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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透過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透過人文關懷，協助解決牡蠣產業

與漁業社區所面臨的問題，並以永續、環保為理念，改善蚵農的養殖策略，協

助提升牡蠣產業競爭力。OCF牡蠣養殖浮筒模組改善蚵農的工作品質與產量，

提升蚵農們在採收時的方便性，並節省了每年需定期更換浮筒的金錢。將 OCF

導入牡蠣養殖產業後，以善的永續循環改善牡蠣養殖所帶來的設施汙染與產

量。 

 

 

 

 

 

 

 

 

 

 

 

 

 

 

 

 

 

 

 

 

 

 

 

 

 

 

 

 

 

 



第一章 創作動機 

牡蠣棲息生態受到工業污染與全球暖化的影響，加上近海的水質污染，導致

蚵苗不容易附著及牡蠣不張口覓食，生長期也從過去的半年，拉長至一年以上。

面對環境的惡化，受衝擊的養殖產業，因應環境與氣候變化，而產生了複雜的飼

養方式，進而造成蚵農的負擔。 

在者，近來年因人類活動排放溫室氣體造成極端氣候，常於牡蠣養殖期中間

時段出現難以預期的惡劣海況(如強烈西南氣流或是梅雨峰面)，摧毀蚵架，蚵民

其實是氣候變遷第一線的災民。但是因為災損後，大量破碎四散之竹架及浮具，

被海浪沖上岸，造成嚴重之環境污染，受災蚵民不但未得到同情，反而倍受各方

責難。 

 

 由右圖可得知，台灣的牡蠣

在 2017 年 2 萬 3179 噸，為全球

第六名，而近年來逐漸下滑的趨

勢。經過調查，得知主產地的雲

嘉南養殖灘地陸域化，導致養殖

面積減少；蚵串、剖蚵肉、蚵棚作

業的人工成本高；加上台灣多颱

風。 

 

 

 

嘉義沿海牡蠣養殖浮筏

式約一萬棚、平掛式約六百五

十公頃，年產量八五一一公

噸，佔全國產量四成七五，盛

產期為五至九月。在 2021年，

颱風及西南氣流重創嘉義的

牡蠣農業，風災前採收約三至

四成。災後受強風巨浪影響，養殖蚵棚流失、撞疊、牡蠣脫落等災害，縣府漁業

科及嘉義區漁會統計，損失約 8000萬元。 

 



傳統的養殖方式，會造成海洋環境汙染，進而影響牡蠣產業的產量。 

 

 

強浪、強雨會導致保麗龍破碎，會成為海岸污染的

隱憂。 

 

 

 

 

傳統的竹架會因氣候、海水侵蝕影響，因此會耗

費大量金錢在更換竹子。強風大雨過後，蚵棚養

殖所產生廢棄竹子，將會大量堆積綿延幾公里的

海岸。 

 

 

 

台灣主要的浮筏式牡蠣養殖業分布在雲林、嘉義、台南等地海岸，牡蠣養

殖廢棄物卻遍布全台。2018年，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發現東北海域的塑膠微粒

數量居全台之冠，其中發泡塑膠的占比較高。經科技部資料庫進行洋流模擬

後，發現西南沿海的牡蠣廢棄物隨洋流北上，再受東北角海域的渦流牽引而滯

留東北海岸。 

根據環境資訊中心所述，西南沿海養殖漁業廢棄物占比逾六成，目前約有

2.4萬棚的牡蠣，估計每年會使用 12至 20萬顆保麗龍浮具，其中每年約有 

3.6至 6萬顆流失，廢棄物數量相當可觀。 

第二章 訪談研究與分析 

 

 

 

 

 

 

蕭先生 

46年的工作經驗 

澎湖縣白沙鄉 正義鮮蚵 

EPP浮具（發泡聚丙烯）、保麗龍 

竹棚、保麗龍 



受訪者採用以下兩種養殖方式，並搭配季節輪流在潮間帶與外海養殖，目的

是斷絕扁蟲食物提高牡蠣生存率。使牡蠣在不受扁蟲侵擾情況下，有效提升牡蠣

生產速度與產量。然而，牡蠣搬運、場域更換等複雜的養殖方式，將擴大蚵農的

職業傷害。 

 

 

 

 

 

 

 

 

 

根據與訪談蚵農訪談所了解的現有問題分析： 

每串養殖牡蠣約 4公尺長，重 20到 40公斤，採收時雖

有吊臂先將繩拉起，但仍需仰賴人力將牡蠣串放入籠具

內。不斷重複搬運、採收、固定、放養等這一連串耗力

費神的動作，長期下造成職業傷害。 

 

 

牡蠣殼十分銳利，且殼上附著大量寄生蟲，像是海洋弧

菌等，在採收時若被刮傷，會造成蚵農皮膚腫痛。嚴重

時，將感染壞死性筋膜炎，且引發敗血性休克導致死亡。 

 

 

養殖牡蠣的人口越來越少且老化，加上養殖工作十分

消耗體力，長期工作，可能會造成長者腰椎、骨頭過

度磨損而造成永久性傷痛。近年來，牡蠣需求量日漸

增加，造成供不應求的情形。 

 

養殖牡蠣人口下降且老化，牡蠣需求量供不應求 

過重的牡蠣串仰賴人力從海面拉起，對腰椎的負荷過大 

牡蠣殼銳利且附著的微生物會造成壞死性筋膜炎 

退潮時牡蠣會露出水面，

直接受陽光曝曬，因此受

扁蟲的危害較低。但退潮

時牡蠣會離開水層無法

攝食，所以生長速度較

慢。 

 

潮間帶平掛式養殖 潮間帶平掛式養殖 潮間帶平掛式養殖 

因養殖期間均垂掛在水裡，濾食時間長，成長速

度較快。但是，若養殖深度深且持續泡在水層中

容易引來扁蟲侵襲。 



第三章 設計內容與運作方式 

一、設計概念 

OCF 為一可透過繩索切換垂直式、平掛式及蚵棚式養殖的模組化浮筒，

提供蚵農於潮間帶與深海轉換使用，改善蚵農的養殖策略，減少牡蠣養殖複

雜流程及降低職業傷害。 

二、使用流程 

產品應用於養殖個階段，並配合傳統牡蠣養殖流程。 

 

 

 



 

 

6-9月扁蟲繁殖季，為了使牡蠣躲過扁蟲的侵食，而採取潮間帶平掛式

養殖，也讓蚵農較方便照顧。 

蚵農會先將 OCF固定於潮間帶，接著將牡蠣串以水平的方式綁在 OCF上，

並等待海潮帶來蚵苗附著到牡蠣殼上。 

 

 

 

 

 

 

 

 

 

潮間帶平掛式養殖 



 

 

將帶有蚵串的 OCF用繩串在一起避免脫離，並且綁在船上直接地運

到外海進行養殖。 

 

 

採用延繩式養殖，增加牡蠣濾食時間並快速成長。OCF綁上錨固定，

避免在海床上的漂移。 

轉移養殖場域 

深海延繩式養殖 



 

 

 

將蚵串藉由浮力捲起，使蚵農輕鬆地將牡蠣收起，並且運回岸邊。

另外，可藉由支撐桿勾住 OCF的側邊，加速收成，及避免蚵農的腰椎受

傷。 

與傳統的方式較為不同，不需額外耗費力氣將牡蠣串從海面拉起，

再收回籠子裡。 

 

 

 

 

收成 



三、刻紋設計 

刻紋及平台的設計可增加蚵農們在行走的安全性。 

四、浮力計算 

 

 

 

 

 

單個掛勾可承重 24公斤/個。 

單座 OCF可承重 450公斤牡蠣+70公斤的蚵農。 

 

 

 

 

          



五、吃水重量顯示 

透過 OCF側面顏色顯示、刻紋，得知牡蠣吃水的重量，以此作為蚵農是

否採收的判斷。 

六、材質說明 

ASA是由苯乙烯、丙烯腈和壓克力橡膠共聚合而成。ASA不僅維持了 ABS

之主要特性，並結合壓克力耐候之優點，使得產品之應用可延伸至戶外之用

途。ASA樹脂適用於高溫需求之產品，且耐紫外線、強風、雨淋，應用於小

型船殼、衝浪板等產品。 

OCF採用 ASA材質，延長 OCF的使用時間，同時，避免了因產品受熱及

海浪的衝擊而分解。 

 

 

 

         



第四章 產品比較 

一、傳統與創新養殖方式比較 

 

 

退潮時牡蠣會露出水面，直接受陽光曝曬，因此受扁蟲的危害較低。OCF

讓蚵農在綁蚵繩時，更有系統地綁繩，避免蚵繩打結。 

 

 

 

因養殖期間均垂掛在水裡，濾食時間長，成長速度較快。OCF讓蚵農更

安全地行走在浮棚上，收成時也讓蚵農更加輕鬆便利。 

 

 

 

因養殖期間均垂掛在水裡，濾食時間長，成長速度較快。OCF避免材料

結構破碎而汙染海洋，並且提升了蚵農們的收成速度。 

潮間帶平掛式養殖 

浮棚式養殖 

外海垂直式養殖 



 

二、產品浮具比較 

 

三、硬式浮筒缺點 

現有的硬式浮筒因

為成品重量較重、不易綑

綁，反而導致漁民使用不

便，大幅減低替換意願。 

 

 

 

 

 

 

 



四、硬式浮筒設計改良 

 

實地探討漁民的養殖方式、工作模式等角度著手設計，將硬式浮筒改良

設計，改善搬運、綁繩的問題，有效提升工作品質與環境永續。 

第五章 市場潛力 

一、影響力 

 

嘉義沿海牡蠣養殖，受杜蘇芮颱風影響，東石布袋沿海出現風力 10 級

以上強風及大浪，造成牡蠣養殖發蚵棚流失、毀損、撞疊、蚵粒脫落等災害。 

縣府統計，整體牡蠣養殖災害損失達 1億元，其中浮筏式蚵棚被害棚數

5000棚，平均損害程度 35%，平掛式蚵棚被害面積 250公頃，平均受害程度

20%。 

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向中央建議辦理救助及低利貸款，救助金

額為浮筏式每棚六千元、平掛式每公頃三萬三千元，全力協助產業復建。 

 
 

 



 

 

 

 

 

 

 

 

 

 

 

 

 

 

 

 

 

 

 

 

 

 

 

 

 

 

 

 

 

 

 

 

 

 

 

 

 

 



二、目標市場 

目標市場以台灣西南區域為主，並與蚵農合作配合，一方面減緩蚵農

的職業傷害、增加牡蠣產值。 

 

 

 

第六章 服務模式 

一、政策搭配 

訂出一套針對養殖浮具標準的規範與回收機制，並推出 OCF浮具，減

少海洋廢棄物。 

 

 

 



 

二、推廣服務 

 

 

 

 

 

 

 

 

 

 



三、商業服務  

第七章 測試與應用 

一、設計迭代 

二、測試 

透過 1:10的縮比例，模擬蚵農的使用情形、移動性，並測試模型可承

重的浮力。 



三、產品模型 

 

 



 

 

第八章 預期效益 

 

 

 

 

 

 



 

 

第九章 團隊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