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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的目的為參加在澳洲北領地達爾文所舉行的World Aquaculture 

2023，本會議是全球最重要與最大的水產養殖會議，每年舉辦一次，本年度

會議為期 4天。本次World Aquaculture 2023的主題聚焦於水產養殖領域的永

續發展和創新技術，旨在探討提高水產養殖效率和友善環境的策略和方法。

本次大會聚集了來自全球的水產養殖專家、研究人員和學者，共同探討水產

養殖領域的最新進展和挑戰。此外，來自世界各地的海洋科學及珊瑚研究學

者也分享了關於海洋生態、海洋生物、珊瑚保育及珊瑚礁復原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對於珊瑚礁保育工作具有重要價值，也對海洋生態

保育和水產養殖業的永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參考價值。本人亦於會議中發表

論 文 壹 篇  “EMPLOYMENT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CRYOBANKING OF CORAL LARVAE”。本次會議中本人分享了台灣在海洋

生物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對珊瑚及魚蝦貝類的研究和保育工作。台灣

的科學研究成果受到來自世界各地與會專家及學者的認可和讚賞，也與其他

國家的研究團隊建立更深入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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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目的 

出席澳洲北領地達爾文所舉行的World Aquaculture 2023，本人亦於會議中

發表論文壹篇  “EMPLOYMENT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CRYOBANKING OF CORAL LARVAE”(摘要如附錄一)，也藉由出席此會議促

進國際交流與研究合作。 

 

過程 

World Aquaculture 2023於 2023年 5月 29日至 6月 1日於澳洲北領地達爾

文舉行，本會議也是自 2014年於澳洲舉辦後，睽違 9年後再次安排在澳洲北領

地達爾文舉行，本會議也是全球水產養殖領域的重要盛會，每年舉辦一次，旨在

於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學者和業界專家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和交流水產

養殖各相關領域的最新進展和挑戰。 

本人於 5月 28日搭乘澳洲當地時間晚上 8:40飛往澳洲達爾文機場的航班，

隔日凌晨約 00:45點抵達澳洲達爾文機場，隨後搭乘計程車赴下榻飯店休息。並

於當日赴會場註冊、報到並參加第一日會議，會議議程如附錄二，飯店至會場約

10分鐘車程。 

大會設有多個主題演講和研討會，涵蓋了水產養殖的各個領域和相關議題，

包含主題相當廣泛，包括 indigenous aquaculture and livelihoods、crustacean 

aquaculture、inland saline aquaculture、prawn / shrimp culture，offshore aquaculture、

African aquaculture、echinoculture、autom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seaweed and 

microalgae以及 corals and integrated aquaculture等每個子議題都有論文發表的演

講。除此以外，大會也安排 keynote的大型演講，演講的題目皆為最新的養殖系

統和設備，包括智能化監測、水質管理和飼料技術等方面的創新。另外，重視海

洋生態保護和漁業永續發展的議題，強調海洋生態系統保護與養殖業的永續發展

之間的平衡也是本次會議聚焦的亮點之一。 

由於本人的研究領域為海洋生物低溫冷凍保存，因此選擇參加了 seaweed 

and microalgae以及 corals and integrated aquaculture子議題，本人亦於會議中發

表 論 文 壹 篇  “EMPLOYMENT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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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OBANKING OF CORAL LARVAE”(摘要如附錄一 )。 

 

心得 

1. 水產養殖創新：本次會議展示了眾多令人驚豔的水產養殖創新技術，從智能

監測到高效養殖系統來提升產業效益。透過專題演講和討論，更進一步瞭解到許

多創新的養殖技術和管理策略，以提高水產品質和效率，同時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2. 海洋科學及珊瑚研究的重要性：珊瑚是海洋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物種，但由於

氣候變化、污染、過度捕撈等因素，珊瑚的數量正在急劇下降。珊瑚的衰退和疾

病對於海洋生態系統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並對水產養殖業帶來了重大挑戰。

因此，加強珊瑚研究以保護其存在的價值及完整性甚為重要，這不僅有助於保護

海洋生態環境，，也為水產養殖業提供了永續發展途徑。 

3. 跨國合作機會：大會提供了與世界各國的從業人員、專家學者和研究團隊建

立合作的絕佳機會，擴大國際性網絡，促進共同合作發展的機會。 

 

建議 

1. 水產養殖技術創新：鼓勵在水產養殖業中採用創新技術和方法，以提高養殖

效益和環境永續性。例如，開發高效能飼料、適應新興養殖系統（如循環式和多

層式養殖系統）以及應用先進的監測和控制技術來實現養殖業的永續發展。 

2. 海洋生態保護和珊瑚保育：加強對珊瑚保育和海洋生態保護的重視，鼓勵海

洋科學及珊瑚保育研究和監測工作，以保護海洋生態及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健康及

完整性。 

3. 跨領域合作：促進水產養殖業與其他相關領域之間的跨領域合作，如生物學、

海洋科學、環境科學等。這將有助於共同解決水產養殖業面臨的挑戰，並提供更

全面的解決方案和創新思維。 

4. 國際合作與知識交流：加強國際間的合作與知識交流，透過國際性研討會、

研究計劃和國際合作，促進水產養殖業和海洋生物科學研究的合作和知識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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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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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