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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南部草蝦、鰻魚和魚鴨養殖池水質之研究 -ll

郭世榮﹒丁蜜源

studies on the water Quality of Tiger Prawn, Eel, and Fish-cum.Duck Ponds in

Southwestern Taiwan -II

Shih-Rong Kuo and Yun-Yuan Ting

ponds in

Water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water quality of tiger prawn, eel, and fish-cum-duck

investigated from July 1987

dissolved

Southwestern Taiwan were to June 1988.
te 口lperature, water color, transparency, pH, oxygen,

silicate,

am π10mum-
nitrogen, nit rite-nit rogen, ni tra te-n it roger 且 . iron, phosphorus,

alinity, redox potentials, BOD, hydrogen sulfide, salinity and
total alk-

algae were measured

pro-

37.87% compared with The cause of
mortality of tiger prawn couldn't be detected from the water quality of shrimp
ponds.

Abundance of Microcystis aeruginoso reached 4.36 x 104 counts/ml In the
Putai eel ponds. There was unstable pH value, higher concent ratton 。 f NH -N

Funei eel
and NOZ-N in the small Putai eel culture area in contrast to the big
culture area.

In the fish-cum-duck pond, the pond water when there was no duck had less

NH .-N ar
晶t �

_n- ,
Also, there was no odor of fish during the period when no duck was cultured.

concent ration of ld than the when duck was cultUred.

前 雷

A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的「養殖環境及魚頓臭味故轉 J 計贅 ,

是一個結合許多學術研究單位共同
合作的研究計壺 ,

係針對本省的鹼地、饅池和漁敏綜侖經營池 , 從事水質、海穎、浮游性動物、微生
物相和底泥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 目標是逐步建立起本省養殖池的環境基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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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蝦養殖方面
, 它雖然使本省在 76 年締造了「草蝦王國」的奇聞

, 但在77 年即因草蝦發生大量

死亡而暫時失去還個寶庫。根據最近魚病防訥專案小組的報告
(I), 發現生的或剛死的軍蝦肝膜臟中 ,

普遍感染有草蝦桿狀病毒 (Monodon baculovirus) 。此外 , 在 �I� 病原因素中
, 包括使用不正常方

法培育蝦苗、養殖池之老化、養殖密度過高、人�t: 飼料品質參差不齊
, 藥物之濫用 , 養殖用水之水質

不良 , 部份業者養殖技衛不良 , 以及養殖業者缺乏防疫觀念等 , 都可能造成草蝦的死亡 , 其中許多項

目都和養殖環境和養殖管理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由於章者負責水質方面的工作
, 因此在本試驗中 , 除

了建立革蝦池水質基聽資料以外
, 並希望從水質和環境方面來揉討玲 :蝦大量死亡的原悶。

在鱷魚養殖方而 , 由於本省氧 {展溫和 , 聲鰻環境比日本優越 , 使本省聲鰻事業得以運勃發展。目

前使用的止水式建鰻法 , 雖可誠少抽用大量地下水引起的地層下陷 , 但悶其水質控制較為不坊 , 容易

發生病響 , 所以止水式聲鰻池的水質研究也是本試驗的重點之一。民國 75 、 76 年體池的採樣地點選定

在高雄縣湖內地同
(2) ,
今年 {77 年 ) 改為嘉義縣布袋地阻 , 並擬從三個地區的水質做一比較。

在組杖綜合經營池方面 , 今年仍選定台商縣麻豆地區的魚鴨綜合經營地 , 除了累積水質基聽資料

以外 , 也針對淚水養殖魚類發生臭土味的問題 , 做持續性的探討。
本報告是「養殖環境及魚額異啡、改善j 計章第三年的研究成果 , 希望藉著這些資料的建立 , 能夠

對提高養殖按衛、產量和改善養殖魚類衛生品質等方面有所褲益。

材料與方法

一、踩樣地點 :
草蝦池的揖樣地點在台商縣七股和鑒林縣口湖、台商地區 ; 止水養鰻池的採樣地點在嘉義縣布袋

地區 ; 魚鴨綜合經營池的採樣地點在台南縣麻草地區。

二、調查方法 :
每月定期至上述採樣地點 , 調查養殖環境及養殖情形 , 並攝取養殖用水作為制定水質之間 , 同時

記錄魚頓成長、接 f高等情形。

三、 �J 定方法 :

←)水溫 (water temperature) : 於魚過現場用溫度測定犧測定。
仁)水色 (water color) : 於魚祖現場觀察測定。
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 : 以直徑20 公分透明度較測定

(3)
0

個pH: 於魚 t且現場用 Corning M. 103 型氧化還原電位計 ( 附pH 裝置 ) 測定。

倒溶氧 (Dissolved oxygen) : 以Delta 2001 型溶氣測血犧測定。

的氯氯 (Ammonium. nitrogen) : NH. +在鹹性下轉變成 NI 丸
, 而與 Tartrate 、 Potassium

tetraiodomercurate 試液作用形成揭色的錯化合物而測定之。

的亞硝酸氮 (Nitrite-nitrogen) : 試水在 Sulfanilic acid 存在下
, 形成diazonium 化合物

, 再與

α -naphthyl amine 形成粉紅色的azo 化合物而制定之。

的硝酸氯 (Nitrate-nitrogen) : 以西德Merck 公司水質試麓測定。

例鐵 (Iron) .以商德Merck 公司水質-試藥測定。
(十)攝 (Phosphorus) : 以商德Me 記k 公司水質試黨測定。

的矽酸墟 (Silicate) : 以西德Merck 公司水質試欒測定。

的總鹹度 (Total alkalinity) : 以甲基澄為指示劑 , 以 0.02N H2SO. 滴定制定
(.)

。

由氧化還原電位 (Redox potentials) : 以Corning M. 103 型氧化還原電位計測定。

關生化需氧量 ( 日OD) : 測定試水起初之溶氧量以及將溶氧瓶放在20 �C暗室中 5 天以後溶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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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即得訟的。

回硫化氫 (Hydrogen sulfide) .以西德Merck 公司水質試藥測定。

開堪度 (Salinity) : j:).A T AGO S.lO 型墟度計測定。
(胡藻類 (Algae) : 以顯微鏡觀察判定 , 並引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有關試驗結果。

結果與討論

一、草蝦池的養殖調查

本試驗所調查的草蝦池共有 6 個池子 , 池名依次編為 1 號池、 2 號池、 3 號池、 4 號池、 5 號池

和 6 號池。 1 號 ---3 號池位於台商縣七股地區 , 4 號、 5 號池位於雲林縣口湖地區 , 6 號池位於寶林

縣台西地值。 6 個池子的養殖面積、養殖期間、放聲暈、放聲密度、收撞量、收獲時平均體重、前存

率和單位生產量等調查結果如表 1 。

表 1 6 個草蝦池的養殖記錄

Table 1 Culture record of six ponds of tiger prawn

Area

Pond (ha) Peri ω

Releasing

(pes)

St 回 kit 苟

d 曲唱 ity

(pes/ha)

Harves t

(tons)

Average 明 ight

at har 鳴叫 (g)

Survival

rate( 貝n
production

(ton/ha)

No.1 0.35

No.2 0.80

No.3 0.27

No.4 0.45

No.5 0.45

No.6 0.45

h 包Y 29. Jul. ,1988

h 祖Y 22 .Nay .26,1988

May 22 .Nay .26,1988

卸Jay 9. Sep.26,1988

l'vlay 9 - Jul. , 1988

JuI13-Sep. ,1988

115,0 ∞

19,800

79,2 ∞

180, ∞。

180,0 ∞

30,000

330, ∞0

50,000

200,000

4∞ ,000

4 ∞ ,000

86,000

。

0.44

0.52

3.96

0

。

27.27

13.25

28.57

80.67

49.88

77. ω

呵
。
兩

SA
υ-6.98.

'A

可

--oo

由表 1 知 ,� 年度 (77 年度 ) 6 個車蝦池中 , 有 3 個池子 (1 號、 5 號和 6 號池 ) 放聲不久即發

生攝食減少、成長遲緩並有肝膜臟病蠻的徵候
, 而在放聲 1 、 2 個月後即死亡殆龜 , 只有 3 個池子 (

2 號、 3 號和 4 號池 ) 養到收成 , 其中以 4 號池的成績最好 , 但收成時蝦子仍未達到 20 昆 / 斤的規格
。

4 號池和 5 號池為同一養殖戶所有
, 費購方法大致相同。 4 號池雖養殖成功

, 但 5 號池去 p/rli' 失敗

(本池 76 年度成績也比 4 號池差
, 而且發生紅餌病 ) , 今後將繼續探討這三個池子環境上的差異。

在總收獲量方面 , 今年度的 6 個池子中 , 有 5 個池子 (1 號、 2 號、 4 號、 5 號和 6 號池
) 是繼

續去年度的採樣池 (去年度的編號是 1 號、 2 號、 4 號、 5 號和 6 號池 ) (2),
另 3 號池是今年度新增

加的池子 , 用以代替去年度的 2 號池 (該池因去年度養殖失敗而不再放餐車蝦) , 因此清把今年度和

去年度 5 個相同的採樣池做比較
, 即可發現今年度的總收獲聾 , 僅為去年度的37.87% 而已

, 損失相

當慘重。

二、草蝦池的水質研究

本試驗係採檬自上述 6 個草蝦養殖池 (1 號池 ---6 號池 )

餘者均放聲鼎殼苗。其水質測定結果如表 2--- 表 7 。

, 其中 2 號池、 3 號池放聲紅筒苗
, 其



.....
F 吋

g苟
同
于
【

。
的
.
。

一
。
.
。

的
同
.
。

NHO.

。

。
同
.
。

的
.
的

hh.
∞。

可EEOmAFN

。
同
。
。
‘
∞
∞aHaNH-HUO

/s�

N
F 吋但

也
可
的.
。

同
。
.
。

嚀
。
.
。

的
問
.
。

啥
。
。.
。

∞0.
。

的
-e

同
.kh。

可

回
ω
ω
』

ON.H
的

。

NO
。
‘
∞
∞

OH

‘
的
同

-mM
ω
ω

。C\?

同
.
ω高吋

的
阿

啥
。
.
。

的
。-o

的
。
.
。

�
�

。
NOO.
。

∞

H.
。

hn.
ω

同
.
。。

可

EEO452-z

N.
同
的

。
N
α
。
‘
∞
∞OH

‘

0.
切
g

〈

E、
N

。

OH

的
。
.
。

嚀
。
.
。

的
。
.
。

可
。
。-ohn.a

N
。

.hh

也

自
ω

EO

N
﹒
∞N

。
。
HH
‘
∞
∞GJ
【

‘
∞

N.
『

HH

門

心

HAZ

切

EZsa

CD
C\?

∞
.
的。

HH

U')p
、

.....

阱
。
.
。

的
啥
。.
。

的
。
.
。

NH.
。

@00.

。

∞
。
.
。

的
.
∞

桮
�∞♀

回
ω
ω
』
。

的

-ON

ggag2

‘

NH

﹒
月2
門

r 、
的s

啥
。
.
。

的
啥
。.
。

。
。
.
。

mw.
。

的
。

0.
。

的
。
.
。

的

.kn

的
.
∞一U')

EEO

同
.
門
的

。
的
。
。
‘
∞
∞

OH

‘
吋

YM-as

『

MdZ

閑
置
直
是
輛
自
由

knssehg

姆
拉
苟
且
呂

-SEEMH

用

WZZNSad-

草
帽
蟬
捕
個
叫
有
碧
輝
相
幫

HNwm

(

ι

URVDE

叫
育
的

(

也
可
＼
切
自

)

ω
側
目

(ga
臥

)

向
。
∞

(

〉
日

)

的
『
怨
言

SOQuno

冒
出

之
＼

AE)b

盲
工
旦
有

-EOLF

(

也
可
＼
切
5)"
。
叫
的

(

句
＼
切
自

)nH

(

句
＼

AW
詞

)@
何

(

句
＼
曾

HCZ'"QA

(

句
＼
ω
自
〉

ZINOZ

〈
句
＼
ωg
〉

ZtJ
皂

之
＼
自

HC.O.Q

出
Q

門

gu
〉

hHEagELF

』
。
『
。
υ
』
ω
剖
吋
告
司

F

GLEEEuagg

』
旦
何
全

gH
也
叫
FH



/J"J"

。
M

命
的
N

。
∞
H

吋
。
.
。

∞
]

【.
。

同
.
。

的
。
.
。

mHO

。
.
。

也
N.
。

N.
。
同

申
.
∞可

恥司

au
心
』
。

的

-HN

。
的
。
。
馳"
∞
OH

‘
的
問

KFSA

∞
F 吋cJ;

hFHH

切
。
.
。

的
。
.
。

∞
0.
。

NO
。
.
。

�
�

。N.O

的
.
∞自

au
ω
』
。

"
﹒
∞N

。
。
。
門
、
∞
∞GH

dHJ
υ
。

t--....

M
M

∞
.
可

∞
。。

的

HH

的

N.O

門
。
.
。

的
。
。
.
。

的
呵
。.
。

的
。
.
。

乃
�

。

可
N.
。

NN.
。

的
。0.
。

的
同
。
。.
。

∞
H.
。

。
。
.
。

。
-h

的
也

∞
.
∞

∞
.
∞

V吋
M

旬

眉
心
ω
』
。

回
ω
ω
』
。

mw-Hm

kn.
同
的

。

HOH

‘
∞
∞
OH

。
的
。
。
‘
甸
甸OH

‘

mM-RM

ω
ω

‘

0.
會
〈

ugZ

切
釘
呵
呵
臥
曰
“
ω

∞
σ3

N.
的

UHH

的
。
。.
。

HO.
。

KFH.
。

的
。
。
.
。

的
。
.
。

∞
-hh

∞
.
∞色。

可

〈

回
ω
ω

h0.

∞

.ON

。
的
。
。
‘
∞
∞OH

‘

NH

﹒
口
口
『

C'Iσ3
。

HH

NH
。
.
。

帥
的
。.
。

∞
H.
。

可
。
。.
。

的
。
.
。

。
.
。

。
.
。∞

可
〈

自
ω
ω
』
。

的w.
祠
的

。
H
。-[
‘
∞
∞
aH

‘
吋VH

﹒
眉
目
門

N.
。

ZZES#ED

泊
爾

mVEHa
』

ph
。

ad--

向

SSE

呂

ghmaaaHLF

革
構
制
跨
欄
個
特
提
姻
關
甜
甜
凹
的
喘

(

隨

)AHE

明
白
咽
ω

(

包
可
＼
曾
自

)

的"
同

《
自
門

MRM)

。
。
∞

〈
〉
自

)ZSH

自
丘
。

RMMO

苦
惱

之
＼
妙
ε
b
明
白
叫

-23

月

goh

(

、
＼
AW
詞

)"
。
明
的

(

也
可
＼

AWHH)mH

(

句
＼
心
胃
口)

ω
角

(

可
＼
9
個

)21"

。
z

之
＼

EVZK2

(

包
可
＼
喝

g)2',EiH

(

包
可
＼
皆
詞).
。
-a

自
RH

(gu

〉

hHEast-F

h
。
問
OU

』
ω
甜
甜
bw

(

μ
〉
ω

SEat-ss

gSH



。
C')

KFON

的
的
同

同
。
.
。

框
�

。

的
N.
。

啥
。
.
。

的
。
.
。

的
.N

的

.OH

N.
∞色。

。也

回
ω
ω
』
。

“
可
-MN

。
啥
。
。
‘
∞
∞OH

‘
的

H-KFOZ

/S6

。',
吋

的

HH

吋

0.
。

HO.
。

hho.
。

的
。0.
。

∞

N.
。

。

.hp

N.
∞t--N

自
ω
ω
』
。

∞

.hnN

OHO-[a

∞
∞

OH

‘

NM-H

υ
。

∞�

自

。

.@

It)
σ3

F ‘-
0)

。

0.
。

呵
。
.
。

。
。
。
.
。

∞
。
。
.
。

吋
。
.
。

例
。
.
。

�
�
。

。
同
.
。

的
。
。.
。

。
H.
。

的
叮
叮.
。

的 g
0) 0

H.O

也
.
∞

。
-o

c 、a
C')

。
的
〈

自
ω
ω
』
。

口
ω
ω
』
。

∞
.0
的

N.
祠
的

。
。
。H
‘
∞
∞
mM

。
。
OH
‘
∞
∞
OH

‘
的
同
-m
同
心
的

‘

0.
曾
〈

ω

SZ

當

ZZE
闖
的

s
。
-N

-YHH

的
。
。.
。

呵
。
.
。

�
�
。

NOO.

。

可
。
.
。H.O

∞
.
∞。

吋
〈

回
ω
ω
』
。

kv.ON

。
。
。
同
‘
∞
∞OHhNH.HDh

0)

C')
∞

OH

呵
。
.
。

旬
0.
。

∞
H.
。

的
。0.
。

也
可
。.
。H-m

。
.
∞可

吋
〈

口

uuho

呻

.H
的

凹
的
。
。
‘
∞
∞OH

‘
吋H

﹒
口
口
『

的
.
。

Z
宮
。
。
ω
告

EKE-seb

莒
偉
岫

OEd---aHg

ω

Ea
旬

gZ

可
ω

ZZ

革
相
聲
湖
區
特
晶
抖
起
轍
囂
的
可
喘

(G

間

)KC

叫
口
呵
呵
呵
ω

(

包
可
＼
吋
商
品
的
“
民

門

gaRM)QOm

(

〉

g)ZSHdg

。

GMOMMUM

陶

(

也
可
＼
曾

HCKCE

呵
呵
耐M
呵
呵
呵
呵
呵

HOLF

門
、
＼

ag)"
。
叫
的

(

句
＼
妙
口)
弘

(

包
可
＼AW
詞
)

ω
旬

之
＼

95zt"oz

〈
也
可
＼
切
自

)21"
。
2

(

也
可
＼
嘗

HCZ1.

自
Z

(

句
X
身

HHV.q

向
自

RH

(8
υ

vhEE

且
聞
自
Eh

』
。
呵
。
υ

HUM

耐

bhF

〈
HM
「)
ω
』

SHEESZSM
耐
偉

H
個
ω

HH



/.5'"7

也2
F 吋

mwmH

N4v.
。

。
。
.
。

∞

N.
。

俏
。

。
的
.
。

的
.N

H.
∞

H.
∞C\J

CQ

自
ω
ω
』
。

mw.
。
N

。

NOH

‘
∞
∞
的
同

‘
吋

YH-a

ω
ω

C\J
H

吋

-khdy

吋
YH

的
苟
同

H
。
.
。

�
�

。

的
申
.
。

慊
嬮

。

也

YN.
。NN

J[

﹒
∞Na.hh

自

a
ω
ω
』
。kn.ON

的
啥
。
。
‘
∞
∞OH

-wN.

當
五
、

←.的
.
∞∞

也H

H.
叮
叮

吋
N.
。

。
的
.
。

∞
。
.
。

的
。
.
。

。
.Nmwmw

。
-hh申

('t)

圓
心
ω

ho

的
﹒
刊
的

。
也
可
。
」

[

‘
∞
∞
mH

dH

﹒
皆M
〈

C 心
�

同
.
∞�

䠀
的
∞
H

NH.
叮
叮

的
N.
。

。
的
.
。

HH

。

可
。
。
.
。

。
H.
。

的
.a

閃
的
.
∞�

串通

自
ω
ω
』
。

的
.
。
的

。
申
OH
‘
∞
∞
OH

‘
。

N.-s
『

ω

SZ

皆
H
呵
呵

QE
ω
ω

e ‘-
�

的
.
∞g的

。
H

啥
。
.
。

∞
N.
。

吋

H.
。

的
。
。
.
。

乎
�

。

的
-AM

的
.
∞自

自
ω
ω

HO

∞
.
。
的

。
的
。H
‘
∞
∞
OH

‘
的

H.
【
口
『

<0p
吋

也

HN

的
。
.
。

么
�

。

的

VH.
。

的
。
。
.
。

的
制
.
。hh.O

。
.
∞自

sto-aghm

。
.
。
的

。

NOM.

∞
∞
OH

‘
的

H.
自
3
門

t--吋

@H

吋
。
.
。

的
的
。.
。

的
N.
。

可
。
。
-o

吋
。
.
。

。

-HH

hpkh.

∞s
〈

g
ω
右

,EHOhm

的
.0
的

。
的
。
Hh
∞
∞
OH

‘

HH-h

耐
旬
商

可

.
。
Z
宮
。

aZ#ED

呵
呵
緝
毒
』Sd
偉
惘
。

sa
苟
同
“
苦
心gd
可
囡
囡
甸
的

SSS

草
帽
制
禪
喇
個
聽
到
而
製
轍
單
可

Ln

喘

《。叫

hvhuz
呵
呵
閻
祠
的

(

甸
、
、
當HH

心
的"
同

(ERMRH)

。
。
問

(

〉

gvmHSHag

。

auno

甘
心
崗

門
、
＼
嘗
個

)bEZZ

盲
目
甜
甜
oh

之
＼
切
自

)"
。
呵
ω

之
＼
曾

VA

門
句
＼
心
回

HH)

ω

hH

門
可
＼
ω

EMZ1"

。
z

之
＼
皆

HVZI"

。
2

〈
句
＼
妙

az--

同
Z

之
＼
曾

5.
。
-a

自
已

(guvkgg

』
昆
明
白
Eh

-s-8k

品
耐
偉

(

μ

vzzsuaEBB-

伺
偉

個
國
ω
胡
同



t--
.-4

的
叫
VH

。
閥
、
叮
叮

也
。
.
。

白
。
.
。

。
。
.
。

�
。
。
.
。

∞
H.
。

的

-mw
hn.
∞

。hEEO

。

.
命
的

。
。
。H
‘
∞
∞
OH

‘
埔
同

-a
ω
ω

/5K

t/')
.-4

同

.HH
g∞

的
同

可

@.
。

的
呻
。
.
。

可
。
.
。

hh
。
.
。

�

。
。
.
。

NH.
。

UHH

NH.
。t/')

t/')

au
ω

hq
』

2
月
『
品

的
.
同
的

的
的
。H
‘
∞
∞
OH

JN

﹒
悍,
〈

自

品

H.
。

H.m的

HH

苟
的
同

R
N

N-N

。

N.N

φ
。
.
。

的
同
.
。

。
。
.
。

低
�

。

。
H.
。

也
同
.
。

也
。
。.
。

啥
。
。
.
。

的

N.O

∞ '<I'

01 。

'

hn.O

。

-a

NKF.
∞

R

自

個

gdzEE

悶

SEO

ι
詳
。
呵
呵
已

mw
﹒
同
的

。
.
。"

的
。
。
同
‘
∞
∞aH

的

HOH
‘
∞
∞
OH

‘
。
同

.
當
〈

‘

@mw.

『
gh

ω

SZ

ω

EZaM

祠
的

C'IN

。
.
∞。

的H

N

R

ω
。
.
。

。
N.
。

。
H.
。

嘲
。
。.
。

呻
N.
。

的

.HH

。
-a\0

N

。
C'I

N
∞
H

hh
。
.
。

∞
。
.
。

�
�

。
-voo.
。

。

H.
。

。
.
∞

∞
.
∞一嗯,

回
ω
ω

ho,
』
5
月
『
ωL戶
口
ω

EO'諱
。

=
ω
LF

。
.
。
的

。

.H
的

。
。
。
同
‘
∞
∞OH

‘
的
同

.-zh

的
的

mwoa
∞
∞

GH

‘
的H

﹒
眉
目
門

N
。通

。
也
H

妒
。
.
。

的
.
。

MUN.

。

的
的
。
。
.
。

的
。
.
。

的
.
∞

恥
的
.
∞。

可
〈

au
ω
』

0.nbpo

』
昀

∞

.ON

。
。
。
叫
‘
∞
∞mH

JH-h

伺
嵩

m-eZ

叫
囂
。
也
主
制
Eh
甜
苦
胃,
』

ga
』
F

徊
。
甜
苦
可

-SEE

晶
宮
』

@

ω
軍
耐
』
F

草
帽
蟬
捕
缸
稱
是
個
際
組
囂
的

<..0

喘

門G
叩
門

)

、
內UF

呵
呵
呵
『
耐
的

(

可
＼
心
胃
口
V

的"
自

(gnHavoo

問

(

〉

8)

間
有

Zag
。

auno
旬
ω
凶

之
＼
切
自)

趴
立
丘
吉
凶
呵
呵
呵
呵

SOLF

門
、
＼
心

UHV"

。
明
ω

之
＼
皆

HCA

門
向
＼

AWHH)U

倚

門
也
可
＼
曾

HCZ1"

。
2

3
＼
曾

HHVZ-32

們
也
可
＼
切
自
〉
Z
」
月
2

(

、
＼
切
自

).0.Q

自
已

(EU)hushEEELF

』
。
『
。
υ

hUM

伺
怯
司

F

們

HHV

ω
』

ZEEgshuZ
偉

ESH



/5"5'

u
C\1

呻
∞
N

的
的
同

的
-dy

吋
H.
。

。
。
.
。

的
。
.
。

的
啥
。.
。

UH.
。

的
.
。
同

的

.mw。
的
〈

EEO
H-mN

。

HHH.
四"
∞
OH

.
。
同

-KFOZ

電O
N

。
的
同

苟
的

.mu

。
。'
。

的
。
.
。

閃
。
。.
。

的
H.
。hn.a

∞
.
∞R

自
ω
也
』

Oa
諱
。
口
ω
LF

的
﹒
呻
mw

。

HHH
‘
∞
∞
aH

amM-MU

。

可
-H

H.
。

啥
。
-o

N
。
。
.
。

么
�
。

呻

-HH

的
kn.
∞

SEO

的
.
可
MW

。
的
的
同
‘
∞
∞OH

‘

bN-RM

ω
ω

R∞
的
同

的

NH

也
C\1

C\1
N

HNH

∞
.H

。
。
.
。

的
。
.
。

的
同
.
。

的
。
。.
。-

N
可
.
。

。
-a

ω
.
∞。

C'I')EEO

的

-OMW

。

mHH
‘
∞
∞
OH

‘
吋

YH-RM
ω
的

ω
nH
叫4"

切
前
咱
可

RHgM

耐
ω

σ3
....

H.
。
」
【

的
HH

的
。
同

NKF.H

。
。
.
。

。
。
.
。

苟
同
.
。

moo-
。

hh
。
.
。

的
.
。
䠀

Nmw.

∞10
。通

自ωω

ho

∞

.H
的

。

NHH
‘
∞
∞
OH

JN

﹒
曾
〈

電O
C\1

∞
.
∞的

WNH

。

.N
恥
。
.
。

。
。
.
。

HH.
。

啥
。
。.
。

∞
。
.
。H.OH

kn.
∞

。
C'I')EEO

N.
閃
閃

。

NHH
‘
∞
∞
OH

‘

OT

曾
〈

認

。
.
的的

NH

的
NH

→
【.N

也
。
.
。

∞
0.
。

H.
。

的
。
。.
。

的
H.
。kh.m

∞

mu.
∞自

a
ω
ω
』
。

H-m

凹
的

。
閃
閃
H
‘
∞
∞
OH

‘
@

叮
叮.
『
口
『

@.
。

ZEaz
剖

EhH

穹
霄,
』

SSh
。

s
ε

-agga

宮
直

hsad-

革
糊
糊
樹
種
端
個
特
碧
輝
糊
齒
。

hwm

門
通

)KCEza

〈
句
＼
切
5)

ω"
出

(gaRM)Q

。
∞

門
、
＼
切
自

)Zg

苦
心
甜
。

auho

甘
心
凶

手

93bE=2

月
還

SZ

門
、
＼
心
冒

HV"

。
呵
ω

《
、
＼
、
凶
自

M)

內
崗

肉
、
＼
切5)

直

門
、
＼
切

5)21"

。
2

(

句
＼
當
局

)21"

。
z

門
、
＼

ME)2I.

自
Z

之
＼
曾
3.
。
.
向

出
自

(gu
〉

husham

闡
明
回

Eh

』
。
呵
。
υ
』
ωUF

ω

bhF

門
ρv

ω

hEEEESBH
耐

bp

aH
ω
胡
同



/60

水溫是影響草蝦生長一個很重要的因子。攝研究 t 的 , 其最適當成長水溫為 25-32
�C ' 18 �C以下則

幾乎停止攝食 , 12 �C左右會休克 , 35 �C以上有精力降恆的現象。本試驗在養殖期間
, 以 8 月 10 日 6 號

池測得 32.2"C 最高 , 以 11 月 15 日測得的21.4
�C最低。雖然水溫在一天中會隨氣溫高低和陽光照射時間

長短而變動 , 但大致而霄 , 在養殖期間中 , 除了 2 號池和 3 號池 11 月份水溫略低以外
, 其餘的草蝦池

水溫大多在最適成長的 * 溫範園中。
在水色方面 , 除了 5 號池較常出現褐緣和黃綠色以外

, 養殖池中最常見到的是草綠色。影響水色

最大的首推藻巔 , 而在本試驗中較常出現的優勢品種主要有 : 藍綠藻類的 Chroococcus d;坤的﹒師、
Phormidium subterraneum 、 Phormidium laminosum; 矽藻類的。clotella c仰的ceras 、

Cymbella sP ; 和綠藻類的 Oocystis bis. ρ ora 、 Oocystis lacustris' Chlorella sP 、 Eudorinella walli-

chii 等 (7)
。

草蝦池的透明度 , 一般以 20-40cm 為 Ii(B) 。在本試驗中 , 養殖初期的透明度都比較高 , 隨著養殖
期間的經過 , 藻顯逐漸增加 , 透明度也就逐漸降低。 5 號泄,在 8 、 9 月時透明度仍很高

, 是因為蝦子

死亡放掉後再引入新水之故。

pH 值是養殖池水質好績一個很好的指標 , 一般魚蝦對pH 的適應值約在7.0-9.5 之間
9)
。在草蝦

方面 , 據研叫指出 , 草蝦養殖用水的最適pH 為 8.0"'8.5 ; 另據何
(11)
指出 , 草撮池在pH 7.4 以下時即

表示池中污染已十分嚴重。本試驗 6 個草蝦泄的pH 分佈在 7.1-9.12 之間
, 其中還三個最低值和最高

值 , 都是在池中沒有草蝦 ( 已經死亡、排掉 ) 的情說下制定者。有 IIIJpH 的日變化
, 去年度在養殖期

間每隔 1 個月共做了 4 次池水pH 值的日變化
, 得知池中藻類少 , 加上陰天光合作用不顯著時 ,pH 的

日變化較小 ; 而藻類多、天氣晴朗光合作用旺盛時 ,pH 的日變化較大
{
劫。

在溶氧方面 , 由於溶氣也是蝦池水質中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 值得注意。撮研究憫 , 草蝦的致死

溶氧量最低可耐至0.3499 也11 ' 而在 1.2c ι11 時 , 就不會因氧氣不夠而死亡。肉為本試驗捌定時間都
在上午九點~ 卡二點之間 ,

讀 IJ 得的溶氧分佈在 5.3-11.6mgjl 之間。有關溶氧的日變化情形 , 去年度
也做了很詳細的試驗 , 並得知白天池塘的溶氣太高的話 ,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 因為它在凌晨往往
會降到較低的程度ω。一般而霄 , 魚蟬池塘的理想溶氧灑度是 5 ppm 以上 (l 吟 , 草蝦苗飼育水的臨界
溶氧量是3.0c ι11

°的。

氯是軍蝦的排泄物和殘餌等被分解所產生的有害含氫化合物。據寮和陳
(14)
以草蝦幼苗實驗結果

, 推薦O.lmg/l N Ha-N 為氧對草蝦幼苗的安全濃度。在本試驗中 . 6 個蝦池的NH ‘ -N 分佈在0.03 一 2

.9 時11 之間
, 而以 3 號池和 4 號泄的氧較多 , 其中 3 號池在 11 月 15 日達到 2.3mg/l NH.-M (0.15mg/l

NHa-N) 、 4 號池在 8 月 10 日達到 2.9mg/l NH4-N (0.20mg/l NHa-N) .已比安全濃度為高 , 雖然
這是部 {分養殖成功的池子在養殖後期會出現的情況 , 但如能減低放聲密度、控制投餌量和適量換水 ,

將有助於氧量的降低。

亞硝酸也是對魚蝦類有害的物質之一。據陳和實 1日以草蝦幼苗實驗結果 , 推薦 1.36mg/l NO2-N

為亞摘酸對革蝦幼苗之安全溫度。在本試驗中 , 6 個蝦池的NO2-N 分佈在0.0015-0.50mg/l 之間
,

均低於 1. 36mg/l NO2 抖的安全濃度 , 因此它對本試驗中之蝦池應該不會有影響。
硝酸堪是藻類的營養堪之一 , 是由硝酸墟產生的。 6 個蝦池的NOa-N 在0.03-0.32mg/l 之間。

以 1 號池在 8 月 9 日翻得的 0 . 32mg/l 最高。

鐵分佈在 0.01 一 0 - 45mg/l 之間 , 以使用地下水較多的 4 號池最多。

磷分佈在 0.005 一 0 . 25mg/l 之間 , 以 4 號池最多。

矽酸墟分佈在 0.01-4.3mg/l 之間 , 以 6 號池 11 月 16 日測得的SiO2 4. 3mg/l 最高。

總鹹度分佈在 78-220 時 11 之間。氧化還原電位分佈在 84-284mV 之間。生化需氣量分佈在2.9-

11.1 ppm 之間。

溫度分佈在 7�40 %0 之間 , 以純海水養殖的 2 號池和 3 號池較高。 4 號池閃添加地下水
, 使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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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至 7 。心 , 但仍有不錯的養殖成續。
三、止水式養鱷池的水質研究

本試驗所調查的止水式養鱷池共有 2 個池子 , 池名依次騙號為 7 號池和 8 號池。 2 個池子均位於

嘉義縣的布袋地區。

這 2 個池子是今年度新選定的採樣池 , 7 號池面積約 0.3 公頃、 8 號池面積約 0.1 公頃 , 均比去年
度高雄縣湖內地區的聲鰻池 (I.3 公頃 ) 小很多。 2 池均自 77 年 7 月下旬開蛤放聲饅苗 (7 月 12 日採

樣時仍在晒坪中 ) 0 7 號池養至 12 月時 , 由於水質變壞 , 即把鱷魚移至他池 , 然後進行監池、晒坪工
作。 8 號池養至 78 年 1 月時 , 也把鱷魚移池 , 進行整池、晒坪工作。

7 號池和 8 號池的水質測定結果如表 8 、袁 9 。

7 號養殖池水質基體資料

Table 8 Fundamental data of water quality in the pond No.7

表 8

Sampl ing time

Item Aug. 9, Sep. 13, Oct. 12, Nov. 15,

1988,1115 1988,1120 1988,1130 1988,1110

Water temperature <'C) 31.9 31.2 28.0 22.3

Wa ter color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Transparency (cm) 20 15 17 16

pH 9.1

4.9

9.5 8.5 8.5

D.O. (mg/n 9.0 9.2 9.9

NH.-N -(mg/n 0.57 0.28 0.75 1.40

NO;-N (mg/I!) 0.28 0.12 0.25 0.61

NO3-N (mg/I!) 0.50 0.42 0.18

Fe (mg/n 0.25 0.24 0.30 0.28

P (mg/. 幻

SiO2 (mg/n

Total alkalini ty (mg/I!)

1.2 115 0.24 0.23

0.16 0.68 0.29 0.58

品 95 275 230 416

Redox potentials (mV) 243

BOD (ppm) 10.5

H2S (mg/I!) <0.02 <0.02 <0.02 <0.02

Sal ini ty (此 ) 3 2 1.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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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知
, 7 號池的水溫隨著季節而變化 , 從 8 月 9 日約 31. 9

�C下降至 11 月 15 日的22.3
�

C' 但均

在鱷魚 (A 增悶 .Ita ja, ρonica) 的攝餌溫度 11
。一 32

�C(I 的範圍內。水色都保持草緒色 , 水面有許多銅綠
微矗藻 (Microcystis aerugino 揖 ) 。透明度為 15-20cm 。養鱷池的pH 通常都在 8 以上 , 里鹹性 (7) ,

本池pH 為8.5-9.5 。鱷魚對水中溶氧的最低限度為 2.0---2.5 α 11 ' 低於此值就會造成鱷魚的浮頭
(18)

, 本池的溶氣為4.9-9.9mg/l 0 氯氮和亞硝酸氯均髓養殖期間的推移而增加 , 但均在安全擴度 10

ppm( 叫叫的範圍內。硝酸氯有逐漸降低的組勢。鐵為0.24-0.30 晦 11
0 磷為0.23-1.2 晦 11 。矽酸墟

為0.16 一 0.68mg/l 0 總鹹度在 230-416mg/1 之間。 11 月 15 日的氣化還原電位!�243m V
0 8 月 9 日的生

化需氧軍為 10.5ppm 0 硫化氫均在0 .0Zmg/1 以下。墟度介於 1. 5-3.5 仇。之間。

由表 9 知 , 8 號池的水溫從 B 月 9 日的31SC 下降到 78 年 1 月 11 日的 16.0
�

C' 但仍在鰻魚的攝餌

溫度範圍內。;水色也都保持草轍色 , 水中的銅綠微囊藻比 7 號池者更多 , 在 8 月 9 日的水樣中其密度

更高達 4.36X 10'
COlm 叫凶的 , 這也是當營養溢的聲鱷池中有時會出現的現象。透明度為 11-16cm ' 比

7 號池更低。 pHfI 直在 9 月 13 日高達9.6 。溶氧為7.3-11.9mg/l 。氫甄在 12 月 6 日高達 2.75mg/l 。頭

硝酸氮在 11 月 15B 高達 3 .2mg/1 0 硝酸觀在 78 年 1 月 11 日高達 7 .8mg/l 0 鐵為 0.22-0.5mg/1 0 磷為 <0.

01-1.1 啤 /10 矽酸堪為0.18-1.26mg/l, 。總鹹度在202-350 閏月之間。氧化還原電位在 197-252mV

之間。 8 月 9 日的生化需氧量為 11. 2ppm 。硫化氫均在0.02 咽11 以下。溫度介於 1-2 %。之間。

如把 7 號池、 8 號池這種面積較小的養鰻池
, 和去年度湖內地區大型的聲續池

(2)
概略地做比較的

話 , 可以發現這種小型的費鰻pH 較不穩定 , 氮氧和亞硝酸氯含量也比較高。遺是否意味著小面積的
止水式養鰻池水質較不易控制 ? 尚待繼續進一步的研究。

四、魚鴨綜合經營池的水質研究

本試驗所調查的魚鴨綜合經瞥池只有 1 憫
, 池名編號為 9 號池 , 位於台南縣的麻立地區。該池面

積 1.4 公頃 , 從 77 年 8 月開始放聲吳郭魚、草魚、鱷魚和大頭組等淚水魚類。其水質測定結果如表 10

。

表 10 9 號養殖池水質基礎資料

Table 10 Fundamental data of water quality in the pond 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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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衰 10 知 , 9 號池的水溫以 77 年 10 月 18 日翻得的 19.4
�C最高 , 以 78 年 1 月 27 日翻得的 16.4

�C最低

。水色聾年都保持草緣色。透明度隨養殖期間的經過兩逐漸降低 , 最高的是 77 年 8 月剛放聲翻得 3伽n

' 最低的是78 年 6 月瀏得的 15 徊。 pH 全年大致保持在pH 8 -pH 9 之間
, 只有77 年 8 月 188 者為 plI

9.13 。樁氧為4.3-18.6mg/l' 和去年度及前年度的測定值相近
(2X 酬。氯氯為0 .10-1. llmg/l , 比去年

度低。亞硝酸氯為0.002-0.32mg/l
, 也比去年度低。硝酸氯為0.04 一 O. 19m9/l 。鐵為0.22-0.65 間 /1

' 迪和使用地下水有關。磷以 77 年 8 月剛鼓聲時的0.76mg/l 最高 , 然後逐漸降低 , 道是磷可做為藻類
的營養墟之故。矽酸坦在0.01-1.60mg/l 之間。總鹹度為 226-390mg/1 , 以 77 年 8 月最低 , 以 78 年 4

月最高。輩革4位還原電位為 133-268mV 。硫化氫均小於0 . 02mg/1 。壇度因使用淡水
, 均在0.5-2.0 泊

爾巴。

魚鴨融合經營地通常被認為是比較會使池魚發生異味的袍子。國外有關養殖魚類發生異味方面的

報告很多 t叭" 。在本省的養殖池中 , 至目前為止 , 已發現Ana� 翩翩ero 崢側:. A. v忽uie 呵,

Ana 仰nojJsis circularis 和αcilia 紗 ,也 tenuis 等 4 種萬寶寶輿池魚發生臭土味 ( 異味的 1 種 ) 有

關阱-It) , 此外某些放射狀菌績也和池魚發生臭土味有柳州。
本試齡的 9 號池興往年最大的不同是 , 因為今年鴨價不好 , 監年中都沒聲鴨子。姐把今年善去年

有聲鴨子時做比較的話 , 可發現今年度池魚沒發生臭土味 , 而且池水的氯飽和亞硝酸 , 且也比去年低 (2)

。道和實叫的研究 , Oscillato, 包 tenuis. Ana 加ena m 釘ro 砂ora 和A. viguieri 等 3 種異味藻種對氧

的需求量甚寓 , 在氯濃度 ImM 時生長最好 , 低於此讀度時 , 氫過度愈高對其生長愈有利的結果相符
合。因此 , 控制池水鼠的讀度 , 對預防養殖魚類異味的發生應有其正面的意義。

捕E 要

從 77 年 7 月起至 78 年 6 月止 , 針對本省西南部草蝦池、鰻池和魚鴨綜合經營地等 3 種型憊的養殖
池 , 進行養殖環攬的調查和水貴的測定工作 , 項目包括水溫、水色、透明度、 pH 、溶紙、氧劃、亞

硝酸鼠、硝酸鼠、鐵、磷、矽酸墟、總鹹度、氧化還原電位、生化需氧量、硫化盔、墟度和藻類相等
。

在本試驗的 6 個草蝦泊中 , 只有 3 個池子養到收成。若與本試驗76 年度相同的池子做比較 , 則發
現 77 年度的總收獲最只有 76 年度的37.87% 。從水質上無法找出草蝦大量死亡的原因。

在嘉義布鐘地麗的小型養饋池中 , 發現銅綠徵屢藻的密度高達 4 .36 x 10 ‘ counts/m£ '
pH 較不

穩定 , 氫諷和亞硝酸諷的含量也比高雄縣湖內地區大型的聲鱷池高。
沒有放聲鴨子時的魚鴨綜合經營池 , 比有聲鴨子時水中的氧氯和軍硝酸氮含量均較棍 , 池魚也沒

有發生臭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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