲養成

體長 2 cm 左右之吳郭魚苗，則每 0.1 公頃

約可放 0.8－1 cm 左右仔魚 7－10 萬尾，養

殖 3－4 星期即可達到放養體型  (圖 2-16)。 
 

圖 2-16  吳郭魚仔魚蓄養網 
 

5. 魚苗捕獲及運搬 

魚苗係以高密度養殖方式養成，因此捕

獲前 1 日應停止投飼，並在早上進行分區圍

捕，以避免魚苗過度擁擠造成體表受傷而

死。如長途搬運者，必須在 1 星期前，每隔

2－3 日以網片圍捕仔魚再放回原池，如此

操練後，可促使魚苗耐於長途搬運。捕獲之

魚苗應在水泥池蓄養，如蓄養超過 3 天以上

時，必須酌予投飼人工飼料，藉而補充體力

以便長途搬運。魚苗包裝時，可在水中添加

少許表列合法的磺胺劑、呋喃劑或抗生素以

預防魚體擦傷而感染細菌。如水溫超過

25℃以上時，最好能在魚苗袋內添加少許冰

塊，惟冰塊必須用塑膠袋裝妥，以防止直接

凍傷魚苗且可延長冰塊融解時間，藉而降低

水溫減緩魚體代謝，不但可保持水質清潔，

更可節省氧氣之消耗及魚體擦傷，降低運搬

途中的死亡率  (圖 2-17)。  
 

圖 2-17  魚苗搬運前之包裝 
 

(三) 成魚養殖 

目前吳郭魚養殖分為魚苗直接養成及

魚苗養至中型魚再行分養並以人工選取雄

魚養成等二種方式，其養殖方法可分半集約

式養殖、集約式養殖及箱網養殖等。  

1. 魚苗放養 

同批魚苗群中可分大、中、小型苗等三

種，如以成長率、換肉率及雄性所佔百分比

等來比較，均以大型苗為優，中型苗次之，

小型苗最差且雌性所佔比率亦最高。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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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上，養殖大型苗、中型苗較為有利可

圖，而小型苗則必需淘汰。至於放養量，則

須視養殖型態及注水量而定，通常止水式混

合養殖，每坪放養量不超過 7 尾，倘若每日

能更換池水 1 次，也就是 1 日 1 次循環水

時，則每坪放養量可達 50 尾。 

2. 飼料 

一般魚苗採用天然餌料，然而天然餌料

數量雖多，但僅能供仔魚短期飼養之用，且

對於中型苗以上之個體僅能供作點心而

已，無法達到飽食狀態，所以必須投予人工

飼料，始能在短期內育成上市體型出售。另

人工飼料對池魚的增肉係數，則又以動物性

蛋白質較植物性蛋白質為高，況且飼料費用

在養殖成本上所佔比例高達 40－60%，為

使人工飼料能完全供池魚索食利用並減少

養殖成本支出，其投飼技術必需按照〝四定〞

的原則，即在每日固定時間、地點投予同質

且適量之飼料，則魚苗不但可在短時間內達

到馴餌的目的，而且可以提高餌料效率，促

進成長進而確保魚苗品質。 

3. 養殖管理 

吳郭魚雖然對惡劣環境之適應力特別

強，但水中含氨量超過 1.0 ppm 以上時，會

使魚體血液中含氧量降低七分之一。又水中

含有 1.0 ppm 硫化氫時，則會導致池魚死

亡。一般溶氧需保持 5－6 ppm，低於 3 ppm

時應及時灌注新水或開動水車，以防浮頭。

水中 pH 值以維持 7－8.5 為宜。養殖水溫超

過 38℃吳郭魚會因黏液分泌過多致死，而

水溫在 10℃以下，又會因凍傷而感染黴菌

致死。 

鑑於養殖管理之重要，玆分別就不同養

殖方式，介紹其池塘管理方法如下：  

(1) 止水式半集約養殖 

利用大型貯水池或農田灌溉用池埤養

殖，需視池魚成長情形酌予投餵人工補助飼

料，此種養殖方式在仔魚養成期間，因魚體

小所佔魚池面積不大，且攝餌後之排泄量

少，池底有機質沈積亦少，水質尚能保持穩

定狀態。但養殖 2－3 個月以後，池魚因長

大，排泄量增加，如再有殘餌淤積則池底有

機質極易腐敗，消耗水中溶氧且產生硫化

氫、一氧化碳、氨等有害物質，結果使得池

魚索餌率降低，易發生病害，甚而引起泛

池。為防止意外損失，其放養量不可過高，

每公頃以 15,000 尾為宜。投餌不可過量以

防止池魚過度飽食及殘餌污染池底。當白天

水溫高時應開動水車，使池水呈流動狀態以

促進池魚消化及加速池底有機質分解，晚上

亦應整晚開動水車藉以增加溶氧，防止泛池

發生。如中間測定發現有上市體型者，即行

間捕出售，其未達上市體型者則必須實施分

養，以降低池中收容量並促使池魚繼續成

長。在水源不足的魚池，除利用循環水外，

並應勤於分養、清池、曬池，如此不但可促

進池魚成長且可改善水質與底質。 

台灣北部桃園地區大多利用灌溉池埤

以半集約方式養殖吳郭魚，玆以具有多年養

殖經驗且卓然有成的葉姓業者其所經營面

積 22 公頃的最大一口池塘為範例來作說

明，通常在每年 4 月起放養體型 60－150 g

之幼魚每公頃約 30,000 尾，並酌量放養草

魚、鰱魚及鯉魚做為控制水質生態之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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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養殖期間注意管控水質、定期施用合

法藥物以預防池魚罹病，同時，以自動投餌

機投餵適量優質人工飼料  (圖 2-18)。養殖

6－10 個月，其間進行多次間捕體型達 800

－1,500 g 以上者，每公頃總收成量約在 20

－30 公噸之間。 
 

圖 2-18  池埤養殖及自動投餌裝置 
 

(2) 集約式養殖 

集約式養殖就是在小面積內放養多數

魚類並投予人工飼料，以期在短時間內收成

出售。由於無法利用有機肥培育浮游生物來

養魚，所以必須完全利用人工飼料來飼育池

魚成長。在池魚多、排泄多的情況下，池底

的殘積物與池水之懸浮物質亦相對提高，所

以在魚池興建時，必須將池底建成漏斗型而

在池底排水，另注水口必須與池壁成 15 度

角，分成四面注水使池水成旋轉狀態，不但

可使池魚有逆流機會藉而促進消化，增加食

慾外，更可使殘積物集中於池底排水口由溢

水管自動溢出池外。養殖用水之水源如係使

用地下水則必須經過曝氣，否則在大量注水

情況下，易因地下水含有其他不利養魚之

鐵、鈣質等過量存積，而導致池魚發生病變

死亡。因此如能將溢出之水再度引入淨化

池，經沈澱、過濾、曝氣後再行混合地下水

使用，不但可節省電力、水源且池水有適量

之老水，水質較穩定而有利於池魚成長  (圖

2-19)。  

 

圖 2-19  集約式養殖  

 

表 2-2  吳郭魚大型灌溉池埤養殖範例 (單位：公頃) 

放養魚種 
放         養 收         成 

體型 尾數 體型(kg) 尾數 產量(kg) 

吳 郭 魚 150 g 30,000 0.6 9,900 5,900 

   1.2 19,800 23,760 

大 頭 鰱 10-15 cm 600 4.0 590 2,360 

草    魚 10-15 cm 1,000 3.0 990 2,970 

青    魚 1,000 g 400 4.0 390 1,560 

鯉    魚 5 cm 1,500 1.2 1,42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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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集約式吳郭魚養殖可分為下

列三個階段：(1)仔魚培育：由每尾 0.1 g 養

殖 1 個月到每尾 1.0 g。(2)魚苗培養：由每

尾 1 g 養殖 1 個月到達每尾 20 g。(3)養成：

繼續養殖 4 個月由每尾 20 g 養至 600 g 上

市出售。放養密度以每尾 20 g 為例，平均

每公頃養 40,000 尾。 

(3) 箱網養殖 

箱網養殖係在水庫或大型貯水池內，

選擇風平浪靜，水流良好之處，設置箱網

放養魚類養成之。箱網養殖面積雖有限，

但其四周水域廣泛，不但水質清淨、溶氧

充足、且無殘餌、底泥、廢水等污染現象

發生，故育成之魚類不但品質佳且無臭土

味，較受消費者喜愛。此外，利用箱網養

殖，母魚所產的卵，會由網孔沉到池底，

母魚無法含入口中孵化，因此，可以避免

魚池因多產所造成魚群密布的現象而提升

養殖效益。惟養成時必須完全依靠人工飼

料投予，始能促進魚類之成長。因箱網四

周及底部全用尼龍網編製，為防止飼料散

失，其投予方式，必須以少量多次為原則，

每日最少須投飼 3－4 次以上，又養殖 1 個

月以後，箱網會長青苔阻緩水流暢通，此

時必須加以清洗或換網，或是放養專吃青

苔之魚類  (鞭尾鼠)。如在箱網內水面上安

裝同一方向噴水管  (噴氣管) 4 支於四面網

框上，噴水或噴氣時可使網內水面呈旋轉

狀態則可將網內水擠向網外，同時青苔會

向網外生長而不致影響網內外水流之暢

通，池魚排泄物亦會很快地被沖出網外，

棲息網內之魚類更因水面旋轉所產生之流

速，而促進食慾並加速消化，其成長自然

良好。此現象尤以高水溫期益加顯著。以

規格 100 m3 的箱網為例，可放養 10,000

尾，飼養 5 個月即可達上市體型每尾 500 g

以上，其收成量約 5 公噸。如果 1 年養成 2

次，則年收成量可達 10 公噸  (圖 2-20)。  
 

圖 2-20  箱網養殖 
 

(4) 病害防控 

為了順應食品衛生安全及可溯性生產

模式的世界潮流，當前政府乃積極推動優

良水產養殖場、產銷履歷以及 HACCP 等認

證規範。為了符合上述規範，優良養殖場

必需具備良好的養殖環境、妥善的養殖管

理、正確的使用飼料與合法藥物等條件。

由於預防勝於治療的觀念對於養殖魚類更

為貼切，因此，前述的條件，便成為達成

病害防控的不二法門。話雖如此，仍然難

免有偶發性魚病事件，如一旦發生，則一

方面應就近洽當地縣市政府動植物防疫所

協助處理；另方面如發現病、死魚，應予

立即清除，否則會成為病害的傳染媒介。

此外，池底是病原體的溫床，也應徹底做

好消毒殺菌工作，以免傳播散布病原體。

一般較常見的吳郭魚立克次氏體、鏈球菌

及葡萄球菌所引發的病症，大都與魚池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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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關，因此，維持良好的養殖環境對病

害防控而言尤其重要。 

(5) 間捕出售 

吳郭魚國內的上市體型為 500－600 g

以上，而國外市場則要求 1,000 g 以上的較

大體型，因此放養後必須勤於分養，並盡

量以相同體型同池養殖為宜。大型魚養成

時，放養量應酌予降低，否則在固定單位

面積產量的情況下，將會因放養量過多而

限制池魚成長。另外，在達到上市體型之

成魚應儘可能間捕出售，如此不但可降低

池塘收容量，且可促進中型魚之成長，及

底泥分解與水質改善，並可帶動資金循環

利用  (圖 2-21)。惟每年必須清池一次，除

達上市之成魚需全部出售外，剩餘之小型

魚亦應淘汰出售，不宜留作次年繼續養殖

用，以免因成長不佳而徒增養殖成本。 
 

圖 2-21  間捕出售 

 

(四) 經營成本分析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

究中心的報告，近 5 年台灣鯛單位面積產

量從 2003 年每公頃約 20,100 kg 增加到

2007 年的 25,300 kg，提高約 26%。而產值

則由每公頃 68.8 萬元增加到 96.7 萬元。 

至於成本方面，則以飼料  (含肥料) 費

居高，佔 53%，依次為工資  (人事費) 13%、

魚苗費 9%、水電油料費 5%，及其他 20% (含

藥品、租金等) (圖 2-22)，其資料顯示經營

成本這幾年來增加約 39%，而折舊費增加

56%，其中 2005－2007 年平均每公頃收益

約 14 萬元  (表 2-3)。 

 

 

圖 2-22  2007 年台灣鯛經營成本 (朱等，2009) 

飼料與肥料

53% 

魚苗

9% 其他

20%

人事

13% 

水電油料

5% 

表 2-3  近 5 年台灣鯛單位面積養殖收益 (單位：公斤/公頃，萬元/公頃) 

項    目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生 產 量 20,090 23,070 30,490 28,060 25,310 

生 產 值 68.8 63.8 82.7 40.8 86.7 

經營成本 57.8 62.3 66.8 73.2 80.6 

毛    利 11.0 1.4 15.9 17.6 16.1 

折    舊 1.6 1.6 1.9 2.4 2.5 

淨 損 益 9.4 -0.2 14.0 15.1 13.6 

資料來源：朱等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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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種、育種與保種 
 

有鑑於台灣吳郭魚產業的重要性，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乃選定優質化的吳郭魚為

四大旗艦農產品，並以台灣鯛之名積極拓

展外銷。水產試驗所也因此為了更有效的

落實吳郭魚的品種改良，乃於 1998 年起規

劃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2003 年完成淡水

水產生物種原庫之細部設計，而於 2004 年

7 月在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動工，2006 年 3

月完工啟用，以便執行吳郭魚的選種、育

種及保種工作  (圖 2-23)。  
 

圖 2-23  淡水水產生物種原庫之保種溫室 

 

(一) 選種與品種鑑定 

1. 選種 

由國外引進之吳郭魚在養殖、保種前

必須進行篩選，以選擇優良品系培育。選

種的方法：(1)外型－包括體型、色澤與該

原種吳郭魚明顯的外部特徵皆為重要的篩

選條件。(2)健康狀態－選擇活力佳、經檢

疫無疾病之魚體。(3)性成熟－對於準備繁

殖之種魚，選擇性腺發育良好者。 

2. 品種鑑定 

吳郭魚的種類多且彼此之間容易進行

雜交，在其選種、育種及保種過程中，必

須注意種別之正確性，以免親緣混淆，影

響種原保存工作及試驗結果。為達到此目

的，首先要能夠判別各個品種及其雜交

種。其基本方法為從魚體外觀做形態形質 

(morphometrics) (如體長、體高、眼徑等) 及

計數形質  (meristics) (如鰭條數及鱗片數

等) 的測量、紀錄與比較，進一步地從染色

體、蛋白質電泳甚至 DNA 生物技術等層面

做分析。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的吳郭魚種

原保存體系所建立的品種鑑定方法如下： 

(1) 外部形態分析：對不同品種之吳郭魚

外部特徵及體色以活體拍照，用數位

相機建立數位彩色影像圖檔，供形態

鑑定參考。 

(2) 外部形質分析：對不同品種之吳郭魚

做形態形質及計數形質的測量、紀錄

與比較  (圖 2-24)。  
 

圖 2-24  吳郭魚外部形質分布圖。N: 尼羅魚、

A: 歐利亞、H: 賀諾奴、M: 莫三比

克、R: 紅色、W: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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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染色體數分析：計算並統計各種吳郭

魚的染色體數量範圍  (圖 2-25)。  

(4) 同功酶  (allozyme) 電泳分析：從蛋白

質層面，比較各種吳郭魚的同功酶例

如肝酯酶、肌酯酶、血清酯酶或眼球

酯酶之電泳圖  (圖 2-26)。  
 

圖 2-25  紅色吳郭魚染色體 

 

圖 2-26  六種吳郭魚肝酯酶電泳圖。N: 尼羅

魚、A: 歐利亞、H: 賀諾奴、M: 莫三

比克、R: 紅色、W: 白色 

 

(5) 粒線體去氧核醣核酸  (mtDNA) 之限

制酶切割圖譜：將各種吳郭魚的粒線

體全長，分別用特定限制酶切割，從

其切割的片段數量及大小鑑別之  (圖

2-27)。  

(6) 隨 機 增 幅 多 型 性 去 氧 核 醣 核 酸  

(RAPD)：應用隨機引子對吳郭魚增幅

大量的 DNA 片段，不同品種之吳郭魚

可能所增幅到之片段會產生多型性的

差異，甚至呈現種別差異性的標記，

可 藉 以 分 辨 不 同 品 種 或 品 系  ( 圖

2-28)。  
 

圖 2-27  AvaⅠ限制酶切割之粒線體 DNA 片

段。1: 尼羅魚、2: 歐利亞、3: 莫三比

克、4: 賀諾奴、5: 紅色吳郭魚(黑色子

代) 及 M: λ/HindⅢDNA 分子量標記 

 

圖 2-28  應用 RAPD 鑑別紅色吳郭魚品系，

OPA07 隨機引子。1-4: C03r、5-8: C07r 
箭頭指示特異性電泳帶、M: 100bp 
DNA 分子量標記 

 

(7) 聚合酶連鎖反應－限制酶切割片段多

型性  (PCR-RFLP)：對吳郭魚增幅大量

的 DNA 特定片段  (例如粒線體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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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op 片段)，不同品種之吳郭魚用相

同限制酶切割時，可能會因切割片段

之數量或大小之不同，而產生多型性

現象，藉以分辨不同之品種或品系 (圖

2-29)。另外，本中心已陸續將所增幅

紅色吳郭魚、尼羅吳郭魚及歐利亞吳

郭魚等之粒線體 DNA D-loop 片段核

苷酸序列登錄於美國 NCBI 網站。  
 

圖 2-29  增幅之紅色吳郭魚粒線體 DNA D-loop 
片段以限制酶 MspⅠ切割。1-4: C03r、
5-8: C07r、9-12: A07r、4, 8, 12: 未切割

對照組、M: 100 bp DNA 分子量標記 
 

(二) 雜交育種 

吳郭魚之育種，依照維持純度、成長、

體型或體色等不同目的或需求分成自交、

正交、反交、回交或雜交  (包括品系間之雜

交或種間雜交) 等原則。人工養殖族群小，

在選育過程無法避免近親交配，從而產生

近交衰退  (inbreeding depression) 現象，而

品系間或種間雜交則可以減緩近交衰退，

甚至產生雜交優勢  (heterosis)。選擇育種  

(selective breeding) 中之集體選擇  (mass 

selection) 是吳郭魚育種的主要方式。 

1. 育種重點工作  

(1) 繁殖 

每年春季  (約 4－5 月) 挑選所需的各

類吳郭魚種魚分別於繁殖池進行原種配

對、雜交配對；必要時進行人工繁殖。 

(2) 種苗培育 

將孵化仔魚蓄養在種苗池，以人工飼

料進行一般保種培育與雜交試驗培育。 

(3) 中間育成 

將稚魚移入養成池，投餵人工飼料，

以進行成長比較實驗。 

2. 品種改良與優質品系 

為了改良品種，水試所研究人員乃不

斷進行吳郭魚的雜交試驗，以期得到成長

較快、體型較大及單雄性等優質品系。 

(1) 福壽魚 

雌性莫三比克吳郭魚與雄性尼羅吳郭

魚雜交子代俗稱福壽魚或改良種吳郭魚，

1969 年由水產試驗所鹿港分所  (現改名淡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 研究員郭河先生育種

成功，具有成長快、體型大的優點。  

(2) 單雄性吳郭魚  

雌性尼羅吳郭魚與雄性歐利亞吳郭魚

雜交子代俗稱單雄性吳郭魚，1975 年雜交

成功，除了成長速度快、體型大外，沒有

一般吳郭魚養殖上早熟且多產的缺點，避

免養殖密度過高而造成成長停滯及餌料浪

費之現象，而且雄吳郭魚的成長速率約為

雌魚的 2 倍，所以，單雄性吳郭魚更能受

到養殖業者歡迎，是最主要的養殖品種，

台灣吳郭魚養殖從此進入商業化的大量生

產。 

(3) 紅色吳郭魚 

1968 年，水產試驗所研究人員以桃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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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莫三比克吳郭魚突變種與尼羅吳郭魚進

行雜交育種，其子代中，有黑斑分布之紅

色魚苗  (圖 2-30) 約佔 30%以下，其它則為

黑色魚苗。紅色吳郭魚的體色與「黑斑、

黑點」(blotch) 的遺傳機制尚未清楚，其育

種 所 遭 遇之 常 見 問題 是 無 法純 系 繁殖 

(breed true)，亦即：外表均為純紅  (pure red) 

的親代，所繁殖的子代並非全部是純紅。

必須不斷地篩選純紅色種魚，進行子代間

的養成、篩選及配對，以增加同質基因結

合的機率，純化紅色品系。初期之色澤並

不穩定，會出現紅色、桃紅色、橘紅色、

褐色、黃色、金色及白色等不同子代，夾

帶面積大小不等之黑斑。經過數年之選擇

育種，於 1977 年，體表為紅色之魚苗數量

不但比率提升為 80%，且其色彩也比較清

新亮麗，同時黑斑顯著減少  (圖 2-31)；至

1986 年，黑斑多半集中在腹部，而且已有

一些純紅色魚苗出現。多年來，由莫三比

克與尼羅魚雜交而來的紅色吳郭魚除了被

選種、繁殖外，也分別與賀諾奴、歐利亞

及尼羅魚等吳郭魚進行雜交之育種改良試

驗。目前已可育成子代大部分是純紅色的

品系  (圖 2-32)，有些個體在魚苗期為純紅

色，成長後會出現少數黑點；也有些個體

從小就有少數黑點。 

(4) 快速成長品系吳郭魚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在 2002 年

引進新的尼羅吳郭魚品系，經過 3 年選育

後，挑選體型大、成長快的成魚和原保存

的純系歐利亞吳郭魚等進行雜交育種試

驗。結果顯示此新育成的雜交子代為 100% 

 
 
 
 
 
 
 
 

圖 2-30  帶黑斑之紅色吳郭魚 
 
 

 
 
 
 
 
 
 

圖 2-31  黑斑較少之紅色吳郭魚 
 
 

 
 
 
 
 
 
 

 
 

圖 2-32  純紅之紅色吳郭魚 
 

 

雄性，證明了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多年來

的保種工作極為成功，才能保存純度極高

的品系。另外，在體重、體長、全長、體

高、頭高及體寬方面，都顯著地比坊間養

殖品系佳。一般坊間品系養殖 1 年 3、4 個

月才可達上市體型，新品系只要 1 年即可，

能有效降低生產成本，提昇產業競爭力，

是極適合做為推廣養殖的優質品系  (圖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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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快速成長之單雄性吳郭魚 
 

(三) 保種原則 

理想的吳郭魚性狀，包括：體型大、生

長快速、飼料係數低、取肉率高、肉質良

好、抗寒性高及抗病力強等。吳郭魚很容

易雜交，導致遺傳性狀改變或降低，為了

維持理想的遺傳性狀，必須對某些優良原

種或雜交種進行嚴密的保存。一般魚類  (如

鯉科魚類) 的產卵量大，動輒數十萬粒，仔

稚魚的數量也大，從中選出性狀最理想的

個體 0.1－1%，加以保存即可。吳郭魚成熟

種魚的產卵量很少超過二千粒，本中心從

每一代魚群中選出性狀最理想的個體，也

就是金字塔頂端的 5－10%作為保存對象，

每個保種池保存之個體數量在 25－50 對

間，以維持遺傳有效族群數量及基因庫規

模，儘量避免或降低近親交配現象的發生。 

保種方式包括活體保種及遺傳物質保

種。 

1. 活體保種 

每年秋季越冬前  (約 10－11 月) 自養

成池篩選健康情形良好，體型大、成長快、

體高較高、身體厚度及肥滿度佳等遺傳性

狀優良之吳郭魚個體，蓄養到保種池  (圖

2-34)。  

2. 遺傳物質保種  

收集並純化原種及重要雜交品系之吳

郭魚 DNA，置於超低溫冷凍櫃保存，以長

期保存其遺傳物質及協助相關試驗之進

行。 

圖 2-34  吳郭魚保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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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望 
 

因國內消費市場有限及消費者偏好海

水魚的改變，致使吳郭魚價格長久以來一

直低落且欲振乏力，惟近年來在產業界積

極努力下，已開拓國外市場，尤以美國更

是台灣吳郭魚最主要的進口國家。據報

導，美國 1999 年自世界各國進口各式吳郭

魚總量高達 37,575 公噸  (約 8,190 萬美

元)，而台灣是最大的供應國，約佔總進口

量的 66.44%，以及總進口值的 48.3%。  

吳郭魚在美國市場開發的初期，僅限

於活魚的方式在東方商店或餐廳販售。之

後，因價格合理平穩，貨源穩定、口味符

合消費需求加上媒體正面廣泛的報導等因

素，發展至今，吳郭魚及其調製品已堂而

皇之的攻佔西餐廳、海產專店以及海鮮店

櫃檯的活魚水槽內，預料這種後來居上的

「水產雞肉」不久便可與其他魚類如：鯰

魚、鱒魚及鮭魚等養殖魚類分庭抗禮。加

之，近年來鱈魚資源日益枯竭，吳郭魚便

成為〝白肉魚〞的最佳替代品，因而使吳

郭魚變成世界上僅次於鮭魚及蝦類的重要

養殖魚種。 

由此可見，吳郭魚養殖的第二春，顯

然已展露曙光呈現一片美好遠景。有鑑於

此，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乃將優質化的改良

吳郭魚定名為「台灣鯛」(Taiwan Tilapia)，

並選定為四大外銷旗艦農產品之一，使台

灣成為全球第二大出口國，然而，吳郭魚

在台灣的生產成本遠較中國與越南等國

高，此現象對台灣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上極

為不利。此外，台灣原先獨佔的美國市場

已逐漸被中國、厄瓜多爾及哥斯大黎加等

國家瓜分。由資料顯示，2008 年美國自世

界各國進口吳郭魚總量高達 18 萬公噸，其

中自中國進口 11.9 萬公噸，約佔 66.4%，

自台灣進口 1.9 萬公噸，約佔 10.3%，雖分

別名列第 1 及第 2 位，但台灣較之 1999 年

的 66.4% 顯然大幅驟減，不但被中國迎頭

趕上且遙遙領先。因此，降低生產成本以

及生產優質吳郭魚品系以建立品牌商標，

乃是當前發展吳郭魚事業的首重工作。再

者，如何改善國人對吳郭魚原抱持之低級

魚成見，以穩固內銷市場以及如何開發除

了美國之外的國際市場：歐洲、中東地區

等，亦是確保產業永續經營的必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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