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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給養殖試驗

余廷基﹒張 j勇泉

Studies on the CuI ture of Si 1 ver Whi t ing

Sillago s i hama

Ting-Cbi Yu and Yung-Chuan Chang

In laboratory, females of silver whiting, (Sillago sihama) spawned spontaneous and dis-

continued at night from July, August and 刊uaTLnu September and the fertilized eggs

hatched normally.

2. The ovarian type of Sillago sihama was asynchronous, the eggs developed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ova 叮 .
3. The third day after hatching, the larvae lay down on po.nd bottom and died. The died

reason was congenital frag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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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繼續上年度之研究
,
探討砂酸完全養殖之可行性。試驗結果顯示 : 經人工養成之抄艘種魚

於繁殖期移入室內產卵槽後 , 即游行自然產卵。收集之受精卵亦可順利孵化成正常仔魚。惟仔魚於孵
化接第三天起開始說底 , 不久即死亡。

材料S 雙方法

-材料 :

(→種魚 : 上年度置於室內產卵槽之 20 尾種魚 , 7 月 15 日因見其身體不遍 , 移閉室外養成地飼育。
於 7 月 29 日自其中選取 12 尾 ( ♀ :'0 = 4 : 8

) 置於室內產卵槽。
(斗餌料 : 鯉魚魚釀 + 鰻魚配合飼料、社蠣受精卵、海水輪蟲。
間器具 : 塑膠桶、溫度計、虛度計、打氣設備、讀璃缸、孵化網。

二三方法:

將培育成熟之種魚移於室內 2f( 容量 0.5 噸之圓形產卵槽。所用海水經過曙處理 , 採流水式飼育 ( 水

流題約 3 f/min ) 並克分打氣。在產卵槽上用黑色塑膠布覆蓋約 3 分之 1 之槽苗 , 以避免種魚受
到驚嚇。另外 , 在產卵槽邊掛張孵化網 , 以 overflow 式 ( 溫水式 ) 引槽內之海水入網

,
隨時收集

產出之荐性卵。收集到之受精卵置於各種不同環境蝶件下孵化並嘗試仔魚之養成。

結 果

上年度移入室內產卵糟之 20 尾成熟砂雛種魚自 6 月�日、 7 日、 18 日、 19 日、 23 日自然產卵

行為後 , 繼續於本年度之 7 月 5 日、 6 日趕卵。由於 7 月 14 日、 15 日連續 2 天觀察到種魚身體不適

、游流行動異常 , 乃於 7 月 15 日將種魚移固室外養成泄。至種魚情況穩定時 ( 7 月 29 日〉計死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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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 將剩下之12 尾抄鱷種魚 ( 4 ♀ : 8 古〉再度移入室內產 g� 槽 ,
用鯉魚魚蝶 + 鰻魚配合飼料館飼。

此 12 尾種魚之自然產卵日期為 8 月 10 日、 11 日、 12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98 、 20

日、 26 日 . 9 月 6 日、 7 日、 8 日、 10 日、 11 日 :.. 12 日、 14 日、 17 日、 20 日、 22 日 ,
其產卵

時刻為晚間 11 時左右。實驗期間之海 :#. 壇度為 18960- 26 純 .:#. 溫為 25 'c - 32 'c 。收集之受精卵在

不同墟度還境 ( 18960- 35960 ) 均能孵化出正常之仔魚 ,
孵化率高 ( 80% 以上〉。

剛孵出之仔魚口和肛門尚未開啟 , 亦無游城能力。仔魚在水中頓下尾上
' 星胡懸掛

, 捍游狀態 ,

接著逐漸擺正姿勢 , 乃至終於以正常形態快速游動。
不輝的是 ,

在流水草止水環境下
,
仔魚起初尚活潑地在水中游動 ,

然而孵化後第三天起開始沈底
, 此時若用玻璃蟬輕觸仔魚生存之放哨缸缸醋 ,

說底之沙融會困縣嚇而移動些許 ,
不久即由化、死亡

。

進行拉底現象前不久 , 砂艘仔魚之卵爾巴戚 i肢
,
口部亦已張聞。此時分別嘗試用釷蠣受精卵、海

水輪蟲飼宵。﹒經目郎和投影機螢幕顯示仔魚對此二種餌料生物並無攝食行動。

重寸 論

綜合上年度璃球年度之試驗結果誼賓 : 抄般為多罔性產卵魚類 ,
其卵巢之成熟狀態屬於非同時成

熟型 (asynchronism ) . I3P 卵巢內有發育各期之卵責同時存在
,
通常此類魚種之產卵期相當畏。我

們發現 : 輕人工養成之沙線種魚在室內產卵槽內之產卵期為六月初至九月末 ,
延續達三個月。

砂睡之受精卵為浮世卵 , 較一般沈性卵所蜜之孵化時間來得鐘 ,
其在 :#. 溫 25 'c - 32 'c 環境下 ,

24 小時內即孵化。

所用之沙鱷種魚為自沿學掛捕之稚魚在本分研經人工養成之 2 年魚 ,
每次所得之卵粒借[2 、 3 千

拉。逕自由沿學捕獲之種魚 , 在實驗室自然產卵所得之卵粒竟每次數以萬計( 長混員一 , ).981 ,Kumai

,1978 ) .可見在自然環境下成長之種魚 , 其成熟度要高得多。
鳥魚之仔魚在人工孵化後第 2.5 天和 6.5 天為危險期 ,

有沈底現象發生 ,
然後大量死亡。究其原

因
"
認謂是生理士,產生聽化一餵之氣管封閉 ( 郭 , 1974) 。我們考慮到此點 , 嘗試用打氣方式將砂鱷

懸摔在水中 , 然而未能奏效。
長淇具一 ( 1981) 指出 : 沙緻仔魚卵賣股收時之全長旬i 2.3 -2.4 酬 , 此時若以海水輪蟲 ( 一般

為前μ以上〉做為胡期餌料 , 其有效性低 ; 是以嘗試用配合飼科投體 ,
然而並朱成劫。另一方面 ,

Kuma i( 1前 8) 將孵化之仔魚用海 21\. 輸蟲投饅一段時間後 ,
移到箱網養殖 ,

投值魚蹺 , 一年後養成為
成魚。值得注意的是 , 上述兩者所用之抄饋種魚均直接自沿學撈捕 ,

除產卵數驚人外 , 也許卵質亦連
最於人工養成之種魚 , 以至孵出之仔魚較強壯。

摘 要

弋 Sillago sihan 也是多間性產卵魚 , 其卵巢之成熟形態屬於非同時成熟型 ( as.ynchronism) 。

弓種人工養成之砂鍍種魚在室內產卵槽之產卵期為 6 月初至 9 月末 , 延續達 3 個月。

三三仔魚於孵化後第三天起沈於地底 , 然後自化、死亡。其原因也許是先天體質虛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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