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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port is relati ve to the experiment to culture Sillago ja, ρ oni"ca

results are as fOllOWS:

caught

it was fed wi th zoo

was very w� 也 . It would die after 1 minute ifThe fry of Sillago japonica

out of water.

The survival rate of Sillago ja ρonica was more than 90 % if
plankton. with tubifex was 60 一 70 % and with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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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 ofSillago

30%.
The3.

wascompoundsandy mudpond with mud orJapontcaThe

better.

4.

be infected by Trichodina sp., Dactylogyrus sp ﹒ andThe Sillago ja ρ onica could

Amylloodiniumsp. easily.

5.

eel'sthewith
The f 值d eft iciency was 3.08 when the Silldgo japoni ca was fed6.
formula feed and trash fish.

雷

沙酸( 圖 1.2 )屬沙鐵斜 ,
亦名沙鑽

, 俗稱沙腸子 , 為近海產底棲世之小型魚巔 , 僅篇長齣鍾型
、略個扁、由第一背鱷向前有長而尖銳之頭部。向後有逐漸減小之尾部。蟬四杖

, 接腿發達 tf! 設架

前

圍 1 背沙韓圍 2 沙育館垂直正面觀

S. japonica TEMMINCK & SCHLEGEL. Fig.2 S. japonica from vertical view.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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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脊椎 34 - 43 ( 尾椎 Zl -72 ) 。體極小型梅鱗 , 側輾完全 , 單一略形彎曲。背錯兩枚 , 第一背
攝種有織畏之棘 JI---XI 杖 , 有時第 E棘為絲狀延長 , 第二背儡有軟條 16 - 26 枚。臀續有 I-I 揖棘

15 - 17 軟錄。胸續中型 , 臨錯失 , I 5 有時硬棘與第一軟條相結合。尾儡後般截卒讀淒凹有 15 軟

蝶。其分佈遍及全省 ,
一船棲息讀揖為沿岸地帶水深 10 - 30 m , 砂、泥底貴之場所。

在國人嚐食海麗的今天 , �少鍛臉了為海鮮屆佳街外 , 沙饋乾的外銷更是供不應求。而一般均以流
刺網、心 � 定置網及一支釣捕獲產量有限 ,

市揖價格頗高天然種苗之飼聲種待研究俾利推廣。

本試驗針對沙鍛之生長環境、飼料等問題作初步探討 ,
商後將繼續課λ研究 , 以供聲殖業者參考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之魚苗係探自竹南鎮、溫仔頭海邊 ,
採集間來後置於室內之水按箱及單路桶內 , 經過一設

時間之麒| 餌後 , 進行下列兩項試驗 :

H餌料試驗 : 使用鰻粉及下雜魚 ,
分成三種不閱或份餌料投飼 , 以翻定其成長度。

臼底質試驗 : 在砂質、混質及砂混混合等三種不同底質環境下比較抄鐘之成長情形。

試驗期間按月協定其體畏、體重、體高 ,. 並紀辭鳥獸 ,
橋說池子 ,

每月捌鹽廈一次上下午各翻溫

度一次。所使用之海水保取自本分所之海水地並經過濾。整個試驗過程均探流水 , 並加以打氣 , 按日
投餌蓋其飽食為止。

本試驗各項成長資料依下列企式計算 :

W‘一w
J m X 100 %W ‘ +w.τ一-x t

平均每日成長率 (D =

平均每日攝餌傘 (B) =
X 100 %

餌料效率
I

叩

堵軍係數 (R) =
F

(W.-W. )X(N.+N.)
2

W. : 養殖T 時間接之平均體重 (g) 。

W. : 養殖開始之平均體重 (g) 。

N": 畫是殖開始之尾數已尾 3 。

N. : 養殖 T 時間接之尾數〈尾 ) 。

F : 養殖 T 時間後之融投餌量 (g) 。

: 養殖時閱 ( 天 ) 。?

結果與討論

付種別鑑 � ﹒

台灣近海之沙酸 ( Sillaginidae ) 魚類 , 文獻記載有三種 , 分別為沙鍍 S. sihama (FORSKAL
J 星沙緻 S. macu/ata QUOY & GAIMARD 及背抄酸 S. ja 帥 niro TEMMINCK & SCHLEGEL 而

日本近海者 ,
松原 ( 1959 ) 認為有三種 : 富山、阿部 ( 1958 ) 認為有二種。其中最易混淆者乃為沙

鍛 S. sihama 及青沙緩 S. japonica 之區分 JORDAN D ﹒ S. & J ﹒ O. SNYDER ( 1902 ) 認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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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眼與頓閑之鱗片若為園麟則屬 S. sihama 松原亦持此觀點。然而依擦擦 ( 1969 ) 頓部與眼眶間區被

圍麟者沙鍍及背沙饋均有可能 , 頓部與眼眶間區被圍歸者 ,
仍可藉背錯之棘及軟僚數興側線上方之鱗

數作為自監別之依據。

本次試驗自竹商所探得之沙鰻魚苗 ,
其煩部與眼眶間區被圓蟬 , 且 D'XI:D2II7- 時 , 側線上

方至第一背錯前部基底有鱗丈列 , 故應屬背沙艘。
仁陶期馴餌 :

剛撈捕回來之魚苗平均體長篇 1.12cm '0.013g , 外表透明 ,
第一背鱷後緣為黑色。於室內

2K 擴箱及塑膠桶 ( 100i ) 內 , 覺行蓄養 ,再進行試驗。

沙鐘之天然餌料種類繁多 , 但主要仍以甲殼類 ( Crus tacea ) 中之長尾類 ( Macrura ) 端歸類
( Amphipod ) 及環形動物 ( Anne I id 學

) 之多毛類 ( Polychaeta ) 為主。蓄餐時使用三種不同餌料
, 醒過十天其結果 .: (M 投以動物性浮游生物 , 其活存率最高達 95 % (m 投以絲蚯蚓活存率的 -70

% (C) 投以鰻掛由於水質較難控制活存率僅 20 - 30 % 。繼續 �II 養至轉換成配合飼科後二星期 , (A)

仍有 70 % 以上之活存率 , (B) 則在 �O% 左右。

同底質試驗 :

自 70 年 9 月 1 日開始 ,
分成三組室內塑膠桶 ( 1.2 噸 ) 內蓄養 ,

每組各 50 晶。各組之底質 : (

A) 砂賀 , (B) 泥賀 , (C)
砂混混合。養殖期間水溫和鹽度變化 ( 如 Fig.3 ) 。由 Fig 3 可獲得知養

殖期間 2K 過逐漸下降 , 鹽度逐漸上升 f 全期 ]}( 溫變化 , 上午為 16.5 -訕。 C , 下午為 19 .1-32 �6
。 c 。於 12 月 2.S 最低溫 11.6

� c 並未發生凍斃讀凍悔現象 , 並有攝餌。
Table 1 表示三種不同底實情況下 , 抄盤成長情形也 Table 1 可得知 :

(I) 高水溫期底實對於成長無甚影聾 ,
唯多季則以泥質之底賞者成長較佳。問時由觀察得知 , 在低水

溫讀受驚擾時 ,� 值有潛藏於砂施中之習住了砂質之底質會使其不易鑽入 e

(2) 在 10 月中旬 , (的真有三分之一之抄鰻陷入排水管導致死亡 , 故餌料係數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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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沙緩稚魚期其成長環境以混質之底質為佳。

(4) 底質試驗期間 , 除了陷入排水管內致死外 , 並無其他致死原因。
(四)餌料試驗 :

由於沙鍛魚苗非常脆弱
, 未能一次回 II 育齊全供試驗 , 此拉魚苗於八月中旬自竹南海邊運悶。隨後

於九月上、中旬發生了雙鞭毛藻類之感染
, 以致魚苗大量死亡 , 倖存者經過一個星期之蓄養 , 確實已

無死亡情形繼續發生後
, 實驗至九月下旬才得以開始。

本試驗在室外水混地 ( 20 m2x 0.6 m- ) 進行試驗
, 依餌料成份分為四組 ,

每組 100 尾 , 為 :

(1)1 令鱷韌 +1 令下雜魚〈大型魚 ) 。

(2) 1 也體粉 + 1/2 下雜魚
( 小型魚 ) 。

(3) 艘軍倍 ( 乾重 ) 。

(4) 下雜魚 ( 濕重 } 。

Table 2 為三種不同餌料 , 所飼養之抄緻成長情形。然而由於 (3X4) 組分別於 10 月 19 日及 10 月

18 日發生設地死亡 , 其原因不明餌料試驗因而無法進行。
由 Table 1

, (2) 可君出體重在 l.Og 、體長 5.0cm 以下之抄艘魚苗對於餌料之利用效率高
, 而體型較大者貝 IJi 耳科教率隨體長之增加而有逐漸偏臣之趨向。

以儼輯與下雜魚 1 : 1 灑合飼料餵飼其妓君拉甜可
, 可作為將來繼續研究之飼料依據。

因疾病發生與肪治 :

由於撈捕時魚體受傷
, 武由於餌料及水質所引起者 , 在試驗期間曾發生車輪蟲、子單蟲之寄生及

雙鞭藻類之感染 , 造成大量損悔。故魚苗撈獲後廳副作預防措施 , 以增加魚苗抗病刀 , 瀰少感染疾病
之機會。本次試驗在現場將撈獲之魚苗 E此攝徹索 5Ppm 實施藥浴連問後

, 死亡情形大為擴少。試驗
中對於車輪嶺、于理嶺之寄生以福馬林 20 P pm 藥裕即可收效。 +觸對雙鞭藻類之寄生無法作有效控
制。

雙鞭藻類 ( Amyllodinium sp. ) 亦名 ( Dino/lagel late infestation sp ﹒ : Velet disease

: Qodinium disease' ) 主要寄生於皮膚、爐、總主 (Fig.4) , 病魚從外觀上在表面有如塗上一層
自韌末 (Fig.5) 。顯微鏡下觀察之病原體如 ( Fig. 6 及 Fig. 7 ) 。病魚體表粘被分都異常

,
身體

迅速衰弱容易窒息死亡。

雙鞭藻類生存之鹽分範圖為 7.8 - 45 鈍
, 一般海水魚若感染此疾 , 其對策為實施淡水藥浴 2-5

分鐘 , 使病原體脫落并反覆實施 , 直至病原體完全清雖為庄 , 男一種就是以 0.15 ppm 之硫酸銅溶液

藥浴十天作為治療。

Fig. 4

.絲受雙鞭藻類寄生情形

Tro 抖1個 t(s) of Amyllodini.um sp.

on gill filament

國 4 圖 5 受雙鞭藻類寄生死亡狀態

Fig. 5 Victim sUI feeing f co m

Amyllodinium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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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雙鞭藻類放大 200 倍

Fig. 6 Amylll)dinium sp. X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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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Fig. 7

雙鞭藻類放犬 200 倍

Amyllodinium sp. X 200

由於 :lti: 分前海水蓄水地實施箱網養殖試驗 ,
以致水質無法控制 , 而過油器叉未能有殼的發揮其功

用。此種雙鞭藻之發生係由換水及動物性荐游生物所引起。在突發狀況下 ,
在發現魚菌感染後 , 241J 、

時內死亡情形即相繼發生。

沙饋魚苗不適以淡水浴處理 , 因 1少鰻魚苗在鹽度突降至 4 此以下時 , 鐘時間內立即死亡 , 且雙鞭
藻類在淡水路中並不會死亡 , 僅是暫時脫離魚體表面約 10 分鐘後 , 叉會有買新附著之可能。、

摘 要

本試驗係對沙趣之生理生態作研步探討 , 其結果分述如下 :

l 沙鐵窗不但為極脆弱之生物且容易受驚、休克 ,
離水 :一分鐘內部會死亡。

u 少敏是屬肉食佐維魚以動物性浮游生物 zooplankton 為餌活存率遠的 %以上 , 絲蚯蚓次之活存
率在 60 -- 70 % ' 最差為饋船

, 僅 20 -- 30 %左右。故探集之魚苗宜先投以動物性浮游生物 , 再慢慢
以配合餌料馴餌 , 前收良好教果。

1 沙饑可耐低水溫 , 放低溫或受驚時有鑽入沙泥中之習替。
4. 飼養沙餒 , 其底質以泥質或砂混混合者為佳。
a 沙般易感染車輪處 (Trichodiua sp.) 、于理蟲 (Dactylogyrus sp.) 、雙鞭藻類 ( Amy-

llodinium sp ﹒ ) 等寄生性疾病。、

& 在三個月之試驗期間內 , 抄鱷由平均體重 0.6 J g , 體長 3.10 C7/l.可達平均體重 8.60g , 體長
10.01 cmZ 體型 , 以蟬輯與下韓魚配合飼料投餌 , 平均飼料係數為 3.08 。

樹
,

辭

本試驗承蒙本分所長李博士燦然指導及試驗魚苗由竹南鎮林金樹究生贈送 , 本報告之病害部份由
簡肇衡先生鑑定及提供實科 , 董聰彥先生協助繪畫表格 , 一併讀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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