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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寮、林園區繞類重要種 Stolephorus

,(� 1E!fi)ke r) 成熟、產卵以及

紡仔魚適當作業漁期探討

',egna--zoz

陳宗雄

The 'Suitable ,Fishing Season of Larval Anchovy -In

Fang-Laio and Liri -, Yuan by Studying on Maturity and

Spawning ,of Anchovy Stolephoru3 zollingeri ( Bleeker)

Tzo 時 -Shyong Cpen

By m αIthly change of maturi ty factor of anchovy ( Stolep. 如 7闊別 1 ingeri) the p�ak

of spa wni 曙 season of anchovy of Fang-Liau and L.in-Yuan were estimated to be September

and March. The larval anchovy reached e ∞nomic size ∞em ∞ th' later after ha tching.

The suitaible fishi 增 season of .larval

considered to be Oct 曲 er and April.

anchovy in Fang-Laio and Lin-Yuan were

前 軍

為使 fIJ 仔漁業木危及其他沿岸觀業發展 , 本省勵仔漁業之作業轍期雖已有設限 , 但所設定之作業

觀期並非揖撮動儷之成長、成熟、產卵等生物學資料所設定
, 以致即設定之瘋期經常在不適合操捕期

; 導致所揉捕之曲曲仔魚體型過小 , 不但沒有經濟價值而且浪費資源。本研究主要目的即尋找饒額之產

卵盛期 , 並藉其孵化成長之情形以尋找適當作業報期。以使所諜捕動仔魚達到最高經濟敷益 , 及可發

揮資輾保護功能。在本研究中由於林圍及相寮之東期和地理環境甚相缸
, 故列為同一誨

,
區操討。

材料與方法

一一本研究所使用之標本是自 1981 年 9 月一 1982 年 5 月間
, 按月至林園、相寮等地揉集 ( 圖 1 ) 標

本據黨後先做種類鑑定 , 再做魚體各部位測定 , 包括體長、體重、助長等翻定 ; 而後解剖取生殖腺 ,

測定生殖膜垂、卵徑等。生殖腺之成熟狀態以成熟訴數 ( 時aturi ty Factor) 表示。

G . W;( mg ) 生殖腺重
F. = - - X 100 即成熟度係數 = 一一一

B.. w.( mg ) 體重
x 100

結果與肘騙

-弋� 點及產卵
撮竹下、塚原 ( 1971 )

(1)
日本黨 ( Engraul i s ja ρoni 'ca ) 之產卵期甚長 , 一年四季均可產卵

, 但每年有兩季產卵盛期分別在春、秋 2 季 , 認為這種現象是由 10 cmt}. 上之大型魚一年四季均可

產卵且為多次產卵 ; 而造成產卵盛期的原因是剛成熟之小型魚擅長 7cn 在右加入產卵所致。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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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依體長大小之不悶 , 區分為 4 組 '. 即 5.1 --- 6.0 em 、 6.1 --- 7.0 cm 、 7.1--- 8.0 cm ».8.1

--- 9.0 cm 4 組 ; 7.t �JIJ 觀察大型卵粒之卵徑
, 與成熟度係數之關係 ; 結果發現大型魚體及8.1 吋 cm

這 1 組成熟度保數大於 3 之個體其大型卵粒之卵徑
( 長徑〉均為 0.5 --- 0.6 mm .且卵粒星構圓型

, 極易分離 , 因此推翻卵徑。 .5-0.6 mm 之9艦為成熟卵 , 依此分析其餘 3 組 , 結果體長 7.1 -
8.O'cmM.F. 在 4 以上才出現有卵徑。 .5-0.6mm 之成熟卵

, 體長6.1-7.0cm 者M.F. 必氯力令 4.5 以上

才有卵徑。.步 ...().6 rom 之成熟卵身體 5.0cm 以下則無成熟卵拉出現
( 圓心。由於體長之不問者 M.F. 與卵

8

5./ - 6.0 eMB:L.7

6
缸
。

-FUqhh .
.

.
.

..一.. .
.

5

4
、
戶

ahzh3.Fq

芝

.
..

.
.

.
.

3

2

.
....

0.60.5。1.40.30.20.1

MMINDIAMf£T£ROVA

2 月 0 eM6.1 一8. L.

8

7

-zoa-uqLK

. ..
.. .

. ..

.

6

5

、
戶
-F-
也

3.pq

芝

3

.、 4

.. ..

..
.

....2

. .

0.60.50.40.3。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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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之鞠係站著各有不悶 ,
故將各種不同體長之魚M.F. 月變化分別推說t其產卵期 , 其結果如闡 3 所示 ; 因體型

介於 8.1-9.0 cm 之魚其M.F.>3 才有成熟卵故其可產卵之月份有 9 月、 12 月、 1 月、 2 月 ; 體長

7.1-.8.0'cmM.F.> 4 才有成熟卵 , 故產卵月分為 9 月、 2 月、 3 月、 4 月 ; 體長 6.1-7.0cm

M.F.> 4.5 才有成熟卵 , 故其產卵期為 3 月。由本研究得知 , 剛成熟之小型魚於 9 月及靈年 3 月可

加入產卵行列 ; 故產卵盛期推測發生在 9 月及 3 月。按陳 ( 1981 i2) 認為 Stolephorus zolli 增eri

亦可分為春軟雨季型 ; 而從本試驗之生殖線成熟月變化來看 9 月及靈年 3 月均為產卵盛期 , 顯然 9

月所產卵孵化之勵仔魚為秋季型 , 3 月則為春季型。軟季出生之的至盈年春季便可成長篇成熟之擒
, 也就是造成春季型產卵高星之小型魚。而軟季之產卵期為何只發現在 9 月 , 此可能與祖游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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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7 、 8 月在林園區齣揖產量雖乎為零。

兵適當作業漁期

撮陳 ( 1980 )
(2)
認為動仔魚之最大經濟價值之體型第 3.5 em 左右

, 而目前動仔魚之平均觀種

體長為 2.5em ( 大漠、林圍觀獲賢料 ) 。而陳 ( 1980 )
(2)

認為由體長 2.5 em 成長至 3.5em 所需

之時間不超過 20 天。而垠攘 StolephotUs zollingeri 之體長具體重之關係
, 體長 2.5en 淇體重約

為 50 mg , 體長 3.5 em 體重約為 250 mg , 後者較前者增加 5 倍重 ( 闡 4 ) 。攝 Hayashi ( 1961

)(3) 日本黨品管 raul i s japonica 由體長 3 em 增加至 5em 其活存率約 75 � 話
, 但設 Stole 阱。 rus

zolli"ngeri 由體長 2.5em 增加至 3.5 em
, 以更保守之估計其活存率若為 50% 的話 , 則捕 3.5em

左右 z. 動仔魚則可增加 2-3 倍原有之生產量。在本研究中發現林園區之 Stolephorus zollingeri

之產卵盛期為 9 月及 3 月
, 攝橫田、古JI\ ( 1952 ) (4)

認為 E 增raul is japonica 產卵孵化第 1 個月

之體長篇 3.1' em
, 第 2 個月為 4.77 em j Hayashi konodo

( 1957 ) (5t1. 體長組成之變化推測三

河構之鰻魚約於春季產卵
, 至 5 月可達 5em,9 月可達 8 em 認為大部分設捕之動仔魚體長 3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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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孵化後 1 個月。接陳 ( 1980 ) (2)
以體長組

,

放分析高雄林園區之動繞 Stolephorus zollingeri 孵

化後第 1 個月體長為 3.2cm 、第 2 個月為 4.4cm 、第 3 個月為 5.9cm 、第 4 個月為 6.8 cm , 第
5 個月為 7.9 cm , 因此由前述推翻動仔魚自產卵孵化至最高經濟價值之動仔魚體長3.5cm 左右約

需 1 個月 , 是以在產卵盛期之 9 月及 3 月所產卵孵化之齣仔魚若經 1 個月以後據捕〈即在 10 月及 4

月以後 ) 則不但可增加產量 , 且可使觀獲晶質提高 , 攘陳 ( 1980.
)(2)
分折高雄林圍及屏東柏寮之

動饒、漁獲情形( 國 5 ) 林園、扮寮 1970 --1980 年間動仔魚之產量均以 4 月及 10 月為最高 , 若以
產卵孵化約 1 個月才觀獲的話 , 此 4 月及 10 月高星之動仔魚應是在 9 月及 3 月之產卵盛期間孵化

之動仔魚成長所造成, 與本研究 9 月及 3 月為其產卵之高且真是不謀而合。因此各地區街仔魚作業報

站在盛觀期質最適合。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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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77 年 1 月 -- 1978 年 12 月林園相寮勘仔魚漁獲月變化

anchovy in Fang-Laio a凶 :Lien Yuan inFig. 5 M ∞ thlycatch of larval

the year from Jan. 1977 to Dec. 1前 8

摘 要

由高雄林園區饒額之重要種 Stolephorus zoU 臼:geri 之生殖腺成熟度保數 (M.F. ) 月變化推翻

儷類產卵期及動仔魚之最適作業期其結果如下 :

-弋體長 8 .1 -- 9 .0 cm 之魚其M.F.>3 可產卵 ,. 其產卵期推測為 9 月、 12 月、 1 月、 2 月 ; 體長 7.1
--8.0cm 之魚M.F.> 4 可產卵 , 其產卵期推翻為 2 月、 3 月及 4 月 ; 體長 6.1-7.0 cmM.F.

> 4.5 可產卵 , 推測產卵期為 3 月。

三三因 Stole ρhorus zollingeri 從產卵孵化成長至可漁獲齣仔魚約 1 個多月
, 因此高雄林園區動仔魚

最適作業期為 10 月及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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