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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魚以不同海水聾度飼養之成長比較

余廷基﹒賴仲義

Comparison of Tilapia growth rales of Cultured in different salinity levels

Ting-Chi Yu and Jong- Yih Lay

Two groups of nine tHap 悶 , Oreochromi s aurea (3 � : 6

separately in freshwater pond and seawater pond (10% salinity).

Fecundity of female, from April to June, 1988, was examined and compared.

The number of tilapia fecundity in freshwater pond was 18,899 of fry and that in

seawater opnd was 3,857 of fry.

Time needed for tilap 泊 ,

♀ } , were cultured

o. aurea to accommodate the seawater environment was

at least 2 week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growth rate and body

size between the freshwater-cultUred ar ld

former had demerits of more off-flavor and total plate count.

Key words:Seawater tilapia, Fecundity, Off-flavor.

商討 言

本省吳郭魚以說水養殖為主 , 尤以踩綜合聲痛 ( 混聲 ) 為最 ; 然因河川之淡水源多遭受污染而賴

抽取地下水 , 唯地下水源缺乏之地區則依賴雨季所下雨水來補充抽水 , 由於養殖池水吏模不易 , 加以
養殖密度又高致育成之吳郭魚往往含有臭土味 , 嚴重影響消費者購食之意顱 , 因此 , 導致本種滯銷與
售價低迷現象。為提高養殖業者對吳郭魚之養殖意頓與增加收益起見 , 乃以海水試驗飼育吳郭魚並探
討其繁殖能力 , 期能有教利用廣瀾海埔地來增加生產並提高吳郭魚之品質與衛生 , 藉以促進消費者購
食意顱 , 進而降恆地下水之使用量而達誠緩地層下陷之目的。

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

←)種魚 : 歐利 �? 吳郭魚 (Orcochromis aurca)

仁)魚池 : 水泥池 (3 X 6 XO.8M) 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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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飼料 : 市售溪水魚拉狀飼料。
二、方法 :

←) 自淡水 (0 0/,抽 ) 種魚培育池選取性成熟之歐利亞吳軒;魚 18 尾 , 按雄雌 1 : 2 比率分別移放 O

%0 . 10 %0 水泥地中 , 每池各鼓聲 9 尾 (3 : 6 ) 。對海水廟 i化係先將繁殖池注入0% 。滾水
,

使種魚適應穩定後再行嚴慢注入海水至池水墟度達 1 0 %0 即停止注水。每日定時控餌並巡視
, 使發現

魚苗群游岸邊時再行撈捕計擻
, 據對其繁殖能力。

ω放聲密度 : 每噸水放聲 25 尾
, 並分別自 0 0/ 帥、 10 。他種苗培育池撈取魚苗經計數移放於 0 0

/帥、 20 0/ω養成池。每日定時、定量投餌。平時不注水以打氣方式保持池水中之溶紙
, 使池水位降低

時再行補充新水 ( 滾水、海水 ) 至原水位。試驗結束才情池湖定並攝取 10 尾作生菌數、臭土味之擻驗

聞生菌數檢驗 : 踩取魚體背部肌肉置於均賀機中打碎後 , 取 1 公克分別稀釋為蒜、 102 、蒜、 104
、

長放入培養基中 , 再移置培養箱P)'37 明養 48 小時
, 取出計數。培養基為Standard method agar

回臭土味之測試 : 自試驗祂摘取成魚 , 除去麟、內麟、餌再以惰,
水沖說後置於輯錯紙內 , 以微渡

爐熱化用味覺感官制試池魚臭土味之程度。

結 果

一、於77 年 9 月 28 日自滾水 (0 0/, 聞 ) 種魚地取出性成熟之歐利亞吳郭魚 18 尾
, 並按雄雌 1 : 2 比率

各放聲 9 尾種魚 (3 � : 6 ♀ ) 於 0 0/ 帥、 10 %0 水泥地。對於 10 0/ 帥海水池之馴化工作
, 傑先將繁

殖池注入00/ ω滾水 , 使種魚適應而穩定後鱷慢注入海水至地水堪度達 10 %0 時即停止注水。海水池

於77 年 10 月 26 日發現雌性種魚死亡三尾
, 另於78 年 3 月 22 日清 ;死亡二尾種魚 (1� 、 1 ♀ ) 。

魚苗生產情形如附表一 , 於78 年 4 月 20 日滾水池 (0 %0) 首先發現第一此魚苗計 1,584 尾 . 4

月 29 日第二批魚苗5,840 尾 . 5 月 5 日第三批魚苗 7,85 是尾 . !i 月 17 日第四批魚苗 1,240 尾 . 5 月刮目

第五社魚苗 840 尾 , 6 月 14 日第六批魚苗 1,021 尾 , 6 月 30 日清池之魚苗數為 520 尾
, 合計滾水 (0 0

l 帥 ) 池生產之魚苗為 18,899 尾。海水 (10 仇。 ) 池至 78 年 5 月 20 日才發現第一批魚苗 584 尾
, 5 月 30

日第二社魚苗 1,040 尾 , 6 月 3 日第三拉魚苗 1.124 尾 . 6 月 15 日第四批魚苗 864 尾 . 6 月 30 日清池之

魚苗數為 245 尾 , 合計海水 (10 仇。 ) 池生產之魚苗為 3,857 尾。

二、於 77 年 9 月 9 日按每噸水放聲 25 尾之密度 , 自滾水 (0 %0) 種苗培育池捕取魚苗 , 篩選平
均體長 5.8 公分、體重 23.1 公克之中型魚苗225 尾 , 移放海水 (0 %0) 養成池。每日定時、定量投餌

, 平時不注水以打氣保持池水中沼氣 , 使池水位降低時再行補充新水至原水位。至 6 月 29 日試驗結束

予以清池共計飼育 9 個月又 20 天 , 結果溪水 (0 %0) 池之育成率為97.3% ' 增加體長6.6 公分 , 體
重 117 公克。海水 (20 0/ ω ) 池之育成率為96.9% .增加體長 6 公分、體重 113.5 公克 ( 如附表二 ) 。

三、在試驗結束前一星期分別捕取 0 0/, 帥、 20 %0 所養成試驗魚以進機方式取樣五尾作為生菌數

之驗驗 , 結果其生菌數含量各為 : 0 。他沒水池為2.46XIO3 個 /g , 20 0/00 海水池為 1.18 X 103 個 /g
, 前者較後者多 1. 28 x 103 個 /g. 由此可見 , 比較止水式饗殖其所會生菌數情形 , 以使用海水較缺水
為理想。

四、在試臨結束前一星期分別捕取 0 %0 、 20 仇。所養成試驗魚以通機方式取樣五佬
, 除去內臘

、魄、麟再以清水洗瓣 , 用錫鉛紙包裹放入微旅爐內熱化後取出 , 分成五組並由五個人以味覺判別各
組魚肉含有臭土味 (泥土味 ) 之程度 , 結果 0 %0 淡水池育成之魚稍有臭土味

, 而20 仇。海水池育成

者則沒有臭土味。



表 1 歐利亞吳郭魚在不同環境中之育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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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l Number of tilapia (0. aurea) fry caught from different salinity levels.

Memark: No. of broo(lf"1sh stocked-3�:6 ♀

No. of dead bro 咽fish in 10 %0 salinity-l � :3 ♀

Date

1989.4.20
4.29
5.5
5.17
5.20
5.30
6.3
6.14
6.15
6.30

Total

Remark: No.
Ne.

Salini ty
。μ

1584
5840
7854
1240

840

1021

520
18899

10;f

584
1040
1124

864
245
3857

of broodfish stocked-3 合 : 6 ♀
of dead brood 訂 sh in lOAf salinity-Ie : 3 ♀

表 2 歐利亞吳郭魚在不同環境中之成長情形
Table2 The growth condition of tilap 尬 , O. aurea cultured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He.

No. of fish stocked
Mean body length
(ini tial) (em)
Mean body weight
(ini tial) (g)

No. of fish harvested
Mean body length
(final) (em)
Mean body weight
(final) (g)

Mean body length
increased (em)
Mean body weight
increased (g)
Survival rate (%)

セ

225
5.8

23.2

219
12.4

140.2

6.6

117

97.3

Salini ty
20:#

225
5.8

23.1

218
11.8

136.6

6.0

113.5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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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歐利亞吳郭魚自滾水故以海水養殖時其海水馴化時間至少三星期以上
, 如馴化時間太短且堪

分超過10 %0 以上時易引起吳郭魚眼球自獨、體色變黑、體表出現潰牆而斃死。為此
, 中型以上之吳

郭魚其海水馴化必須緩慢行之。其方法為先注入淚水再移放祖魚使其穩定後緩慢加注少量誨水
, 約經

三星期使池水完全變成海水為宜。海水池在養殖一個月後其祂壁、池底會財生雖鐘
, 而使種魚在建卵

時國雌鱷互相追逐易受藤壺之刮悔 , 此種情形如無其他細菌之感染 , 則在繁殖後就可痊癌。對魚苗之

生產情形 , 說水組自 4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止共計育苗數為 18, 的9 尾
, 以 6 尾雌性種魚核計

, 平均每尾

雌性種魚育苗數為 3,150 尾
, 南海水組自 5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止共計育苗數為 3,857 尾

, 以 3 尾雌性種

魚核計 , 平均每尾雌性種魚育苗數為 1,286 尾。二者比較雖然溪水組之產卵期
, 育苗量較海水組為其

且多 , 但淡水組之雌性種魚數較海水組多出一倍 , 且健康其體表不像海水組每尾種魚均有撩悔之現象
, 說且每尾種魚之產卵次與農卵量均不相間 , 在米做單一配對繁殖情說下 , 實離科j定其優劣。為此 ,

倫讀實施單一配對及多組重禮之試驗 , 才能取得客觀之結論。
三、以止水式養殖歐利亞吳郭魚 9 個月又20 天 , 結果滾水魚肉稍含有臭土味 , 且生菌數亦較少。雖然

將地魚移入水泥池中以流水蓄費可消除臭土味
, 但相對的魚蟬,在蓄養期內體重之揖耗及池魚鷗捕撈所

受外儡在蓄聲時亦會引起死亡。倘若在贊成池中以0.5ppm 磁酸銅全地撥單或施放石灰 300 公斤 / 恥"
可消除臭土味 , 或在捕獲前數天將池水溫度提高至 10 。郎 , 利用溫度破壞水中藻類相和污泥中微生物
如放射狀蘭等 , 亦可消除池魚之臭土味圳 , 唯上述方法國業者之飼養環境、條件不間 , 只能治蝶 , 如

養殖悔件許可 , 改用海水飼育不但沒有臭土味之煩惱更可降低生菌數 , 而達提高品質與衛生之目的 :
此外有助於誠少地下水之使用量誠緩地層下陷與提高海埔地之利用價值。為此

, 海水養殖吳郭魚值得
推廣。

t� 每 要

一、歐利亞吳郭魚在繁殖季節 (4-6 月 ) 於談水 (0 %0) 地共計繁殖育苗數為 18,899 尾
, 平均每

尾雌性種魚育苗數為 3,150 尾 , 而在海水 (IO %0) 池之繁殖育苗數為 3,857 尾
, 不均每尾雌性種魚育

苗數為1,286 尾。二者之育苗總數以海水池較淚水池少 4.9 倍。

二、歐利亞吳郭魚海水馴化時間至少二星期以上 , 馴化後能適勝 20 OJ, 閉目 30 %0 之海水養繕 , 其海水
與混水養殖 , 三者之成長速率與體型差異不大 , 惟談 ;水養殖者

,

稍有臭 :t 昧與生蘭數較高之缺點。

商才 辭

本試驗得以順利進行皆承摩所長一久博士的指導 , 暨本分析全體同仁齊 )J 協助 , 尤其是張技Jlili 湧

泉之資料提供、討論 , 讀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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