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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烏館或長較為種慢 ( 蔡、余 --年魚養殖雖可達到出售體型 , 但較市場需求者為小
,

為求達到市場的需求
, 兩年魚養殖有其必要 , 而兩年魚之成長情形 , 其經濟妓率如何頗值得蝶討

, 又

近年來
, 經濟海產養殖漁業之開發頗為積極

, 在此情況干 , 經濟海產魚類種苗生產挂術及大量安定種

商之謊話語: 一之鱗 , 依然棚中捕取種魚容易受傷影響其繁殖棚 , 故亦需加強種魚

賽殖之管理及控衡之研究﹒本試驗郎在觀察烏鯨兩年魚之或長及或熟現象﹒

材料與 'fj 法

本試驗所周之供試魚係筆者於去年所聲或者
, 繼續於 6.0m X 3.3m x 1.0m 之水泥池依三種不

同進度繼續飼養以觀寮兩年魚在不同堪度下之或長及或熱過程
, 飼育之餌料亦同樣以體紛與下什魚 1

: lZ..1t{fIJiIUt� 一間所蓄水池 , 未經過遍 , 以地不求調整棍 , 每池裝設一打氣頭
, 研

停打氣﹒試驗期間每天測定最高及最低水溫一次
, 並定期關定擅長、體重、體高等以供分析

, 並記錄

尾赦
, 每次詛II定後利用 10ppm 之C一20 藥浴一次﹒

本試驗各項成長捌定之計算均問前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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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1) 成長 :
本試捶自 68 年 7 月 31 日至69 年 5 月 12 日止 , 為時共 287 天

,
全期間水溫為堪度變化如 Fig 1所示 ,

由圈中可以君出試驗期間水溫範圍在 9.6 � C-34.2 � C 之間 , 以 68 年 8 月最高 .69 年 2 月最低﹒極度

上',mo.1 最高 20 鬼。以上 . No.2 次之在 10 兒。 -209,j 。之間 . Nr. 3 則在 10% 。以下。全期間成長之情形如

Table 1及 Fig 1-Fgi 8所示。

試驗開始時平均體重 No.1. 212.92g 最高 . No.2' 203.25g 次之 . No.3 僅 190.67g 最低 , 成長變
動情形如 Fig 2 .在68 年 7 月 31 日至68 年 9 月 14 日可謂養成初期 ,

成長以No.1 為快 . No.3 次之 ,
No. 2\( 支援懼。 9 月 15 日至 12 月 18 日可謂烏鯨成熟期 , 在初期成長以No.2 最快 . No.1 次之 . No.3

峰差 , 後期則 t).No. 1最快 . No.2 及No.3 均慢 ,
雖乎沒有成長 .68 年 12 月 19 日至69 年 3 月 11 日為冬

季低水溫期 , 各不盔極度之成長均極差 , 其中No.1 成長反而減少
, 相較之下 L:J.No. [3 為佳 . No.2

次之。 69 年 3 月 12 日至 69 年 5 月 12 日為試驗後期 , 成長以No.1 最快 . No.2 次之 . No.3 成長有限。

全期間以 No.1 最佳 , 平均盟軍 345.50g 增重倍率為 0.62. No.2 平均陸軍311.08g 增 ill 倍率為 0.53.
No.3 平均體重為 291.50g , 但增重倍率與No.2 相同為 0.53 。

體長之增加如 Fig 3 ' 試驗初期 t).No. 2 為快 'No.1 次之No.3 稍差 , 在成熟初期成長快慢依次為
No.1' No.2' No.3' 成熟後 j�1 則為No.2' No.1' No.3 之次序 , 低水溫期 ftlJ 依次為 No.3'

No.1' No.2' 且No.- 2成長旱現負值 , 試驗後期以No.2 為佳 'No.1 次之 'No.3 成長反而較前
減少。

每日1]' 均成長率之變化企UFig 4 ' 試驗初期以 No.1 最高 0.53% 'No.3 次之 0.47� 右 . No.2 較低僅

0.39.76' ' 成熟前期以No.2 為佳 'No.1 次之No.3 居後 , 成熟 ?是期以No.1 為佳 . No.2' No.3 則
在 0.1% 以下 , 低水 tffi. 划成長率各不也度均在 0.1% 以下 'No.1 出現且佑 , 相較之下 t).No. 3 為佳﹒

試驗宋 1WWJt).No. 1為佳 0.22%No. 2次之 0.1�3 右 'No.3 僅 0.09 寫成長停滯 , 全期間No.1 成長率為

0.17 克最佳 ,No.2, No. 3tD':;'iD 司為 0.15% 。

r,
手白不均攝口 11 率及累積括九 ir 率由口 Fig 5 ' 初 IV可以No.2 最高 1.51� 右 , No.3 次之 1.50 克 'No.1 最

{且為 1. 48; 右。至 Ij 成熟初 WLl 毛 1! 因 FfJ 是No.2' No.1' No.3' 成熟後期則為No.3' No.2' No.1'

f丘水混到1亦為N 0.- 3
' No.2' No.1' 試驗末期恰好相反依次為No.1' No.2' No.3' 試驗中每

日平均i,wll'r 率No.1 山 O.Gl% 至9.48% 全期問為 0.98% ,No. 2r80.63;'0' 至 1. 51 克全期間為 0.94% '
No. 3rhO.72 名至 1.50 站在期刊為 0.94 站 '�U1No. 2 相同。

�Ir 科利用卒 , ,
初 JVJN o. 11: 益高 35.49% 'No.3 次之 31. 333 右 'No.2 最低僅 26.62� 右 ,

成熟初期

依次為NO.2' No.1' NO.3' 成熟後期文為No.1' No.3' No.2' 低水溫期以No.3 為佳 ,

No.2 次之 'No.1 位萃 , 成長負 {fl丘。試驗後期則又 UNo. 1 為高 , 21.3� 右 . No.2 次之 15.413 右 ,

No.3 位 Ii:\: 11.12 站。全期間以No.1 最高 16.963 右 'No.2 次之 15.67 站 'No.3 較低 15.60 克。

LIJFig 6
' 成長率及體宜之關係及 Fig 7 成長率與攝 f11[ 率之關係閩中可以若出No.3 之成長率變動較

少
,
且多數在 0.2% 以下 . No.1 為No.2 之波動較大 ,

顯示體重增加受頭皮水溫及魚體發育之影響
,
及攝食增加成長增加之趨向。

Fig 8 則示肥滿度及體高之聲動情形 , 也閩中可以若 li-INo. 1 及No.3 之變化間接在成熟期前達到最

高位 ,
而 f交給般干降於水坦問升前連到最低估 ,

而後逐漸上升 . No.\:2 J!lJ 在或的中期連到最高值 , 而
於 : �:J:�\1 交期達到最低值 . ,在低水溫 j胡再升高 ,

水溫同升前又一次最高佑 . Ii' 川全逐漸下降
, 顯然與 No.

1及No.3 不同。

他月之說化情形與肥純度相似 , 但No.2 於水溫岡升能不再下降反而升高 , 與No.1' No.3 之贊
助 I}j; 間不開且一般上較No.1' No.3 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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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之活存率除No.2 於試驗終了前69 年 5 月 9 日因水質惡變化抬地全數死亡之外 , No.1' No.
3 之活存率為 100 克。

(2) 成熟 :
本年成熟魚之發現最早為 9 月 18 日

, 以 10-11 月問最多 , 且可發現成熟浩浩E之精蟲 , 於捕獲時均有
精液自動流出

,
但雌魚之發現較少 , 僅在末期 12 月 18 日自No.3 取得一尾較良好之雌魚 , 經荷蘭黨處

理後有顯著的反應 ,
可惜在第二次處理後產卵前死之

,
經解剖觀察

,
發現腹部積水

,
卵巢卵徑範園 o.

21mm-1.10mm' 卵徑之分佈出現雙高峰 , 一在 0.81-0.91mm 間 , 另一在 0.31-0.40 間如 Fig 9,

是兩次產卵型亦或催熱中途死亡所造或
,
有待進一步之研究。艾在催熱過程中多數雖魚缸荷爾蒙處理

後精液反而減少
,
解會j觀察之結果發現精集中在不同部位散佈著發育卵

,
推斷兩年鳥鯨多數可能居於

性轉換過程之雌雄同體時期 ,
但少數可能已連雌雄完全分離階臣

, 如催熟死亡之雌魚並未發現精子﹒
但確實變化之情形及雌雄生殖巢存在部位需繼續研究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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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latus reared for two years.

討 請

養殖兩年烏鯨在成長上各不同車度均較第一年養殖者成長為巖慢. No.1 第一年成長率為 0.439 巨
, 兩年魚僅 0.17� 石 . No.2 一年魚成長率 0.52%

' 兩年魚為 0.15% 'No.3 一年魚成長率為 0.40% 兩年

魚僅 0.15� 右 , 顯然較一年魚成長率慢了很多 , 而且較日本兩年黑鍋成長率 0.37� 店 ( 與賀自 1978) 及兩

年 (Hoplognatus fasciatus) 或長率 0.51% (伊藤1980) 為慢 , 成長體型兩年烏鯨最大可達 436.0
g 最小為也是 .Og ﹒較日本黑調為佳 , 但較蓋灣及香港養成黑擱 ( 海 1979 .骨��� 為低 , 更不如嘉膳
魚之 1.8 公斤〈林 1979)

,
不過還是水混池之情形

, 大地成長之情形如何需繼續課討研究之。
攝餌率方面No.1 一年魚為 14.62% ' 兩年魚為 .16.96% . No.2 一年魚為 12.16% ' 兩年魚為

15.67 克 . No.3 一年魚 22 .24� 右 , 兩年魚為 15.60% .餘No.3 外No.1 及No.2 之攝餌率均較一年

魚為寓 , 較日本兩年黑鍋攝餌率 10.57� 右 ( 與賀閉 1978) 兩年 (H. fasciatus) 16.08% (伊藤 1980

〉為佳﹒可能係本試驗照顧較完善 , 打氣設備良好 , 環境較適宜之故 , 但也攝餌率及成長率之關係亦
可的時推斷烏鯨兩年魚成長較黑鍋差可能係水混池環質較小所造成。在冬季低水溫期各不同虛度之成

長率均很差 , 但No.3 低塊度之一組攝餌率及成長率較另兩種堪度者為佳
, 此與第一年養成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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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 兩年度均為負俏 . No.2 一年魚為負艇 , 二年魚為正 {j頁 , 但成長幾乎停滯 , 可見烏訴之成長

安溫度之影響帥、體成相之影響為大 , 亦可顯示烏腕低溫期以低樣度飼育為佳。又由 Fig 7 可以

顯示兩年烏鯨之成長率與攝餌量之關係較一年魚為密切
. f!O 兩年烏鯨具有攝餌量高者成長亦會偏高之

趨向。但一年魚此趨向不顯著。艾各不岡堪度飼育下兩年烏鯨對飼料利用教率無甚大之差異
, 且睬

No. 39i-No. l' No.2 均較一年魚為佳
, 亦較日本黑鍋為佳 , 但與 (H ﹒ fasciatus) 相近。可能係

同種餌料飼育兩年魚體較能適應吸收利用之故。

肥滿度之變化各不同堪度飼育者與一年魚文有不同
, 最明顯的是荒馬年魚沒有越冬前賠阱蓄積所形

成的最高值
, 故兩年魚之肥滿度No.1' No.3

在低水溫期均逐漸降低至越冬期結束時達到最低值
.

在水溫罔升後再還漸岡昇 '
一年魚由於在越多期前有一最高值出現故在越多低水溫期之下降並不很?

薯
, 水溫問升後之上升亦顯積小。 No.2 貝 11較特殊在成熟中期才連最高值

, 且最低值在成熟後期越7

期前
, 趙州水溫期間肥滿度反而先高 , 於越多結束時連最高值 , 水溫罔升後叉反而下降與No.1'

No.3 相反 , 原因不明 , 需進一步觀察比較之吾吾一值一牛魚以堪度叩于0偏為高 'No.1' No.3

則相近
, 但二年魚則以No.3 進度 1Q 站。以下者為高

, 而No.1' 堪度 2慨。以上者次之 'No.2 反而居

後
, 可能為烏鯨兩年魚之生活環嘖與一年魚有所不同之故 , 兩年魚趨向適於低堪度及高血度之環墳﹒

在成熟上烏鯨兩年魚以雄性佔優勢之雌雄區性生殖吳共存的性轉換期
, 與黑網 ( 湯 1979) 相缸

,

但在末期亦能發現完全分離之雌性種魚
, 做文較黑網成熟為旱 , 又發現良好之雌性種魚體重 300g 左

右為 No.3 低溫度之一組
, 另兩種堪度均未發現 , 是否戲熟亦與堪度相關有待進一步研究﹒叉烏餘雌

魚成熟體型 300g 左右 gnliJ 達成熟較嘉措產卵最小體型 260g (�t 島 1969) 為大 , 較黑鍋 500 以上體型

為小 ( 曾 1978' 海 1979) .可見成熟與年齡及環撞均有關係。 69 年 5 月 9 日 No.2 該池死亡。解告
.,
觀

窮
, 可見到或大或小之卵巢 , 推知 3 年魚之成熟生殖情形會較 2 年魚良好。

摘 要

由於一年烏結體型小於市場需求之大小
, 且多為雄性魚 , 為求能達到市場一般要求及飼養種魚 ,

故繼續的三種不同虛度養殖兩年魚以觀察其成長草成熱情況
, 結果如下 :

(1) 兩年烏鯨在三種不同堪度之成長率均較一年魚為慢
, 但餌料效率降低堪度者降低外均較一年魚為高

一季低水溫期之餌料教率及成長率兩年間均以低攏度者為佳﹒更可推斷低水溫期以做度飼育為佳

(3) 兩年烏歸之成長率與攝餌率關係較一年魚為密切
, 兩年魚攝餌率高者成長率亦偏高 , 文其飼料利用

效率在各不同溫度問均無明顯差異。

(4) 兩年烏館之性成熟為性轉換期
, 並以雄性代表現型之雌雄同體期 , 但雌魚亦可完全分離成熟 , 只是

數量不多且出現在成熟末期之恆堪度組。一

(6) 兩年烏餘成長韓慢且成熟期較一年魚長一個月
, 在養成經營上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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