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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一功能邁入多元成效，
添加物源自水環境更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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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使水產養殖產品成長健康且富饒，

除 了 飼 料 給 予 日 常 所 需 營 養 之

外，能夠使其增添額外附加成效的「水

產飼料添加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

功能主要是「提供飼料無法給予、讓產

物能夠提高附加價值」的「另外添加物

質」，例如提升抗病能力，或是增加水

產產物的顏色表現等，都是飼料添加物

的功用。以鮭魚或是東星斑來說，這一

類魚賣相越紅越受消費者喜愛，於是許

多養殖業者會加入含有胡蘿蔔素的添加

物給水產物食用。

水產飼料添加物的使用現況，大

眾普遍以無需接觸水體的畜牧養殖與水

產養殖相比，不過水產養殖除了接觸空

氣之外，還得面對水體，而水體又是相

當複雜的有機體，可以說水產養殖面對

的汙染源與細菌源是更加複雜。這是為

什麼我鼓勵業者從化學性添加物轉換為

天然添加物，並且正確使用水產飼料添

加物，以及推動其營養萃取來源更貼近

「水環境」的原因。

現有水產飼料添加物的蛋白質來

源以大豆為大宗，不過大豆屬於陸地種

植產物，以生物的觀點來看，魚還是要

吃來自水中的蛋白質較為合適。同時，

目前全球人口正在增長，人類對畜牧水

產等農產品的需求也隨之提升，這也代

表拿來餵食的大豆產量必須提高，但土

地面積有限，大豆產量必然有達到飽和

的一天，因此需要另闢蹊徑，找尋其他

的植物性蛋白來源。以「藻類飼料添加

物」為例，藻類是水中遍布最廣的蛋白

質來源，再加上培植方便簡易，又具有

天然的誘引效果，能夠誘引處於冬眠狀

態的魚群攝食，進而增加業者在冬天的

收益。

除了蛋白質來源愈趨天然之外，在

未來，飼料添加物的功能性將會從單一

項目走向綜合多元。例如，一種添加物

能給予水產日常所需營養，同時也能增

強其色彩或抗病力的表現，對水產飼料

添加物的發展，我認為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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