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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香魚 CPlecoglossus. altivelis) 乏人工繁殖研究

-N. 香魚幼苗之培育初報

麥穎誠

Studies on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the Pond-Cultured Ayu,

Plecoglossus altivelis (Temminck et Schlegel) 一一軒 ,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aring of Ayu Larva

Shyh':'Min Hsiao and Wing-Chen Mak

蕭世民

In the previous report, the authors described that naturally matured eggs of Ayu

could be obtained from pond-reared females without any hormone injection. Some

of these fertilized eggs hatched in Jan. 1978 and the hatchlings were reared.

The tanks used for rearing the larvae were lOOt glass aquariums, their 4 sides

were covered with dark brawn Paper to avoid �the [coming in_of lateral light. The

medium used was diluted sea water. Its salinity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10%oto 5 % 。

In the first 50 days, white Papers were fixed above. the �
light intensity at the surface water was controlled from �200-400 I

lux. At the same time, the water temperture was adjusted to be 21 土 2
� C.

On the 50th day of larval age, the aquariums were moved by t1

accept natural light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was canceled.

The food supplied were rotifers (I
、 . �.�.0�

Ie

�re

as

Artemia nauplii and

larva in each

�re

Daphnia.

On the lOOth,- day the percentage
- surival and the total length of

8.0 克 ,39.0 土 3.0mm. and 11. 0克 ,42.9 土 2. 7mm respectivelytank-was

言

筆者前一、二、三報1.�.3) 之記載指出
, 香魚之種魚可在本省人工培養 , 其受精卵的來源將可無缺

探討剛孵化之幼苗如何養成為可供養殖或放流於河川之魚苗則為隨之而來的工作。

香魚幼苗之培育日人已實施多年 , 每年培育魚苗極多 4.5) 本省僅民間一養殖場的日人方法 , 進口幼

苗飼養料 , 將每年自日本引進之受精卵孵化後試行培育。目前 , 為使此魚苗在本省大量生產並控制其

晶質 , 其培育技街方面的問題尚待進一步研究。
本文記載筆者以第三報所述鹿谷魚池夫然成熟之雌魚踩出之卵受精孵化之幼苗進行培育之情形 ,

並對培苗過程中發生之各項問題做初步之探討。

前

材料與方法

一、幼苗之來振興放聲:
1977 年12 月 27 日筆者在南投鹿谷之聲鵲池中獲得數尾卵巴自然成熟之香魚 , 其中 1 尾睡魚之探出

卵有92.3% 之受精卒 , 而受精卵之發眼率為32.5 克、孵化率為 21. 0 克 , 本試驗探用其黏附一張棕斤框
上之卵所孵出之全部幼苗為實驗對象 , 該批苗在1978 年 1 月 8 日至 11 日於堪度1 慨。的海水中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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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中以幼苗孵出量最多之日 (1 月 9 日〉為 O 夫計算魚齡。幼苗於 3 天齡時利用其趨光性 (

phototaxis) 放集 , 使用粗的眼管吸取外觀正常苗放入A 箱的O尾、 B 箱 1200 尾
, 有將剩餘 4 天齡幼

苗 , 包括較遲孵化而運動力尚弱者亦以聚光方式收集移入 C 箱 500 尾 , 最後剩餘者分別正常與異常者
計數推算畸形率。A 、 C 箱於幼苗 50 天齡時由於魚數較少將魚苗合放一箱改稱A+ 箱。

使用水箱均為不錯鋼架故璃槽 ,90x45X35em8 置黑色桌面上 , 四周以福色瓦胡紙包覆以避免倒
入之光源 , 各箱求量固定在 100 公升。初期 , 使用 100W 錯絲燈為光源

, 利用白色紙張反光使用光源每
天24 小時也正上芳散射入水箱

, 並以反光用自紙之大小及位置調節水面照度。照度使用簡易照度計 (

1M-I, Topeon, Japan) 測量。幼苗 3 天至 10 夫齡 ;7j( 面照度控制在 200-400lu 玄 , 10 夫齡後改爵

的 0-1400lux' 50 天齡後遷移水箱至窗邊使接受天然光照 , 正午 ;7j( 面照度約在 1000-2000lux 。初期

之永溫亦人工控制在 21 土 2
� C t 幼苗 50 天齡後除去人工加溫裝置

, 全育苗期之 ;7j( 溫變化如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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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培養水箱之用水為稀釋海水 , 該海水取自海邊之鹹水鰻魚池脖存於塑膠桶內不斷打氣供整個培苗
期之需求。海水使用前以調自37.5p 之浮游生物細讀過。淡水為地下水 , 使用前經活性展及砂層之種過﹒

幼苗30 天齡內各 7Jc 箱每 3 天換水30-40 公升 , 隨後改為每箱每夫換水 5-20 余升
, 換泳時以虹吸芳

式清臉箱底之況積物 , 計算沉積物之死魚以推算活存魚數 ; 換入之新水先調節其虛度倒與舊水者相似

或稍低 , 使飼育水之墟度逐漸減低 , 全育苗期之堪度變化如圖 1 。

此培苗試驗於魚齡 100 天時結束。

二、幼苗餌料之投子 :
1. 海水輪虫 Brachionus Plicatil�s.

香魚幼苗自 2 天齡開始餵于輪虫 ,10 天齡內給于經 175 μ網目濾過之較小輪虫
, 隨後輪虫則不分大

小餵至48 天齡。投餵輸虫時每日數次觀察飼育箱水中上層之輪虫密度 , 當其低於15 隻 le.e. 時部于補

充 , 給于量以便箱水中密度增為 25-35 隻 le.e. 為準 ' 每日約給于 2 到 3 次 , 每周 7 日。

2. 盟年蝦 CA.rtemia salina) 之無節幼虫 CNauplii) 及淡水 ;7j( 蚤DaPhnia sP.)

盟年蝦無節幼虫除曾於雜魚 19 至 26 天齡少量給予及40 至44 天齡因氣溫降低孵化量不足
, 不敷供 If!

外 , 第30-40 天齡每尾稚魚每天平均給于約 800 隻幼虫 , 漸增至第 70 至 75 天齡每尾稚魚平均每天給于 35

00 隻幼虫。幼虫每天分三次給餌 , 每周 7 天。幼苗 75 天齡後無節幼虫給予暈漸減而由水查取代 ,86 夫

齡前給于 1. 5mm 網目濾過之較小本盔 , 隨後水壺則不分大小 , 每日投餵三次 , 數量以自親隔天早晨
投餌前吃完之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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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飼料試驗中曾將鰻魚配合飼料 ( 金罵牌、廣大公司出品〉加 ;7]( 詞句 , 烘乾後磨碎成顆粒 , 使

用 244 μ網目篩出之細粒做為生物飼料以外之補充飼料。於稚魚 23-34 天齡及62-78 天齡時每日分三次

撒布於各箱水表面 , 每次每箱投于量 O.lg 左右。

各不同齡期給于飼料種類之變化如國 1 。

三、幼苗成長過程之觀察與病害之處理 ..
育苗期間每 10-20 天翻量各飼育之幼苗全長 , 每次每箱隨意取樣 5-20 尾 , 未麻醉 , 於有求的平板

上翻量 , 最後之活魚仍放同 ;7]( 箱 , 推算蓄養密度與成長的關係 ; 另經常觀察魚苗游詠 , 攝食之行為與
體長變化 , 按查異常及死亡之魚體 , 記錄其病害情形並推斷病源 , 試驗中曾以 Fuxanace ( 大日本製藥
) 0.lg/100£ 及 Formalin 25, ppm 藥浴魚苗。

結 果

* 試驗進行至 1978 年 4 月 19 日
, 幼苗已達 100 天齡 , 此時A+C 箱之魚體全長為 42.9 土 2. 7mm (

平均數及信頓限界 ) . B 箱之魚體全長為 39.0 土 3.0mm .各魚均具成魚之外觀 , 攝食習性已由完全
嗜食浮游性飼料改為刮食附著藻類 , 適於池塘養殖。以下分述育苗期間各重要事項。
一、幼苗之成長典活存 :

幼苗剛孵化時體長均句 , 約為 6.7 土 O.lmm .但成長至40 天齡後 , 各苗間開始出現體長差異 , 大
型苗日趨強壯 , 小型苗則往往趨於瘦弱而死亡。幼苗 50 天齡前 .A 、 B 箱間 .A 箱菩養商之密度較低

, 其苗之體長有大於 B 箱之趨勢 , 但直至 50 天齡時二箱苗之體長經大值翻驗 (P=0.05) 均未有顯著

差異。 C 箱之蓄養密度恆較A 、 B 箱者為倍 , 但餘30 夫齡時體長顯著小於A 、 B 箱者外 , 其餘時間均
無顯著差異。50 天齡後 .A+C 箱之蓄養密度低於 B 箱 , 但體長捌量值僅在100 天齡時顯著較 B 箱者為

大。

幼苗在30 天齡前死亡極多 , 活存率迅速降低 .30 天齡時A 組活存率36.8 克 .B 組活存率37.0 克
,

C 組僅 10.85 右。 60 天齡後活存率之下降較麓 , 育苗結束時 B 組活存率11.0 克 .A+C 組活存率 8.0 克
,

蓄養密度高者反具較高之活存率。活存率之變化如圖 2 。

二、各齡幼直攝食 , 游動之行為與外觀之變化 :
幼苗對生物餌料之索食極為旺盛 .24 小時光照下 , 其攝食之行為終曰 :不斷。由於早期之幼苗身體

透明 , 初期餵飼輪虫時可見其腸道經常充滿黃揖色之虫體 19 天齡後聾年蝦無節幼虫之投子量增加
, 幼

苗攝食接腸部出現嗎缸色。 30 至40 天齡時由水中輪虫之高殘存量 , 判斷幼苗之食住己轉為嗜食豐年蝦
幼虫。78 夫齡時投子之水查成體顯著因幼苗攝食而減少。第 23-24 天齡試以鰻魚飼料之細粒投餵

, 幼
苗攝食後腸道出現氣泡 , 游動異狀 , 但 60 天齡之苗攝食此飼料後無異狀。

培苗初期 , 多數幼苗浮游於水箱中上層 , 少數游動於底層者常動作罷慢偶有螺旋狀等不平衡游動
,

現象 , 應屬異常魚苗。 40 天齡前仔魚除體長漸增 , 外觀與行為未見閉顯變化 .40 天齡後魚體漸出現帶

狀色素分布且攝食行為改變。 80 天齡左右 , 魚苗開始於水中成重游動 , 鱗斤逐漸長出 , 口中長出利齒
, 近 100 天齡時稚魚出現刮食箱壁附著藻類之動作並留下刮痕 .B 箱之刮痕分布在箱壁上方 .A+C 箱

分布在箱壁上下方。為便利實際育苗工作之參考 , 幼苗不同之各種變化另詳載於表 1 。

三、幼苗之畸形 , 病害與藥物處理 :
供為本試驗中香魚幼苗來源之該斤附著卵框在大壘孵化後 3 到 5 天觀察共辨出幼苗 2950 尾

, 其中
238 尾有軀幹或頭部扭曲 , 游動異常或無游泳力之現象 , 包括少數的雙頭魚 , 統歸類為畸形而計算得
孵出苗之畸形率在 8.1 克。幼苗30 天齡前自飼育箱中取出之多量死魚或異常活魚亦多數有軀幹扭曲之

現象 , 尤以 C 箱畸形魚出現最多 , 爾後之死亡魚則多體型瘦小而較少明顯畸形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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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rvival rates and growth of larvae in A. B. C aquaria

17,18 天齡時各箱之幼苗逐漸出現多量浮頭並旋游之現象 , 使用顯徵鏡被查異常魚體 , 未發現寄

生虫類 , 疑為感染細菌性疾病 ,18 天齡時A 、 B 箱水添加 Furance 造成 Ig/100t 之濃度 . B 箱亦於19

天齡以向法表理 , 投藥後未換水而各箱苗均於投藥後 1 天做復正常。另外 57 天齡時各有苗箱之底層發

現有梨形織毛虫 ( 大型者長徑 530-84 仰 , 起徑320-450 μ〉游動並於死亡魚體上發現多量附生
, 為預防

此虫造成病害 ,
自 57 至 87 天齡每 2 、 3 天以下Formalin 施加於箱水造成25ppm 之濃度 , 但此處理只

能顯著減少該虫之數量而未能將之完全除去。

至幼苗 100 天齡時全部活存之 236 尾魚 , 除 2 尾喉頗部有其狀外皆體型長無軀幹扭曲或尾柄縮盟等

曾在本省發現之幼苗畸形現象 , 改蓋於水泥池時對人工飼料之攝食情形良好 0150 夫齡時觀察
, 魚苗體

型亦正常 , 解剖體全長 5. 3-8. 3cm 之尾未見體長或內藏有病變。

Eig.2

1 observation and behavior of the larvae

observation on apperance and behavior

Table

afterdays

ha tching

scatte-thereNowly-hatched larvae were transparent except that0-10

and be-Part of yolk,on lowereyeballs,red black pigments on

only finbutneath digestive tube; single fin were not developed

Infloa tedexhibited;phototaxisStrongwere seen,membranes

was aeration.therewhereconcentrate

showing

upper level and liked to

vior:

was

beha

body

feeding

oftrunk

distinct

thefood,the

began

ataimed

( 3 days)

head

Larvae

fir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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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ed on S shape, then strentched violently to get the food, un-

der ligtening larvae feeded almost all of the daY. Yolk was di-

minished between 4 and 6 daYs.

All single fins differentiated distinctly, the shrivelling of

tive tube well-developed,

diges-

the trunk of body was still transparent,

the color of food in intestine could be seen. feeded with preparation

of the S posture too. During this rearing period, fingerlings often

floated on upper layer with normally vertical Pas ture, but abnormal

fingrelings frequently showing spiral and inclining sw imming, so

that the silver-white eye:-ring could be discovered.

The trunk of fingerlings body was still transparent. the strip of

black pigments over notochord well developed graduallY Fingerlings

were very vigorous in feeding 4rtemia nauplii.

the dorsal part of trunk and upper Part of tube haddigestive

striPs of black pigments

Fingl ings showed different sizes of scales, black spots increased

scattered on cranium, mouth, dorsal part and caudal peduncle. wh-

He feeding fingerlings rushed directly toward food but no posture

of S shape.

Scales formed on some portion of gill cover and la teral part of

trunk

Black pigments had distributed on the back of fingerlings well-

grown but after departing from water those sPots shrinked causing

the dorsal part graY in color, lateral part became not transparent

and silver white due to development of scales. Finglings prefered

to feed adult of DiPhn 缸 , Sometimes swam in school.

Scales distributed on the whole body for some fingerlings. ShinY ye

llow-white, light-green complexion on lateral portion somentimes

appeared while sw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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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Sharp teeth on lower ja w, scraping, along the wall of aqu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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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resembled those of adult, dorsal part of

the trunk became green-black in color and vential part silver-whi-

te scraping behavior due to feeding benthic algae appeared distinc-

tly and formed scraps on the walls of aquaria

討 吾-6.
區間

1977 年 12 月初筆者在南投鹿谷以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 注射出t 吞魚踩得之良好受

精卵之孵出苗 ( 時化率 57.1-81. 3 克〉曾放捏在透光水箱中 , 水箱側面之光源不均 , 結果幼苗常擁擠
在光線亮處 , 雖投子輪虫但無一說,

苗出現身體哼成 S 形之攝餌動作 , 在孵化後 8 到 11 天全部死亡。此

次試驗之水箱無側光進入 , 3 天齡之幼苗放入 7.K 箱之當夫即表現出 S 型之攝食動作。有苗池周因為暗

黑市光線由上方來之方式對幼苗之培育應具重要性。

對香魚育苗期光照度之控制諸多丈敬均使用由低而漸高之方式
(4.5.7) , 本試驗模的此法 , 但在幼

苗 50 天齡前將光照延長並人工調節水溫較長的光照可能使幼苗有起畏的攝餌期而可獲得較快速的成長
的 , 而幼苗培養早期保溫可能有助於其全育苗期之成長典活存率之提高 (9)

。

日人認為揉用海水為香魚幼苗之飼育用水有助於種苗生產技術之穩定
{則 , 故本試驗初使用堪度

10 佑。的海水 , 隨後保持在 7.0-11. 訝。直到幼苗餵飼以淡水水蚤 ?是始降低祖度 , 但水歪則在 7.0-11.2

他墟度之水中亦可生存並繁殖。

試驗中各水箱中之不同蓄益密度與其幼苗早期之成長典活存率似無明顯關連雖未多次噩覆試驗 ,

但此現象大致可解釋為各培苗水泊之幼苗在早期已大量死亡 , 隨後各不同時期之幼苗數目均偏少而未
能達到使成典活存率受影響的密度。日人之試驗中初生幼苗之改養密度每公升有低至 5 尾亦有高至 16

尾 , 培育至 100 天齡之後活存率低者 2.4 此 , 高者 81. 8 方
(4 凹 ,

本試驗之活存率雖不甚低但應可再大幅

.度改進。另依據復藤等
(
山之記載 , 河川產香魚採卵之辨出苗有 2. 7, 2. 9 % 之畸形卒 , 攝食人工飼料包

括合結藻之飼料養成之親魚探卵之辟出苗有6.0% 以下之畸強翠 , 次試驗所用之幼苗畸形率 8.1 克應為
, 偏高。

本試驗採用之幼苗來自 1977 年 12 月獲得之 1 尾天然成熟雌魚 , 在雄魚精液良好之狀況下其受精卵
雖有92.3 克之受精率但受精卵之孵化率僅 21. 0% 【 3) ,

較諸同年 12 月初親魚注射 H.C.G 後採握之部份

受精卵有57.1-81. 3 克孵化率之情形
(2)

相比 , 此批卵可能末在最適時機採邦或由於親魚之原因而卵質
較差。叉此批卵由鹿谷長途運搬至竹北曾受較劇之振動, 此振動可能影響畸形魚之產生。另 C 組幼苗
-死亡率較高、畸形魚甚多之現象可能與其幼苗多為較遲孵化魚之情形有關 , 話次幼苗之 �!If 化均前設歷

時 5 天 ,
同胎卵最早及最近。孵化之苗有較多畸形之傾象

(2)
。為謀求香魚育苗活存率之提高 , 如何控制

魚卵與初辨出苗之品質當為關鍵之問題。

按討試驗中飼料生物之供路 ,
由於未知香魚幼苗之日攝 ITff 量 , 輸虫及豐年蝦常有投做過多之現象

, 此除不經濟外且易路響水質。單位幼苗在不同時期的需自 If 量用設應做計算 , 並可設法以人工飼料及
剛孵出之水蚤或 Moina sP. 等生物取代鹽年蝦無節幼虫以降低育苗成本。假魚飼料顆粒不宜用以做

飼早期幼苗 , 用於投飼 62-78 天齡幼苗之故果不間。躍、另試驗中發現以孵化後 24 小時之盟年蝦幼虫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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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 57 天齡後之幼苗倒有兩項優點 : 一、虫體較大 , 在低壇度水中較長時間兵運動力 , 易為幼苗攝食。
二、虫體似較易消化 , 池底抽出之幼苗排泄物不合隱約的蝦體形態而為分散細碎的物質。幼苗改餵水
蛋後 , 也於水蚤在箱中長時間活存並運動 , 幼苗易完全將其攝食 ,

但可能因水壺連動
,
快速

, 體質較弱
之魚苗不易攪獲虫體而出現體型差異之日漸顯著與體弱苗之趨於死亡。

幼苗在80 天齡後已全身遍佈鱗丹而出現成魚之外觀且100 天齡時比較A 、 B 箱玻壁刮痕之分布應

可推斷幼苗在此期間開始具有刮食藻額之食性 , 將其移入小型水泥池 (2. 5x 1. 5x 1m2 ) 後 1 周內部

完全適應於人工飼料顆膛 , 嗜食住良好 , 對漂浮水面及沉底之飼料粒均被查乾淨 , 故此 100 天齡之苗

應適於改養。

培育幼苗之海水取自鹹水養鰻池 , 雖經過濾但仍可能含多量之細菌 , 此亦可能為早期引起幼苗死
亡的原因之一。此次育苗之中 , 後期可能因及時進行藥物處理未發現明顯之病害 .1QO 天齡時之活存

魚苗多體型直而修長 , 外表平滑 , 飼育至 150 及 187 天齡時還尾被查均未發現其它畸形。困擾本省香魚
養殖之寄生性鮑子虫 (Gluges sp) 引起之疾病 (1' ω似未在此批魚苗出現。

要

筆者在前第三報記載地培養殖香魚之卵可夫然戲熟, 不需注射任何藥物即可揉卵。吉它份受精卵在
1978 年 1 月孵化後即進行幼苗之培育工作。

育苗所用水槽為容量 100 公升之玻璃水箱 , 四周以深褐色瓦智紙包覆以防丘側光侵入。用 7Jc 為稀

釋海水 , 墟度初為1 慨。逐漸降至 5 亂。

初期 ,
各 7Jc 箱上方張有白紙做為燈光之反射板

, 控制箱水水面照度由 200-400lux 增至800-140

lux; 同時 , 水溫調節在 21 土 2
� C 。

幼苗第 50 天齡時 , 將育苗水箱移至窗邊使接受天然光線並取消人為控溫。
餌料使用海水輪虫 (Brachiorus plactilis) .豐年蝦 (Artemia salina) 無前幼虫及水蚤〈

Daphnia spp) 。

幼苗第 100 天齡
, 各箱苗之活存率及魚苗全長分別為 8.0 克 ,39.0 土 3.0mm 及 11. 0%42.9 土 2. 7

m 虹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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