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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塔斯晏海域赤就漁業調查研究

吳全橙

Some Information on the' Fishery and the Biology of

Oceanic Squid.. Ommastrephes b αrtram i (Les 田ur)

In Ta sman Sea of South Paci f ic Ocean

Chuan - Che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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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geographical

bar/rami, the major

l.According to the mantle length of O. bar/rami,

cm)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rn

ICplai n

Iri ty ,
resul ts are as follows:

sex ratio and

area whi ch upper

the smaller squid ( ML= 15-25

Lat .38 �

20'S,than and showed

3.1 : I on the sex ratio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contrastly, the same �ype

Lat. 38"20'S ,
of

squid are

the sex ratio were 23:1 between

not di scove red i n the southern area whi ch lower than

female and male.

the ratio between

primary,-mature stage,

immature

and

32 cm had copul ated. 39 cm to

up of 49 cm had copul ated

72.6: 27.4 in nort he rn a rea.

mature,

In

2 The mantle length of O. bar/rami between 29 cm to

had reached48 cm

and mat ure was

southern had copul ated conditi on whi ch occured from the mantlearea, the Squid

length of 33.2cm. the pri�ary-mature stage between 39-42cm

mature squid. From the former description, we found the mature time of female

squid in northern area is a little faster than the southern area.

J. The spermatophore were found in the spermatophoric sac, when the mantle length

is over 31cm in mal e squi d, the maxi mum number of spermatophore

found at the mantle length of 35

and there are not a

em. 7s
0.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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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692 to 3.34 cm.

4. The highest weight of stomach contents ( SCW ) was 42 grams ( ML=

) and lowest of sew was 0.2 grams (ML = 27.5cm ) , generally,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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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洋中重要魚類資源的開發日趨飽和
, 部份種類甚至已有枯竭的現象 , 加上各沿岸國設立

二百涅經濟海敏的限制
, 因之以往很少破人甄別用的頭足類資醋 , 尤其外洋姓就類的開發利用 , 逐

漸敬重鼠。頭足類廣泛的分佈於各大洋中
, 可是此龐大的資醋 , 目前已被開直到用的僅日本近海的

日木就 ( Todorodes paci[icus ) 、紐芬蘭至紐約沿岸的加拿大就 (Illex i llecebrosus ) 、長

鱷鎖管 (Loligo pealei ) 、組西蘭近海的紐西蘭就 (Notodarus sloani sloani ), 以及加利

福尼亞附近的錯柔魚 (Loligo 0 ρalescens) 等 ,
其現產量僅 100 萬睡左右

, 若能更厲極廣泛的漁

塵
, 將可達 400 - 500 萬噸的漁獲量

( 中村 , 1977 ) 。本省對於頭足啪的開發試髓
,
由於 1977 年

西北太平洋公海區赤就漁場開發成功的經髓
, 加強業者對此漁業的信心 , 部份峙釣漁船也紛紛的改

裝成就釣船或流刺網船
, 使作業船艘數大量的增加 , 然而此區作業漁期主要為 7 月至 11 月

( 量
,

1981 ) , 雖然部份的就釣船透過撫業合作方式 , 以取得入漁權而被准許於每年元月至 5 月可於紐

西蘭或澳洲近海繼續作業
, 但大部份的獻的船則未能獲得全年性作業的機會 , 為解決此問題 , 本所

乃積極的實施南太平洋就魚賣麗的開發試毆 ( 章等 . 1981
' 蘇等 1983

), 本報告係籌者隨海功

號試豔船執行南太平洋塔斯拉海蛾脫穎調查計畫之一部份
, 探討調在海鐵出現亦忱的生殖及索餌生

顱 , 建立此資源的再生產及開發漁撈鼓術的基石。

-".L.fllj

材料與方法

赤就主要分佈於暖水域至混合 *-
域較多 ( 淇部 , 1975 ) 而南太平洋亞熱帶收東域則隨季節與

海域略有改噓
, 一般在 35 � S-45 � S 間 , 因之此次調畫作業地點之設定如國 1 .共計進行流刺細作

業 15 網次及就釣試驗 24 夜。

標木於現場解剖與測定外套長、髓 , 並以 10 倍手提式放大鏡鯨雌性口部周邊細細包 ,

爾佐將頭部及內臟移至船上研究室
,
剖定 N� 巢、輸卵管或精巢、輸精管重量

, 捌定總卵腺長或輪椅

管長
, 觀察其成熟度 , 利用萬能投影機 ( Ni kon model 6 C) 捌定卵粒阪及卵徑。計數精蟲聲、受

賄盤、精英之數量 , 精英囊內於上、中、下部位各取 20 支精爽測定其長度檢祖精英情形。

由於鎖管類之胃內容物自家消化非常迅速〈氓部 . 1965 ) 。赤就亦有相同情形
, 因之於現場別

定胃內容物之重量
, 並以 75 % 酒精時存

, 待返航後處理。陸上實數室分析再行測定胃內容物童
,

鑑定胃內容物種類別之出現率。胃內容物指數 ( sew I ) 以胃內容物重 (WS) 對體重 (WB) 之

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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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經度間赤就漁鐘情形及其外套長組成績化

The quantity of catch and di stri but ion

O. bar/rami varied by Longtitude. ( F: female, M: male)

圖 2

Fig. 2

結果與討論

-τ分類、分佈與外套長組成 :

南太平洋塔斯且是海域產之頭足觀主要種制為赤駝
, 其於分類學上係屬軟體動物門 ( Mollusca

〉、頭足綱 ( CephalopOd) 、二姆亞細 ( Col eoi dae ) 、管就目 ( Teuthoidea ), 閉眼亞目 (

Oegopsida ) 、就科 ( Ommastrephidae ) 、赤就亞科 ( Omm as t rephi nae ) 目前發現計 10

屬 18 種 ( cI arke, 1966 ) 。赤就亦稱紫脫
, 主要乃因其外套背部有一寬廣的 II音禍色帶

, 漏斗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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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緯度間赤就漁擅情形及其外套長組成續化

The Quantity of catch and distribution of mantle length of

O. bartrami varied by Lati tude. (F: female, M: male)

國 3

Fig. 3

骨器成斜垂直 1脹
, 有若鈕拍一峰 , 可將頭部與外套膜合蹤 , 第三鵬足有很寬廣的保護膜 , 以利游

泳
, 漏斗溝除前端有縱溝外 , 兩倒亦有數條側筆名腕吸盤有 2 列

, 觸蹄穗眼盤 4 列
, 周﹒口膜突起

連結於第 IV 腕背方。觸廚大眼盤還齒每 90 度位置有一特大齒〈奧谷 '1980
) 。鐘就左側第 W

聞之上半腕眼盤部份畢生殖歸化
, 此部份佔第 IV 腕全長之 43.5 ::!:: 3. 12 %' 在未成熟時

,
左側

第 IV 腕與右倒第 IV 胸長相等 , 而當外套長於 30cm 以土時
, 左側第 IV 腕長則時長於右棚第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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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

若將調查海域自由向來每 � 的 60 世時一單位時
, 各組皮間赤 0X 之漁權↑青形祖 Fig.2 所示

,

顧示* 海域內赤就之出現是零星分散 ,
並.無規則可循

, 但海域內之調查顯示雌就 HI 現之比率大

於錢就且雌就有三種不同之體型 ( ML = 15 -- 23 cm. ML = 25 -- 35 cm . :歧ML= 37--47

cm) .峰就之體型則由外套長 15 cm 至 38 cm 分佈
, 若由緯度問之極化分析 , 赤脫之出現

如 Fig. 3 .於 38
� S 以北有大都外企長 15--25 Cm 之切生叫山剔 . I(U.3HuS 以 J yJ HiJ 汰的故此

. 38 可以此之海域中 , 赤脫出現之性比為♀ : 古 = 3.1 : 1 ( 263 : 83 ) .而 38 � S 以南則

♀ : 合 = 23:1 ( 253 : 11 ) .各緯度間皆有零星的大型赤做出揖。

赤獻之外套長ML( 公分〉具體重 BW( 公克〉有密切之關係 , 一般而言 ,
體 m隨外表長

之增加而m 重 , 本區漁獲雄就之ML- BW 闢係與雌耽並無顯著的差異
, 故將其合併呈下列關係

式 ( 國 4 ) :

BW = 8.4856 x 10-8 ML 3.86511 r = O. 992762. n = 611

nvOOFb

起

W = 8.48576 x IO-3L 3.3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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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就外套長與體重之關係

Relation of mantle length to body weight of O. bartrami.

圖 4

Fig. 4

三毛生殖器官之蠶育

赤就之生殖器官構造與一般就顯相倒 , 雄、雄生殖器官之構造如圖 5 。雌就之生殖器官由卵

巢、輸卵管、輸卵管臘、纏卵腺、精蟲囊、受賄蠶等梅成
, 而維就自精巢、輪精管、精英及生殖

腺等梅造
, 各器官之發育情形如下 :

(→卵 : 赤就之卵位成 ff 宿圓形至圓形
, 一般而言未成熟的卵為插圖形 , 而成熟至完熟的卵粒則較接近

圓形 . 38 � S 以北之成熟及完熟個體 , 其卵粒長徑在 0.6 mm 以上
,
而正國率 ( 起徑與長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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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

、
ov : 卵巢

ovd : 輸卵管

ovd.g : 輸卵管腺 oviducal gland

n.g :- 鱷卵腺 nidamental gl and

hr ( II I ) : III 腕大眼盤角質最

hr ( Ta ) : 觸腕掌部甄盤角質嚴

sb : 精蟲蠹 sperm bul b

sr : 受精蠶

ovary

oviduct

semi nal receptacle

圓 5 赤就雌、雄生殖器官構造

organs ofO.ba�trami in female and
.

Fig. 5 Genital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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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79.64 -- 88.32 。

凶卵巢 : 卵巢未成熟的個膛 ,
其卵 !U:.iTI 在 10 g 以下 'n/in!: 內容物馮玉扣流動性的漿狀物 ,

此時外

拉長在 30 Cm J;{ 下
,
間既體長成 ,

卵具也逐漸成長 ,
身� Wi �� 游織所 iI!\� 之惘闊前 ,

此外去長
ML( Cm) 典卵巢重 ow ( g ) 及位置 BW ( g ) 與卵巢軍 ( g ) 之鞠係可分三部份 , 一為 38 。

20'S 以北之標本 ( I ) 計 34 尾 , 另一時詣。 20'S 以南 (II) 之標本為 65 尾 , 其間係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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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6 赤就外套長與卵巢軍之關係 ( I r� 36 � S 38 � S 漁獲之標本 ,

II g} 38 �S 45 �5 之蹄聲標本 )

Relation of ovary weight to mantle length. ( I sh α¥ed

sample from 36 � 5-38 � 8, II showed the sample from

theFig. 6

38 �
5-45

� 5 )



ow = 4.6 “419 倪1 x 1叩0-8 ML

υIW= 8.8也280 ω9 x 1叩0-1 B恥wγ扣E

OW= 2.87布53拇9 x 1叩0-1 ML ι1.1 臼圳at‘叫 . r = 0.907014
**

. n = 65 ( II )

OW= 2.45269 x 10-1 BWI.O2.78 . r = 0.905 喝 9**

如 Fig. 6 所示 . I 群於 ML =40 em 以上時 , 其卵巢積量急速增加 ,
卵巢內最大卵徑之卵

粒於 0.72mm 以上
,
但仍有小卵山見 . r而 nU('ML

"-

一 30 em 以 J: 時 , 卵蜓 if( 之 JH JJII rt:1 哎 . mj�

0.68 mm-0.74 mm' 本次漁控之卵巢重最高遇 94.5g .其孕卵敏估計約為 27 萬拉。
{三}輪卵管 : 雌就卵巢內之卵拉成熟後 , 則移至輸卵管內時存 ,

使輪卵管的費 2量增加 ,
顏色也星麥

給色
, 圖 7 為亦就外套長與輯卵管軍之關保 ,

顯示當ML= 40 em 時
, 輸卵管內開始有卵

粒且隨著外套長之增加而增重
,
然而其個體之題動性很大 , 此可能雌赤就之個體這完熟時 , 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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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7 赤駐外套長與輪卵管軍之開係

Rei ati on of oviduct weight t length。

外套長草草動很大 , 也可能輪卵等內之完熟卵粒陸續分缸排卵所致 ,
因之僅由輪卵管童對定其成

熟度較為困難
,
然若配合卵巢重之分佈情形

, 可推翻其續動範圈外套長在 40 -- 52 em ' 即平

均在 ML = 46 em 以上才開始進入完熱階授。

閻健卵臨 : 鱷卵腺於未熟時為白色半透明 ,
體積較小

, 解剖時不易被發現 , 然而隨著成熟度的增
加其重量與長度也急述的增加

,
顏色也成乳白色腺體

, 有若魚類之精巢。就類的纏卵釀成長與
外套長之關係為 logistic 曲線 ( 石井 . 1977 ) .赤耽祖卵腺與外套長之關係如圖 8 .外套

長在 40cm 以不時 , 其纏卵 l娘還很小 , 平均小於 5 em ' 而ML = 40em 以上時 , 總卵腺急速
成長 , 當ML = 46 em 時

, 躍卵腺畏可達 10 em' 然而其個體的續動性很大
,
其趨動原因與編

卵管或許有關。

個精蟲囊 : 檢觀雌就口部內居及其周按有否精蟲包 , 推定其是否安接 , 發現ML = 29 em

部份雌就口部內居開始有精蟲包出現 , 而ML = 35em 以上時 , 則完全巴交接。
時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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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of nidamental

圖 8

Fig. 8

關精英與抱精器官 : 誰就成長至某一程度時
, 精巢及輸精管開始增大 , 精英囊內開始有精英出現

, 利用逢機廠樣方式解剖 ML= 17.8-38.0cm 'BL= 200-1990g 雄就 22 尾
, 其結果如

圖 9 所示 , 當 ML = 30 cm 時部份個體開始有精英 , 而 ML = 32 cm 以土時之個體完全有

精英出現。精英通常時存於精爽囊內 , 部份在輪椅管宋端亦有在陰莖部份露出者 ,
個體的現最

少精英數為 12 友 (ML= 30.2cm)
, 最多者為 1107 吏 ( ML = 33.2 cm

) 。精英數的增加 l

與就體外套長倒有正相闊的關係 , ML = 33 - 35 cm 時
,
部份標木精英數達 800 - 1107 支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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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9 赤說外套長與精英數之關係

of spermatophoricof number toFig. 9 Relation

mantle length in mature male.

示已達韌熟階駛而 ML = 34cm 以上時 , 精英敢開始下降 ,
可能已開始交接 I市有敘峙的現象。

精英數與精巢重之關係胡圖 10 .顯示雄就雖可脖藏適合其外套妥之精揍 , 但由於可隨時交

配排出 , 因之不易取得悟
,

戲之最高數。精爽平均純團長為 2.692- 3.1::14 Cm 。

三有調查期間內海域成熟度分佈

叫成熟度之表現 : 雄就ML =30- 38 cm 時絕三次多數為成熟個體
, 由於雄就於完成生植任務後閱

始陸陸續續的死亡
,
其交配方法分多次完成

, 因之不能僅由外套長之大小判定其成熟度之情形
, 讀依鑄其精爽之有無 , 以分別其成熟度與否。雌就於未成熟時 , 其生殖腺無特殊之續化 ,

而

成熟後其卵巢、輸卵管及纏卵 !眠之長與軍均與外套長發生直接的關部 , 此做乎可由外套長來表
示其成熟度

,
但個體之續動 , 使相同外套長閻其他攪動影響而發生誤差 ,

故接用畫 ( 1976 )

與定方式
, 以組卵 l旅長NL 與外套長ML 為控合標准 , 並以編卵管 iH 於 1 f{ 以 J-. 有的初熱級及

卵巢靈與體重比超過 10% 者為完熟級以補助少數例外個體之成熟皮特別良好者
, 至於有無交

接則檢觀口部內居及周邊有否精蟲包之出現為標啦。

仁}海域內成熟度出現之情形 : 若以上述標準 , 將調查期間內所漁權的赤就逢機取樣探討其成熟度
, 雄就分未熟、成熟兩妞 , 雌就分成未交接、交接、韌熟、完熟等四蝕 , 其成 w.� 度的現情形甜

圍 11 - 13 '
顯示在誨。 50'S - 38 �

20'S 之個體群 ( st1-st11 ' 圖 11 - 12) ,
雌

做外套長於 29 - 32 cm 以上時則已有交接
, 而ML = 39 - 48 cm 為韌熟階段

, 此時輸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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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lt!.

重達 1.5g 以上
, ML = 47 -- 49 cm 以上時部份個體還完第 � 陪蝕 , 其成熟興未熟之雌叫 i七時

72.6 : 27.4 ' 維就為 81.9 : 18.1 ' 可推知 12 月至 1 月於詣。 50'S -- 38
�

20' S 的赤就群正

值產卵期及初生群的出現期。而 38
� 20'S -- 45

� 30'S 繳獲的赤就群雌就於ML = 33 cm 時間始

交接而ML= 39 -- 42 cm 以上時為初熟期
, 調查期間內並未有完熟個體出現 , 即使漁獲之最

大體型ML = 53.1 cm 個體仍屬韌熟階毆
, 顯示本區亦就群成熟較為種慢。

零食性 :
抖胃內合物重量 : 標本胃內含物重量

, 但體差異很大 , 從空胃至滿胃皆有 , 最高為 42g ( ML=

50.0 cm ) .最低者僅 0.2 g ( ML = 27.5 cm)
, 通常胃內合物都很少 , 若以胃內會物童對

體重之百分比表示胃內合物指數 , 並按童、藍、胡 ( 1973 ) 之規準 , 其出現頻度如表

1 '
顯示木區赤就有的 % 屬空間

, 32% 間內合物少 ,
僅 2% 有飽食狀態

, 而雌耽之攝食暈則

較多於維航
, 平均分別為 4.36 公克及 2.67 公克。一般而言

, 赤說可能的攝食量隨體葷的增加

而增加
, 然而攝食量的多寡與個體成熟度有關 , 圍 14 及圖 15 分別揮自訝。s -- 38

� S (

I 區〉及 38 � S -- 45 � S ( II 區 ) Jt 胃內含物量分佈差異極大。表 2 顯示本海域錐就於成熟時其

胃內合物畫一般較未熟時鳥多
, 平均胃內容物量為 3.2 公克及 2.46 公克

, 而胃內合物指數 (

seWI ) 則較低 ( 表 3 ) , 雌就的胃內合物指數則依交接、朱交接、 �J 熟、完熟遁澈
, 其達完

熟階殷時
, 胃內合物指數僅 0.077 0

gonad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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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12 月茄日至 30 日於 Lord Howe Ri se 詢盤赤就之

外套長組成 , 說明姐圖 11.

Distribution of mantle length of oceanic

睡 12

thesquid inFig.12

is theLord Howe Ri se, each symbol

same as in fig. 11

adjcent area of

白內容物鐘之頗度百分組成

a : 空 ( 胃內容物重 / 體重 = 0.5% 以下
)

b : 少 ( 間內容物車 / 體前 = 0.5 %- 3 %)

c : 多 ( 胃內容物重 / 體重 =3% 以上 )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0

showed the area of 36 � S-38 � S , and II showed the area of

表 1

( IITable 1

38
� S - 45 � S )

計合♀

cbacbacba
區地

11216O68168I ﹒

1

2

: 2356O2112155E ﹒

: 3572O8

II : 為 38 � S - 45 � S 之海域。

922763

I : 為 36 � S - 38 � S 之梅燼。

均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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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 ifit 雌 II. 日; 斜階訟中 I " 內特物品之至此主
The sew of O. bar/rami j n each stage of growt h.

()6

成未
,
士

,
Y巳胡7"<.x ‘未

交

接

Tabl e 2

地

區
熟熟熟熟接

3.22.10.753.723.6

(7)(17)(4)(5)(9)
I ﹒

4.759.59.22.98
II ﹒

(2)(14)(22)(31)

3.2
(7)

2.46

(19)

0.75

(4)

8.03
. (19)

9.2

(22)

3.14

(40)
均平

雌雄間各成熟階殷中間內容物指數

of mean weight of stomach contents

表 3

The indexTabl e 3

合

stage of growth.

6

(SeWI ) in each

成未-=-7G羽交
未交接

區

地

熟熟熟熟接

0.9400.3040.0770.134

0.724

1. 580I ﹒

0.615

0.3040.9030.077

0.281

0.2400.724

0.392

0.660均

E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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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I e 4

鬥內特物研\1':i'i 之內特煦的故阱級別 II: 視頻度

The frequency of three components of diet of oceani c

表 4

squid.

學 食 混 食
指 數 />..

II

頓足如 魚 類 甲餃頓 頭足甜 魚 期 甲殺妻(i

1. 詣。 s -詣。 S 海成

0.5% 以下 11 3 o 4 。 o 18

0.5%- 1% 。 4 o 1 3 1 9

1%- 2% 2 3 1 。 1 O 7

2%- 3% O 。 O 3 o 1 4

O3% 以上 。 。 O O 。 o

2. 詣。 s - 45 � S 海域

0.5% 以下 11 18 4 5 4 。 42

0.5%- 1% O 7 o 5 1 O 13

1% ﹒ 2% o 7 。 2 。 。 9

2%-3% 。 。 。 O O O 1

3% 以上 1 。 。 O o O 1

(二j攝食種類及出現情形 : 由於就顯口部具有強硬且銳利的土下頭 , 因之大部份的食物被咬成碎塊
狀

, 不易找尋完整的餌料 , 僅能由碎塊中對定其制別 ( 畫
, 1976) , 其可分成魚純、甲餃娟、

頓足翻&Jt 他頓等。彼揖食之魚期可供判定之特徵有備 (海、眼珠、脊有t 骨、鱗丹、耳石及其他

各部份之骨斤。按食之甲殼額星橘紅色至黃福色
, 其特徵有頭部、眼睛、胸閥、腹胺、腹甲及

尾節
, 經對定以螃蟹幼體 ( megaIopoda ) 居多

,
倘有端即期 ( Amphi poda ) 、購蝦之 Euph-

ausia 旬 .
' 少部份標本可噩現撓胸頓之 CaI anus sp. 。頭足觀可判定之特徵有口部上下頸、

缺珠、眼盤角質緩、觸胸、上下頭等
, 由吸盤角質環判定赤就除攝食同類外並攝食其他頭足瓶

。其他顯包括編織網具之細線、精英外織及其他不明物體或聽渣。

赤敵之主變食餌為頭足類、魚類及甲殼瓶 , 其他額較少 , 三觀主要餌料中 ,
其個體出現情

形有單食一獄者及混食二類窘
, 僅一標本有混食三類者 , 而混食者一股以絕對優勢種類為主 ,

圖 16 ' 分別顯示 I 區、 E 區及全區漁獲赤就胃內容物種類別出現傘 , 於 Ir� 中 ,
以攝食頭足

顯較多佔 50 % ' 其中月1 食者 !::t3/5
'
攝食魚要(j.{!Ji 次之 , 甲殼要fi 較少 , 而 E 院之情形與 I 區

略有不同
, 攝食魚類者佔 54 %

'
其中 .w. 食者為 8/9 ' 攝食頭足提fi 者次之 , 甲殼鞘亦較少 ,

全區平均仍以攝食魚護自民主、頭足類次之、甲飯還 i'i 較少 , 其比率分別為 51 % 、 34% 及 9%'

而空胃及不的者分別為 3.9% 及 2.1 % 0 胃內容物種類之內容量指數階級別的現頻率問表 4 '
一飯而言 , 達滿腹情況者以攝食頭足類或魚為1較有可能且混食情形者其胃內容物指數較食 Ii'! 一

極瓶 ;i15-n 高。白內容物糧油別山揖率與外套長之關係如﹒圖 17
, 外套長較小者似乎以崩食甲

敘類為主
, 中型 (ML = 26 -43 cm

) 者以攝食魚類為主 , 體型較大者以攝食頭足期及魚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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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大寫學食該顯

英文小寫 : 以該額為主之混合
The frequency of components of diet in stomach.

( capital let ter : monof eedi ng.

mixfeeding. )

lettersmal I

冒類

國 16

明胃

Fig. 16

類

主。

要

為開發南太平洋公海區赤就資源
,
海 "fb 號說酸船於 1983 年 12 月至 1984 年 2 月

,
前往塔斯晏

海蛾 ( �5 � 50'S-45
�

30'S . 154 � 20'E-167 �

15'E ) 以流刺綱、手釣及忱的機方式調我做研究缸
, 本報告係傑討主要褲、獲物一赤就之地理分佈、生殖及索餌生顧等生物學特性 , 以利該漁業之發展
, 其結果簡述如下 :
-弋漁獲資料額示 , 各捌站之赤蛇出現情形並非大量集中 , 由外套長組成發現雌就有三種不同之體型

, 即 ML= 15-23cm' ML-= 25-35cm 及 ML = 37-47 cm .雄說外套長為 15- 38 cm

. 38
� 20'S 以北有小型就 ( ML = 15 - 25 cm ) 出現

, 性此為♀ :0-=3.1:1' 而 38
� 20'S

以南之海峙 , 則無小型航出現 , 性比為♀ :0-=23:1 。

二雌、縫就之外套長 ( 閥 .企分〉與體重(BW : 公克 ) 之嘲係並無顯著的差異
, 其關係式為 BW

= 8.48576 X 10-3 ML
3.38$31 0 雌就卵巢軍 COW: 公克 ) 與外套長 ( ML : 公分 ) 或體重 (

BW: 公克〉之關係 ' 於 38
�

20'S 以北老 r.:�OW = 4.64191 x 10-8 ML 'of
盯帥 . OW = 8. 82R09

x 10-' BW 1.84.33 .而詣。 20'S 以南者為 OW = 2.87539 x 10 明 . ML 3.334 叫 , OW = 2.45269

摘

X 10-1 BW 1.0 帥 " 。

三雌就於 38
�

20'S 以北之一群
, 當ML = 29 - 32 cm 以上時已開始交援 . ML = 39-48 cm 時

遠初熟階毆 . ML = 47 - 49 cm 以上者部份個體這完熟階役
, 其未熱與成熟 ( 包措初熱〉此為

72.6 : 27.4 ; 38 � 20'S 以南之一群ML = 33 cm 開始有交接 . ML = 39 - 42 cm 以土時為初熟

, 然而未有完熟個體出現 , 顯示後者之群 , 其成熟較為設慢。雄耽ML= 31 cm tl 上時 , 精英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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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7 赤就胃內容物績顯別出現率與外套長之關係

S 表攝食足瓶 , F 衰攝食 11ft 瓶 'C 表攝食甲殼頓

Sf 表以攝食頭足類為主而混有魚類

Sc 表以攝食頭足額為主而混有甲殼觀

fs 表以攝食魚類為主而混有頭足類

fe 表以攝食魚頭為主而混有甲殼頓

Cs 表以借食甲殺為1 為主而混有頭足觀

Cf 表以攝食甲殼頓為主而混有魚類

ReI ati onshi p between the components of di et in stomach and

cru-

Fig. 17

mollusca, cf: crustac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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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開始有精英
, 其最高精英出揖敏悶 1107 友 ( M L

== 35.0 c m ) , 精英長範圖為 2.692 --3.134

Cm 0

用個體胃內合物重重最高為 42 公克 (ML == 50.0 Cm) , 最低為 0.2 公克 ( ML == 27.5 cm
) ,

一般個體間內容物皆棋少 , 而雌獻之攝食重重較多於雄脫。雌就胃內食物指數 ( sew I ) 依交接、

未交接、個熟、完熟階毆遞減
,
其分別為 0.724 ' 0.660 ' 0.240 及 0.077 ' 而雄就則未熟者較

成熟者為多。

互支赤就之主變食餌為頭足類、魚類及甲鐵頰
, 其類別出現率分別為 34 %' 51 % 及 9% 。攝食混食

盛頓之個體其間內容物指數較攝食學一種類者為高 , 外套較小者以鐵食甲殼類為主 ,
中型 ( ML

〉者
, 以攝食魚類居多 , 而體型較大者以攝食頭足頡及魚類為主。== 26 -4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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