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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溶漿對浮游期文蛤苗餌料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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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官 曹

在書林、嘉聲沿擺地區民間所設立之貝類苗人工繁殖誨 , 大小規模竭數之多 , 錢可睡眠高 , 屏沿
海地區之蝦苗第魔蝠 , 而且新竭還在不斷增設中。但真正能種定生產保持較高利潤之業者屈指可數 ,

此乃因貝類苗人工操卵孵化控衛雖已普及民間 , 但培育浮游期幼苗用之餌料生物之培養不種定。一般
業者鑽乎都無法大量培養成 38 純疆的 Isodrysis 與 ChtoreIIa s ρ.等單一性報巔

, 而到處等找適
當水色 , 值車載閱讀設管路抽取 ', 直接值飼後大量接種施肥以推持原來水色備用。但仍超常因天氣變

化、營養墟故簣 , 動物性轉誼會生動黨生 , 而改費zk 色或轉摘澈。
因晶本試驗在於揖討人工飼料作第浮游期文蛤苗餌料之可行性 , 而選擇了魚樁漿篇對象做各項試

驗。人工飼料作為二故貝〈蛙攝〉之餌料已有不少報告 , 如 Langd 咽 ,c.J.md WaIdocki M.
1., 〈1981 〉 Langd 咽 ,C .J.and Si egfried,c.A.,(1984), 但都使用於種貝期 , 自己著苦
之幼貝體型較大者 ; 浮游期二故貝苗人工飼料報告尚未尋擾。希望本研究報告能拋磚引玉 , 但進業者
與有興趣之研究者 , 開發貝類苗浮游期之人工餌料。

材料與方法

-弋魚滄漿處理方式

所使用魚滄鱉購 .自宜蘭某廠商 , 為魚類頂部與內臟等廢棄物 , 在適當溫度以本身酵棄自家分解
為糊狀而成 , 動著度高 , 使用前三頁充分攪拌才能與水混合。本試聽之魚站接使用於浮游期文蛤苗 ,

必讀考慮顆粒拉徑及懸譚偉 , 而噩現了兩種處理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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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磁鐵攪拌器攪拌 : 以 1t 塑膠燒杯置入 I5Og 魚熔槳 , 逐漸注入自來水用藥約預先攪拌打散 , 再將
水位添高至 600Int 翔度 , 放在磁鐵攪拌器上 , 將磁棒放入燒杯內 , 即行攪拌三、四小時以上 ,

攪拌後靜置一小時 , 取上層被存放使用。
(2) 果汁機加水搗碎乳化 : 使用之魚溶蝶預先以 1OO g 小包裝泠凍保存

, 使用時未完全解凍 ,
將 100

g 硬塊放入攪拌杯內
, 住自來水位在杯高一半以下 , 先行瞬間攪拌搗碎塊狀後 , 再持續攪拌半小

時至一小時 , 靜置泠封後 , 以 25 μ浮游生物細濾除較大顆粒 , 配製成適當濃度 , 在 4
。 C 以下溫度

泠藏避免結泳備用。

ζ魚溶蝶飼館浮游期文蛤商之初步試驗
各項試驗所使用文蛤苗皆按何與吳 (1985) 模式採卵、孵化 ,

量少時流水式網布集卵
, 使用量

多時以流水式卵篩集卵。

(1) 使用 2t 燒杯加飼育水 16 ω rnt, 文蛤苗密度 10.15 個 /rnt ﹒分@海水糞沸後泠封 :@UV 處理

過海水 ;@ 沙層過溜海水 , 三組不換水作為對照趣 :@ 沙層過總海水 ;@ 以 Chlorella sp. 為主

之撫水 ;@ 磁鐵攪拌器攪拌之魚溶蝶上層液 ;@Isochrysis:@ 紅色光合菌 (P.s.B.):@

TetraseImis sρ.各組二重簣
, 每三天翻定一次各組之浮游苗密度與底部活存傘。

(2) 使用 5oo t 塑膠桶 , 飼育密度 8-11 個 /mg , 分 @果汁纖處理魚溶蝶 ;@ 磁鐵攪拌器攪拌之藻

輯 :@ 粽合維他命 ; ﹒ @lLI Chlorella sp. 為主之線色水 ;@ 過獨海水 , 每組二董老友 , 前四組以少
量多餐為餵飼原則 ; 各組之各桶每天注排水 10 至于鐘約可完全換水

, 制定方式與鱗杯試驗相同。
(司室內 5OOt 塑膠桶 ,

飼育密度 7-9 個 /rnt, 分@不換水 ;@ 每天換水一次 , 及室外 25oot F.R.
P. 桶 ,

飼育密度 5 一 7 個 /mg , 分@不遮光不換水 :@ 不遮光換水 ;@ 遮光不換水 ;@ 遞光換

水 , 換水方式間前試驗採注水與排水同時進行 ,
餵鶴以果汁機處理魚溶蝶 , 亦以少量多餐為原則

, 讀|j 定方式向前。

(4) 室內 500t 桶 , 飼育密度 II-15 個 /mt, 分@不加魚溶蝶每日換水後加超過量 ( 約為前 (2) 、 (3)

試驗每日用量總和之 lO 倍 ) 之果汁機處理魚溶蝶 2 小時後換水 ,@ 同前用量 4 小時換水 ,@ 同前

用量 8 小時換水 : 觀察各組苗活動狀況 , 並作祖|l 定。

三三魚溶蝶最適濃度試驗

用棋乾機測定魚溶蝶水份含量 ,
果汁機處理後過濾殘渣乾重測定 , 再配製正確濃度之魚溶嘿 ,

以 2ot 澳膠桶為容器
, 文蛤商飼育密度 9-11 個 /rnt ﹒魚溶蝶濃度分@o ppm:@0.25ppm:@

0.5 伸m:@1ppm:@2ppm:@4ppm;@8ppm:@16ppm 計 8 組二重擾 , 試驗期間不換水
, 每天重要飼兩次 , 每隔一至三天翻定一次各組浮游商密度與底部活存率。

四最遍換水天數試驗

使用 2ot 塑膠桶為容器 , 文蛤苗飼育密度 lO-12 個 /mt, 除對照組外 , 以最適之魚溶釀濃度
1.5ppm 每天饅飼兩次 , 分下列 8 組四軍覆 :@ 不饅飼每日換水 :@ 飽飼每日換水 :@ 餵飼每二日

換水 ;@ 體飼每三日換水 :@ 館飼每四日換水 :@ 餵飼每五 B 換水 :@ 起飼每六日換水 ;@ 餌飼每

七日換水。換水時將苗以 5OM 浮游生物網收集 , 再移入備用桶注備用海水 , 每隔一至三天翻定一次
各組各桶浮游商密度與底部活存率。

21 魚溶蝶與藻類配合使用試驗

使用 Isochrysis 或 Chlorella 為配合對象藻類 , 魚溶蝶濃度固定為 1.5ppm ﹒將所培養高濃度

之藻類稀釋成透明度 3om 為標駕車濃度 , 每次饅飼各組各桶相同量之藻水 , 計分 16 組二重簣
,
餵飼

方式見表 1, 每二日換水一次 , 測定方式同前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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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組菌每日餵飼餌科種頡及其比率

Dietary and its compositer in each Test group IKtary and its

composition in each test group.

Ist day 2nd 也y 4th day 5th day3th day 6th day

I

F I I I

F I IF

F FF

F F IFF

F F F F F

F F FF FF

F FF FF

I F FF F

I F FI F

I F FI

I F

the sazne
as Is t day

EE--EA

冒
且

,.
且

1-52-53-54-5

the same
as lst day

the Same
as lst day

the sanze
as lst day

the same
as lst day

FFFF

4-53-52-sl-5

" FF "', F, ', '," ',FF

FF F,H " FFH " "',FF

H F, FF FF F'" FFr, H FF

I:Isochyysis F:Fish soluble

結果與對翰

可τ魚灣髏饅飼擇游期文蛤宙之都涉試颱

(1) 使用 2t 蜻杯分 9 組飼育方式得結果如表 2,N0.1 至 N0.3 三組不換水不值餌
, 將近一傘以上之

幼苗可活存三天以上
,
九天之後所有劫宙沈底

, 以線藻額為主之鸝水活存率最佳 ,Isochrysis

次之
, 紅色光合菌效果不佳 , 僅接永不但飼餌科者尚有活存 , 魚溶漿與 Tetraseimis 對幼苗有反教果

。所使用魚溶漿為趣磁鐵攪拌器研攪拌靜置後之上層滾
, 再以 No.5 東洋濾紙過獵者

, 濃度未加
以權定 , 經36 小時換水前有異味

, 必定使用量太多 , 望通餌影書水賞 ; 但換水後使用磁微量每日分

四次饅飼亦未見改進。 TetEaselmis 未被稱耗皮在鋪杯內增殖
, 在顯微鏡下觀寮 ' 因藻體粒徑太

大無法被釋當期文蛤菌研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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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在 2t 燒杯內蟬飼 9 種不 |吋餌料之活存率義 2
,ITze survival rate of 1arvae fed with 9diffient diets in 2t

beaLe r.

rearing day

diets

No.l boiled sea water

N0.2uv treated sea water

No.3sand filtered sea water

No.4sand filtered sea water

No.5fed chLPFella sp.

No.6f ed fish solubh

No.7fed Isochrysis

No.8fed P.S.B.

No.9fed Te traselm is

se ttIng
rate at
3rd day

55%

53%

56%

37%

11%

78%

17%

21%

67%

settinFZ rate and
survival rate
at 6th day

93%

92%

88%

74%

94%

IOO%

63%

85%

100%

6%

10%

8%

22%

78%

0%

45%

28%

3%

survival
rate a t
9th day

o%

0%

O%

3%

77%

o%

65%

7%

o%

from No.1to No.4no food was supplied and except No.4sea water was

urIchang 剖

(2 准 5OOE 塑膠桶分 5 組二重瘦飼育之結果示於表 3 。本次試驗所使用魚溶燦為以果汁機搗碎且經

乳化
, 處理 50 分鐘溫度升至 65

。 c, 泠甜後以 25 μ荐游生物網濾除殘渣 , 再稀釋成已知濃度 ,

鏡檢測定粒徑平均在 5 μ以下 , 在 4 。 C 以下溫度冷藏沈轍量極徽 , 每次館飼時稀釋數十倍水量使
其均勻歡佈 , 饅飼後經由打氣增強在飼育水中之攝散 ,

所含油脂浮於水函 , 很明顯抑制打氣氣泡
撞出水面。本試驗期間室內水溫維持在28.7~30.rc 間 , 浮游苗飼育六天部司正常沈底變態爬
行 , 自衰 3 知以魚溶蝶組活存率最高 , 即使不加餌料而每天換水也有將近一半的活存 ZR; 而饅飼

將永者 , 主要之鯨頓頓粒徑小於 1 戶
, 不但餌料效果差影響濾食行為 , 旦形成反毒草果 , 換水時綠

水濃度與剛饋飼後幾乎相同。體飼綜合維他命之水中易繁生原生動物 , 在第三天浮游商即大量沈
底 , 第五天沈底苗大都死亡。饅飼海藻掛前五天較綜合維他命好 ,

但第七天亦全敢死亡 , 因海藻
掛本身種容易說擻 , 即使每天換水也無法改善水質。由本試驗可確立魚溶髏經適當處理對浮游期
文蛤苗有不可否認的餌料效果。

表 3 在 500t 桶內館飼 5 種不同餌科之活存率
The surviVBlrate of larvae fed on 5different diets reared in 500t
tank.

Table 3

diets

No.1Fish so111b1e

No.2Algae flour

No.3Mixture vitamin

N0.4Chlorella SP.

No.5Sand filter sea water
: 一一τ

Set ting
rat e at
3rd day

9.4%

18.5%

92%

23%

14.3%

Settiz 耳Z rate and
survival rate at
5th day

11.6%

87%

100%

85%

46.7%

93%

23.6%

8.7%

7896

3.2%

Survival
rate at
7th day

77.6%

o%
o%

17.6%

4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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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索內 5oot 塑膠桶典電外 25OOt F.R.P. 桶分 6 組飼育之結果示於表 4 。以 6 種不同方式餵飼魚

溶漿在三天之後詛
||
定其故果相差不顯著 ; 第五天電內采換水組 , 及室主外未換水未遞光組 , 皆將近一

半不正常沈底去Di 豈能活著 ,
電外采遮光不換水桶矽藻類大量繁生 ,

第七天沈底後之活存率仍高於

室主內采換水組。No.5 在室外雖未換水而聽了光 , 到第七天活存率與其餘三組無顯著差異 ; 而室

外組在第五天不正常沈底苗之活存率甚低 , 室內組在第五天不正常沈底之比率略高而尚活存者也
高 ; 在室內每天換水 ,

在所換的水中自|] 可獲得微量藻類
, 增進活存率。在室外抵要控制住草案類之

適量繁生 , 即使不換水 (No.5) 活存率亦甚理想。

Table 4

體飼魚溶蝶在 6 種不同條件之活存率

me survival rate of larvae mder6different conditions.

表 4

rearing 也y se tt1ng
rate a t
3rd day

settir 事 rate and
survival rate at
5th day

survival
rat e a t
7th

N0.1sea water uzTchanged in indoor

500t tank
15% 47.4% 61.7% 5.6%

No.2sea water changed everyday

in indoor 5OOt tank
199 屆 22.3% 551% 67.8%

No.3sea water urTchanged at
outdoor 25OOt uncovered F.R.P.
tadt

13.9% 56.4% 93.7% 12.1%

N3.4sea water uncha 時ed at
out 也or250Ot uncovered F.R.P-
tank

15.6% 17.3% 7.1% 74.3%

N0.5sea water mchar1gdat
outdoor 250Ot covered F.R.P.
tank

l2.5% 3.4% 69.4%

No.6sea water changed everyday
at outdoor250OE covered F.R.P.
tank

21.8% 5.6% 70.s %

(4) 館飼超過量之魚溶黨之觀察與處理

餵飼超過正常使用濃度之魚溶蝶兩小時 , 飼育桶之中上層水塊幾乎沒有浮游苗分佈 ,
者E 沈降

至干膺
,

接近桶底水塊 , 鏡檢發現游說k 能力輯 , 被透明膠狀物質所纏絡 , 且三至五甚或更多之個體
糾纏在一起 , 原地打轉 ; 無論在餵飼後兩小時、四小時或入小時換水

, 僅能清隊部份膠狀物質及
擬糞 , 活動範圈仍限於下層水接近桶底部份 , 餵飼至第三天 , 連對照組EE 餵餌每天換水者亦不正

常說底 , 活存率不到一半。試驗進行至第五天 , 各組苗皆說於底部不活動 , 原生動物大量繁生 ,

第七天除對照組尚可發現不活動內臟仍能曙動者外
, 其餘各組僅剩空殼。本試驗之換水時效不顯

著 , 乃因種貝卵質不佳 , 即使對照組之活存率亦極低。
三三魚溶眾最適濃度試驗

魚溶眾經拱乾測定其水份含量平均為 28% ﹒聽渣比例為 14%; 如此可配製正確濃度之魚溶漿

摺薇 , 其各不同濃度餵飼之結果示於表 5 。隨著蝕飼濃度的增加
, 在第三天 , 其不正常說底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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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攬著增加。到第五天 , 體飼 1pprnlLI 上的終乎全部不正常說底
, 但沈底苗中活存率相當寓 , 在80

% 以上 , 但館飼不到 l pprn 者 , 隨著餌飼濃度的增加 , 其不正常沈底的比傘下降 , 但沈底宙中活存
率較低 , 且無姐則性 , 平局不到40% 。到第七天

, 各濃度之苗全部說底 , 說底宙之活存率與體飼濃
度之關係略具規則性 , 可看出一種趨勢 , 但無法作確切的對斷 , 仍需繼續觀察與測定。因整個實驗
期間都朱子換水 , 在第九天鏡檢 , 活存者之活力盞 , 幾乎不活動且朱變態成爬 , 但內臟器官遺在運
轉 , 與死亡之空殼比較研佔比例視為活存率時 , 其次序為 Ipprn 〉 2Pm>4pprn 〉 OJ ppm>

0.25ppm>o Pm>8pprn 〉 16P 悶。在鏡檢測定過程中發現 ,16pprn 者在第三天部出現大量原

生動物繁生 ,8pprn 者略少 ,2ppfn 以下者極徵。第五天自 4Pm 起出現很明顯的擬糞 , 盡量未作詳
細讀 |j 定

, 曲直覺上判斷 , 其擬糞量隨著濃度之增加而增加。

Table 5
表 5 餵飼 8 種不開濃度魚溶聽之幼苗活存率

The survival rate of larvae fed on 8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ish so1ub1e.

rearIng
day

sett Ing
rate a t
kd day

setting ratemd
survival

rate at 5th day

survival
ra te at
7th day

survival
rate at
9th day

No.lOppm 7.3% 31.4% 32.6% 58.5% 14.3%

No.20.25ppm 9.6% 13.6% 39.4% 曰 :4% 21.2%

No.30.5ppm 10.2% 9.5% 41.3% 但 .5% 23.S%

N0.41ppm 19.4% 92.5% 85% 66.7% 45.7%

No.52ppm 33.3% 100% 87.5% 自 .5% 39.6%

N0.64ppm 71.4% IOO% 92.5% 60.4% 29.3%

No.78mTI IOO% 100% 82.5% 33.3% 8.6%

No.816opm 97.4% 100% 80% 39.7% 7.5%

四嘗嘗飼魚溶蝶最適換水天數試驗

組飼魚溶蝶各不同換水天數組之結果示於表 6 。在第二天鏡儉潮定各組 , 換水與否同不正常沈
底之比例略有關係 , 但其相關性不顯著。在第四天測定時 ,

組以上未曾換過過 , 幾乎全部不正
常說底 , 而就底苗之活存盡管隨相隔換水日數之增加而有提高之趨勢 , 以采換水者最高。在第六天鏡
驗發現不正常說底未變態苗都死亡 , 其活存君拉隨著相隔換水自數之增加而遍棋。其中每日換 zk 者活

存環最佳也聽不過 12.6% ﹒與 500t 以上之大型塑膠桶餌飼魚溶蝶每日搜水之前述試驗相差懸殊。

除了與研換之求有關外 , 與所使用種貝之卵質有否闢係很難確定。因本試驗所使用之海水為經沙層
過讀故置於室內五天以上 , 含有徵量藻額之可能性降低 , 而前數次試驗換水量多 , 所換之水為室外
池經沙層過濾立即使用。

與本試驗同一批苗另作了一項預備試驗 , 以三個 500t 塑膠桶分全量魚溶黨、半量魚稽嘿半量

Isochrysis 及全量 Isochrysis 飼育 , 在第三天三桶完全換水 ,
所換之海水亦為室內脖存者

, 第五
天鏡檢瀏定完全變態且能爬行之比例各為 10% 、 15% 、 40% 。在第七天測定時為 1.5% 、 78%

、 82% ﹒蝕飼魚溶蝶者幾乎全數死亡。

豆豆魚溶眾與藻類配合使用試驗

本試驗期間正逢種貝卵質參差不齊季節 , 受精卵孵化時即大量就於孵化桶底部 , 雖選用正常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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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苗作分桶試驗 , 僅鐘餌一次 ,
隔天部發現所有浮游商不正常沈底 , 而停止該項試驗。

表 6 8 種不同換水天數幼苗之活存寧

111e survival rate of8di fferent days of changing sea waterTable 6.

No.1control

No.2lday

N0.3 2days

N0.4 3days

N0.5 4days

N0.6 5days

No.7 6days

No .8 7days

No.1control :no diet was fed,sea water change everyday.

se ttlng
rate at
2nd day 、

75.6%

81.1%

81.8%

75.6%

66.9%

61.3%

61.3%

64.4%

setting rate and
survival ra te a t
4th day

survival
ra te a t
6th day

87.5% 15% 10.7%

88.8% 18.7% 12.6%

93.7% 25% 5.4%

78% 26.4% 6.3%

86.3% 28% 4.2%

lOO% 37.3% 2.39 屆

97.5% 33.5% 1.8%

96.3% 38% 2.1%

Stephens,G.C.and Manahan,D.T.,(1984) 在海洋軟體動物營養研究技術之發展中 , 認為
二枚貝從受精卵二分裂開始 ,gb 可從前生活的水棋中獲取游離胺基酸。浮游期幼苗以面盤、成貝經由

總獲取溶解在水中混雜的有機物質為營養頭。

根攘 Langoon C.J .and Waldock M.J.(1981) 之報告 , 試驗所用二枚貝商為 1 至 3 過之巨社

蠣 (Orassostrea gigas) 苗 , 試驗期間探每天餵飼隔天換水方式 , 各項試驗都以餵飼 Chadoceros

MIM-trans 者增重率最佳 , 餵飼其他增重率較差之藻額 , 若能添加適當比倒之吐蠣油脂微膠囊 , 其增
璽草鞋者11 跎采源加或添加量不適當者高些 , 但都無法超過使用 C.cdcitrans 者 , 每一藻穎所激加之最
適比例吐蠣油脂徵膠囊都不間 , 如 D捌aHella tertidecta 與 Tetraselnzis suecia 兩種藻類都以添加

20% 最佳。

根撮 RodMusqP. 丘 ,Roderh C.and Sornervine--Jacklin 社且 ,(1983) 之報告 , 其試驗用
苗為 15ITEn~2ITIErn 畏

, 乾重 6mg~14mg 之 Ostrea edulis, 操每天體飼一次
,
每次使用藻額濃度

以乾重計算為 1.5ppm' 相當於釷蠣乾重之 22% 量 , 詰果以 SKeletonema costatum 為優勢種之混

合報水成長最佳。

而 Chu,R L 丘 ,Dupuy,J.L.and Webb,K.L.,(1982) 之研究認為浮游期仕攝 Crassostrea

uirginica 饅飼 Chlorella s 仇 ,pyraminonas uirgimica 及 Pseudoisochrysis ρafadoxa 三種藻穎 ,

不但成長平均 ,
且可縮種浮游期間 ,8-10 天即可附蒼

, 但傳統使用的 Pavloua(Monochrysis)

IUtheri 及 Isochrysis galbam 需要 13 至 15 天才能耐著。本試驗亦曾有饅飼以 CMorelta sp. 為主

之練水 , 沈底後活存率較饅飼 Isochrysis 高之記錄。

摘 .要

本研究之各項試驗在於探討魚溶摸如何使用設擇當期文蛤菌
, 及其飼料效果與天然藻類、純種

Isochrysis 作比較。



話

魚溶蝶僅用磁鐵攪拌器攪拌 , 取上層液使用毫無效果可言。經果汁機高速搗碎而乳化 , 懸浮性寓
, 過讀能粒徑適中 , 平均在 5 戶以下。在五種餌料比較試驗中

, 以魚溶膜饅飼者變態後活荐率最佳 ,

為77.6% 。在室內換水與否及在室外遞光換水與否試驗中 : 僅室內采換水 , 室外未遞光采換水兩組活
存率甚低 , 其餘四組均可達 70% 左右。每天兩次饅飼魚溶蝶最適濃度為 lppm 左右 ,4pprniLI 上各組

擬糞量逐日比倒增加。答不同換水天歇 , 在浮游期間看不出效果 , 變態後之活存率因換水天敵之縮短
而提高。若所換之水中含有徵量藻類 , 或許有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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