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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環境保育及食品安全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促使環保及保健意識抬頭，

而魚菜共生的構想，是將我們日常可食用的蔬果類與魚類的養殖缸做結合，使兩

者共同生長的循環設施。此循環因應環保與健康概念，利用植物吸收魚介類的排

泄物、水中懸浮物與有害物質等，不僅能達到淨化水質的效果，也能重複利用魚

缸內的水源，無須將含有大量氨、氮的廢棄水排進河流或水溝，減少環境的污染。

透過這項探討，能讓我們對蔬果的擔憂減一分心，不再害怕自己吃下高重金屬或

農藥殘留的「無機」蔬菜，讓更多農民或養殖民能逐漸透過魚菜互利共生的概念

打造一座健康農場。 

 

二、研究目的 

 (一)魚菜共生概述 

  (二)魚菜共生與水耕、水產養殖、稻田養殖之比較 

  (三) 農藥使用及未來願景 

貳●正文 

一、 魚菜共生概述 

 

  (一) 魚菜共生簡介 

 

    最早可追溯至「阿茲特克印第安人（現墨西哥）於西元 1000 年發展的浮園

耕作法，即將浮筏置放在湖泊上進行各種蔬果種植」(註一)，可說是現代魚菜共

生的雛形。  

 

    魚菜共生簡單來說就是把水產養殖和水耕法結合在一起，將養魚的水拿來種

可以水耕的蔬菜，利用富含養分的魚類排泄物取代添加化學養液來供給植物生長

所需，再利用植物和固定其根部的介質來過濾和淨化養殖廢水以避免水質惡化，

在封閉系統內會形成一個循環，將各物質做最有效率的運用。 

 

  (二) 台灣農業的趨勢及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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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充足、地勢起伏大、地理環境及氣候能夠栽種多種熱帶至溫帶作物，使

得台灣相當適合農業發展。然而隨著各種產業的發展，人們慾望及需求增加，導

致自然資源不斷遭到破壞及汙染，因此如何運用生態系的理念，創造糧食生產力

以及珍惜本土資源的雙贏局面，是未來的新趨勢。 

    

    而「魚菜共生適用於多種環境氣候，大部分的淡水魚種都可以在這個系統內

生存」(註二)，循環系統不僅能夠達到自我平衡，還能量產、省水、省電、省力

等等各種優點，在現今擁擠又充滿污染的社會中，魚菜共生可謂是生態理念的領

頭羊，讓動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間達到一種和諧的生態平衡關係，是未來可

零排放的低碳生產模式，更是解決農業生態危機的最有效方法。 

 

  (三) 魚菜共生的循環系統介紹 

 

    循環系統的運作方式其實並不困難，將水管放置魚缸底部，利用虹吸作用將

含有魚介類排泄物的廢水吸入硝化池，於池內培養硝化菌並進行氨的分解，將氨

分解成植物能吸收的硝酸鹽與亞硝酸鹽，使之流進水耕池經由菜根吸收與過濾，

將過濾後的水循環至魚池內，就能重複用水。 

 

    魚菜共生系統有多種栽培模式，以水平式與立體式這兩種方式較多人使用，

不僅能大範圍養殖，也能個人小規模培育。 

 

    魚菜共生的運作上，須注意多項要素，如植物部分的營養成分須另外補充、

環境通風良好、水質酸鹼值控制等等，雖然運作方式較簡單，但在培養上需多用

點心觀察記錄，若是稍有疏忽可能導致平衡失調而兩敗俱傷。 

    

      

圖一、立體式魚菜共生設施              圖二、水平式魚菜共生設施 

   

  (四) 魚菜共生養殖及培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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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魚菜共生的養殖池內，有一點特別重要，就是不能使用農藥或殺蟲劑來撲

殺害蟲或雜草，因為大多數農藥對魚隻有殺傷力。相對而言，許多用來治療魚介

類寄生蟲或疾病的藥品，對植物也是有破壞性質的。若使用藥物，其很可能會囤

積在養殖生物內，若誤食可能對人體有害。任何病蟲害問題，都必須以嚴格防疫

與生物防治法來處理。這對於食品安全之考量，則是最佳的保障。 

    

    所以在栽培上，必須相當用心照顧與管理，就能減少魚隻生病或蟲蛀情形，

且為了減少照顧上的負擔，魚種建議飼養生命力旺盛或適應性強的種類較好，如

吳郭魚、錦鯉或寶石鱸；而蔬菜方面，若使用深水栽植法則以葉菜類較為合適，

其他模式任何蔬菜皆可種植。 

 

二、魚菜共生與水耕、水產養殖、稻田養殖之比較 

 

〈一〉 魚菜共生與水耕之差異 

 

    不只魚菜共生，最近幾年來興起的耕作方式也不少，水耕就屬其中一種。採

取無土栽培模式，能大量省下土地的開採與空間，魚菜共生也屬於水耕式的一

種，但其兩種在栽植與操作方面有諸多不同。 

 

    由於沒有土壤作為養分的運輸管道，水耕的作物難以從水中獲得所需的的營

養來維持成長，必須藉由人工補充營養素，然而，這就跟傳統農業使用的的化肥

有何不同。因此，水耕不僅不屬於有機農業，還可能因為不當使用人工營養劑而

造成水質上的污染，反而百害而無一利。魚菜共生方面，植物的營養物質全來自

魚產生的排泄物，只要養殖上的比例適當，就能大大減少使用人工營養劑，且整

個循環過程能有效淨化水質。 

 

     而水耕在操作方面也比魚菜共生煩雜許多。並非將蔬菜泡在水裡就稱為「水

耕」， 若要讓整個系統上的作物正常生長須投入長時間的照料及營養要素的研

究。不同種的作物所需的營養也不相同，因此營養劑的就須針對各項比例來精心

調配，但若過調配上稍有缺失可能造成作營養不足或營養過量導致水的優養化產

生。反觀魚菜共生，在經由許多人的實際栽培的實驗記錄上，只需在初期根據整

個系統的運轉狀況進行調整，數周後便能夠自體運作，只需管理好環境與水質，

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表一、魚菜共生作物與水耕作物之優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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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點 缺點 

水耕養殖 

1. 減少大量土地的使用。 

2. 作物生長迅速。 

3. 減少植物病原菌的來源。 

1. 人工營養劑的使用所造成的

水質問題。 

2. 操作上的複雜。 

3. 不當棄置造成環境污染。 

魚菜共生 

1. 運作上較簡單。 

2. 投入人力不需過多。 

3. 可同時生產魚和蔬菜。 

4. 有機。 

1. 不能使用治療藥劑。 

2. 水的維持困難度偏高。 

3. 養殖密度不可過高，會造成生

長環境上的不良導致死亡。 

 

〈二〉 水產養殖與魚菜共生的差異 

 

    農業生產及水產養殖是用水量較大的產業，而且是以池水或自然水體為生產

場所，生產性污染也大。在封閉的水池中養魚，加上養殖場多以密集式養殖為主，

會產生更多排泄物。一般養殖魚類，其所面臨的問題就是水中魚的排泄物問題，

排泄物多，產生的氨/氮也跟著變多，因為水質太過營養，進而產生「優養化」

的問題，水質惡化也會害魚生病。然而養殖業者多以換水來解決這個問題，若魚

池直接排出去的水未經過處理，就會產生環境污染的狀況。 

     

    河水、地下水、湖泊等養殖用水，又因大量化肥農藥、工業空氣污染或排泄

物自然水體造成了污染，水又是魚養殖的必要條件，從而污染水產養殖，所以現

在許多地方徒有淡水資源，卻不再適合水產養殖。 

 

    通過近 40 年的發展，魚菜共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實作體系。結合了水耕與

水產養殖之優點並去除兩個系統獨立運作時的負面觀點。植物得到魚所排泄的養

分而成長，而水耕植物吸收水中的污染物，讓魚兒得到乾淨的水質，魚與植物相

互間都能得到對方所產生的好處，共同生長在同一個互相依靠的生活環境中。魚

蝦與植栽的共生是一種自然的生態系統，到處可以見到它的存在。工業發展，城

市化推進，以及生態破壞環境污染，使水資源成為當前人類最為寶貴的資源，特

別是無污染的水更是不可多得的財富。 

 

表一、魚菜共生與水產養殖之優缺表 

 優點 缺點 

水產養殖 

1.彌補漁業產品供應量的不

足。 

2.未來提供動物性蛋白質的

主要來源。 

3.做為外銷導向的經濟作物。 

1.用水量較大。 

2.生產性污染大。 

3.以密集式養殖為主。 

4.水質惡化(優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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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菜共生 

1. 能節省各種成本。 

2. 降低有機廢棄物的排放。 

3. 無需施肥與消毒。 

4. 自然的生態系統 

5. 環保無汙染 

1. 投入相關研究的單位不多。 

2. 所需技術層面高。 

3. 不能使用治療藥劑。 

4. 水的維持困難度偏高。 

 

〈三〉 稻田養殖與魚菜共生的差異 

 

   「稻田養殖為農家之副業，係將魚類放養魚水田中使與稻作同時成長之方

法。」（李龍雄，1998）(註三)  

   

    中國大陸最早起源於西元 200 年，水稻田中放養魚隻，一面捕食害蟲，魚糞

又可補充作物生長所需的營養。珠江三角洲地區則是「桑基魚塘」系統，結合魚

塘與田埂，塘內養魚，田埂植桑養蠶，將養蠶的廢物作為魚糧，魚排泄物作為桑

樹及其他經濟樹的肥料，桑樹葉再養蠶。既促進種桑、養蠶、養魚事業的發展，

又帶動蠶絲產業的發展。 

 

    魚菜共生屬於生態型設施農業，其系統小到居家系統, 大到萬坪的商業化生

產系統都適用，推廣範圍寬廣，不僅能利用城市空閒空間開展食物生產，減少食

物里程，更能成為城市的綠色美化裝置。 

 

     然而魚菜共生不僅大大節省了肥料成本、節省 90%以上水資源、降低有機

廢棄物的排放，更節省廢棄物處理成本。但若水產養殖管理技術不足，魚的疾病

爆發；或種植管理不當，作物遭受病蟲害，會發生減產等，造成巨大損失。 

 

    魚和菜的種養比例、營養平衡難以掌握。然而不同的理念，會導致系統設計

差異和種養比例不同。如在歐美國家的魚菜共生大多以種植瓜果、宿根性植物為

主，而亞洲地區則多種植跟生產線或利益關係有相關之作物。 

        

圖五、稻田養殖                     圖六、魚菜共生 

 

表二、稻田養殖與魚菜共生之差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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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田養殖 魚菜共生 

兩者差異 

1. 魚菜共生的雛型。 

2. 挖中心魚溝。 

3. 需做欄魚柵。 

4. 田裡必須消毒與施肥。 

5. 需花費大量時間照顧。 

6. 以作物為主，兼養魚類 

5. 能節省各種成本。 

6. 降低有機廢棄物的排放。 

7. 無需欄魚柵、施肥與消毒。 

8. 投入相關研究的單位不多。 

9. 易造成挫折及誤解。 

10. 所需技術層面高。 

 

三、農藥使用及未來願景 

 

〈一〉使用農藥會造成的影響及生態破壞 

 

    農藥雖然可以防止病蟲草害，卻也同時連累其他物種，農藥灑在土壤中，有

的會流入附近河川，污染到地下水；有的會在環境中累積，毒性就越來越多。若

想要毒性在土壤中消失，因農藥的不同及各地環境的不同，估計所需之時間為十

幾年至數十年不等。 

 

圖三、噴灑農藥 

 

    使用農藥主要是為了殺死田間會侵害農作物的害蟲，但農藥的毒性除了殺死

害蟲之外，亦會將有益的昆蟲或生物殺掉，例如傳播花粉的蜜蜂、幫助翻鬆泥土

的蚯蚓等一起殺死，破壞到生態系統的平衡。 

 

    若有農藥殘留的土壤中使得土質變劣，以致於土地石化或沙漠化等現象。農

藥若揮發於空氣中或流到附近河流，污染地下水，會導致原棲息物種被迫搬離或

死亡造成生態的破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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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土地污染 

 

〈二〉魚菜共生的無毒產業 

 

    魚菜共生的規模大小可靈活調整，較無需換水，不使用農藥和化學肥料，利

用魚的排泄物，提供植物生長的養分，而植物淨化吸收過後的水，又可作為養殖

廢水返回魚缸；室內栽培亦較不受天候影響。魚菜共生不但環保，也可達到最佳

省水養殖方式。魚菜共生的水為閉鎖式循環所以不能使用農藥，因為用了農藥後

回流的水會讓魚池裡的魚死亡。魚類也不得使用生長激素，因為可能會造成菜的

變形。所以魚菜共生可說是無毒無農藥的產業，對環境也是一大幫助。 

 

    魚和植物各有生存方式，但要兩者共同生存，互利共生，這是需要花相當多

的心思與金錢時間。處理能力強的蔬菜瓜果植株，是有機物及礦質轉化的關鍵環

節，雖然對環境有幫助但金錢上的開銷及大，所以菜果的栽培技術也是成功養殖

的主要技術流程。近幾年來，規模化的魚菜共生系統逐步在世界各地建設投入研

究，室內的魚菜共生工廠也開始出現。利用魚菜共生這個方式來自己種植有機蔬

菜，可以在室內以無土栽培進行。 

 

参●結論 

 

    雖然魚菜共生的技術尚未發展成熟，但已有不少學校及研究單位朝此方向邁

進，採用此法作為實做課程，讓學生能體驗自己種植、養魚的經驗。魚菜共生能 

改善水資源浪費及汙染問題，透過水循環來讓兩者互助互信，而且也不需投施農

藥來驅蟲，減少蔬果上殘留對人體有害之化學劑，讓我們對食品衛生問題不再如

此擔憂。對於這項研究我們還會持續探索，慢慢的來讓所有人對於魚菜共生有更

多的認識，雖然緩慢，但也希望能夠逐步改善被我們人類迫害的，那美麗的藍色

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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