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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類種苗生產研究一

光周期對黑鍋種魚成熟的控制

顏枝麟﹒劉繼源﹒黃了士﹒方玉昆

Study on the Manipula t ion of Sex Matu..ity of

B lack Sea Bream Acallthop α gruB schlegeli by

Controlling Photoperiod

Chih-L in Yen, Chi-Yuan L iu. Ting-Shih Huiang

and Yuh-Kuen Fang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test the effects of photoperiod OiD the sex maturity of

black sea bream A. schlegeli and the results as follows:

size indoor concreteThree. same tanks with dimension of 5 X 3 X 1m3 were used

and each was stocked fifty breeders with sex ratio of .1 to I. These three tanks were

treated with long photoperiod (20L/r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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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the long photoperiod treatment did inhibit the sex maturation of A. schlegeli.

schlegeli wiBreaders of A. th egg size 0.4"'" 0.5 mm' in
(20L/4D)

means they were affected by the treatment.

photoperiod for two months the ovaries gradually wi thered whichlong

商會 實

鋼類的人工繁殖 , 自民國 67 年開始研究以來 , 已完成了自胚胎的發生過程至仔 , 稚魚的培育
乃至於種魚的培養和在人寫的環境下自然產卵而連到大量生產等系列研究。 l關於利用光周期來控制魚

類的成熟產卵 ,
已有許多的研究報告

(I) - (6) ,
不過其中大部份都是有關話題水魚方面的研究 , 海 7.J( 魚較

少 ,
海水魚方面做亦可仿妓淡水魚的模式來嘗試控制種魚的成熟以達到調節產卵時間的目的。由於目

前種苗的生產 , 初期餌料大部份依賴天然餌料生物的培養來供應 , 而餌料生物的培養 , 仍覺制於天然
因素的變化 , 缺乏種定性 , 同時對於需要算熱龍頭來培養餌料生物的地方 , 更是一種成本的負擔 , 因

i比若能調節產卵的時間 , 使之延至適合於天然餌料生畏的季節 , 對於瀛麗育苗戚本將有莫大之助益。
另外在還卵季節期間 , 各種魚類的產卵時間重疊 , 使設備無法完全發揮運用的劫能 ,

也為各種魚苗無

法大量培育的一個因素 ,、本研究對體備的充分運用和生產時間的安排與延長均有所助益。
溺水魚芳面的香魚在產蚓季節的調節研究 , 至為成站m 海水魚方面如嘉臘魚的水溫提升 , 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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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提早產卵的目的
(8)
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訊息。本研究旨在探討調節產卵季節的可能性

, 以延長供
應黑鍋魚苗的時間和數量

, 俾能籽解魚苗供應的困難 , 以及降低種苗生產成本來加強養殖生產的競爭
力。

材料與方法

使用養成 3 年的箱網黑鍋種魚 186 尾
, 分別放聲於室內水泥地 (5mx5mx1m)4 口

,
放聲

情形如下 :

No.1 池對照油 ( 25 (; : 25 ♀〉自然光照。

No.2 池鍾日照池 ( 25 (; : 25 ♀〉照射時間為 10 小時 ( 07:00 --17:00 ) 。

No.3 抱對照池 ( 18 色 : 18 ♀〉自然光照。

No.4 拖長日照池 ( 25 (; : 25 ♀〉照射時間為 20 小時 ( 06: 00 -- 02: 00 ) 。

長、種日照的試驗池係在地上置一錐形木架
,
架內懸吊 2 組無罩眼頂的目光燈

, 每組備有 110 V 、 40

W 燈管 2 吏 , 每池懸吊 2 組 , 計 4 支燼。燈管離京面 50 公分 , 體下水面的光度有 1100 lux
, 木架上

以深藍色 P E;布覆蓋 , 光照時間以定時器控制 , 各地撥了 3 號池因魚體較大放養尾數為 36 尾 ( 18 (;

: 18 ♀〉外 , 餘各地均放養 50 尾 ( 25 (; : 25 ♀〉。

種魚於 75 年 1 月 8 日由箱網區運返自抄養殖揚室內水泥地
, 盈日即行選放 , 選放前先經麻醉處理

, 然後還尾核查性別 , 以手輕 � 腹部有精波流出者為雄性 ,
無精液者 I1JP 以吸管吸取卵巢卵

, 以確定為
雄性 , 並攤定卵徑來對定其成熟度 , 同時測量魚體長與體置。試驗期間以鮮蝦肉攪碎後混合幼鰻用鰻
輯盤成濕狀顆粒飼料投餵 , 每日記錄投餌量、水溫、比重、 pH 、 Do 。產卵期間每日撈取各池之受

精卵
, 滴乾水量後再以量筒估量美麗卵數 ( 1 c.c. 以 1,000 粒估算 ) , 然後置於 100 公升容量的塑

膠桶內分離好撞卵〈擅卵會說轍單白酒色
, 好卵浮於式的中千上層〉以計算其受精率。長、鍾日照池

於開始試驗後 1 個月
, 抽樣 5 尾 , 除測定體長、體重外 , 另以眼管蚊取卵巢卵測定卵徑 , 以供分析成

熟度的發展情形 , 產卵結束後全部重新測定魚龍 , 以供比較分析。肥滿度係依下式計列 :F 二W/L3

X 103 。

結 果

本試驗所用黑鍋種魚於元月上旬自澎湖分所大葉黨的海水箱網區運返白沙養殖場室內水泥袍
, 經

選別雌雄配比後放聲 , 放聲時雄性均能擠出精液 , 雌性經抽卵測定卵徑已達 0.4 --0.5 mm 之間 , 屬
卵黃球期。種魚在元月中旬放聲後

, 除了 4 號地以外 r
1""'"

3 號三口抽於元月
18""'"

21 日計 4 天當中

每天均發現有少量之排卵 , 而後即行停止。實曉自然產卵行為係始自 3 月中旬 , 但在 2 月中旬時基於

業藹需要 , 先行於 2 月 14 日將 3 號池的雌性種魚每尾于以注射 Gma -hormone 與黑鍋腦下垂體的混

合波 ( 注射劑量為 Gona-hormone 1 IV 對魚體重 1 公克 + 泊粒腦下垂體〉。故產卵過程自 2 月中

旬開始而於 5 月中旬結束。產卵天數最多者為 1 揖及 3 兢地
, 各為 48 及 47 天 ; 2 號油產卵39 天 ,

"4

號池產卵 10 天。〈參照、圖 1 )

1 號池產卵量為 881.5 萬粒 , 平均產卵量為 67.76 萬粒/ 公斤 , 1 日最多產卵量為 77 萬粒。產

卵期間的水溫範圖為16 -- 27
�C 之間 , 比重為 1.020 1.027 。放聲前之平均魚體長雄性為 23.5 公

分 , 雌性為 27.1 公分 ; 魚體重爵的 8 公克及 520.4 金克 ; 雄性之肥滿度為 31. 4 , 雌性為 26.2 , 肥
滿度為各抱之冠 , 而總產卵量也最多。由此可見產卵前選擇種魚 , 肥滿度也可視為 {條件之一。產卵後

魚體長雖然均有增加 , 但雌性的體重顯著的降低 , 平均每尾降低 109.15 公克 , 雄性則每尾增加 20.71

公克。肥滿度無論雌雄均顯著滑落。 ( 參照衰 1 )

試驗期間的備食率插著水溫的上升而遞增 ; 1 月份拉餌 15 天 , 攝食率為 5.68 � 屆 ; 2 月份投餌 16

天 , 攝食率 10 % ; 3 月份提升至 26 天、 17 . 88 � 屆 ; 4 月份 27 天 , 21. 88 佑。產卵的高員長期顯示集



339

ZHZ
。
芝

mh
吋

QmN

, 、

F司
、旬

-"

(N)

;--..
σ3
、..;(3

﹒
的
品
已
吋

HMCZ
』

pdm

峙
的
H
口
ω

EHUEHHg

ω
』
ω
出
一
℃=
吋
口
一

mkz-u

ω
早
已
』
言
已
的
℃
口
吋

EDE

』
ω
已E
ω
H

』
心
H
吋
〉

PH
。

cozshd

山
〉

H

﹒
閻
明
比

團
輯

MEn

幽
叫
閥
門
中
織
體

URMW

韋
思
樹
的
相

醋
。

-HC
ω
ε
H
吋
ω

HM-uozc

恥
。
徊
。
且
已
凶

ZOJ(
且
可)

苟
且
口
。

U(
們

)H
口
ω

gH
吋

EH

句
。
它
ω
已
。

HOA

已
口
。
"
白
的

(N)-EHZ
。

U(H)

頭
哥
、
蠟

(3
唱
盤
部

(

包
頭
接
尉

(N)

唱
盤
、
報
(3

-A
ω
芝

-M
已
dt

.
且
也
比

-aHN

「

-Hd

芝

R

W可
.......

0{

5 月

V"IN

V"I.......

o
f 可

or 、
F 心

自

0-司

刀
t們-吋
0-兩
W】

R

I/')

為

0月

I/")

I/')

同

q

q

q

2

q

g�� �� 月 V"IOV"lC 月只白白 2月自民自←4.位
�



mu.H

們
-N

們.J
【

心
-H

〉、 rn
�.�.Sø

的、、、
口。 b
ω ,迢,
。

凶口還υ。

H
的

340

。

-ON

m.
內
心Hh.KUH

kh

﹒
油
門

間

.hhH

們-A
叭H

℃

.KVH

H

﹒
∞
→
【

H
。

UF

υ
M
叫
』

口
。
志
一
句
口
。
U

開
﹒
阱
。
可

們
﹒
寸
∞m

」
【.
叫

MN
。
H

們

-Nm

∞

的

w-mh
叩
m

H.hn

∞m
m-HH

甘

kh.

∞
N
可

(

凶
)

H

再
也
凶
一
ω
』PA{

句
。
∞

凶
口
呵

abPMW

亂
的

H
ω

UFh

〈

N.KFN

們

-mN

N.kph

心
寸

的
w.kh

趴
們

吶
。
。H

心

-mkh

∞

海
.
間
內
心
且
可

m-mwhm

寸

.
。

Nm
∞
。
寸

(

凶
)

HA
ω

ZBK

們
可
。
∞

凶
口
呵
口
語
吋
們
凹
的
ω
制
。

w
ω
臼

。

.KFN

們

.mN

寸
.
寸
們

們
﹒
守
們

∞

-mwN

趴
﹒
寸N

同

.KUN

們

-mN

‘、 ,. 、、

旬
.

E
0 0'

..c月 �.
cd bD

� 司

,0 (ij
� -

ω

ZHC

』P
吋
【
峙
的
制
心
HM
吋
句
口
ω
ω
』
。

M
ω
門
向

且
口
E
ω
白
宮
bE
【
峙
的

Hag

ω
出
一
句
凶
口
。

gdMUZ

ω

ZH
凶
口
ω

-h
內
可
。A

【
ω

EHHAM

芯
』

ph

《
們

MOA

口
。
的
口
。
叫
它
吋
已5
。
U

→
【

.KUN

的
日.
寸一

kn

﹒
∞
們

kn.
寸
N

∞

-mMm

m.HN

m.
∞
N

∞

-mN

」
【

.KUN

寸
.
寸一

心

.
∞

N

N.UN

kn.

∞
N

且
可

.Hm

(5
υ

)ZH
凶
白
ω-

A
句
。
【
卅
一
ω
一
-
。lF

HOUE

吋
岫

口
。

HH

叫
旬
口
。U

制
略
封
付
世
捶
囡
囡
商
制
醋,
甜
甜
個
躍
難
堪
ER

樹
碧
藍
樹
的
相

� 時

mN,

u 、
F 晶

α 3
F 吋

α2
....Ii">

N
U可
N

Ii">p 、』
u 闕,
N

的
M

ω
句
。
。
HA

‘H

。

.
。z

H

ω

-A
吋
←

M
ω
的 。

←

寸

哥
。

。
←

" 、

4。。←

N

哥。。←

.....

哥。

且
已
吋
'H
‘



341

中在 4 月中旬 , 4 月下旬也有種暫 2 天的高盤。這種產卵高翠的出現 , 意昧著與水溫、攝食狀況都有
密切的關聯。本地 2 月份的產卵記錯 , 係隨 3 號地之後使用同劑量藥物處理者。 ( 參照圖 2 、 3 ) 。

x 103

200
100

(4)-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的)

500
400
300
200
100

(2)

20

),EA(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100

Feb. Mar. Apr. May.

Days

Month

25 5 10 15 20 25 30 5 10 15 20 25 30

(1) 及 (3 鸝照組 (2) 鐘照組 (4) 長照組

(1) & (3) Control (2) Short photoperiod treatnhent.

(4) Long photoperiod treatment.

Fig. 2

圖 2 各產卵池之產卵量

Amount of spawning in all different treatment spawning tanks.

再者與 1 號池同為對照組的 3 號池 , 放養的種魚較大 ,
因此雖然尾數較少 ,

但單位放養量則較多 ', 為 2.26 kg/m3, 1 號池只有 1.55 kg/m3 0 魚體的平均體長及體重雌雄分別為 34.4 公分、 1,005

公克及 34.5 公分、 875;6 公克 ; 肥滿度分別為 24.7 及 21.3 。實際產卵天數為 47 天 , 總產卵量為
明8.5 萬粒 , 1 日最多產卵量為 130 萬粒 , 平均產卵量為 50.22 萬粒 / 公斤。本地於 2 月中旬國業務

需要 , 使用藥物處理使種魚提早產卵。自 2 月 15 日排卵持續至 2 月 22 日 , 停產 4 天後叉連續排卵 5

天 , 然後這 3 月 12 日再快復排卵 , 持續至 3 月 22 日
, 至 3 月 29 日再產卵一直到 4 月 21 日始行結束

。本他由於注射促使早日排卵 , 故結束產卵也比他地旱。
2 兢地為短日照池 , 放養時之平均體長及體重雌雄分別為 26.8 公分、 495.6 公克及 24.9 公分、

376.3 公克 , 肥滿度為 25.8 及 24.4 , 放聲密度為 1.5 kg/m3 。餌料攝食率 1 月投餌 15 天為 6.27

佑 , 2 月 16 天為 9.629 苔 , 3 月 26 天達 19.33 佑 , 4 月 27 天為 22.97 佑 , 均隨著水溫的上升而逐漸
增加。產卵開始於 3 月 11 日

, 與去年相比本年較旱 , 實際總產卵天數為 39 天 , 產卵總數僅有 339.3

萬妞 , 與 1 號袍的 881.5 萬粒比較 , 只佔 38 .49 9 忌 , 相差甚多。產卵行為於 5 月 11 日結束 , 其中有
3 投停產時間 , 每陸最少在 4 天以上 , 1 日最多產卵量只有 30 萬 4 平均產卵量為 18.8 萬 / 旬 , 產
卵後雄性體重增加 10.85 公克 , 雌性則降了 100 公克 , 但肥滿度無論雌雄都降低 , 分別為 17.6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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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池別之攝食率變化
Feeding variation in all spawning tanks.

月43l

Fig. 3

W品 calculated by the
'"

Feeding rate (%)

taken in a month and

divided by the total fish. body weight in

a tank and presented by percentage.

amount of feed

19.5 。綜合鐘日照泊的資料 , 其產卵量少而且產卵時間斷續混亂 , 足見在產卵期鍾日照對促進成熟

興產卵似無助益 , 反而有擾亂的作用 , 故產卵期的產卵行為仍以正常的目光周期較為正常。
4 號池為長白照池

, 放聲種魚的平均體長與體重 , 雌雄分別為 27.0 公分、 497.2 公克及 25.3 公

分、 397.6 公克 , 肥 1萬度各為 25.1 及 24.5 。本池自 3 月 12 日開始少量排卵
, 此後斷續至 23 日停止

, 實際產卵天數有 7 天 , 1 日最多的產卵量為 9 萬 , 餘均只 1--3 萬不等
, 4 月份自 4 月 15 --19 日

之間斷續產卵 3 天
, 產卵量也比上月銳斌 , 最多為 2 萬 , 餘均 1 萬以下

, 造 5 月份只有 1 天的少量排

卵。由此顯示長白照對魚的成熟產則已發揮抑制的致果。

在 5 月中旬產肺結束後
, 所有魚體均于捌定 ( 參照表 1 ) , 一肢體長均有增加 , 而體重則又不然

, 1 及 2 頓地為雄增雌斌 , 3 兢地的大型魚卸雌增雄瘋
, 4 號的長日照他雌雄均壘攝重現象。經被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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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腺劫能後發現雄性魚中除了少數若干尾能擠出精液外 ,
大都腹部消瘦沒有精痕。雌性魚均無成熟

卵可贅採獲 ,
聽抽樣解剖生殖眼發現對照區的卵巢星肉色有光澤 , 平均GSI 為 0'.31 , 恢續到卵巢

發育初期的形狀 , 而長日照處理池中魚的卵巢均星茶攜色、萎縮狀 , 不過平均 G S I 為 0.97 。一般

魚體的外觀 , 雄性魚均正常 , 唯獨雄性魚 , 大都在魚體兩側有揖丹脫落 ,
皮膚擦倡的情況 ,

推測可能

因在產卵期間長期為雄性魚頻繁的追尾活動所造成 ,
這種現象常在產卵期間容易發生細菌感染而導致

死亡 , 故宜妥加防息。

書才 言侖

魚類的成熟和產卵其最撞要因有水溫和光融以及棲息場所的良好與否 ( 1974. 原田、 1977. 王〉
, 營養與荷蘭蒙投與也與魚類成熟蘆卵有密切的關係 ( 1977. 王〉。其中溫度大都用來刺激產卵 , 而
光線卸接用於調節產卵的時間。至於營養的添加和荷蘭蒙的投輿亦被廣逆用來促進魚類的成熟和產卵

( 1974. 原田、 1977. 王〉。

日本方面運用光照來便進魚類的成熟產卵大都以香魚、虹轉等淡水魚為多 ,
撮川本 (1970). 指出

光的影響最為顯著的是光周期的變化 , 例如利用 10--11 月產卵的轉魚個體 ,
自 1 月至 4 月底用長日

照 ( 比日照時閻長〉照射 ,
然後再以鱷日照照射 , 成功地於 7 月產卵。文撮山口 (1984). 以卵黃形成

期白雪香魚, 每天進行 20 小時的長日照處理經 240 天 , 其對性成熟的抑制敷果顯著而且持續 , 這與本
試驗在長日照 ( 同為20 小時照射〉的影響下 ,

整個產卵季的產卵量說誠顯示有明顯的抑制敷果相同。
( 星星照圖 2 )

撮 Yoshioka (1963) 指出鏘魚的成熟興產卵並非受光的增瀛變化所支配 , 而是與一定的日照時間
有關 , 其臨界日照時間為 12 -- 13 小時之間 , 而在臨界函照時間以下 , 0.4 rom 以上的大型卵母組胞

會完全崩壤 ,
產卵中止。本試驗在抑樹處理前卵巢卵的卵霞在 ,0.4 -- 0.5 mOl 之間 , 經每日 20 小時的

長日照射 , 2 個月後抽查卵霞在 0.41 -- 0.46 mm 之間 , 卵巢星茶褐色萎縮狀 , 產卵亦告中止 , 這種
抑制結果雖然相間 , 但照射處理時數卸相反 ,

遺種情形或許是因魚種及棲息場所的不間 , 對光的反應
姐異所致。這可從自石 09 由 a) 調查香魚對照射光的強度反應 , 使用螢光鹽 1 雌 0.2 'I 恤 , 雄 0.11

1臨的光度照射 16 小時 , 可抑制成熟和本試驗以 40W 目光燈 4 吏 ,
在燈光下的水面上照度為 1,100

l 眩 , 以 20 L/4D 的照射可以抑制成熟 ,
部能得到一個盡興。再者根攘多年來在澎湖實施鍋類人工

繁殖的經驗獲知 , 嘉臘與黑鍋的產卵季節為 1--4 月 , 依季節而霄是由多進入春 ; 以溫度來說是由低
溫升至高溫 ; 以光照而言封是由鐘日照進入長白照的階睦。而黃緝觸的產卵季節卸恰好與此相反 , 是
在教至多之間 ( 10 --'12 月 ) , 溫度是由高溫進入低溫 , 日照是﹒由長白照進入鐘日照的階投產卵。由
此可見海 7.K 魚即使是同類對光照和 7.K 盟的反應也有研不同。再有一點說是網類的產卵時刻大都在日落

前後的時段 , 接原田 (1974) .分析了許多事實 , 推測讀許是在發揮保護其卵椏免被撮食的本能。
光照及水溫對魚類有刺激和抑樹成熟產卵的敷龍 , 遺種故能也有一定的範圈 , 如鋼類的產卵有敷

7.K 溫寫的 -- 25
�C ( 胡 1983 ) 之間 , 鸝魚的有敷臨界日照時間為 12 -- 13 小時以上 ( yoshioka,

1963 ), 不過光照對魚類的刺激反應敷果比較種雄 , 如光照時間、光渡長、不同魚種及其棲息環境等
均有闌珊。白石 (1956b) 音調牽番魚對不同渡長的敷果反暉 , 結果發現糧、黃色的長渡長比線、青色
的鐘渡長對香魚的成熟抑制較為有殼。同時 CLARKC19 品〉亦指出深海魚比洩海魚對鐘渡長較為敏感

。西健0 前 9). 也自實驗獲知自春至夏為產卵期的魚類 , 在鐘日蝶件下也有成熟的可能。加釀 (1964

〉認為光對魚類的那j激保自感覺器官→大腦皮質→揖床下部→腦下垂體→生殖腺的經路過程 ,
自下垂

體分摳出生殖體刺激荷蘭蒙來支配生殖腺的成熟。

結上所述利用光照來使進武抑制魚類的成熟產卵 , 對生態習性 , 產卵季節的水溫、光照的渡長感
峰等宜加暸解 , 以供決定長鐘照時獄的依據。
本試驗雖在 20 L / 4D 的長日照下有抑制的致巢 , 但今後向讀在促進成熟和產 d 目的卵質評價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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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孵化、育苗上的系列探討 , 始能肯定實際的應用價值。

摘 要

為瞭解光周期能否對黑闢種魚的成熟發生抑制教果
, 特實施本試驗 , 獲得下列結果 :

-弋在 5mx3mx1m 的室內水泥池 , 每池放聲 25 0 : 25 ♀ , 分別以長日照 ( 20 L / 4D) 、短日

照 ( 10L/14D) 及自然光照組等實施比較試驗 , 這產卵期時鐘白照及自然光照組均開始排卵 , 而
長日照組則僅鍾曹少量啡卵

, 顯示有抑制成熟的教果。
三三黑鍋種魚的卵徑在0.4 --0.5 mm 之屑

, 每日實施 20 小時 ( 20L/4D) 的長日照射 , 經 2 個月後其

卵巢淵星茶褐色有萎縮退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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