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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一久教授有許多令人讚佩的頭銜，像發展中世界科學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水產養殖學會「榮譽終身會員」等，

更被尊稱為「台灣草蝦養殖之父」。

而他對科學的堅持與拚命三郎性格尤其令人敬佩。

養殖王國的
拚命三郎

   2009年總統科學獎得主　廖一久院士 專訪

台灣海洋大學圖書館4樓的一角，偌大辦公
桌前堆滿成堆的文件與研究報告。一位穿著白

襯衫，搭著黃領帶的白髮長者，在桌前拿著一

本有40年歷史的手寫博士論文。他熱情親切地
為來訪者介紹「斑節蝦」攝餌生態研究，開朗

的笑聲迴盪在辦公室，他便是2009年總統科學
獎得主，海洋大學講座教授，廖一久。

一切都要從四十多年前屏東東港海邊沙

地上，用海水浴場休憩棚改建的簡陋實驗室說

起。當時他剛完成草蝦繁殖工作，接著要進行

烏魚人工繁殖。烏魚是洄游性魚類，昔稱「烏

金」，烏魚卵巢製成的烏魚子更是深受國人喜

愛的珍品，因此農復會（農委會的前身）便計

劃嘗試烏魚的人工養殖。

模擬實境　繁殖烏魚

1968年廖一久院士投入烏魚研究前，當時的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台灣省漁業局，以
及臺灣大學等機構已進行了4年的研究，但孵化出來的魚苗只能存活二十多天，計畫遭
到無法克服的瓶頸。沒有「魚苗」一切都是空談。

■ 楊挽北

●  廖一久院士以拚命三郎的精神奮鬥不懈，
為台灣的養殖環境開創無限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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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一久院士發現，先前的

做法是把孵化出的烏魚苗放在小

玻璃杯中，小心翼翼地呵護，期

待烏魚苗長大。他猜想把烏魚苗

放置在「模擬真實的環境」下養

殖，不要過度照顧魚苗，也許能

成功。於是廖院士把剛孵化出來

的烏魚苗放到「大水槽」內，培

育過程中只注意水質酸鹼度的穩

定，其餘儘量模擬海水環境來培

育小魚苗。終於在1969年2月成
功培育出兩尾烏魚苗，存活期30
天，體長分別是1.0與1.1公分。

一旦突破烏魚苗存活期30天
的紀錄後，台灣烏魚苗的養成數

目開始逐年攀升，之後更順利地

從第1代人工養殖烏魚培育出第2
代烏魚，完成了「人工烏魚繁衍

模式」。

廖一久院士謙虛地說，烏魚

人工養殖的成功只是幸運，但當

時能夠從「模仿自然」的角度探

討魚苗培育問題，便是科學觀念

上的突破，拋開人定勝天的科學

觀，嘗試從自然界的觀點了解人

與自然的關係，烏魚繁殖的成功

並非偶然。

解開虱目魚苗之謎

另一件讓廖一久院士難忘

的研究成果是虱目魚人工繁殖。

虱目魚是台灣相當重要的養殖魚

種，在過去，漁民對虱目魚苗的

需求相當大，但天然魚苗來源非

常不穩定，要「看氣候吃飯」，

或者由國外供應魚苗。虱目魚也

吸引著廖院士，他說：「在過

去，虱目魚最大的祕密是沒有人

知道魚苗從何而來？」他決心找

出答案。

一開始，他先花6年的時間
試驗人工餌料來飼養虱目魚種

魚，之後再解剖確認這些種魚能

夠長到性成熟階段，證明虱目魚

種魚可以用人工方法養殖。可惜

種魚在進行下一步「魚苗培育研

究」前因一場意外事件全數死

亡，研究遭受嚴重挫敗。

但1978年是幸運之年，那年
廖院士受邀到菲律賓的東南亞漁

業發展中心水產養殖部進行虱目

魚人工繁殖研究。他利用荷爾蒙

催熟法為種魚打針，促進種魚成

熟，接著擠卵、進行受精，然後

把受精卵培育成魚苗，再把魚苗

養成稚魚。同時，他把魚苗發育

過程完整記錄下來讓世人知曉。

「科學家最快樂的事情是解

●  烏魚卵巢製成的烏魚子風味獨特，深受國人喜愛，其高經濟價值不言可喻。然而烏魚的
人工養殖並非易事，廖院士運用「模擬真實環境」的方式進行繁養，成功地突破瓶頸，

讓「烏金」在台灣西南沿海閃閃發亮。（圖片來源：日創社）



一
般
報
導

科學發展　2010年7月，451期｜   6160   ｜科學發展　2010年7月，451期 科學發展　2010年7月，451期｜   6160   ｜科學發展　2010年7月，451期

開沒人知道的祕密」，廖院士

臉上閃耀著光芒，為虱目魚研

究下了一個貼切的註腳。

草蝦養殖破紀錄

除了烏魚與虱目魚的研究

外，廖一久院士最重要的成就

是推動草蝦養殖業的發展。草

蝦（Penaeus monodon）滋味肥
美且營養價值高，是台灣傳統

養殖蝦類，但由於天然蝦苗來

源不定，傳統上是與虱目魚一

起混養，產量也不高。

草蝦是海水蝦種，交尾時

雄蝦會先把精莢送入雌蝦的受

精囊中，當雌蝦卵巢成熟時，

會同時把卵與精莢中的精子釋

放到海水中進行受精。因此，

要進行草蝦人工繁殖研究，最

困難的是在大海中找到卵巢成

熟的雌蝦，其次才是讓受精卵

順利發育。

1968年，廖一久院士獲得
東京大學農學博士，再經三個

多月的博士後研究，回到台灣

投入草蝦人工繁殖研究。他為

了找到抱卵的雌蝦，四處拜託

漁民幫忙，好不容易買到3隻抱
卵雌蝦後，便立刻進行蝦苗培

育工作。

當草蝦受精卵孵化後，必

須經過「無節幼蟲」、「眼幼

蟲」、「糠蝦期幼蟲」及「後

●  廖一久院士對同仁講解如何判定蝦子的性別與成熟度

●  廖一久院士會同國際研究學者在蓄養池中檢視虱目魚的生殖腺發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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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幼蟲」4種變態階段才能長成
蝦苗。各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生長

條件，像眼幼蟲階段必須避免光

照直射，否則會停止攝食。此

外，除了無節幼蟲不需餵食外，

其他階段都需要給予不同的餌

料，例如，提供矽藻給眼幼蟲，

糠蝦期幼蟲則要吃豐年蝦幼蟲與

動物性浮游生物等。也就是說，

草蝦受精卵孵化後需要妥善照顧

才能發育。

照顧草蝦苗難不倒廖院士，

因為他在東京大學研究斑節蝦時

就曾經7天7夜沒睡覺，只為了找
出斑節蝦的進食模式。憑藉著對

蝦的專業知識與工作毅力，終於

培育出草蝦苗。

當廖一久院士還是臺灣大

學動物系的學生時，曾經夢想水

產養殖也能像畜牧業一樣大量生

產讓人民食用。因此，當人工草

蝦苗培育成功後，他與台灣省水

產試驗所東港分所的同仁們繼續

研究蝦苗過冬與養殖方法等。他

一旦確立草蝦養殖技術後，便決

心推廣到民間。但在推動草蝦養

殖業的過程卻遭遇許多困難，他

耐心地對漁民解說，絕不輕言放

棄，終於讓漁民採用新養殖方

法。「因為我做事像拚命三郎，

事情才能成功。」廖一久院士

說。

從此台灣進入「水產養殖新

時代」。漁民不再靠天吃飯，不

需至河口撈蝦苗，逐年把草蝦養

殖推高到1987年9萬5千公噸的世
界紀錄，除了提供民眾優質佳餚

外，更為台灣賺進大筆外匯。

迎戰白點病毒

然而，草蝦養殖業在90年
代遭遇空前打擊，一種「白點

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侵襲草蝦，草蝦產量一夕
崩盤。廖一久院士對這場浩劫有

無限感慨，因為他早看出不斷提

高單位面積產量的做法會增加疾

病傳染的風險，也曾呼籲各界重

視，卻無法避免這種結局。

「白點病毒」是一種高致

病性病原體，會侵犯草蝦表皮、

皮下組織、造血組織、類淋巴器

官、心臟、肌肉、神經膠原細

胞、鰓、胃、中腸結締組織、肝

胰腺等。草蝦身上出現白點，一

周後就會死亡，更嚴重的是白點

病毒會經由雌蝦卵子「垂直感

染」後代而致病。

廖院士決心面對白點病，他

拒絕看到「台灣草蝦養殖王國」

衰敗，因此積極推動學界與民間

產學研究，發展出用「生物製

劑」的方法控制白點病傳染。目

前病毒透過雌蝦垂直感染子代的

問題已初步解決，但放養後所謂

的平面感染則尚待克服。

實踐理想　無怨無悔

廖一久院士雖於2002年從
公職退休，但他銀白髮絲下還有

許多夢想等著實現。除了要戰勝

白點病毒外，他更想找到一塊靠

海、遠離人煙的地方，建立一座

專門進行蝦類「選種」、「育

種」工作的研究園地，找出好吃

又營養的蝦類來養殖，更要培育

出高營養價值的蝦，例如「口感

很好的熊蝦、巴西蝦」，廖一久

院士笑著說。

同時他也關心全球糧食危機

問題，持續撰寫論文表達「水產

養殖業」是世界與台灣共同的未

來，因為豐富的海洋食品能滿足

全人類的營養需求。

有人問廖一久院士，為何退

休後還要如此努力？他說：「人

最大的快樂是把自己奉獻給一個

最重要的理想。我能為最愛的水

產養殖研究做出努力，是人生最

快樂的事情。」在海風吹拂之處

的大學校園內，廖院士繼續懷抱

夢想，認真地跨出每一步。

楊挽北
本刊特約文字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