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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2023 澳洲 APMBC亞太海洋生物技術研討會-臺灣厚殼文蛤的

初步探索」 

 

出國報告書 

 

摘要 

 

本次參加 2023 澳洲阿得雷德第十三屆亞太海洋生物技術研討會

APMBC(Asia-Pacific Marine Biotechnology Conference, APMBC)亞太海洋生

物技術研討會和第 5屆澳洲紐西蘭海洋生物技術協會 ANZMBS(Australia New 

Zealand Marine Biotechnology Society, ANZMBS)聯合舉辦，會議聚焦於當前

亞太地區海洋生物技術研究和產業發展，故吸引全世界許多海洋生物技術專

家、產業、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參與。此外這也是 APMBC首次在澳洲/紐西蘭地

區舉辦。透過結合紐澳和亞太地區，雙方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藉此提升海

洋生物技術產業成長和未來發展絕佳的機會。 

與會臺灣成員來自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

功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及農業部水產試驗所等研究機構。 

本次報告主題包含海洋生物多樣性、水產品加工及萃取、水產養殖及漁

業、糧食安全與藍色農業、藻類生物技術；永續發展的部分含生態系統及循環

經濟、海洋真菌、海洋生物材料、遺傳育種等研究領域。筆者之海報發表關於

文蛤育種分析初期階段探索，也藉由會議之交流互動，多方認識相關領域學

者，啟發更多的研究想法，促進國際研究合作。 

會議的主要目標是促進整個亞太地區的學術與產業夥伴建立合作關係，會

議規劃的一個主要特點產學之平衡，故吸引學術和產業參與的熱烈討論。該計

畫提供產業、投資和政策建議交流，作為政府產業合作制定發展政策優先考量

業界潛力將本身的成果合作彼此交流，並透過學術及業界資訊的統合增進合作

機會，帶給人類海洋糧食資源及漁業資源的多元永續發展，在未來持續突破科

學及產業上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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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2023 澳洲 AMPAC亞太海洋生物技術研討會」 

出國報告書 

 

壹、研習目的 

 

此次參加由澳洲主辦 2023亞洲太平洋海洋生物技術研討會，為促進海洋生

物技術研究及相關跨領域科學與技術之發展合作及交流，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

會學員也共同出席，國內學者及學生來自於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及農業部水產試驗所等相關研究機構。 

尤其這也是 APMBC首次在澳洲/紐西蘭地區舉辦。透過結合澳洲、紐西蘭和亞太

地區，彼此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來提升海洋生物技術產業的成長和學術研

究未來發展向前的機會。 

會議會場在南澳阿得雷德市中心會議中心，位於阿得雷德河岸，由三座獨

立建築物集成的組成：該建築利用其在托倫斯河上的黃金位置，提供充足的自

然光和河流全景。阿得雷德國際機場距離阿得雷德會議中心僅 7公里，搭乘計

程車即可快速抵達，南澳為澳洲大型海鮮產業的發源地，由多個行業提供海洋

生物技術服務，該產業不斷尋求產品的附加價值。 

澳洲海鮮合作研究中心(Seafood CRC)於 2007 年至 2014 年間坐落阿得雷

德，為南澳提供多個海鮮/水產養殖業的研究計畫資助，例如南方黑鮪、黃尾石

首魚、沙丁魚、牡蠣和南方岩龍蝦。位於南澳海灘港的澳洲海帶產品公司 

(AKP) 生產液體海帶肥料和海藻動物飼料。為了推動澳洲第三代高價值海洋生

物產品產業的發展，由 70多個產業和研究合作夥伴組成的澳洲國家級產業驅動

研發聯盟已在 2021年獲得大量公共和私人資金，以支持建立海洋生物產品合作

研究中心(MBCRC)，澳洲國家工業驅動的研發旗艦，臺灣也可以依循澳洲的模式

進行產業升級結合資金和研究。 

本次筆者發表關於文蛤厚殼育種分析初期階段，藉由會議多方認識相關領

域育種學者並進行交流，來激發更豐富多元的研究想法，增加國際間研究合

作，瞭解有關水產繁養殖頂端技術的最新發展。由於近些年氣候變遷，導致氣

候不穩定，因為強降雨養殖池水鹽度、溫度、酸鹼值等多項變化，造成貝類大

量死亡，透過不同水產物種的育種模式，選種及 SNP，篩選規劃如何在未來建

立更好更快速精確的遺傳育種模式，大幅降地傳統表觀遺傳的困境，利用分子

生物學及次世代定序 NGS，快速挑選耐極端氣候變化的優質品系，提高國家糧

食安全及業界種苗的未來方案，期許臺灣未來貝類養殖及研究上更加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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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內容 

一 行程 

本次赴澳洲阿得雷德亞太海洋生技研討會 

 

時間 地點 內容 

9月 30日至 10月 1日 桃園國際機場 

澳洲雪梨轉機 

澳洲阿得雷德機場 

由桃園搭乘華航到澳洲

雪梨轉機至阿得雷德機

場。 

10月 2日 澳洲阿得雷德會議中心 會議第一天 

開幕報到貼海報 

10月 3日 澳洲阿得雷德會議中心 會議第二天 

三項主題演講 

1.海洋生物多樣性與資

源 

2.水產品加工及萃取 

3.水產養殖與漁業 

10月 4日 澳洲阿得雷德會議中心 會議第三天 

上午場次主題演講 

1.糧食安全與藍色農業 

2.藻類生物技術 

3.永續發展 

中午/下午場次 

1.海洋生物運用醫學 

2.海洋組學 

3.海洋毒素 

最後場次 

海洋生物技術女性領導

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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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內容 

10月 5日 澳洲阿得雷德會議中心 會議第四天 

上午場次主題演講 

1.海洋真菌產品 

2.藻類生物技術 

3.海洋生物材料 

中午/下午場次 

1.海洋生物多樣性 

2.南澳研究與發表研究

所 

3.水產養殖與漁業 

下午場次 

1.永續發展:氣候變遷與

碳封存 

2.投資論壇 

3.水產養殖與漁業 

10月 6日 澳洲阿得雷德會議中心 會議第五天 

三項主題演講 

1.海洋生物材料 

2.藻類生物技術 

3.糧食安全與藍碳 

頒獎海報及口頭發表獎

項 

閉幕儀式 

10月 8日至 10月 9日 澳洲阿得雷德機場 

澳洲墨爾本轉機 

桃園國際機場 

由澳洲阿得雷德機場到

墨爾本轉機回到桃園國

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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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演講育種重點 

 

鮑魚育種 

演講題目:「綠色太平洋雜交鮑魚」（Haliotis discus hannai Female X 

H.fulgens Male）生長性狀的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中國福建農林大學 

演講者: Zipping Zhang 

 

主要討論了中國福建地區鮑魚養殖、育種、以及未來如何挑選快速成長的鮑魚

方法: 

中國養殖鮑魚來自墨西哥、澳洲、紐西蘭分為 1.太平洋鮑魚-皺紋盤鮑 2.青邊

鮑魚 H.laevigata 3.綠鮑魚 H.fulgens 

生長速度是鮑魚養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雜交提高某些特徵（例如生長速度）。

常見的雜交兩種品種為 

1. 虎鮑魚 (H.rubra X H. laevigata) 

2. 綠太平洋鮑魚 (H.discus hannai X H. fulgens) 

養殖性狀的雜交種活力已在種間鮑中廣泛觀察到與親代相比，虎鮑和綠太平洋

鮑的生長速度較快。雜交種生長性狀占主導地位的分子機制尚不清楚—哪些基

因或 SNP可能有助於更快的生長？而全基因組關聯研究 (GWAS) 是特徵分析的

強大分析工具。 

方法流程為；定序基因分型 1.SNP 的鑑定 2.GWAS（LMM 和 FarmCPU）3.生長性

狀相關的 SNP 和基因 4.透過檢查候選 SNP 和基因的表達來驗證。 

生長表型性狀用總重、殼重、足肌重、軟體重；以及殼長、殼寬、殼高，並將 

生長性狀的表型數據整理皮爾森積動差相關係數熱圖測量的雜交鮑魚生長性狀

顯示出顯著的正相關性，表明這些性狀的協調調節。 

 

定序資料的品質控制選出 30 個最常出現的 SNPS數量的分佈 1. 以基因分型鑑

定出 745,304個 SNP和 96,271個 INDELs 2. 521,802 個 SNP透過後續關聯分

析的品質控制。並且用生長性狀 GWAS(LMM) 結果製成曼哈頓圖，最後找到 27 

SNPS 主要位於基因內含子、基因間區域和上游基因變異，顯示與生長性狀有顯

著相關。 

 

總結生長性狀的全基因組關聯分析能夠透過 2 個不同的模型識別多個生長潛力

/顯著/關聯極顯著的關聯位點。而上述的 27個 SNP可以作為輔助育種的候選分

子標記，透過增加後代顯性等位基因的頻率可以實現優良生長性狀的穩定遺

傳。表達模式分析證實這些基因座可能透過改變生長相關基因的表達來影響生

長性狀。 

 

研究觀察到雜交所得的混合品種，如虎鮑和綠太平洋鮑魚，比純種品種生長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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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快，顯示雜交種活力在鮑魚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雜交種活力的分子機

制仍不清楚，尚未確定哪些基因或 SNP對更快的生長有貢獻。全基因組關聯研

究 (GWAS) 被應用於分析這些性狀。 

 

實驗採用了 SNP分型鑑定，進行了 GWAS分析，找到了與生長性狀顯著相關的

SNP和基因。 這些關聯位點主要位於基因內含子、基因間區域和上游基因變

異，進一步證明了它們與生長性狀的顯著相關性。透過這項研究，確定了 27個

SNP，它們可作為候選分子標記用於輔助育種，透過增加後代顯性等位基因的頻

率來實現良好生長性狀的穩定遺傳。同時，表現模式分析也證實了這些基因位

點可能透過改變與生長相關的基因的表達來影響生長性狀。 

 

最後透過全基因組關聯分析，鑑定出多個與鮑魚生長性狀相關的關聯位點，提

供了有力的遺傳信息，有望幫助改進鮑魚的育種方法，加速培育具有更快生長

速度的鮑魚品種，為鮑魚養殖業的永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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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蠣育種 

演講題目: 福建沿海福建牡蠣遺傳多樣性-中國集美大學  

演講者 Huayong Que 

 

中國福建牡蠣養殖最大宗為葡萄牙牡蠣，第二為熊本牡蠣、第三香港牡蠣、最

後為近江牡蠣。並且中國集美大學在 2021-2023年間收集了 19處野生牡蠣及養

殖場採樣數據庫。建構野生及養殖牡蠣基因庫，並分析從福建沿海採樣回來的

牡蠣外表型態，基於現場調查取樣,結合採用多種特異性 PCR(multiplex 

species-specific PCR)、ITS2雜交種鑑定和 COI定序共同鑑定福建沿海巨牡

蠣(Crassostrea)種類及其分佈情況，並找到 600bp上位點進一步分析，用此方

法分析出 3種巨牡蠣沿中國東南海岸線分佈。 

1. 18 個地點發現了 607 個 葡萄牙牡蠣 Crassostrea. angulata (63.23%) 

2. 17 個地點發現了 343 個 熊本牡蠣 Crassostrea. sikamea (35.73%) 

3. 10 個香港牡蠣 Magallana hongkongensis (1.04% ) 在 1 個地點發現。 

 

葡萄牙牡蠣 Crassostrea. angulata 的歷史 

葡萄牙牡蠣，長期以來被認為原產於大西洋，是歐洲養殖的主要雙殼類物種，

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大規模的北方牡蠣導致它現在只存在於少數地區，如:

歐洲地區。 

葡萄牙牡蠣在中國的廣泛分佈和高度的基因多樣性顯示葡萄牙牡蠣是從中國轉

移而來的，然而，歐洲東部和福建牡蠣的基因數，目前葡萄牙牡蠣主要分佈在

中國南部、越南和日本。其中中國東南部地區是葡萄牙牡犡的主要分佈和繁殖

區，每年都有一批卵從福建運往中國其他地區和越南。 

 

考慮到近 20年來福建主要海灣進行了高強度的牡蠣養殖，有必要了解福建沿海

地區野生牡蠣族群的物種組成和數量比例等自然遺傳資源情況。 

 這些研究結果揭示了福建沿海地區巨牡蠣屬的物種組成和分佈情況，為進行牡

蠣的遺傳多樣性分析、遺傳分化等種群遺傳研究提供了關鍵基礎資料,為牡蠣遺

傳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奠定重要基礎。 

 

特別是對於葡萄牙牡蠣的歷史，研究揭示了其在中國的廣泛分佈和高度的基因

多樣性，這暗示著葡萄牙牡蠣可能源自中國並在其他地區傳播。考慮到近 20年

來福建地區進行了高強度的牡蠣養殖，這項研究結果提供了有關福建沿海地區

巨牡蠣屬物種組成和分佈的重要資訊，為進一步的牡蠣遺傳多樣性研究和資源

保護提供了基礎。這將有助於更好地管理和利用牡蠣的遺傳資源，同時也為減

少環境污染對牡蠣養殖造成的潛在經濟損失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7 
 

魚類育種 

1. 大黃魚多基因組選拔研究 

演講題目:大黃魚多性狀綜合基因組選拔-集美大學；演講者: Ming Fang 

 

大黃魚是中國產量最大的海水魚種之一，近年來開始研發鑑定生長及抗病的遺

傳特性及性狀相關分子標記、致病基因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抗病育種及生長育種可以縮短養殖週期，並透過無添加魚粉的飼料來解決魚粉

短缺問題。 

大黃魚常見疾病及出現月份 

1. 體表潰爛:3-5月 

2. 寄生蟲及皮膚白斑:5-7月 

3. 內臟因寄生蟲造成的白斑:4-5月 

4. 細菌性引起白鰓:6-9月 

 

並將所蒐集的樣本進行基因組選拔，透過全基因組分型、表型分析、親緣關

係，和內臟白斑症抗病育種標記選拔，以 MassArray進行基因分型依據 GEBV，

選出雌魚 31條，雄魚 22條，以上這 53條是由 665隻挑選出。 

 

預期可挑選成長快及抗病的品種進行擴大培育，改善因環境汙染造成大黃魚減量

的經濟損失，並增加糧食穩定。 

 

大黃魚常見的疾病和其出現月份已經被確認，這對於早期預防和治療具有重要的

指導意義。此外，透過採集樣本並進行基因組選拔，全基因組分型以及表型分析，

成功選拔出表型和親緣關係，以及對內臟白斑症的抗病育種標記選拔，這些都有

助於提高大黃魚的養殖品質。 

 

未來，希望能夠更快速地選拔具有生長迅速和抗病性的品種，以擴大其養殖規模。 

這將有助於改善因環境污染導致的大黃魚減產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並增加食品供

應的穩定性。這些研究對於中國的漁業和養殖業有著正面的影響，為產業的永續

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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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魚類基因組編輯育種現況及展望 

演講題目:魚類基因組編輯育種現況與展望-中國黃海水產研究所 

演講者:陳松林 

 

日本牙鮃、中華舌鰈和比目魚等魚類的遺傳基礎以及研究方法。 以下是演講的

重點： 

1. 日本牙鮃抗病性遺傳基礎： 

日本牙鮃對遲緩愛德華氏菌抗性是多基因性狀，還找不到主要效應基因。 

基於使用全基因組數據、高密度 SNP連鎖圖譜、QTL精細定位、蛋白質體學和

GWAS分析進行研究。 

2. 中華舌鰈抗病性遺傳基礎： 

中華舌鰈對弧菌症的抗性也是多基因性狀，缺乏主要效應基因。 

透過 GWAS和轉錄組分析證實抗性是多基因的，且具有微效應。 

發現了雌性特異性分子標記，可以協助性別鑑定。 

3. 性別連鎖標記： 

使用 AFLP和微衛星（SSR）標記可以識別魚類的性別。 

偽造雄性個體的後代中，約 95%是雄性。 

4. 基因組編輯技術： 

建立了基因組編輯平台，使用 TALEN技術剔除 dmrtl基因，以改善中華舌鰈的

生長速度。 

5. 基因組選擇技術： 

建立參考族群，篩選出抗病和易感染家系，進行基因組重定序，並估計 SNP和

GEBV的遺傳效應。 

 

這些研究結論表明，日本牙鮃和中華舌鰈的抗性特徵是多基因性狀，沒有明確

的主要效應基因。 研究採用了全基因組數據、高密度 SNP連鎖圖譜、QTL精細

定位、蛋白質體學和 GWAS分析等多種方法來深入研究這些抗性特徵的遺傳基

礎。 開發了日本牙鮃的 SNP陣列，提高了遺傳選拔的精確度。 

 

此外，研究中還發現了與性別相關的分子標記，可用於性別鑑定，以及利用基

因組編輯技術改善中華舌鰈的生長速度。並開發中國首個用於魚類抗病育種的

SNP晶片「育新 1號」（50K）。與傳統 BLUP相比，預測精度提高了 20%。 

 

上述透過建立參照群體和 SNP數組，提高了魚抗病育種的遺傳選拔效率，為相

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 這些研究結果對魚類養殖業和遺傳改良

領域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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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料生物-微藻 

演講題目:微藻生物技術的宣傳、希望與未來之路-荷蘭瓦赫寧根大學 

演講者: Maria Barbosa 

 

探討微藻在促進糧食安全和應對環境挑戰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其在生物技術領

域的潛力。  

以下為重要資訊： 

1.利用陽光、肥料、糖、CO2和海水生長，具有生產蛋白質和脂質的潛力，從而

促進糧食安全。 

2.作食品、飼料、能源和化學品的原料，具有高面積生產率和 100%的肥料利用

率。 

3.取代大豆蛋白、魚油和棕櫚油，並在現代工業生物技術中用作細胞工廠來生

產設計飼料、重組蛋白、生物製藥和疫苗的潛力。 

德國在二戰期間首次嘗試工業化利用微藻作為潛在的主要食物來源，但第一波

微藻生產發展在綠色革命中受到阻礙。 

4. 用於人類保健食品和水產養殖飼料的市場在 1990年代發展，在石油高峰時

期和原油價格上漲時，生物燃料推動了微藻生產的興趣。目前，微藻生產公司

已轉向永續蛋白質來源和食品成分，導致該領域的技術發展和生產設施規模擴

大。儘管微藻食品補充劑和水產養殖市場有所成長，但全球市場總量仍相對較

小。 

5. 用於生產富含蛋白質的食品或飼料補充劑，即「單細胞蛋白」（SCP），但目

前的生產規模仍然較小。 

微藻有不同的養分模式，包括光養和混合養，光是光養和混合養培養的重要基

質。微藻作為生產蛋白質治療藥物的潛在細胞工廠備受關注，但工業規模生產

尚未實現。 

6.商業化生產面臨規模經濟問題，但它具有高土地利用效率，特別是與其他微

生物 SCP來源相比。 

 

講者強調了微藻在永續食品生產和生物技術領域的重要性具有巨大的潛力，以

應對人口成長和環境挑戰。儘管存在一些挑戰，例如規模化生產問題，微藻作

為一種永續資源，為未來的永續發展提供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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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動物遺傳育種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近年來，全球的魚類和貝類養殖業經歷了巨大的進步，這些進展借助基因組資

訊和基因型與表型之間的關聯，開展了遺傳連鎖圖譜、微陣列、單核苷酸多態

性（SNP）陣列、標記/因果突變輔助選擇、轉錄組資料庫以及基因組參考序列 

等各領域的研究。得益於 CRISPR技術的突破，使得基因組編輯成為現實。 

 

水產養殖動物遺傳育種的關鍵經濟特性包括抗病性、飼料轉換率、生長速度、

行為、繁殖特性以及對環境壓力的耐受性，如低溶氧、高溫或低溫、鹽度、體

內成分和肉質。透過遺傳分子標記的快速選擇、精確控制變異位點和基因編

輯，未來將更快改善經濟產量，從而推動水產動物養殖業的發展。 

 

傳統上，商業水產養殖行業的遺傳改良依賴於表型和家系信息，但最近領先的

國際養殖公司已經開始在育種計劃中應用基因組技術，尤其是在擁有先進基因

組資源和工具的物種中。 

 

基因組資訊為加強生理研究提供了強大的工具，其結果可用於改善養殖和飼料

配方、育種技術以及遺傳選擇或篩選，例如表觀遺傳學、蛋白質組學和代謝組

學。如今，許多水產養殖物種都已擁有各種組裝狀態的全基因組序列，可以識

別基因組變異，如 SNP。然而，這些資訊僅在預測對生產或產品品質有正面影

響的表型時才有用。因此，遺傳圖譜、數量性狀位點（QTL）分析、全基因組關

聯研究（GWAS）、基因表達譜和生物資訊分析可用於鑑定與特定表型性狀相關

的基因型變異，然後可以在育種計劃中加以利用。 對於一些水產養殖物種，我

們已經實現了基於基因組的技術，如標記輔助和全基因組選拔，這些技術可以

用於增強水產養殖性狀，研究開始關注功能性狀和商業重要性狀背後的基因調

控網絡。更全面地了解生長、繁殖和抗病性背後的基因網絡將為水產養殖業開

發更強大、更具生產力的遺傳群體提供知識庫。 

 

以上文中，我們回顧了基因組工具的發展以及基因組技術在水產養殖物種遺傳

改良的應用。具體而言，我們審視了基因組圖譜和定序的現狀，確定了我們目

前知識的差距，並強調了在水產養殖領域實施新技術的緊迫性以及一系列重要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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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習心得及建議 

 

參加 2023 澳洲阿得雷德第十三屆 AMPAC(Asia-Pacific Marine Biotechnology 

Conference, APMBC)亞太海洋生物技術研討會，這次經驗不僅讓我深入了解當

前海洋生物技術及育種這些領域的最新發展，也為我打開了國際交流和新思維

的大門。 

 

一、海洋生物技術：擁抱未來的潛力 

探討了不同的海洋生物資源，包括微藻、藻類、海洋生物多樣性，以及如何應

用生物技術來保護這些資源和開發新的應用。學習如何運用基因編輯技術改進

海洋生物的耐受性，以及生產高品質的海洋生物產品。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

了這些技術對於環境和糧食供應產生積極影響，並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性。 

二、水產遺傳育種：挑戰與機遇 

討論了水產遺傳育種，這是確保水產養殖行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方

面。深入探究了不同水生產養殖物種類的育種方法，包括遺傳改進和選拔。說

明育種對品種改進和抗病性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避免對自然環境的不良影響。

這部分提醒水產養殖行業必須與生態保護和可持續性保持平衡。 

三、國際間交流：激發新想法 

這次研討會的一個關鍵亮點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和與會者的交流。我們參加

了研討會期間的小組討論，交換了意見，分享研究成果，這些互動為我們提供

了許多新想法。不同國家背景的參與者帶來了多元化的觀點，激發了跨文化交

流，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全球海洋生物技術和水產養殖遺傳育種的挑戰和

機會。 

四、跨國交流：共同實現目標 

強調了跨國交流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解決全球性挑戰時。我們看到了不同國家

機構和研究團隊之間的成功案例，如何共同合作來推動創新和可持續性。通過

演講交流意見，我們可以集結各種資源，解決複雜的問題，並實現更大的影

響。這次研討會為我們提供了建立跨國交流的平臺，為未來的項目奠定了基

礎，可以作為國內研究單位及業界參考。 

 

經過這次研討會的寶貴經驗。使我明白我們不僅深入了解了海洋生物技術和水

產養殖遺傳育種的最新趨勢，還建立了寶貴的國際人際網絡， 通過不同國家學

術及業界單位共同研習，我們能充分發揮這一領域的潛力，共同實現可持續性

和保護我們的海洋環境。期待著將這些經驗應用於未來的項目，提升科學研究

的進步，為世界海洋生物及能源、糧食安全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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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習照片 

 

  

圖 1、會場指示圖 

圖 2、臺灣區水產養殖及海洋生物科技學會學者及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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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第一天 10/2講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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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第二天 10/3講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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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第三天 10/4講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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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第四天 10/5講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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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第五天 10/6講座海報(最後一天) 

 

圖 8、筆者研討會海報發表 

(筆者與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陳宗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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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鮑魚研究 

(研究學校:中國福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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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牡蠣研究 

(南澳政府單位及財團法人 SARDI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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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荷蘭微藻研究 

(荷蘭微藻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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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筆者與主辦方大合照 

(澳洲阿得雷德會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