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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鍋種苗大量生產試驗和鹽份濃度對

仔魚成長及活存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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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d Effectof Fingerling8The Ma88 Produc t ion

and Growth of Blackthe SurvivalSal ini ty on

schlegeli (Sleeker)

Kim-Jung Lin, Chi-Lin Chen, Cherng-Yih Juang

Chi-Yuan Liu and Chih-L in Yen

Acanthop αgrusSea Bream,

Ten times of mass production of fingerlings of black sea breaITJ Acanthopagrus schlegeli

experiments were done from February 18 to May 8, 1986 by using the young which was re-

produced naturally by the raised brood fish in the indoor concrete tanks. Several experiments

arrificial

micropellete feed; tested of various salinities on young fry and their �ffects on the survival and

growth rate. The results as follows:

USIngexperiment bywhich included; nursingthis periodInoutcarriedwere

Fry just hatched will suspend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unde� 32 PPT of salinity when

salinity dropped to 28 PPT those just hatched fry sunk to the bpttom. The sublethal time

for the young fry in freshwater and brackish water with 4 PPT �nd 8 PPT in salinity were

15 hours, 25 '�ours and 25 hours respectively. When salinity reached 12 PPT the sublethal

time increased very sharply to 231 hours. After that the mor� increased of the salinity

the more decreased of the sublethal time; at 16, 20, 24, 28, 32 �d 36 P叮 in salinity the

sublethal time for the young fry were 2 時 , 193, 190, 182,165 and 1160 in hours�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the same time as the first experiment: When

fry started feeding they were nursing in four different saline cpnditions i.e. 36 PPT, 25

PPT, 36 PPTgradually diluted down to 25 PPT and 25 PPT gradually up to 35 PPT. After

2.

The resul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Qwth rate among all four

treatments but for survival rate those lived in the water of 36 PPT then gradtdly reduced

a month.

down to 25 PPT was the best and the rest three had no sigJ)ificant difference.

3.
lSS

than natural food both in survival and growth rate.

Within ten times fingerling production experiments two of them had the best results which

were hatching the fertilized eggs in a one ton indoor fiberglass tank when the yolk-sac were

completely absorbed fry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larger oiltdoor concrete tanks for continue

nurs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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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 雷

黑偏是* 省新興洩海養殖高經濟價值魚種之一 , 由於黑鍋適應墟度範圍棋廣 , 能耐低溫且屬誰
食住 (1), 養殖面積日盆增加 , 對種宙之需求日益迫切﹒。台灣省 7.1( 產試驗所澎湖分所豪農委會補助

試驗研究「鍋類人工繁殖 J ' 歷經多年努力於黑騙人工繁殖已有肯定的成果
, 1979 年完成黑鋼人

工催熟 , 探卵及孵化。 1981 年達成黑網之「完全養殖 J 及改進寫完全自然產卵。 1982 年建立種菌 ,

培育技衛 , 活存盡管連 3-4 戚 , 1985 年於人為自然產卵下撞得大量受精卵
(2) -助。但育苗工作受卵

質、單單因素及餌科之影響 , 育苗活存率不穩定 , 致使育苗工作尚無法企業化生產。庫等
(6)

S.AKatsu 等
(9)
及 Tandler 等叫研究不同種類海水魚雷報導墟度、溫度及光強度和育苗活存率

及成長盡管有關 ; 餌料生物充足與否直接影智宵苗成積
(6) , (8) ,

但餌料生物培養漂受本身特性、氣候

、設備等之限制 , 往往和育苗需要量不能充分配合 , 故在餌料不足之情況下常導致育苗失敗。為使
育苗工作連成企業生產 , 本文中探討墟分濃度對育苗活存率及成長之單單響 , 兩種市售草蝦用人工徵
粒餌科育苗試驗及種苗大量生產試驗。

、

材料與方法

-τ黑鍋劫期仔魚耐墟度試驗 :

H仔魚 : 剩用天然種魚 , 經 H.C.G'+ 黑鍋腦下腺人工催熟、探卵、授精及孵化而得。

叫使用 20 個 2 企升囑杯 , 內裝試驗用水 2 公升 , 試驗用水共詞成 10 種墟度 , 分別為 0%0 、 4%0

、 8 漏、 12%0 、 16 %0 、 2。她、 24 騙、 28 純、 32 %0 及 36 偏 , 每一種溫度均為二重簣 , 於
黑鍋仔魚剛孵化時每個揖杯移放仔魚 100 尾 , 試驗期間不打氣、不投餌 , 約每隔 6 小時檢查計

算死亡仔魚及瀏定 7.1( 溫 , 且不定時地於投影機下測定仔魚卵黃賽的大小及觀察仔魚之發育情形
亮 4 種墟度處理之育苗試驗 :

以 4 種不同的壇度處理探討墟份濃度對育苗活存�:& 成長之彰響
, 處理 1 : 完全海水 ( 墟度

為 36%0) ; 處理 2 : 半鹼水 ( 墟度為 25 %0) ; 處理 3 :: 墟度自 36%0 慢慢地還擴至 25 %0 ' 遞誠
速度約 3%0/ 星期 ; 處理 4 : 壇度自 25%0 優慢地增加至 36 %0 ' 其遞增速度約 3%0/ 星期。

受精卵來源有 2 : 0) 天然種魚躍人工採卵授精 ; (2) 自行培育種魚自然產卵受精。育苗試驗均

利用 1 噸之君主璃織維桶試驗 2 次
, 第 1 次使用天然種魚輕人工探卵之受精卵

, 每桶移放受精卵 15

巴巴 ( 每也約 1,000 粒 ) ; 第 2 次使用自行培養種魚 , 自然產卵之受精卵弘每桶移放 30 巳C受精卵

。此時試驗桶中均裝沙濾海水 , 待卵孵化價將其中處理 2 及處理 4 之墟度慢慢漠化至 25 純
, 歷

時約 6 小時。

仔魚之培育步輯依往例 , 於孵化後 3 至 6 日投緝釷臟劫生 , 第 6 日起關始投餌輪虫 ( Bra-

chionus Plicatilis) 至 30 日實驗結束 , 試驗桶中均加入遍量鯨水。孵化後 7 日起開始抽

底換求 , 換 7.1( 量慢慢增加。

為防止墟度劇變對仔魚造成不良影響 , 於育苗初期將按水或海武裝入不錫輔之茶桶中慢慢流
入試驗桶中 , 第 7 日起換水量增加時 , 先將新水之墟度調至所需墟度再利用虹眼注入試驗桶中。
其人工配合徹粒飼料取代餌料生物試驗 :
村飼料 : 取市售 2 種草蝦用鐵粒飼料

, 分別給予代號A 及 B,A 飼料計分 4 鼠 , 他 1 : 顆粒大小

為 60
'"'-

100 μ ,No.2: 顆粒大小為 100'"'- 150 μ ; 他 3 : 顆粒大小為 150
'"'-

250 μ ; No. 4 :

顆粒大小為 2 切
'"'-

300 μ
, B 飼料亦分 4 鼠 'No.1 : 顆粒 60 μ以下 ; 恥 2 : 顆粒的μ以下 i

No.3: 顆粒的
'"'-

t50 μ ; 他 4 : 顆粒 150 -- 250 戶。

仁j 賣..設計為3 處理 2 重復。處理 I : 投體 A 飼料
, 處理 IT: 投餵 B 飼料

, 處理 ill: 投館餌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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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依序為址蠣幼生、輔虫、榜帥。徵粒飼料每日投餌 4 次 , 每次 0.1 g , 分別於 09:00 、

11:30 、 14:00 、 16:30
' 吐蠣幼生之投餌密度為 20 隻/ 仗 , 輔虫為 5 ,.10 隻 /c.c.

, 榜闢

300 -- 500 隻 /f 。

目試驗容器為 6 個故璃缸 ( 60 x 40 x 35 em:!" ) , 裝沙濾海 /1(60 公升
, 加入適量線藻 , 以止水

打氣方式培育魚苗
, 每日抽底換水 2 次 , 分別於 AM 08:00 及 PM 15:30 ' 每日 AM 08: ∞及

PM 14 :00 各量取 /1( 溫及 PH 一次。

回試驗計分 3 個階毆
, 階設 I : 取孵化後第 2 日之魚苗

, 每缸放養 1,0 ∞隻
, 於孵化後第 3 日開

始投餌 , A 、 B 飼料分別投餵 No.1 餌料 , 餌料生物組投子吐蠣幼生 , 至孵化後第 6 日結束試驗

; 階殷 n : 取孵化後 11 日之仔魚
, 平均全畏 4.38":t 0.67 公分

, 每缸放養 200 尾
, 實驗期間

為 2 個星期 ,A 、 B 飼料於第一個星期均投餵 No.2 餌料 , 第二個星期投饅 No.3 餌料
, 餌料生物

組投餵輸虫 ; 階設區 : 取魚齡 20 日之仔魚 , 平均全長 9.47 :t 0.39 公分
, 每缸去世養 100 尾

,

實驗期間為 2 個星期 ,A 、 B 飼料於第一個星期均投饅 No. 3 餌料 , 第 2 個星期均溫投 No.3 及他

4 餌料 , 餌料生物組實驗期間均混投輔虫和欖聞。
同種苗大量生產試驗 :

村受精卵 : 受精卵來自本分所自行培養之種魚於陸上室內地中自然產卵受精之卵。
(二j種商培育 : 種商培育方式分 3 種 :(1) 受精卵於室內 1 噸之最璃纖維桶中孵化並經仕蠣幼生馴餌

, 當仔魚龍充份利用輔虫時〈均孵化後 7 日 ) 移至室外水泥地 ( 5 mX 3 mX 1.2 m) 繼續以

輛虫、橋關類飼育 ; (2) 受精卵於室內 1 噸之玻璃纖維構中孵化至卵黃龍期結束時
( 孵化後 3 日

〉移至室外水泥地 , 葫期以幼鰻用鰻掛經 250 目之浮游生物網喝過後投餌
, 讀後依序投餵輪虫

、欖闢 ; (3) 受精卵直接放入水泥地中孵化、育苗
, 此方式執行 2 次 , 首次使用 2 個室內水泥地

( 6 m x 3 m x 1.5 m ) , 一池使用純海水 , 另一池將海水逐漸演化至 26 ppt, 第 2 次使用

2 個室井水泥抽 , 一抱之初期餌料混投吐蠣幼生及輪虫 , 另一地混投鰻輯和輪虫。試驗期間每

日 AM 08: 0。而 PM 14:00 各測定記錄水溫一次。

結 果

一τ黑鍋劫期仔魚耐墟度試驗 :

剛孵化仔魚按各試驗墟度 /1( 中
, 仔魚贖其與生俱來之卵黃重要可攝禪於 32 至 36 她之 /1( 中

, 但

當墟度降至 28 960 及其以下時仔魚全部就至底部
, 剛孵化仔魚各組均未長出 , 於墟度 32 至 36960

水中 , 仔魚大部份靜止不動懸浮於表層 , 於墟度 20 至 28 他水中
, 仔魚大部份靜止不動沈於杯

底 , 少部份向上游動小殷距離後叉慢慢再說至杯底 , 當墟度為 0 至 16 960 時
, 仔魚大部份臥於杯底

靜止不動 , 種少部份偶而平貼於杯底側游種鐘距離即停止。
仔魚難適應於 8960 以下之低墟度

, 6 小時後 O 及 4 地下之仔魚巴央去活力側臥於杯底
, 12 小

時後 3 組均開始大量死亡
, 70 小時接〈卵黃囊期結束〉倖存著活力仍麓

, 絕大部份騙於底部 ;

墟度為 12 他之仔魚起初活力亦較差
, 20 小時侵巴龍鐘廳活力增強 ; 墟度 16 他以上者仔為均正

常。

卵黃韓跤皈速率有撞撞度增加而加速之趨勢, 但墟度 16 960 以上各組無顯著差異
, 孵化後 50

小時 , 卵黃蠹僅剩 7.8-13.3%;: 壇度 12 960 以下跌 1& 連度擴麓
, 但各組間無顯著差異 , 孵化後

50 小時 , 卵賣聲尚餘 21.3 - 32.5 % 。仔魚於孵化後第 2 天胸鱷開始畏出 4 第 3 天眼黑色素形

成中。仔魚於 4960 之低墟度下仍然持續的演變
, 演變速率於低壇度下較慢 , 孵化後 48 小時

, 壇

度 12 960 以上各組仔魚口的雛形已非常明顯
, 8 她以下者則無 , 孵化發 96 小時

, 墟度 16 960 以上

各組仔魚口已開且具功能 ,12960 以下者口雖開但未能上下閉合。



黑鍋仔魚於各種壇度下之活存時間因壇度而異 , 半致死時間 ( ha If 1 e tha 1 t ir 悶 ,LH

50 ) 亦因墟度而異 ( 如圖 1 、圖 2 ) 。墟度為 12 %0 時仔魚的活存時間最長 , 墟度為 0�4 她時
, 仔魚活存時間非常起 ; i畫度為 8960 時半致死時間亦非常短 , 倖存者情存的時間最長 ; 梅度於 12
至揭她 ,

仔魚活存時間隨墟度的增加而略棋 , 但 16 她以上各組卸相差不多。各組墟度之半致死

時間分別為 0 偏--15 小時 . 4
%0'""':"

25 小時 . 8 筒。 --25 小時 . 12 偏 -- 231 小時 . 16 偏 -- 215

小時 . 2 。他 -- 193 小時 . 24 %0-- 190 小時 . 28 %0-- 182 小時 . 32 %0-- 165 小時 . 36 %0--160

小時 , 半致死時間於 0--8%1 。下均很鈕 , 當壇度由 8 升至 12 筒。時 , 半致死時間急劇增加 ,
商後

隨溫度增加而逐漸減題。試驗期間水溫 15.9 --19. 7'C 。

共墟分濃度對黑鍋育苗活存率及成長之影響 :
第一次試驗結果 , 體長之增加於各試驗墟度中並無顯著之差異﹒但活存童裝有相當差異。墟度

由 37 ppt 遁瀰至 26 ppt 其活存率最高 ( 60.2%). 墟度維持於 26 ppt 次之 ( 28.0 % ) , 墟
度維持於 37 ppt 及壇度由 26 ppt 遍增至 35 ppt 略低 ( 20.7% 及 19.5 %) .如表 1 。試驗期

間水溫為 15.3-- 24.1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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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黑鍋初期仔魚於不同鹽度下之累積死亡率
Cumulative mortality curves for early stages of black s 個 bream fry

tested at di fferent sal ini ties. Each curve represents the mean of two
repl icates.

1Fig.

攝 2 次試驗每糊桶中故聾的 3 萬個受精卵 , 育苗期間為顧慮墟度之噹定性 , 換水量很少 , 水
質不佳 , 原生動物大量繁殖 , 仔魚於孵化後 14 日鷗始大量死亡 , 原生動物後經 20 pp m jj雷馬林 (

Formal in ) 蔚裕後教死了 90% 以上 , 但仔魚仍持積死亡 , 至 20 日時 4 種處理活存魚苗均很少
, 分別為 326 尾、 390 尾、 517 尾及 177 尾。

三毛人工配合徹粒飼料培育黑鍋仔魚 :

孵化後 3 日之仔魚開始投館餌科 , 投餌後 6 小時鏡穢時發現仔魚能攝食人工微粒飼料 , 可惜
消化情形不佳 , 餌粒自肛門排出仍星粒狀 , 仔魚於孵化後第 5 日即發生大量死亡 , 人工微粒鶴料
B 中一缸已無仔魚活存而結束試驗。人工微粒飼料 A 活存的尾 , 活存率 3.25% ' 人工徵粒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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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黑鍋切期仔魚於不同鹽度下之半致死時間
Half lethal time ( LH50 ) curve for early stages of black sea bream

fry testep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Each value is the mean of two

2Fig.

repl icates.

鹽份濃度對黑鍋育苗活存率及成長之影響

( 放養密度 15 X 10
3 隻 / 頤 , 剛孵化仔黨全長 2.1 土 0.03mm

, 實驗期

間 30 日

Effect of 詞 linity,on the survival and g�owth &f-qlack sea bream fry

Newly-Hatched to 30-Day-old. Initial size fry stocked, 2.1 :t 0.03

Initial stocking density of newly-hatched fry, 15 x 103 indo �

表 1

1Table

mm;

ton.

活存傘

Survival

最佳全長

Final T.L.

( ppt )Salini ty度鹽,

.第四星期第三星期

3 rd week

第二星期第一星期實驗開始

nitial ra t.e (5的(mm)4 th week2nd week1st week

20.78.27 :t 0.883637373737
60.27.63 士 1.592628313337

28.0

19.5

7.79:t 0.90

8.00 :t 0.89

26

35

26

33

26

31

26

29

26

26



B 活存 28 尾 , 活存環 1.4 % ' 生物餌料組活存 343 尾 , 活存率 17.15 % 。

孵化 11 日之仔魚對人工微粒飼料剛開始不太適應 , 死亡率很高 , 一週後死亡率明顯降低 ,
體畏的增加一直非常值慢 , 經 14 日試驗結果 , 人工徵粒飼料 A 及 B 之活存率分別為 10.3% 及

18.3 % ' 和餌料生物組之 34.39 屆差異很大 , 仔魚全長分別為 8.10 mm 及 8.0 , 和餌科生物
組之 13.88 mm 差異很大 , 如表二及國 3 、 4 。

350

人工配合徽粒飼科培育黑棋仔魚結果

〈魚齡 11 25 日 , 放聲尾數 200 尾 /60 公升 , 試續開始仔魚全長 ;
4.4 士 0.67mm)

2 Effect of artificial microparticle feeds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black sea bream fry, 11-to 25-Day-old. Initial 'size of fry stocked,

initial stocking number 200 ind / 60 f.

表 2

Table

活存率

Survival

rate (%)

試驗結束全長

Fina I T. L.

(mm)

重復次數

No. of

replica tes

4.4 土 0.67 mm j

餌 .科
Foods

lJU組

No.

feed ω

人工微

Artificial

feed (B)

天然餌料

Natural food

微粒飼科 (A)

Artificial microparticle

工人

10.3

18.3

8.10 士 0.88 ‘

8.01 ::!: 0.78

2

2

粒飼料 (助

microparticle

1

2
F

34.3

孵化後 21 日之仔魚對於人工徵粒飼料起劫仍不能適應 , 仔魚攝食後將飼料含於口中 , 爾後
隨即吐出。開始時仔魚死亡率很高聶接逐漸降低 , 經 14 日試驗結果 , 活存率仍有顯著差異 , 人
工徵組飼料A 及 B 分別為30.5% 及 23% ' 餌料生物組為 44% ' 成長情形差異極大

, 人工徵粒飼
料A 及 B 之仔魚全畏分別為 12.82 mm 及 12.83 mm , 餌料生物組為 19.2f) mm , .tlI1 里三及圖 3

13.88 士 1.6423

、 4 。

同種曹大量生產試驗 :

結果如表四所示。 3 月中旬以後之育苗成績較 3 月中旬前好。 No.1 一恥 5 於 3 月中旬前 , 由
於氣候不穩定 , 室外水泥池叉無加溫設備 ,;;1( 溫變化大 , 室內水泥池雖有加溫 , 但因光照不足 ('

800 -1,500 lux) , 育苗成績未臻理想 , 活存尾數 3,200 - 4,500 尾 , 自受精卵至稚魚期活存
盡管1.2 -3.09% j No.6 -No.lO 於 3 月中旬後 , 由於氣溫回升 , 氣候較種定 , 仔魚成長快 , 活存
率亦高 , 除No.6 由於飼育目數較久因畫畫食擴耗外 , 餘各抽活存尾數 9,7 ∞ - 16,700 尾 , 活存 $

3.23 - 11.06 % 。

受精卵先於室內 1 噸桶中孵化 , 於仔魚卵黃畫畫期結束 , 眼黑色素及口形成後移至室外水泥地
飼育者育苗成嚴較理想 , 如 No.7 及他 8 , 活存尾數分別為 16,700 尾及 15,100 尾 , 活存率分別為

11.06% 及 10.07 % j 受精卵直接放入水混池中孵化飼育 , 活存尾數 2,400 一口 ,300 尾 , 活存
$1.2 -3.77 % j 受精卵於室內桶中孵化飼育至能適應輪虫時撤至室外水泥地 , 活存尾數 3,300

- 4,500 尾 , 活存率 1.94 -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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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組 �U

人工配合微粒飼料培育黑鍋仔魚結果

〈魚齡 21 , 35 日
, 放養尾數 100 尾 /60 公升 ,

試撿開始仔魚全長
9.47 士 0.39 mm )

3 Effect of artificial micropartic1e feed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black sea bream fry 21-to 35-Day-old. Initial size of fry

stocked,9 .47 士 0.39 mm j ini tial stocking number 100ind /60 �

料重老實次數試驗結束全長
No. of Final T.L.

rephicates (mm)

..

Table

餌

No. Foods
Survival

rate (%)

1 人工擻粒飼料 (A)
Artificial microparticle

feed (A)

人工徵
Artificial

feed (到
天然餌料
Natural food

2 12.82 士 1.47 30.5

2 粒飼料制
microIBrtic1e

2 12 .83 :t 1. 58 23

3 2 19.26:t 3.15 4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將飼育水由海水逐漸漠化至 26 ppt 其育苗成績比純海水中飼育稍佳。成長則無顯著差別
如恥 1 活存尾數 3,200 尾較 No. 2. 2,400 尾多 , 平均全長分別為 8.32 mm 及 8.26 mm 。初期餌料
以鰻盼代替吐蠣幼生 , 育苗活存率及成長並無顯著差異 , 如 No.9 及 No. 10 t 他 9 使用牡蠣幼

生活存尾數 11 , 300 尾 ,
No. 10 使用艘船活存尾數 9,7 ∞尾 , 平均全長分別為 11.36 mm 及 11.28

mm t 叉如他 7 及他 8 之初期餌料均用鰻輯 , 其育苗成績相當不錯 , 活存尾數分別為此 ,7 ∞尾及
15,1 ∞尾。

實才 論

黑鍋卵賣聲期仔魚龍長期適應於廣範靨鹽度中 ( 大約 12 - 36 ppt ) , 仔魚於較低鹽度中 (12

- 20 ppt ) 活存期間較長 , 試驗期間不投餌 , 水溫為 15.9 一 19.7'C 0 Mag ω、 Sylvester 等
ω和 S. Akatsu 等 (9)

各研究不同種頡海水魚結果發現飢餓的仔魚按值鹽庫中活存時間較長 jMay

ω陳述 Bairdiella icistia 仔魚當鹽度和體權等壓時 ,
卵黃的利用教率最高 j Ho 11 iday ω

發現鱗魚仔魚於低鹽度中活動力較低 , 接此推翻因代謝速度擴低而延長活存時間。本試驗結果亦有
顛倒之發現。

本試驗結果顯示鹽度的改變對劫期仔魚之成長沒有顧著差異 , 但活存率於鹽度從 36 ppt 逐漸淡
化至 26 ppt 時明顯較高。廖等

(
的研究鳥魚也有同樣的發現 , 彼於仔魚孵化後第 6 日起將鹽度自 32

ppt 逐漸誤化至 26 p阱 ,
說化期間包括仔魚發育過程中 3 個階駛 ,

結論為鳥魚仔魚於漠化之海水
中飼育比較有利 j S. A 旭 tsu 等

{
的飼育鱷滑石謹仔魚 ( E. tauvina ) 之結果 ,

鹽度之改變對胡期
仔魚之成長及活存率 1量有顯著差異 , 然而 21 -40 天之仔魚於鹽度 25 ppt 之半鹼水中活存率明顯
較高 j Houde 淘認為許多海水魚仔魚在很廣的鹽度範圈中均有高活存率 , 因而鹽度在決定仔魚之
成長及活存率上非影響因素之一。然而本試驗結果當鹽度自海水逐漸沒化至 26 ppt 對育苗明顯地
有利。

使用三種市售草蝦用人工配合徹粒飼科分別於孵化接3 日 , 孵化後 7 日及孵化後 21 日作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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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 , 其結果活存率及成長情形均比生物餌料差。金呎昭夫 (1$
研究嘉措及橫帶石鍋 ( Opl 略 na

thidae fasciatus) 有相創結果 , 自嘉脂仔魚閉口時單獨投餵微粒子餌料 , 經 35 日飼育結果 , 活
存率低、成長亦盞 , 餌科生物組體長為 20.3 mm , 人工飼料組為 11.5mm ; 積帶石爛初期以輪蟲

飼育 , 於孵化發 10 日改換人工徹粒飼料 , 經 .w 日飼育結果 , 餌料生物組體長為 31. 7 mm , 人工
飼料組為 20.5 mm 。祖金呎昭夫以人工微粒飼培育番魚及比目魚 , 則發現人工飼料組和生物餌科組
無顯著差異 , 比目魚自孵化開始單獨投興徹膠囊飼料 , 經 40 日飼育 , 餌料生物組活存傘 95% ' 人
工飼料組 84% ' 成長並無繭著差異 ; 香魚自孵化開蛤餅投人工徵膠囊飼料及輸蟲 ( 餌料生物組的三分之
一 ) , 經 7Q 日飼育結果 , 人工餌料組活存率為 659 區 , 和餌料生物組幾無差異 , 成長亦無顯著差異

, 且對於畸形之防止有顯著教果。
在仔魚之適溫範圍內 , 水溫對仔魚之成長及活存軍裝有正面之影響。 * 試驗中 , 3 月下旬以後放

聲仔魚其成長情形顯然比 3 月中旬前放聲者快速 , 活存率亦窩。於無加溫設備之室外育苗地 , 3 月

中旬因東北季風來聾 , 水溫劇降 , 風強且夾帶小繭 , 造成魚苗大量死亡 , 4 月以後氣棋暖和且較穩

定 , 育苗成績顯著提高。廖等 (6)
研究鳥魚亦有相倒之情形

, 於加溫設備簡陋之情況下 , 因寒流來
襲水溫劇時而造成大量死亡 , 於加溫設備良好時因水溫穩定而提高育苗活存傘。 S. Akatsu 等 (9)

研究鱷滑石聾
, 水溫升高 , 魚苗之成長及活存率亦相對地提高。

魚苗放聲密度和活存率有很大關保。庫等
(6)
研究鳥魚時

, 以 5 m X 7 m x 1.5 m 之 7.1( 混池中

放養 1,188,000 個受精卵 , 孵化軍約的 %' 由於放聲密度高 , 因投餌量多導至 7.1( 賀惡化 , 第 30 日

時發生大量死亡 , 至 40 日時其活存率降至 0.94% ' 活存尾數已。56 尾 ; 林
(7)
研究現目魚時

, 同
樣發生因放養密度過高 , 施用餌料量多 , 導致水質惡化 , 第 11 天仔魚大量死亡 , 雖經連續換 7.1( 搶

歌 , 但至 21 天時活存尾數已少 ; 林
(8)
.培育蛙形石班仔魚時 , 於 1 噸桶中鼓聲 30,000 尾 , 亦因密

度過高於第 11 日即發生大量死亡 , 最後敬迫疏放。本試驗中 No. 3 至 No.5 自孵化至第 7 日均於桶中

飼育 , 放聲響度函 ,000 -110,000 尾 / 噸 , 因放養密度過高 , 仔魚於第 5 日聞發生大量死亡 , 此
可能導致活存率較低的原因。

在 10 次種窗生產試驗中 , 王二次將受精卵先放於室內 1 噸桶中孵化 , 於仔魚卵黃賽期結束時撤
至室外水泥池育宙之成績最佳。將受精卵直接放入育苗池中孵化、育苗, 因有些受精卵不能孵化 ,
於育苗池叉因清臉不易 , 最後撞死水中影響 7.1( 賀 , 此外畸形魚於卵黃賽期結束前即死亡腐敗亦影響
水質 , 且仔魚於黑色素形成時忌諱強光 , 以上諸原因可能導致活存率較低之原因 ; 受精卵於 1 噸桶

中孵化且飼育至第 7 天再移至室外水泥地飼育 , 除上述放聲密度過高引起大量死亡外 , 叉因仔魚活
動力已增強 , 搬站時因捕捉較難而易造成壓迫、受館 , j比二原因可能導致活存率較低。因比 , 顧及
7.1( 質及搬運方便 , 於種窗生產時 , 將受精卵先放於孵化 , 孵化至仔魚卵賣聲期輯束時再搬入育苗池
中將是較理想之方式。

摘 要

本試驗利用自行養殖之黑鍋種魚於室內水泥池中自然產9 日之受精卵 ,
自 1986 年 2 月 18 日至 5

月 8 日共做了 10 次種茵大量生產試驗 , 同時做了人工配合徵粒飼料育苗試驗 , 初期仔魚耐鹽度試
驗及鹽度對育苗活存率及成長之影響 , 其結果摘要如下 :
-剛孵化仔魚懸浮於鹽度為 32 ppt 以上之水中 , 當鹽度降至 28 ppt 以下時仔魚說至底部。仔魚於

淚水及鹽度為 4 ppt:&8 ppt 之水中半致死時間非常鈕 , 分別為 15 小時、 25 小時及 25 小時 , 當
鹽度為 12 ppt 時 , 半致死時間急遍增加至 231 小時 , 鹽度高於 12 ppt 時 , 半致死時間隨溫度增
加逐漸擴鈕 , 鹽度為 16 、 20 、 24 、 28 、 32 及 36 ppt 時其傘致死時間分別為 215 、 193 、

1 的、 182 、 165 及 16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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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本試驗與上項試驗同時進行
. .於 � 種鹽度 36 ppt 、 25 ppt 、 36 ppt 運漸淡化至 25 ppt 及 25

ppt 逐漸鹼化至 35 ppt 之育苗試驗中
, 經一個月試驗結果 ,

仔魚平均 3?j 畏並無顯著差異
, 但活

存率於 36 伸 t 淡化至 25 ppt 中顯著較高 , 餘 3 組無顯著差異。

三美以二種市售草蝦用人工闢合徵粒飼料分別於孵化後 3 日、孵化後 7 日及孵化後 21 日作育苗試驗
, 其結果活存率及成長情形均比生物餌料差。

同在 10 次種苗生產試驗中
, 二次將受精卵放於室內 1 噸桶中孵化 , 於仔魚卵黃寶延期結束時撤至室

外水泥地中育苗之戲績最佳。 10 次育宙中活存尾數自 2,400 至 16,700 尾 , 活存 � 1.2 -11.06

9 后 , 共育出種苗 73,800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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