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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孵育方說對吳郭魚繁殖潛力的影響

霎 IJ 富光﹒劉嘉剛

Effect of Di fferent Brooding Me 也ods on

Reproductive Paten tial of Tilapia Aure α

Fu - Guang Liu and Chi a- Kan Liu

incubated,

the artificial

I n order to compare the reproducti ve potent ial of T. aure a ,
hatching conditions, i. 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hatching condition, were conducted

for four months. The natural hatching condition is simply to let the eggs be

hatched and the fry released from the, mouth of the spawner, whereas

condi tion is defined as the eggs are removed from

two different

hatching

the buccal cavity of the female parent soon after each 'spawning. In this

experiment, t;he optimal sex ratio for reproduction is also determined.

1.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When the sex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is 1: 6, the higher potential

independently of the brooding condition used.

With successive spawnings, the size of the eggs from the same female

'eases.; However, the number of eggs varied greatly.

Although the number of eggs has a tendency to increase with the size of fema Ie,

there is no relation between the size of female and that of eggs.

The brooding period of fry is about 13-15 days, and be<;ome shorter when the

female is shockedbyenvironmental stress.

The data show that

fecundity

is obtained

2. I'ner ﹒

3;

4.

5.

7. At

the spawning intervals of natural hatching is about

42 days, and that of artificial hatchingis 14 -28 days. Therefore.

the eggs from the mouth of the female has the effect of reducing

ing intervals by 16 days.

During the 4 -month breeding period, the spawning

natural hatching and artificial hatching are 2 一 3 and

4-'-5), respectively.

as compared to the former.

the end of this experiment, the total spawnings of natural

hatching a 全 e 30 and 47, respectively. I

has the effe ct of i ncreas ing reproductive potent i al .

32 一

removal of

the spawn-

6. frfi!quency per

2 一 7 ( with the average

Thus, th 己 latter could increase at least ‘ two spawnings

female of

artificial t

hatching and

that egg

removal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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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吳郭魚對病害的抵拉力及最境的適應力很強 , 文屬於雜食哇 , 所以很容易飼養。.加以,
吳郭

魚成長快速 , 肉賣鮮嫩且無暗刺 ( 細骨 ) , 較能設一毆消費者所接受。囡此 ,
有了上述遺些優越條件

, 不但使吳郭魚變成目前本省主要的漢水聲殖魚巔 , 也成為世界性的聲殖魚種 ,
而設譽為未眾世界動

物性蛋白質之主要來源
0)

。

吳郭魚雖然有上述的養殖優缸
,
但是 , 其早產及多重性 , 使得池魚放聲密度不斷增高 , 頭費飼科

而影響成長
, 造成養殖上的三大缺缸ω。現今世界各國都積極的在研究各種方法 , 諸如 : 與數食桂

魚混華語 ; 箱網聲殖告 ; 人工遷到 , 雜交宵戚、賀蘭張處理等之越性養殖語等以抑制吳郭魚的繁殖量
, 確保吳郭魚的快達成長 <2 -10) 。其中較有希墓前經濟可行的方法乃係利用賀蘭黨變性種魚以生產全

雌性子代的單佳聲殖法
<1) 。目前雖乃在繼續試酸研究中 , 其在而 ,

在未設實際應用之前
,
對 T. Aurea

的生殖生理應覺予瞭解 , 樽能以人為方式 , 掌擅並控制魚苗的質與量 ,
做為學性聲殖研究的先蝠 ,

進

一步達到大量增產雄性魚苗的目的。

京文旨在揉究不問孵育方式
, 對 T. aurea, 繁蟬潛能的影響。希望藉此尋求 T. Aur 個最有殼

的繁殖方法,
以提高吳郭魚的質與量 , 進而提拱單位聲殖法的研究基聽。

材料吳方法

選取糧畏平均在 20 - 26 cm 之 TUa ρ ia aurea' 按合 : 軍第 1:2'1:4'1:6'1:2
, 1 : 4 , 1 : 6 之比例 , 分別鼓聲於本分研 2.5 x 1.5 x 1.0 m 之小型水泥池 6 個 , 偏號依次為 1

-6 號。每天以下雜魚數及RX; 鰻用配合飼料投餵。偏號 4-6 之水混池 , 為試齡組 ,
每天早晨在投餌

前 , 先觀察母魚口中如有含卵 , 則將卵取出人工孵化 <11 叮叮。蝙號 1 - 3 之水泥地 , 為對照組 , 若
發現母魚口中含卵 , 只記錄 , 不敢出 , 護其在口中自然孵化。因魚他不足 , 故未做軍費試酸。

每尾母魚均以不同顏色的圓珠 , 在背鱷上做標記 , 以資識別。每次卵取出後 , 確實記載母魚別。
其他卵紋 , 卵徑 , 產卵日期及魚苗吐出日期等都詳予記錄。

試驗池經常注水以保持清淨 }j( 賀 , 水深維持 35 - 60 cm
( 11) ,

每天注意觀察每池的母魚是否有

下顫凹陷 , 鰻蓋呼眼之闖關次數增加 , 俯觀魚之口都加寬變厚 , 不攝餌等含卵徵兆。撈魚取卵之動作
要快而明確 , 以肪魚受驚嚇將卵吐在他底而流失。取卵時 , 以桶盛水 , 將魚倒立 ,

用手將其口及體蓋

打開
, 以垂直方向上下移動 ,

魚卵即可全部吐出。發現有魚苗 , 也予捕撈。試盟會期間自 5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共是個月。水溫平均在 25 - 30
�C 之間。

結 果

5 月 1 日試驗開始 , 到 5 月 6 日 , 發現試驗組第 1 吹產卵 , 以後各池也陸續產卵。其情形大致第
: 1 號池 , No.2 及 No.2 號母魚 , 分別產卵 2 次 , 故 1 號地共有 4 次產卵。 2 號施 , NO.1 號母魚

產 3 次卵 , No.3 號 2 次 , No.4 號 2 次 ,
共有 10 次產卵。 3 號施 , NO.1 號母魚產 3 次 , No.2

號 2 次 , No.3 號 3 次 , No.4 號 3 次 , No.5 號 2 次 , No.6 號 3 次 , 一共 16 次產卵。 4 號池 ,
No.1 號母魚產 2 次卵 , No.2 號 3 次 , 一共 5 次產卵。 5 號池 , No.1 號母魚產 3 次卵 , NO.2 號 4

次 , NO.3 號 4 次 'No.4 號 4 吹 , 共有 15 次產卵。 6 號池 , NO.1 號母魚產卵 4 次 , NO.2 號 3 次
, No.3 號 5 次 , No.4 號 4 次 , NO.5 號 4 次 , No.6 號 7 次 , 一共 27 次產卵。試齡組與對照組的

產卵日期、產卵間隔‘產卵次數、產卵數及孵育期、吐苗日期等如費 1 、 2 所示。

自其是孵化3 組試設中 , 每尾母負孵育時間不太一致 , 最久的為 20 天 , 最鍾的 11 天 , 但大都在
13 - 15 天 ; 亦即二週左右 b 其產卵間隔差別更大 , 除了幾尾情形特殊外 , 一般都在 32 一位天範圍

內。總產卵吹數為30 次。人工孵化的 3 組試驗中 , 每尾母魚產卵數目不一 , 但卸顯示較大的魚體有
較多的產卵數。如圍 1 所示。同一尾母魚 , 每次的產卵數目 ,

但乎與產卵次數無閱 (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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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魚體長興產卵數之間的關係 ( 注意每次產卵
, 其卵數之變化情形 )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 of ,eggs a 吋 size of fish in T. aurea

(wi th special notice on the fluctuation of number of eggs in

successive spawnings ).

圖 1

1Fig.

, 然而 , 隨產卵次數的增加 , 其卵徑卸有增大的趨勢 , 惟卵徑大小與魚體大小毫無關係 ' 如表 3 所示

。同時 ,
其產卵間隔蜍幾尾情形特殊外

, 大體在 14 - 28 天之間
, 產卵總次數為 47 次。

論討

無論是自然孵化或是人工孵化 , 產卵總數最多的為繼雌比 1 : 6 的這一組
, 其餘依次為 1 : 4 及

1:2 ' 顯示 1:6 有最值甘生殖潛力。此結果與以前本分所澈的報告 (14-1S), 稍有出入。可能與試驗期間
,

是否每天確實觀察母魚含卵有關
,
若延誤幾天後才發現含卵

, 則必影響產卵時間 , 孵育時間 , 產卵間
隔及次數等 , 因此 , 要特別小心注意觀察。

同一尾母魚 , 每次的產卵數都有差異 , 除了係前報 (J 的所述 , 受精卵為其他魚研吞食 , 亦或受到

干擾而中斷交配行為等因素影響外 , 個體差異也是不可忽略的因子。
產卵數與魚體大小有關。一般都有正比關係 ' 即產卵數隨魚體的增大而增加。此結果與 Welcom-

me( 的及 Dadz ie (18)

等之報告相同。此外 ,
吾人發現 , 產卵次數增加 , 卵徑也跟著增大 , 而 Dadzie

在 Aurea 之研究報告中 , 也有向樣的結果
( 18)
。卵徑的增大 , 可能具有傳宗接代的生態意義。

吳郭魚自然孵育的時間
,
係指自受精卵含入口中至幼苗能自由游動 , 脫離母體保護並自行覓食為



的

N.NX

阿
C.
的

HN.NXhm

∞

.N

| 企�
!�� 。-

�

I

.‘。這

�

OH.N

×
吋

AF.
的

同

0.N

×
間
的

-N

固
自
甜
的

耘
的
總

(5.g)(ZZESOHg

192

可
。
.N
�

Nhn.N

的
的

.NX

嘲
。

-N

∞

0.NX

的

h.N

的
。
-H

�

N
可
-N

的

HY-NVNOH.

的

的

0.NXOh.

叮
叮

aN.NXOO-NN0.NXOhn.N

的
hh.

阿
×
的
阿

.N

∞
。

.NX

的

hh.N

凹
的
-N

×
的

0.
的

∞
。

-MXm

也
.N

帥
、
【

-NXm

∞
-m

OOJN

×
∞
的

-N

。
。

-NX

的
肉
.N

呵
。

-NX

的
的
.N

的

N-NXHa.N

H

向
甜
可
它
們
苟
同

HN

起

-Y

磁
耘
的
站
起

N

緒

也

EE

〈

).
也
會
惘
。
ω
N
哨
的
(

國

4)4
村
開

ER

間
卻

HMZ
』
P

間
已
的

UKF
罔
聞

muu
ω
口
咽
口
國

曲
M
閹
割
ω

MOUN

吋
甜
可
口
帽
"
也
叫
咱
炯
炯
。

UN
呵
切

。3

� 認

'?
卡
迪
關

znzR

樹
起
路
輯

Mmw

嘲
盟
運
揖
醋

。
∞
-H

×
恥
的

.N

NH.N

�

GAP-N

∞
。

-MX

的
可

.N

-[
∞
-M

�

NN-N

kha.H

�

0
的

-N

UN.N

�

hFAn-N

個
H

明
白
偉
咽
也
閏
八

FmH

E

固
樹
起
阿
總

的
ω
【
A
呵
,H

。
.
∞
∞N

。
.
白
的
阿

。
.
的

MWH

0.
∞
呵
呵

。

-Ankh-
【

。

-H-YN

(

﹒
切)
耳
聞
悄
悄

hoHA

凶
古
詩

的
柄
4)
雌
盟
運

也
.
的
一

∞

-NNH.NN

的
.
。一

N.
的
N

。
.
司奎

�
甩

何
向
閻
明
炯
炯

OUN

呵
的

(

中
如
〉
雌
盟
運

lit-i'



193

止。 Lowe
(

19
)

觀察 TUa ρ ia leucosticta 孵育時間為 3 週左右。而Welcormne( 的在相間魚種的觀察

中 , 發現魚苗在孵化後 11 - 15 天體長 8 rom 時
, 開始離開母魚 , 到體長 9.0 一 11.5 rom 才全部脫離

母體。他認為孵育時間的長值與水溫有關。 Baerends 等
(20)
指出 t Tilapia natalensi s 之孵育時間

為 10 - 12 夭。本試驗魚孵育時間為 13 一 15 天。以上有所孵育時間之所以差異
, 臉丁水質、水溫等

外在因素外 , 可能與魚種有關。
自然孵化方式

, 受精卵在口中孵化後 , 尚需一段時間在母魚口腔內保育 ,
而在此期間內

, 其生殖
腺成熟度

, 即 GSI 值很低 , 直到仔魚脫離母體 , 能獨立生活為止 ,
其 GSI 值 , 才能回升到“活性成

熟期 " ( Act ive-ri 伊 stage) <17) 。因此 , 到下次產卵時 , 其間隔時間則較長。反之 , 人工孵化方
式

, 一發現母魚口中含卵 , 即予取出λ工孵化 , 對母魚而言 , 宛姐自然孵化時 , 仔魚脫離母體而獨立

營生的情況一樣。如果 , 此項推論屬實 , 則人工孵化芳式的產卵間鬧 , 說自然縮僵了母魚中孵育的時

間 , 亦即縮盟約 2 週左右。由末次試驗結果得悉
, 人工孵化比自然孵化的產卵間隔平均縮值約 16 天

, 顯示與前述推論頗相符合。當然 , 其他營養 , 生殖生理的因素也應予考慮。
每尾母魚的產卵次數

, 也常因魚積的不同而有差別。 Aronson
(21)

發現 THa ρ ia macrocephala

' 每年有 1 - 14 次產卵機會 ; Lowe (22)
認為東非的 5 種吳郭魚

, 在每個繁殖季節裡 , 產卵 3-4 次

; Cridland 仙觀察 Tria μ a esculenta 每年 7 次產卵 ; Fryer ω在 Tilapia Variabilis 0 試驗

中 , 發現 8 個月內
, 產卵 3-5 次 ; �eideI 倒也表示 Tila ρ ia mossambica 每季產卵 4-5 次。

太試驗觀察 T. aurea, 蠶現在 5 月初至 8 月末 4 個月當中
, 自然孵化產那次數為 2-3 次。 9 月、

10 月廳還可產卵。所以
, 與 Dadzip.( 18)

觀寮 T. aurea 之結果較相似。

但是 , 以人工孵化方式 , 本試驗發現可產卵 2�7 次
,
平均 4-5 次

, 亦即 , 在同一季節內 , 人
工孵化比自然孵化平均可增加 2 次產卵鐘聲會。然而

, Dadzi e
(18)
認為人工孵化雖可縮值產卵間隔至 2

-3 週 ' 但
,
割肉

,
、能增加產卵次數 , 與此次試駿結果有所差別。事實上 , 有一尾母魚產卵 7 次 , 證明

人工孵化能糊口產卵次數是無可置疑的。可見得 , 人工取卵時 , 對母 :i. 而言 , 能產出一種信號 , 仔像自然

孵化時 , 仔魚離開母體一樣 , 能使使生殖腺提早發育成熟 , 如再配合外在困棄 : 適當的水溫 , 充足的

光照 , 充份的飼科、營養、良好的水質等 , 相信在還種環境下 , 在同一繁殖季節內 , 應該可以酬曜卵次數。

此次試驗
, 自然孵化組 , 共產卵 30 次

, 而人工孵化組 , 則產 47 次卵
, 顯示人工孵化比自然孵化

有較高的生殖潛力。

摘 要

以自然孵化與發現含卵即取出之人工孵化方式
, 進行吳郭魚生產力比較試驗。同時 , 以不同性比

, 做最佳生殖潛能的探討。試驗期間 , 自 5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
, 共 4 個月。試驗結果如下 :

1. 不論是自然孵化或人工孵化
, 雖 : 雌為 1 : 6 者

, 有最佳的生殖潛力。

2. 同一尾母魚 , 每次產卵數差別很大 , 沒有一定的規律。然而 , 隨著產卵次數的增加 trIa 徑跟著增大

。

3. 產卵數也隨魚體的增大而增加。但是卵徑大小輿魚體大小卸無關。
4. 仔魚在母魚口中孵育的時間 , 約 13 - 15 天。但如受驚嚇

, 可能提早脫離母體。
5. 自然孵化的產卵閩南的 32 - 42 天

, 而人工孵化的產卵間隔則篤 14 -'
28 夭。人工孵化較自然孵化

、產卵間闊的縮鐘16 夭。

6. 自然孵化組 , 在 4 個月內 " 每尾魚產 gm次數的為 2-3 次
, 而人工孵化則為 2 一于次

, 平均 4-5

次。故而 , 在開一繁殖季節內 , 人工孵化比自然孵化 , 的可增加 2 次以上機會。

7. 自然孵化組 , 在 4 個月內 , 共產珊 30 次 , 而人工孵化組 , 則產卵 47 次。顧然人工孵化方式較自然

孵化方式 , 有較高的生殖潛力。



194

謝 辭

本試驗承水試研李所長燦然之鼓勵 ,
行股院最發會黨組長柏偉之支持 ,

以及李博士健全之修正本
文 ,
謹此敬申謝枕。又在試毆期間 ,

海洋學說鐘國商同學 ,
屏東農專葉孟然、許丈忠同學之協助部份

試酸 , 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1. 李健全 ( 1979 ) ﹒吳郭魚恩佐聾績之理論與實際。中國 7./( 崖 , 322 ,
11 - 13 。

2. 胡輿擎譯 ( 1977 ) ﹒控制吳郭魚過度繁殖的方法。轍牧科學 , 4 , 7 0

3. 蕭世民 ( 1980 ) ﹒ T. mossambica , T. nilotica , T. aurealk T. Eillii 雜交試驗初報 , 中國
水產

, 332, 3 - 11 。

4. 郭河 ( 1970 ) ﹒吳郭魚雜交育種及飼養試蟻。省農林聽「台灣最重是拳刊 J
'

6 ( 2) , 1 - 10.
5. 劉繼頓、邱偉勳、鄧建華 ( 1978 ) ﹒甲基畢國蘭和乙基畢固間對 Sa rot hero don nilotica 的性比
影響。中國水產 , 310, 15 - 21 。

6. Pruginin , 孔 , S. Rothard, G. wonlfarth., A. Halevy, R-Moav and G. Hulata ( 1975)

All- male br ∞ds of Tilapia nilotica X T. aurea hybrids. Aquaculture, 6 , 11- 21
。

7. Guerrero, R. D. I ( 1974 ) . The use of synthet ic androgens for product ion of

mono sex male Tilapia aurea. Pn. D. Dissertation, Auburn universi 旬 , Auburn ,
Alabama. 9799.

8. Clemens, H.P. and T. Iuslee. ( 1968 ) . The production of unisexual br ∞ds of

Ti lapia mossambica sex-reversed with methyItesterone. Trans. .I.秒t.Fi she Soc ,
97 , 18 - 21.

9. Guerrero, R. D. I ( 1975 ) Use

Tilapia aurea .Trans.Am.Fish Soc. ,104 , 342- 348
。

10. Guerrero, R. D. ( 197 祖 ) . Tilapia mossambicaandP. Zillii treated With

ethyItestosterone for sex reversal. kalikasan, Phili
ρ.pine I.Biol..5, 187-192 。

II. Rothbard , S. and pruginin, Y. ( 1975 ).Induced spawning and Artificial incubation of

of androgens for the production'of all-male

Tilapia. Aquaculture, 5 , 315 - 321 。

12M. Nussbaum, J. Chervinsky ( 1968 ) ﹒ Ar,tificial incubation of rHa
ρia ni lotica'J

Bamidgen 20 ( 4 ) , 12 。一 124 。

13. 蕭世島 ( 1977 ) ﹒吳郭魚額受精卵的人工孵化。中國水崖 , 294 , 14 一 .15.
14. 草草鏡 111 ( 1980 ) .不同垃比下雄性吳郭魚之生殖力與水旅箱中產卵行為之觀察。水試所 69. 年度工
作報告 , 養 3, 1- 6.

15. 陳啟昆、劉嘉剛 ( 1981 ) ﹒吳郭魚生殖力之基礎研究。水試所研究報告 , 泊 , 523 - 526.
16. 劉富光 ( 1982 ) ﹒吳郭魚生殖行為的觀察。中國水塵 , 350 ,21 - 23.
17. R. L. We Icomme ( 1967 ) �.�Ä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cundity and fertility in the

mouthbr ∞ding cichlid fish Tila
ρ ia leucostic 仰 , T.Zoo 人 , Lond., 151 , 453 - 468.

18. Stephen Dadzie ( 1970 ) . Laboratory experiment on the fecundity and frequency of

spawning in Tila ρ la 仰 rea. Bamidgen, 22 ( 1 ) . 14 - 18.

19. Lo 惘 , R. H. ( 1957 ) ﹒ Observations on. the diagnosis and biology 9f Tilapia

leucosticta (Trewavas) in East Africa. Revue Zool.Bot.Afr..55 ,353- 373.



195

2O.Baerends, G,P,&Baerends-VanRoon, J,M, (195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thology of cichlid fishes. Behaviour suppl. 汁 '1-212.

2I.Aronson, L,R. ( 1951 ) . Factors infIuencir 蔥 the spawning frequency in the female

Cichlid fish Ti lapia macrQce 炒 ala. Am.Mus.Novit" 1948 , 1- 2日 .
22Lowe,R,H. (1955) . The fecundity of Tilapia species, E. Afr. agric.J,,21: 45 一

52.
23.Cridland, C,C, ( 1961). Laboratory experiments on the growth of Tilapia S 即 .

τ'he reprodution of Tilapia esculenta under artificial conditions. Hydrobiologia 18:

177 一 184,

24.Fryer, G, ( 1961 ) . Observations on the biology of the cichIid fish Tila ρ i a V ari ab ﹒

ilis ( Boulenger ) in the northern waters of Lake Victoria ( East Africa) ,

Z 001, Bot .Afr, ,64 , 1- 33.

25.Riedel, D.(1965) .Some remarks on the fecundity of Tilapia (T. mossambica,

peters) and its introduction into Middle Central America (Wicaragua ) together

with a tIrst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limnology of Nicaragua. Hydrobiologia, 站
-'

357

Revue

一 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