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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能力 計畫完成後 

月產量 5 千– 1 萬 隻 10-15萬隻 

年產值（上市體型）  64萬 1200 萬 

幼蝦達上市體型時間 4 個月 2-3個月 

幼蝦育成數  8 成 5 9 成 5 

產業背景:  

從 2010年以來台灣的觀賞蝦產業占國內觀賞水族生物出口的比

例的比例逐年攀升，根據水族商業同業公會資料顯示全世界水族市場

的觀賞蝦中有六成是來自於台灣 ,  台灣觀賞蝦出口的主力可分為 3

大類，一為水晶蝦，二為變種多齒新米蝦，三為台灣原生種觀賞蝦。

在原生觀賞蝦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本文的主角 －大和米蝦

(Caridina multidentata)。 

 

大和米蝦屬於匙指蝦科米蝦屬的成員，此蝦因為食藻性強、大

小適中（雄蝦最大體長約 3公分、雌蝦約 6公分）且個性溫和因此被

認定是水草缸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蝦，根據 2008年觀賞魚養殖協會的

統計台灣該年共出口了約一千一百多萬隻的大和米蝦，而產值約三千

六百多萬元，其出口的比例佔該年全台觀賞水族生物的 26％，產值

則占 8 ％ ，不過不過好景不長，大和米蝦的野外族群最終還是無法

抵擋人為大量捕撈而日益下降，該現象在近 2年更是缺貨率頻繁。因

此本研究希望藉建立大和米蝦大量繁殖技術來降低野外族群的捕捉壓

力並致力於提供品質優良的蝦來供應市場需求。  

 

(a) (c) (b) 

圖 1. (a) 第六腹節的藍色條紋為大和米蝦的特徵(紅圈)。(b) 大和

米蝦—雄蝦 ，頭胸甲處為點狀斑紋(紅圈)。©  大和米蝦—雌蝦， 

頭胸甲處為條狀斑紋(紅圈)。                   

創新呈現﹕  

大和米蝦的生殖型態是屬於兩側迴游型，意即幼蝦必須在海水中發

育成長後溯河成長至繁殖個體，在台灣目前，因此就一般養殖戶而言技

術難度較高，為達成大量生產技術我們把工廠化繁殖計畫分成三部分 :  

 1.種蝦的飼育 2.浮游期蝦苗的養成 3.幼蝦大量養成技術。 

 

在種蝦方面我們需要建立 1.雌蝦穩定生產技術 2.雌蝦排卵同步化 

在浮游期蝦苗的部分希望建立 1.穩定且高存活率的降海及溯河階段鹽度

調整 2.穩定培養海洋餌料生物的技術。 

在幼蝦養成方面希望建立 1.最佳養殖密度 2.最佳遮蔽率 3.最佳餌料。 

圖 2. 左:大和米蝦浮游態幼蝦（糠蝦期）右: 已淡化完全幼蝦                            

可執行性﹕ 

1)種蝦部分目前可做到控制生殖季，雌蝦全年皆可抱卵。 

2)在浮游期幼苗部份的紀錄為從卵孵化降海到淡化完全花的時

間約 35天，此期間的育成率為 6成左右﹔而海洋餌料生物生

產可保持在一星期提供生產 6000 隻幼蝦所需餌料。 

3)幼蝦部分可做到從已淡化幼蝦長到上市體型僅花的時間約 4

個月，且由淡化幼苗起之育成率，能高達 8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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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工廠化大和米蝦繁殖計畫之計劃分項 (綠

色為已完成； 紅色為尚在研究中) 

預期成效﹕ 

若能建立上述穩定工廠化規模技術並繁殖夠多的種蝦族

群，預計一個月生產量可到 10-15萬隻淡化幼蝦，而這些幼

蝦在最佳密度及遮蔽控間下歷經 3-3.5個月的飼育下能達到

上市體型，而這些蝦以目前水族館進貨價格 8元/隻來算的話

平均一個月可賺 30-40萬元，一年的產量可占所有目前野外

捕捉產量的 1/7，應能很好的提供穩定貨源以及抑制野外此蝦

的捕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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