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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有許多關於角口魚科 (Family Gonostomatidae) 的分類、生理和生態等方面的報告業已發表過

(Grey, 1960etc.) , 而國內尚未有此科報告。本所生物系於臺灣近海漁況調查時 , 曾以浮游生物網及稚
魚網操集得到許多罕見的探梅發光魚今後將陸續地報導。本報告糧本所鄧既長之鼓勵

, 林蔥民先生之協助

鑑定 , 生物系工作同仁之協助 , 許跨蔥小姐協助描圖等 , 得以完成此篇初次報告 , 特此謹致謝悅。

二、採本之抹 J奈與整理方法

本報告所用標本是民國 59 年 5 月 31 日夜間 11 點56 分時在 23 � 30/N' 121 � 35/E, 融島東南方約10 海撞

的表層海域 , 用 130cm 稚魚網探得 , 網口繫一流量計 , 網口直徑 130cm , 長 6m, 前方用 minnow net

和後方用 GG54 號等之探集網網布做成。行 3 分鐘慢述表層水平拖曳揉集。所得標本以中性 5% 福爾馬林

被固定。經貿驗室初步分類 , 接經描圖與敏遍 , 再將標本照相後加以編號保存於本系標本室。當時的表面
海水溫度為29.2 吧 , 氣度為 18. 72� 仰。

三、結果與討論

本標本屬角口魚科 (Family Gonostomidae Norman, 193 旬
, 經鑑定為太平洋眩砲魚 ( 擬稱 ) Dip-

Mphos'Pa.cificu� G:inther 1889" 因身體細長
, 兩體倒排列有如戰艦眩砲狀之發光體 ( 園一) , 因而得

名。日名二z.;J./ 、 7' 力。標本編號為TFM 1303001 號。標準體長篇39.8mm 。﹒最大體高為 3.1mm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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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j;lophos taenia pacificus Gunther 1889; Giinther, 1819,

Rept,Voy, "Challenger" Zoot xxxi. 1889, f,,33 PI,IV, fig 13.

Diplophos taenia pacific (Gi:'.nther 1889); Seales, 1935.

Diplophos. pacifit;us Gunther, 1889; Munro, 1967.

英名 Pacific portholefish.

形態 : 體極度狹長 , 側扁 , 尾部較細 , 各部位之長度與標車體長之比
例以百分數表示如下 : 最夫體高於胸蜻基底處為 7.78, 較 Grey (1960)

所酒j 值為小 ; 最小體高在尾柄處為 2.51 ; 頭畏 r 左側〉為 16.84 和 ( 右側 )

17.70 ; 自助端到背蜻起點之長為 45.98, '( 沿身體縱軸度量 ). ; 自助端

到腹蜻起點之長為 35.18, ( 沿身體縱軸度量 ) ; 自臀蜻起點到尾柄宋端

之長篇 47.74 ; 水平眼徑 ( 右眼 ) 為 2.51 和 ( 左眼) 2.26.; 上頭長 10.05 ;

頭部眼援部長 8.79 ; 最長背蜻蜻條長 10. 仿 ; 背輯錯基長篇 6.28, 最長

臀蜻蜻條長有 7.53 ; 臀輯錯基長為 45.22 ; 最長腹輯錯蝶長為 5.03 ; 最長

尾蟑蜻條長 7.53 ; 最長胸餾蜻條長 7.53 。背部中緣線亦可稱為削弱龍骨 "
(

Weakly Keeled Abe;1958) , 腹部中韓線自喉狹部一直到肛門有如同龍
骨一般 , 其中設為腹輯錯基所分隔 , 且腹錯錯前有一對較小的發光器與其
前後的發光器形狀不同。肛門附近 , 臀賭前方有黑色素胞之分佈。背錯位
於體背據中部 , 起點較近於駒端 , 無脂緒。胸緒低位 , 長度不起過胸錯與
腹蜻臣離之半畏。臀蜻起自背插搪塞後半部之下芳 , 臀緝蜻基畏 , 背蜻館

基較狸。

撮 Grey (1960) 之報告稱
, 成體鱗大易落 , 館為閏購。本標本尚未

有鱗丹之長出 , 全身密布黑色素胞 , 近背蜻蜻基及頭部較多 , 腹韓較少。

頭中型 , 無棘 , 頤部無頭狀突出物 , 眼眶周緣無發光器亦可能脫落 ,

聽蓋完全 , 僻、耙中型長度。口犬 , 上頭骨兩塊 , 主上頭看二塊上主上頭骨
, 頭骨動骨上有小而細的夫齒。後蚵、蓋上有二故發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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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倒有數列發光器 , 沿體軸而排列。體側最下列發光器剛在腹側中車牽
線上方和臀館館基上芳 , 兩側對稱。體最下列的發光器自喉按部延伸到尾
柄計有 �103 枚。喉狹部到背踏踏華之正前下方共有16 枚 , 自胸蜻芷下方古自j

腹錯蜻基正前方共有26 杖
, 腹蜻餾蓋下有 I 杖

, 較小且較近腹緣。腹錯錯
基後至臀蜻錯墓前計有14 杖 , 臀踏踏華到尾柄連續排列有44 枚 , 最後有 2

枚繫連接一起而與前面各發光器分離 , 此列夫致成一直糗排列 , 在此列上
芳有 1 列較小的發光器 , 總共有的枚 : 計胸蜻基底前者 I 杖

, 胸輯上方開
始一直到臀踏上方連讀不斷地排列有 67 故

, 每一枚之發光器與其下方一列
之發光器互相對應。且較近尾端之數枚較小 , 近頭部者較大。側線上亦有
一列發光器 , 沿側線位置排列 , 計有 90 杖 , 最末數枚可能脫落 , 其體積較
小。側糗上方與下方無其他發光器之出現。

興蓋下方干鮑膜和總蓋韓條上有 12 故發光器 , 成一直線排列。前餌聾發、韓有 2 故發先疇。下頸、上額

及眼眶附近無發光器發現 , 此與 Grey (1960) 報告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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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式 : D, 12, 無硬棘 ; A; ca 刃, 。且於臀牆基底上有10 枚末消失之色素胞群可為稚魚期之重要形賞

; P. 8 ; V, 8 。

總把中等長度 , 第一總可上有 12 根閥、耙 (Munro, 1967) 。上頓有數列細而尖銳的牙齒 , 向外突出。
前端上主上項骨下方有數故較大的牙齒向外突出。下頓上亦有較小的細尖齒。

本標本經 5.?-t: 福爾馬林被保存後體星棕色。原來體色未知 , 攘Munro (1967), 報告是墨銀棕色。裘皮

易制落 , 蜻 j摸淡色。頭部及背緯墨棕黑色 , 背中部較黑 , 發光器四週星黑色 , 中部棕色。
分布 : 太平洋、印度洋皆有發現之報告 (Giinther 1889; Seales, 1935; Munro 1967)

海域也有分布〈本資料〉。然此種魚類較為罕見 , 亦無經濟價值。
附記 : Grey (1960) 曾發表一篇角口魚科初步分類報告 , 因其標本探集不易 , 仍有許多分類上之提

點 , 且個體上的差異仍然無法了解。太平洋海區 , 本種僅有二尾故發現 , 且標本已損壞 , 故本標本更是珍
貴。雖然本標本與 Grey (1960) 和Munro (1967) 之報告略有差異 , 但仍暫定名為 D. pacificus 。其中

差異之原因和比較 , 是否為新種 , 有待採集更多的標本時再加以研究 , 其間的差異將於英文報告中述之。

9 臺灣附近

台灣東部海域發罕見現的太平洋舵砲魚骨文陽﹒陳蜻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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