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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身英勇魚生態調查及試驗

鄉
振劉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 on

TheraPon jarbua (Forsskal) around Taiwan waters

Chen-Hsiang Liu

an

花身雞魚 Thel-apon jarbua (ForsskiH) 是保紋雞魚科 (Theraponidae) 魚類
, r 稱花身仔 ,

是臺灣沿岸的高級食用魚類
, 以東港、澎湖、新竹、基陸、宜蘭及高雄的產量最豐富。

花身雞魚的幼魚及成魚是成重緝隊洞游於河口及港灣地帶的底部覓食
, 稚魚 (1-2 公分〉則成重

於海面攝食。在 1977 年 7 月 -1978 年 7 月的一年中
, 按月踩集稚魚、幼魚及成魚 , 所揉獲的成魚標本

供組織切片 , 將與生態調查資料互相印證 ' 所得結果供作資源調查志參考
, 拉將調查與試驗結果摘要

如下 :
1. 每年 4-10 月為花身難魚之產卵季節 ,

以 5 月為產卵高霉
,
魚苗在岸邊處處可見。

2. 產卵場的鹽度為海水比重 1. 024- 1. 025 ' 溫度為24-29
� C 0

3. 花身難魚、可適應劇變鹽度 ,
又可長期生存在淡水或海水或鹹淚水中

, 所以是
W'c
鹽 i生魚類。

雪-Z司綺

材料與方法

1. 材料 :
1-2 公分花身雞魚苗2000 尾及 6-9 公分的幼魚的尾 ,

手 :少網網目 0.5 毫米 , 口徑 0.5 公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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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升的水旅箱 12 個 , 1000C. C 及 150C. C 燒杯各 61 圈 , 加溫設備2 組 , 冷卸儀乙畫 , 瀏氧儀乙臺
。

2. 方法 :
(1) 按月在同一地點揉集稚魚

, 幼魚及成魚 , 並作一次環島採集。
(2) 測量楓場之溫度及鹽度。

(8) 適溫實驗 : 分適高溫及適低溫實驗。
@適高溫 : 海水比重 1.010' Al 及A2 組的容積各為 500C. C. 實驗魚苗各20 尾

, 平均體長 1.4 公

分。把 Al 及A2 兩組容器放入160 升之水族箱中 , 實施間接加溫 , 本實驗共花費 590 分鐘。
@適低溫 : 分海水比重 1.020 (Al 及A2 組〉及海水比重 1. 010 (Bl 及B2 組〉兩種進行實驗﹒

Al, A2. BI 及弘達四純的容積各為1000C. C. ' 在這四組各放入10 尾花身雞魚苗 ( 1. 4公分7
, 同時各放入 160 升之水族箱 ,

進行間接降溫
, 本實驗共進行 408 分鐘。

(4) 適鹽度實驗 :
@稚魚適鹽度實驗 : 水溫 26 �

C' 淡水比重 1.002' Al 及 Aa 組容積各為 160 升
,
各放入 100 尾花

身難魚苗 ,
平均體長為 1.2 公分 , 本實驗進行 14 夭。這些適應淡水者體長已達 1.6 公分 ,

選擇
180 尾 ,

卦成 BI 及B2 組各90 尾 , 直接投入比重為 1.020 之梅求中 , 其水溫仍為26 � C, 實驗亦
進行兩星期。

@幼魚適鹽度實驗 : 取20 尾平均體長篇 6-7 公分之幼魚
,
的做稚魚適鹽質驗 , 進行兩星期的觀

察。
(5) 致死溶氧實驗 :

@水溫24.5 �

C' 海水比重 1.010, Al 及Aa 租的容積各為 150C. C ' 質驗魚苗 40 尾 , 平均體長
1.2 公分 ,

分成兩半放入Al 及Aa 組
, 實驗共進行是5 分鐘。

'@ 水溫24.5 � C ' 海水比重 1.010' Bl 及B2 組的容積各為 150C. C ' 質驗魚苗 20 尾
, 平均體長 1.2

公分
,
分成兩半放入 BI 及 Ba 妞

, 實驗共進行的分鐘。
(6) 離水耐命實驗 :

@稚魚耐命實驗 : 氣溫24 �

C' 實驗魚苗共的尾
, 平均體長為 1.2 公分 , 分成兩半各為 30 尾 ,

放置於Al 及A2 解 �J 盤上 , 實驗進行 100 分鐘。
@幼魚耐命實驗 : 氣溫24

�

C' 實驗幼魚共20 尾
, 平均體長 7.0';'" 9.0 余分

,
分成兩半各 10 尾分

別放於 BI 及 B2 之解剖盤上﹒實驗進行 1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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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he monthly variation of larval number of T. ja1b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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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1. 由閏 1 顯示 ,
在 4 月 21 日捕到首批魚苗 120 尾

, 平均體長 1.0- 1.2 公分 ,
往後數量逐漸增加

,
在

5 月份共捕得2730 尾為一年之最高盔 , 到 6 月份則逐漸減少
, 可是捕到 3- 3.5 公分之魚苗數目還

漸增加 , 由於體長大於 4 公分之魚苗 , 不在表層攝食 , 已移居底部 , 加上游詠速度甚敏攘 , 因此捕
獲不易。體長 13 公分以下者在沿岸礁石上經常可以釣獲

,
大於14 公分者要到較深的水域垂釣或以流

刺網海捕 -
2. 當元月份的 71\. 溫降到 15-20 � C 時 , 在沿岸淺水地區不易君到花身雞魚 , 直到 3 月份水溫岡升到23

-24 � C 時 , 花身雞魚的幼魚常成畫在淺水域底部攝餌。至於觀場鹽度變化少 , 是海水兒重 1.024

- 1.025' 產卵季節 4-10 月的海水溫度是24-29
� C 0

3. 進行高溫適應實驗 , 開始的溫度為 22 �

C' 溶氧 7.0mgjt .
降到 4.7mgjt , 在As 組中

, 部份花身難魚開始浮頭及昏迷
經過 300 分鐘後溫度升到 34

�

C' 溶氧
.在 445 分鐘時 , 溫度為 36.5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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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Lethal upper temperature of T. jarbua.

。10

6

Ip

8
去
耐
心
叮
叮

SZ
口

gz
υ
υ
付
惘
。

.
。
2

2
A1

i

9
戶L

8

jarbua.

11

Temperatu 閱 ( ﹒ C)

Fig. 3 Lethal lower temperature of T.

Q�!>in the salt water8A2

� �!>in the fresh water... B2

10



324 Bulletin of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涓
涓
ω
叮
叮
且
早
已

gg
υ
MW

惘
。

s

每

L L

10

L一」
12

j

l 句

b

2

OA1
.A2
6B1
AB2

froni salt t σ fresh water

from fresh to salt water

溶氧降到 4.0mgj& ' Al 組的花身難魚 ,
也開始浮頭及昏迷

,
Bl 組有一尾死亡。到 590 分鐘 , 溫度

Al 及A2 組的魚全部死亡 ,
如圖 2 示升到 38

�

C' 溶氧降到 3.4mgj& 時 ,
。在進行低溫適應實

驗中
,
開始的溫度為 28 � C, 經過 288 分鐘 , 溫度降到 l4 � C ' 各組的魚均畏縮不動

,
體色變黑 ,

在
348 分鐘 , 溫度降到 nOc 時 , Bl 組有 3尾死亡 , 在 408 分鐘 , 溫度降到 8.5 �C 全部魚都死亡 ,

將

以上結果表示如閏 3 。

4. 鹽度適應實驗 : 將適應於海水比重 1.020 之魚苗 C 1.2 至2 分 ) 200 尾 ,
分成 Al 及A2 兩組 ,

各放入
,
第三天兩組的魚均安然無志 ,

第四夫 Al 組有一尾死亡 ,
本實驗160 升之淡水中 ( 比重 1. 002)

進行 1 是天共死亡n 尾 ' 試驗結果
, 死亡率為 5.5 克﹒這些適應淡水的花身雞魚平均體長已長到

, 比重歸 1.020 之淡水中 , 其容積仍各為 160 升 ,
第一、二天均無死亡 , 第三天 Bl 組死 1 尾 , 本實驗進行 14 天共死亡 9 尾 , 死亡率 5%, 活存的魚苗

幼魚 ( 7-� 公分〉鹽度適應實驗是

1.6 公分 ,
選擇 180 尾 ,

分成 Bl 及B2 組各投入

已由 1.6 公分再長到 2.1 公分。 將以上結果表示如闡 4 。

的微稚魚之鹽度實驗 ,
兩星期的觀察均無死亡。

5. 致死溶氧實驗 : 小空間實驗 ,
各組為 20 尾者 ,

當進行 13 分鈍 , Al 組溶捐降到 4:2mgj& 時 , 部份花
身難魚浮頭及昏迷 ,

進行 14 分鐘 , 溶氧降到 ,3 .8�gj& 時 ,
Al 祖死1 皂忌 , 在 1口7 分

到 5.4mgl μg 時 ' 部份花身誰魚浮頭及昏迷
, 在 22 分鐘 , A2 組溶氧輝到 4.0mg 月時 , A2 組死1 尾

, 在37 分鐘 'AI 組溶氧降至 IJ 1.8mgl 萃 , 。花身建魚全部死亡 , 在大空間實驗各組為 10 尾者 , 當進
行24 分鐘 Bl 及 B2 組的溶氧各為 4.9 及 4.4mgj& 時 , 均出現浮頭及昏迷的現象 , 在46 分鐘 , 溶氧
為 3.8mgj& 時 , Bl 組死1 尾 , B2 組則在50 分鐘 , 溶 5月 3.2mgj& 時才死亡1 尾 , 進行的分鐘 , 溶氧
為 2.2mgj& 時 , B2 組全部死亡 , B1 組則在90 分鐘溶 f司為 2.1mg/g 時全部死亡 , 以上結果表示如
間 5 ,

6. 離水耐命實驗 : 稚魚部份 ,
離水 23 分鐘時A2 組 3 尾死亡 ; 離水 92 分鐘時Al 組忌。尾全部死亡 ,

A2 組

則在 100 分鐘才全部死亡 ,
幼魚部份 ,

離水 35 分鐘 , Bi 組有1尾死亡 ,
到 110 分鐘時 , 肌組旬 10

尾全部死亡 ,
到 120 分鐘時 ,

B2 組的 10 尾亦主部死亡 ,
以上結果表示如圖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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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1. 稚魚 C1 一2公分〉行表層攝餌 ,
幼魚 ( 4 -12 公分 ) 生活於沿岸的淺水城底部 ,

體長 14 公分以上者
( 成魚 ) , 則移居較深水戚。

2. 花身雞魚產卵季節為每年 4-10 月 ,
以 5 月為產卵高盔 ,

產卵場溫度為 24-29 � C ' 鹽度為海水比重 1.024- 1.025 。

3. 花身難魚適合生存於 16-33 � C ' 當溫度高到 36 � C 或低到 14 � C ﹒均會造成浮頭或畏縮 ,
甚至死亡 ,

當溫度高到38 � C 或低到 8.5 � C 則無倖存者。
4. 花身難魚的稚魚 ,

幼魚及成魚 ,
均可適應突變的鹽度 ,

並且可長期生存於海水 ,
鹹淡水及海水中 ,

昕以是廣鹽性魚類。
5. 在水溫24.5 �

C' 海水比重 1.010 的狀況下 ,
花身雞魚在溶氧低於 4.0mgjt 下則會死亡﹒

6. 花身雞魚離水23 分鐘以上才會死亡 ,
甚至於較健肚者可維持到 2 小時 , 這種耐命的現象是海水魚中

鮮見的 , 牠們既以有此能力 ,
乃是當牠們一離開水面 , 關蓋會自然豎立 , 直到支持不住 , 關閉掘蓋

窒息而死 ,
這種豎起總蓋的本龍 ,

使空氣中的氧氣充裕供入總絲之微血管內 , 因而延長生存時間﹒
其耐命程度表示如圖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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