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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xperiment aims to establish the limit of tolerarice of rabbit fish to

temperature and dissolved oxygen.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t was fourid that. the temperature range 15 �C 一 30 �

C is the optimum for the1.

growth of rabbit fish fry.

Rabbit fish fry have the highest rate of oxygen consumption under the temper-

ature.rarige' 20 �C 一 30 � C.

2.

At the temperature 20 �C�rabbit fish fry showed higher tolerance to lower oxy-

gen content (O.2mg/l), the highest rate of oxygen consumption, and the lon-

gest time of tolerance.
.

From these results,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t回npera -

ture 20 �

C is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for the survival of rabbit fish fry.

3.

網赦具都魚 , 學名 Siganuso'amin ( Block and Sc 加 eider) .俗稱臭肚仔、象魚、羊兮仔
, 屬臭都魚科 , 體畢卵圓形 , 側肩 , 各緝刺具有聾廳 .f< 人生劇痛 , 但肉均可食用 , 味美 , 略帶有
梅藻味 , 為祖海草食住魚類〈楊 . 1981 ) ; 常見於岩石及珊瑚礁地帶〈說 . 1 揖 4 ) 。部份地區的

聲殖業者 , 將捕自沿岸之天然臭都魚苗放簧於沿岸築提式魚祖或箱網 , 自五月份開始放簣 , 年底即
可妝成〈林和碟 . 19

網敵臭肚魚為一次產卵型之海水性魚類 , 利用人工探卵及自然產卵均可得到相當大數量之受精
卵〈林和陳 , 19

前途的養殖魚誼。本研究部擺討臭肚魚在不同溫度下活存的情形 ,
及與水中溶氧量多寡之間的關係

' 藉以明暸臭都魚生畏的環境
, 以做為自接種商培育及養殖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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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接 � 顏姓業者提供臭都魚一批 ,
體重約 2'.6 - 3.0 企克 , 體長約 6.5-6.7 公分 , 先經馴養十

天 , 確定魚苗健康後 , 再進行下列試驗 :

弋溫度忍受度試驗 (Temperature tolerance test ):

將魚苗分置於水溫為 5 、 10 、 15 、 20 、鈞、 30 、 35.C 之故璃缸中 ,
每組各放十尾

, 打
氣並餵食 , 觀察 5 天並記錯死亡情形 , 此項試驗在恆溫槽中進行 , 溫度的調整以每 15 分鐘升降

I.C 為限 , 避免因溫度急速的故費對魚苗造成壓力 (,stress) , 每種溫度均進行童讀試驗〈脅
和陳 , 1983 ) 。試驗中溫度的費化不超過 +/ 一 O. 5 'c 。

主主最低檔氧量試驗 ( 前le lowest dissolved.oxygen test) :
就臭都魚苗適合生存之溫度進行在不同溫度下 , 魚苗活存所需最低樁氧量試驗。試驗時 , 將

魚苗 1 尾放入適當大小的睜跤爐中 , 先將瓶內海水以氧氣打至過飽和 , 每種溫度條件均進行重覆
試驗。耗氧量之測定裝置採密閉式 , 諧氧濃度以 XERTEX ( Analyti 個 I 4010 型 ) ( 擂氧測定

器〉割定 , 並以 SEKONIC R配ORDER ( 記錯器〉連續記錄 ,
本試驗所採用的海水 , 皆經過細

砂過濾及幾天的曝氣 , 其徵生物睜眼量 (Mi α obial respiration ) 的湖定值幾乎為零。因此 ,

計算臭肚魚苗耗氧量時 , 水中徵生物呼眼量可以不于考慮 (Greenberg, et al., 1981 ) 。

魚苗活存所需最低溶氣量及致死禧氧量的對定 , 分別以魚苗呈現異常詠動 ( 上下急邊游動 ,

衝擊輝口 3 及死亡為標單。且在低檔氧或受驚嚇時 , 臭肚魚體色會強烈改變 ( Hasse, et al.,

1977 ) , 此現象出現即需注意觀察。

結果與討論

-弋溫度忍受度試驗 ( Temperature tolerance test) :
臭都無苗在不同溫度下之活存率 , 如表 1 中所示。魚商在溫度 5'C 時 , 一天就全部死亡 , 而

10'C 時日第一天只有 50% 的活存傘 , 第二天則只剩 2 隻魚苗 , 35'C 時 , 第一天有 80% 的活存

率 , 但第二天說只有 30 % 活存嚀。其他各組在五天內的話存率皆為 1 ∞ % 。試驗期間 , 溫度的
調整以十五分鐘升降 1 'c 為原則 , 主要避免因溫度費化太快 , 對魚苗造成緊迫 (stress r 而致
死 , 影響試驗結果 ( 官和陳 , 1983 ) 。

由表 1 可知 , 真都魚苗遍存溫度範圍在 15 'c 至 30'C 之間 , 而溫度 35 'c 以上 , 10'C 以下就

不適合魚苗生長。

三毛最抵擋氧量試驗〈τbe lowest dissolved 恆ygen test) :
在不同溫度下 , 臭都魚苗活存所需最低檔氧量及致死摺氧量 , 如圖 1 、 2 所示。由圖 1 中可

君出
,
溫度軍區高 , 魚苗活存所需最低樁氧量愈高 , 以 30'C 時之 0.8 mg / £.最高 , 15 ,'c 時之

0.4 mg / � 最低 , 但由圈 2 中顯示 , 溫度 15 至 20 'c 之致死滄氧量降低 , 20 至 30'C 則皇上升

趨勢 , 可知溫度 20'C 時有最低致死樁氧量 ( The lowest lethal oxygen concentration') 。

另由圍 3 中可君出 , 溫度 20 'c 時魚苗耗氧量較高 , 且忍受時間也畏。溫度 30 'c 時 ,
魚苗耗氯率

高
,
但在較高檔氯量時即死亡

, 亦即其致死禧氧量最高 ( 0.6 mg / £ ) , 而溫度 15 'c 時 , 耗
氧率低 , 但忍受時間長。結合斟上結果很明顯地 , 臭都魚在不同溫度 , 有不闊的轎氧車及致死滄
氧量

, 而溫度 20 'c 對臭者6 魚苗而言 , 是較佳的生存溫度。
據 Fry, 的 al. ( 1942 ) 金魚 ( Carassius auratus ) 的高溫界限為 41 'c 。雖以>udoroff

1942 ) 對海中鯨魚 (Ii G.irella nigeicans';,\)� 的高溫界限 31.,4 'c 。撮釋 !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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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 吳郭魚 ( Ti laPia mossambica ) 高溫界限則約為 41. 0 -.. 42.8 'c 與革l 目魚的 42. 手℃甚

接近 ( 林 , 1969) 。而臭肚魚的高溫界限為 30'C 。對低溫的忍受界限 , 真肚魚為 15 'c ' 風目魚
則為 8.5-..9.5�C 。接 Doudoroff ( 1942 ) 海中鯨魚的低溫界限為 5'C 。一般學者認為在高溫時

魚致死的原因為擋氧的缺少窒息而死。接 Allee ( 1951 ') 所述動物適應力 , 最高溫度 , 最低溫度
與最適溫度三者之間 , 最適溫度往往接近最高溫度 ( 林 '.1969 ) 。但具肚魚試驗結果卸較接近最
低溫度。

魚類的代謝速率 , 通常可以呼吸速率葳耗氧速率來表示 ( Crawford, 1978 ) ( Prosser and"

Brown; 1961 ) 。叉由於呼吸作用係構成動物體能來頓的大部份 ,
因此

,
耗氧量可做為水產生物

在讀讀中對能量的利用及其生理狀況的良好指標 ( Gaudy and Slosne, .1981 ) ( Sharp, et al.

, 1978 ) ( 趟 , 1980 ) 0 Fry 研究許多種魚之氯氣消耗量與水中禧氧量之關係 , 結果將魚之呼跤
型態分為二型 : 一為「調節型呼吸 J (Regulating respiration) , 即魚在感受氧氣不足 ( Hy-

poxia ) 時
, 其氮氧消耗量仍然維持一定或甚至於升高 , 直至水中讀氧量達到臨界點 ( Cd tical

point) 時方才降低者 , 另一篇「顧應盡睜眼 J (Conforming respiration )., 即魚之氧氣消耗

量與飼育水中之樁氧量成正相關之關係 , 氧氣消耗量贖樁氧量之增加讀還識而升降〈塵和黃 ,1975

) 。且動物性之氧氣消耗量隨著水溫之升高面有漸趨直是慢現象〈陳 , 1961 ) , 魚類對於氧氣消耗
量 , 小型魚類比大型魚消耗來得多 , 而悶一種類也隨著體重之增加而其氧氣消耗量也隨之瘋少〈丁

, 1970 ) 。

有許多學者就網敵臭肚魚傲耗氧量方面試驗 , 結果各異。有的龍為此魚龍忍受 2 ppm 以下的

禧氧量 ( Lavina, et aI., 1973 ) , 有的研究報告則認為 1 2 p pm 的滄氧量對此魚而言感受

性強 (sensitive)' 而男有結果指出臭肚與在溫度 22'C 時能忍受 1,51 ppm 的禧氧量定會和陳
, 1983)' 。由本試驗結果則是具都魚苗在 20'C 時能忍受 0.2 ppm 滄氧量 , 且其耗氧量單最高 , 忍
受時間最長。對稱敵臭都魚而霄 , 溫度 20 'c 是較佳的生存溫度 , 此可當做未來養殖之參考。

摘 要

觸紋臭肚魚肉質具海藻番 , 深受龔者窩囊 , 聾殖方法簡單 , 可自然產卵受桶 , 可說是相當具有
發展潛力的養殖魚種。本試驗乃在揉討網紋臭都魚在不開溫度下活存情形及其與權氧量之間的關係 .

, 所得初步結果如下 :
弋網敵臭都魚遍存溫度範圍在 15 至 30'C 之閉 , 而溫度 35'C 以上 , 10'C 以下說不適合魚苗生長。

宅溫度愈高 , 魚苗活存所需最低滄氧量愈窩。
有魚苗致死滄氧量以 20'C 時之 0.2 mg / i 最低 , 30'C 時最高為 0.6 mg /i 0

同溫度 20 'c ' 網敵臭都魚苗有最低的致死樁氧量
( 0.2 mg / i ) , 魚苗耗氧率高 , 且忍受時間

最長 , 是較佳的生存溫度。

甜 辭

本試驗承蒙所長唐一久博士之鼓勵及海洋學駐華殖系學生吳銘圳之幫忙 , 另外潑水養殖業事顏

福榮先生提供魚苗 , 在臨一餅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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