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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魚屬於慈鋼科 Cichid 帥 , 依其生殖行為的模式 , 可以分成兩大類 , 一為魚卵
排出受精後立即被雌魚含入口中至仔魚孵化可自行生活為丘的口中孵化型如 TilaPia

nilotica, 另一為排卵受精於巢穴底層 , 但受精卵粘附於底層而雌魚並不將卵含於口中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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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 , 僅負守護之貴如 T. zi lli 。現在有些學者已將在口中孵化仔魚的吳郭魚屬名
TilaPia 改為 Sarotherodon( 1)

而親魚負守護巢穴 , 魚卵粘附巢底孵化的一型仍維持原屬
名以區別之。

十幾年前 , 關於 S. a 帥
,

你種名的確定會引起爭論 , 有些學者接受 Trewaras 所提
S.aurea 與 S. nilotica 應為同種〈幻 , 然至今仍未能定論 , 致使讀者、研究人員常混淆不
清。

本省歐利亞吳郭魚為民國63 年由曾丈陽、廖一久及黃丁郎三位先生自以色列引進 ,
成為本省的第四種吳郭魚自民國 55 年 S. nilotica 被引進之後 , 以其優越的體形及較強
的耐窘性 ,

育出的雜交種更兵許多優點而漸將在來種 S. mossambica 及體形小 , 混養
中會影響其他混養魚成育的 T. zilli 淘汰 , 而今引進之 S. aurea 更有其他優良特性 ,
如雄性 S. aurea 與雌性 S. nilotica 雜交可產生完全雄性子代 , S. aurea 在海水中成
長率和在淡水中相間 , 但不會生殖〈紗 'S. aur 旬在飼養的第一年不會生殖ω等。引進
的S. aurea 已在本所竹北、鹿港及東港等分所試驗飼養 , 並進行各種不同的試驗 , 以
了解 S. aurea 在本省環境中的生長、生態情形 , 並期利用 S. aurea 本身及其雜交子代
的各種優良特性 ,

解決目前吳郭魚在池水中過度繁殖以致養殖魚蠹過密的缺點 , 以加速
生長速度 , 增加生產量。

本報告是 S. auraa 引進本省後其2 、 3 代在鹿港水試所之飼養生長狀況 , 簡單生態
及雜交等 , 並討論利用 S. aurea 之特性防丘魚暈過密之方法 , 以供各界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引進 S. aurea 計25 尾 , 放入本分所直徑 4.5m 水深O.Sm 之圓形池 , 飼以鰻魚之混
合飼料。第二代S. aurea 1,000 尾放入面積 660m2 (20 x 33) 水深 O.Sm 之泥池中 , 使
在天然環境中成長偶而投之以少量米梅、豆餅或花生餅。自民國 64 年 7 月至 12 月 ( 第一
代為63 年〉每月隨機取樣捕取標本20 25 尾測定體長、體重等生長情形。

鹽度、溫度之質驗 , 用第二代及第三代 S. aurea °比照 Pharmalogical assay
method, 未經和緩漸進增加鹽度及降低水溫程序而直接由淡水及 25 � C 中放入試驗所需
之鹽度及水溫內。鹽度的調配是用本省鹽廠出品含 NaCl 99. S克之精鹽調製而成 , 誤差
為土 1%, 水溫之保持乃利用 Hotpck 牌恆溫箱 , 誤差為土 o. SOC , 在實驗進行中以連續
打氣的方法保持水中之氧氣。

S. aurea 之繁殖以第二代魚 , 雌雄各一尾 , 雄魚體長為 21. S cm 體重的Og, 雌魚
體長19cm 體重 1959 民國 64 年 5 月放於 1 x 1. 7m 之水泥池中俟產卵受精 , 仔魚在口中孵
化 ,

卵黃消化後將仔魚移出 , 等待下一次產卵 , 另配合室內水族箱觀察其生殖行為。
S. aurea 之雜交 , 於民國 64 年 5 月選取體葷的 390g 之雌性種魚及體重 300 400

g 問之雄魚 , 以雌魚 5 尾雄魚 1 尾依照下列交配方式予以配對。
A. S. nilotica ♀ x S.
B. S. mossambica �

aurea

aurea

8

8



Characters fin‚Û�d�o�r�s�a�l anal fin gill raker Scale of
lateral line

number X,IV-XVI.11-13 血. 8-10 25-31 0����/�8N��5
g��4Sï���-�2N�Så�iUe�iN�Så�4�-�5�/�1VN

(mode) (XVI. 12) Cm. 9) C27) 0��1�8�)S\�,Sï�2�1v}N†�C�5�/�j

.

Characters head ro�ength %
body depth

%。
pedunc�� depth ,%

BL BL BL

number 32.4-34.5 36.4-43.2 14.1-15.2

(mode)

83

C.." S.aurea 、 9 、山恥←況 ,",S.. ", aurea.-

D. S. aurea !j! x S. nilotica 0

仔魚於 64 年 7 月孵化 , 依組別放養於 660' m2 之泥土池中其數量分別為 1,600 尾
1,400 尾 1,000 尾及 744 尾 , 除揖月隨樣取 30 尾測定其成長外 , 並於 11 月結束清池時 ,

各組取 50 尾分別做形態及性別測定。其越多能力之比較為取各組雜交出之子代於“年 11

月分別放入本分所之泥土池中不投飼料且無防風設備於次年 5 月清捕 , 觀其成長度及活
成率。越冬後之各組雜交魚種再各取 562 尾於 5 月 28 日分別放養於面積 1,260ni2 C 42,x

30m) 泥土地中 , 每月投餌〈花生餅〉丑次 , 每次投餌量為6 、 7 月份 6 kg ,8 月份 8kg
, 9 月份 7kg 於 10 月 1 日清池 , 部其性別及體重做為第二年生長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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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果及討論

形態 :
S. aurea 外形上最主要的特徵是體軀上方略帶暗藍色及腹部顏色較淡 , 與 S

nilotica 主要的區別是尾餾上缺黑色之條紋 , 而胸鱗、臂僑、一尾蟬的邊緣帶橙紅色 ,

眼環上帶黑紋 , 其各部形質之測定如Table 1 。

Table 1: morphological data of S. aureaCN = 50)

.

十星接年前說有 S. nilotica 與 S. aurea 是否同種之爭 , 近年來吳郭魚之鑑定愈行困
難 , 由於吳郭魚之種類太多 , 分佈太廣 , 更重要的是吳郭魚繁殖力極強 , 種與種之間很
易交配 , 而雜交野生的孔 , 更是難以由外形上與現魚區別 , 傳統形態之分類比較已不足
應付 ,

甚至血液的電詠模式亦難以分辨雜交之 F1
(4)(5)

。今後吳郭魚之鑑定工作對研究
入員將是一大批戰 , 而純種的保持更是日益重要 , 不容忽觀。
生長 :

63 年 6 月所引‘進之 S. aurea 與所繁殖的第二代 , 在不同的飼料及相異的環讀之下, 其成長度有顯著的差異。餵鰻飼料之 S. aurea 由 6 月至 12 月經過 5 個半月之飼養 ,
其體重可連 1909 , 雖尚略遜於以色列以施肥及韻食雙管齊下的生長速度 (6) ,

但平均每
月亦可增重 3旬 , 月增重以 7 月為最大 , 平均為 50g ,8 月份以後月增重逐漸減少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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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放養於泥土池8 月份增重32g, 9 月為28g , 10 月 25g , 11 月 18g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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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 Growth of S. aurea feeded by artificial food.

中 , 在自然降件下生長之 S. aurea 第二代 , 經 5 個月之飼養平均每尾重達 8旬 , 月增
重平均 16.6g , 月增重以 8 月為最高約 28g, 7 月 13g, 9 月 1旬 , 10 月 12.5g , 11 月 6g

( Fig. 2 ) 。吳郭魚的生長與蓄養密度、飼料、生殖頻度等都有密切的關係。在放聲
密度無影響 , 及兩池第一年魚未生殖之條件下 , 由 Fig. 1與 Fig. 2 相比較可君出餵以
鰻飼料之S. aurea 的長成幾乎為在自然環境中成長而僅偶而餵以米頓等之 S. aureaI 的
2 倍。各種Tilapia (or Sarotherodo 的 , 在水溫 16

� C 以下活力 gp 降低 , 行動還跟 ( 7)

7.K 溫 15 � C 以下即停丘生長 (8) 。由 Fig 1,2 , S. aurea 之生長情形除飼料不同之外 ,*
溫之變化 , 亦有相當之差異 , 63 年魚池之水溫由 7 月中旬之最高水溫 32.5 � C 逐月降低
至 12 月上旬之 19.2 �C 而64 年魚池水溫由 7 、 8 、 9 月之 30 � C 以上 , 降至 12 月份之 16

� C 。並
且圖上水溫的變化型式與此兩魚池魚的月成長曲線大致相助合。故在一定條件下 , 飼料
、水溫為影響S.aurea 生長的重要因素。攘郭 (9)

以施肥魚池飼養 S. mossambica ;, S.
nilotica 及其雜交種 , 經過 120 天飼養 , 其平均體重分別為 70g , 90g 及 135g °若依此結
果和 S. aurea 在自然環境之中即在泥土池飼養之 S. aurea 的第二代的成長相比較
S. aurea 的成長度遠遜於 S. mossambica ♀ x S. nilotica 0 之雜交種 , 略小於純
S. nilotica 種 , 但較 S. mossambica 為佳 ; 養殖活成率來君 S. aurea 之活成寧可達
87. 3 � 右 , 遜於 S. mossambica x S. nilotica 之雜交種及 IS. mossambica 本身 , 但
較 S. nilotica 為佳。雖然此第一年生之 S. aurea 並未有生殖行為發生 , 但雌雄闊的

111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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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Growth of S. aurea in natural condition.

成長及增重情形亦有顯著的差異 (t=3.36, DF 盟 98, α = 0.01) 餵以鰻飼料之 S. at 衍"ea

經 5 個月之飼育 , 雄魚平均體重可達 220g 而雌魚平均體重僅 162g 而己 , 並且其差異隨體
長之增大而增加 (Figure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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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以生長或增重牽來.藹 , S. aurea 並不知 S. nilotica 但 S. a 仰'ea 尚有許多優良

特性乃S. nilotica 所未具 , 若以雜交方式與現有的 S. nilotica 或 S. mossambi.{;a 雜

交 , 尋找出于代秉承親代的優良形質 , 使能成長得更快更大 , 而能保有 S. aurea 原有

之優點 , 將可突破吳郭魚族畫控制的困難 , 增加單位面積之生產量 , 此一問題將在後文
中討論之。

致死鹽度及溫度 :
實驗室中直接將 S. a 仰 'ea 由水溫 25

� e 的淡水中 , 放入各種不同之溫度友鹽度的水
中 , 其致死鹽溫如 Fig. 4, 字α帥

,
旬之最低致死溫度在 goe 左右 , 由常溫中直接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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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Lethal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f S. aurea.

goe 水中 13 小時全部死亡 ,8 � e 為 8 小時 ,7 � e 時 6.5 小時死亡 , 5 � e4 小時死亡 , 3 � e2.5
小時。魚類對溫度的忍耐力是隨其原存在水溫 (Acclimation temperature) 而有很

大的差異 , 如 Ci1'ella nig1'ican 原存在水溫由 12 �

e"""28
� e 之範圈差異 , 其對低水溫忍

耐力可差達 go e , Carassius auratus 原生存水溫在 1 至 38 � e 範間 , 對於低水溫忍耐力
可差達 17

� e (10)
� S. aurea 原生存水溫為28 � e 及 18 � e , 其致死低溫亦差 20e(11) 。因本

實驗是直接由 25
� e 放入實驗水溫 , 而非以和緩漸進方式使魚適應後再行降溫 , 故在天

然、環境, 冬季逐漸降溫的情況下 S. aurea 對低水溫之忍耐力應低於 goe , 約在 6
� e 左

右。接本分所之體驗 , 64 年冬季寒流來襲時水溫曾低至 6 � e 而尚有 815 玄之活存率。

比熙、Phormalogical assay 方法 , 突然將 S. au rea 放入高鹽度水中之實駿結果發

876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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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S. aurea 之致死鹽度在 30% 。左右 , S==50%o 時僅能活一小時 , S=35%o 時 3 小時即可

致魚死亡。其忍耐力亦因其體形之大小而略不間 ,
3""'"

4cm 體長比 9
"'"

10cm 體長之 S. .

aurea 耐鹽性略高。攘Cherrinski (2)
在25% 及 50 克之海水中飼養S. aur 旬 , 其生長速﹒

度和在淡水中飼養並無不同 Cherrinski & Yashouv(3) 便 S. aurea 漸漸適應後飼養於 S
E 是 0.8% 。至 S=44.6 悔之海水中 , 其生長速度亦與在淡水中十分相近 , 本分所曾以 S 目 25

協飼養 S. aurea- 如飼養於淡水中 , 情況十分良好。但 S. nilotica 在鹽度20% 。即發生

死亡。由以上的情況來推斷 , 如以漸進適應的方式 , S. aurea 之耐鹽度當可達 S 目 45%0'
以上。

S. aurea 除了具有可在海水中生長一如在淡水中之特性外 , 尚具有另外兩個特點
: (1) 在鹽度較高的水中 ( S= 睹。〉時耐寒性遺大於在淡水中 (:)

0 (2) 海水中飼養之 s.
aurea 無築巢及生殖的行為 ( 3)

。此兩種特性 , 前者可減少吳郭魚越冬的死亡率。後者
可解決吾人控制吳郭魚過度繁殖的困難 , 增加養殖接濟價值 , S. mossambica 雖可在海

水中養殖 , 但海水鹽度 30 臨時仍可生殖 (1
川本分所將對海水中養殖 S. aurea 之生長及

生殖腺變化情形做進一步之研究 , 去口徑證賞 , 吾人在淡水池中繁殖魚苗 , 再逐漸移入封
閉的海域或海埔新生地的海水池中養殖至成魚 , 不但不會發生魚畫 lE 濫的問題 , 文可減
低越冬時的死亡率 , 且可節樽出許多淡水魚地來飼育其他高貴魚種。若能更進一步找出
某些種海水魚和 S. aurea 來灑養 , 未來發展的潛力更是不可限量。
生殖 :

以雌雄各一尾交配 , 水泥池中一年的生殖情形如 Fig. 5, 一年中計產卵孵化仔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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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Date and number of hatched fry of S. aurea.

次 , 其時間之間隔由的天至 38 天不等 , 孵化出仔魚的數量亦有很大的差異 , 最少 256 尾
, 最多 1,100 尾 , 產卵孵化數似乎與前次產卵孵化量有關每當產卵數量到達一高畫展後 ,

Oct.Sep.Aug ﹒July.l\meMay



Nest dia.
29-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91up TotalCern)

amount 1 6 11 22 23 12 4 2 81

Dept h of pit 5.0 5.1-7.0 7.1-9.0 9.1-11 11.1-13 13.1-15 9U��.�1�-�1eì�,可『扎

l

弓,U��.�1吋I必�5�.�Å1 TotalCern) below

amount 9 14 18 12 11 8 4 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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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次產卵孵化數必定大大減少 , 至某一程度再忽然增加。 S. aurea 在本溫20--22 � C 時
間開始有築具準備生殖之行為

( 7) 。本試驗 S. aurea 產卵時的* 溫皆在25 � C 以上 , 但
S. aurea 之產卵必需卵的成熟與水溫相互配合 , 方能水到渠成。故本省 S. aurea 的產
卵季節似可在 4 至 10 月間。當 S. aurea 體長 10crn 左右時 , 卵巢即可達成熟 , 產卵數一
般隨體長之增大而增多。

雄魚在精換成熟時會選擇適當的地區為自己的地盤以口及館來挖掘間形之產卵穴。
在實驗室碎石底的水族箱中放一尾雄魚 , 掘穴的直徑大都在 25-- 30em 間 , 深度 10em 以
上 , 泥抄底的魚池在清池後 , S. aurea 掘穴惰的直徑及深度出現的頻度如 Tabe 2 。

.＼

Table 2: A. frequency of nest diameter digged by S. au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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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吳郭魚揖穴築祟的大小、深度乃是依底質及族蠹密度而定。 S. aurea 是一種攻擊

性的魚類 , 特別是雄魚會攻擊所有入侵領域的魚 , 擴實驗室之觀察 , 卵巢未成熟的雌魚
亦遭到雄魚之攻擊。S.a 仰 -ea 所占地盤的大小在0.7 至 1. Omz 間

( 7)
。但接測定 , 洞穴之闊

的距離常有僅相距數公分者 , 但罕有兩穴相重疊的現象 , 故在繁殖季節中 , S. aurea

對入侵地盤的其他魚 , 只要不入侵至產卵穴是可以容忍的。
當成熟的雌魚不顧雄魚的攻擊姿態而進入其地盤 , 鐘時間內雄魚即改變其態度而與

此雌魚共同擁有拉一地盤及洞穴。雌魚產卵分許多次 , 每次放卵數十個於穴底 , 雄魚隨
之游近使卵受精 , 雌魚將受精卵含入口中再行第二次放卵 , 如此連續不斷 , 直至本次產
卵完畢為丘。受精卵之孵化時間隨水溫之高低而不同 , 攘本分所之試驗觀察 , 於水溫25
--30 � C 時約 5 天可孵化 , 15 天離母口自行生活 , 本分所經三年來觀察發現 S. aurea 生

殖習性中尚有一特殊之處 , I'W 一年生﹒之魚
, 雖已達成熟體形亦不會有生殖行為。但同樣

情形下 S. mossambica x S. nilotic 之雜交種及 S. mossambica 卸都會繁殖 , 如吾
人利用S. aurea 此一特性 , 將7 、 8 月以前孵化之仔魚控制飼養 , 使能在當年內收穫供
應市場 , 當不會有魚畫畫過密的情形發生 , 而可解決部份魚畫m 避而致生長不良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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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交 :
自雜交子代的外部形態來君 , S. aurea 和 S. nilotica 所出于代 , 為此兩種之中閱

形 , 由 S. nilotica'? 雜交子代承襲了尾籲上黑色之條紋 , 但不若原種之整齊 , 而常右叉
紋出現 , 並有紅色之眼環及鍾狀之生殖乳頭 , 而和 S. aurea 一樣 , 胸緝前緣略帶紅色

, 並具有相同之體形 , 有關雜交吳郭魚形賞之比較 , 將另文報導。 5 月 17 日經分組交配
, 於 6 月初相繼孵化出于代 '7 月 19 日獲得體長約 3.2cm 的稚魚 , 分別放養於泥土池中

飼育其放養及收穫的情形如Table 3. 經過 4 個月的飼養各組生存率都在80% 以上 , 其生

Table 3: Comparison of growth of the hybrids of S. aurea.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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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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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f
Stocked

Stocking

.I.

S
.

to. den.
l

Aver. wt
ind.lm2 I Cg)

No. of
harvest

Harvesting

I

Survival
l

Aver. wt
rateC%) I C的

＼＼ Item

HYbrid�\
IStocking l Harvesting

1% ,of-＼簀忠心 | 部.位叫v
志

wt.
I

No. 品 /

Survi
芳51AV 也

wt 防
Ie in

I:
泊

442

1471

1530

Second year

9

N X A 562 0.45

0.45

0.15

0.45

99.6

115.5

95.9

146.3

95.39

78.64

83.81

94.30

321.54

326.72

199.79

287.26

100

88MX A 562 來

562 料

562**
65A X A

A X N 54

N: S. nilotica M : S. mossambicaA : S. aurea

* a few fry found in pond. 將 lots of fry found in pond.

長情形如Fig. 6 。由園中可很明顯著出 S.aurea ♀ x S. nilotica � 雜交種的生長率連

連地超過其他三組。自 8 月份以後體形即顯出很大的差異 , 經過 4 個月飼養與其他三趣

之重量可差達40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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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Growth comparison of hybrid S. aurea.

越冬期間亦是以 S. aurea ♀ x S. nilotica 0 之 F1 生長最快 , 經過 189 日
, 平均每

尾增重77.7g' S. mossambica ♀ x S. aurea 0 雜交種次之 , 每尾增重65.6g(Table 4)
。越冬以後第二年魚生長即有顯著之不同 , 由 S. nilotica ♀ x S. aurea 0 所生純雄性

F1 及雄性占 885 苦的 S. mossambica ♀ x S. aurea 0 的民生長速度急速增加 ,
四個月

間分別增重 211.94g 及 211.22g , 而使總重量領先其他兩組 (Fig. 的 , 而 S. aurea ♀

'x S. nilotica 0 的叭 , 雖然在此期中不如前述兩組 , 但亦較純 S. aurea 種之生長速度
為高。由清池時發現 ,

各池的增重軍事低者與池中所繁殖民幼魚的數量都很多 , 單性養殖
的教果已由本試驗得到證賞。由整體來君 , S. aurea 的雜交種 , 皆比其本身交配所出

總

子代生長率高。

Table 4: Survival rate of hybrids of S. aurea at overwinter

(water temperature range 6-20 � C).

Survival

Harvesting

Average
(g)

weight

No. of

harvest

Average
(g)

weight

Item

rate%

85.7

是2.4

81. 7

101. 0

134.9

104.1

960

353

67.3

69.3

66.1

stocking

1,120

831

Hybrids

A?X

NMA

r
L

99.0178.7

389

218101. 0

476

220

A

N

X

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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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單性子代繁殖 , 有人認為是致死性連遺傳 (1) ,
但亦有間接以 S. nilofica !j? x S.

aurea 0 得非完全雄性之報告 { 肘 , 故致死性連遺傳之說頗值得懷疑。至目前為正可交配
出100% 雄魚吳郭魚雜交的方式有 7 種 , 而以 S. aurea 來配對 , 僅 S. nilotica ♀ x S.
仰 rea δ而已

(1) ,
接本試驗之結果 , 亦得 100% 雄性 (Table 3) , 但在生殖巢的切斤

組織裡 ' 少數精巢中
, 有少量之卵粒出現。

歐利亞越冬能力之比較 (Table 4) , S. aurea 本身 , 及其與 S. nilotica 之雜交

于代 , 活成率都很高 , 在80% 以上 , 而與耐寒性差的 S. mossambica 雜交所生的叭 , 活
成率最低 , 僅42.4 %而已。

C 綜合而觀之 , S. aurea 的雜交種的生長速度都比其本種所生的子代為佳 , 但因為各
雜交種所具備的特性不悶 , 以致生長不穩定 , 而有很大的變化 , 所以在養殖及推廣上對
親魚的選定 , 似有權商之必要。 S. aurea ♀ x S. nilotica 0 之雜交種 , 在第一年生長
最速 , 若配合適當的飼料及施肥 , 4 至 5 個月內 , 將可供應市場 , 需越冬的第二年魚則
應選取 S. nilotica ♀ x S. aurea 0 雜交之完全雄性種 , 不但在第二年中生長最速 ,
體形最大且越冬能力強 , 雖然 S. mossambica ♀ x S. aureao 所出之趴在第二年養殖

中生長亦十分快速 , 但其越冬能力太低應予以考慮。
值得一提的是 S. nilotica 引進本省已有十殲年 , 民間一般極少數做純種之保存 ,

而本分所飼養者 , 經多年不斷地實施雜交試驗 , 頗難保持純種 , 純 S. nilotica 的再度

引進是十分必要的。

結 =.0 悔

自個

養殖試驗研究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以經濟有欽的方法 , 提高單位面積的生長量
, 增加經濟放益。因此吾人必需了解養殖魚在不同條件之下的生長率。對環境的適應性
及其他優劣的特徵。吳郭魚所以能成為熱帶 , 亞熱帶最主要的養殖魚種之一 , 在於其生
長快速 , 繁殖率高 , 抵抗力強 , 容易管理 , 食物的換肉率高 , 並能食任何天然餌料及聾
作物之副產品。自民國 55 年 S. nilotica 引進之後 , 經與 S. mossambica 雜交所生之福

霄魚 , 體形大 , 生長快速 , 早已迅速推廣至全省各地。本省養殖吳郭魚有兩大困難 (1) 越

冬 (2) 魚畫也濫。吳郭魚耐寒性弱 , 一般水溫在 100 C 以下開始死亡 , 故中北部地區在 11

月至整年 3 月必讀越冬才能保全種魚 , 而在越冬期間 , 生長還滯 , 且因越冬時魚蠹擁擠
常導致受傷、病害而死亡

(
山吳郭魚繁殖力高 , 闋爭及生殖所造成的消耗 , 繁殖後魚畫體

長不均 , 生長速度降低 , 直接影響生產量。針對魚靈控制 , 許多方法已在實用中 , 如移
出多餘仔魚 , 單性養殖 (13) ,

箱網養殖
(14) ,

放置撮食魚
( 圳等。 S. aurea 在生態上有許

多地方和 S. nilotica 十分相似
(
叫其生長速度雖略不如 S. nilotica' 但它具有下列優良

特性 , 若能適當控制利用 , 可以用來解決前述吳郭魚養殖的兩大困難。
1. 耐寒力強 , 經越多期水溫最低 60 C ' 活成寧在 80; 古以上。
2. 第一年魚未有生殖行為發生。

3. 在海水中的生長速度和淚水中相位且不能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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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雌性 S. nilotica x 雄性 S. aurea 可得完全雄性之子代。

5. 在海水中養殖之 S. aurea 耐寒力更高。

目前雖已由雜交試驗中證實 S. aurea ♀ x S. nilotica 0 在第一年生長快速 , 其反
雜交種適合第二年之養成 ,

皆值得推廣 ,
但此兩雜交種在養殖時有需要特別注意之處。

首先如吳郭魚在 8 月份孵化 ,
將無法當年供應市場 , 勢必越冬至次年。而單性養殖需嚴

密控制 , 保留純種 ,
以供日後不斷的取用 , 並防止任何雌魚混入 , 如有幾尾雌魚生存其

中將破壞整個局面。另外 , 親代母魚必需移出 ,
否則于魚成熟後仍可和母魚生殖。它

們的下一代雌雄各半的機會最大 , 故在管理上耍十分小心。控制魚璽密度的其他方法 ,
箱網養殖雖在本省烏山頭水庫試辦教果良好 , 但此種方法養殖僅適用於湖沼、水庫、大
型蓄水池而不適於一般民間吳郭魚養殖 ' 放置掠食魚 2頁肪立其本身繁殖而影響吳郭魚的
收穫等 ,

皆不太適於本省民間養殖吳郭魚控制挨蠹之用 S. aurea 對鹽度的適應性卸叉
指出了另一條未來吳郭魚養殖的可行之路 , 也就是海水養殖 , 如前文所述 S. aurea 在
海水中生長速度和在淡水中相似 ,

困在海水中不能生殖 ,
所以魚蠹密度得以控制 , 加上

在海水中 S. aurea 的耐寒力較高 , 所以海水養殖 S. aurea 的可行性是必然的。但 S.
aur 甸的生長速度遠比其雜交種差。由 S. mossambia � x S. aurea 0 的民子代越冬能

力較S. aurea 大為降低的情形君來 , 我們不得不對 S. aurea 與耐鹽度低的 S. nlotica 所
生的雜交種 ,

對鹽度的適應力及在海水中的生長率置疑 , 雖然 S.au1'ea 與 S. nilotica
之雜交種 ,

在淡水中養殖的第一年或第二年都具快速生長的能力 , 是否能適於海水養殖
必需進一步試驗方能定論。

在許多地區 ,
特別是以色列對吳郭魚之研究巴不僅僅是生理、生態而已。為尋求生

長更快 ,
適應力更強的魚種雜交 (HYbrids) 、突變 (Mutation) 、選種繁殖 (Selec-

tive breeding) 、引發多染色魚種 (l){17)
(PolyploidY inducement) 等各種研究都早

已進行。吳郭魚已成為熱帶、亞熱帶最重要的養殖魚種 , 吳郭魚的養殖在本身是否能更
進一步地發展 ,

則全看我們的試驗、研究成績了。

辭

本報告之完成蒙本所鄧所長火士、農復會陳顧問同白漁業組闕組長壯狄、袁技正柏

偉及李梅彬小姐等之鼓勵及引進種魚之骨文陽、廖一久、黃了郎三位先生之遠見及辛勞,
一併在此致謝。特別對劉繼源先生之提供參考文獻及本分所郭樹先生之意見 , 頓仲羲

先生之協助及本分所現場工作人員致最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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