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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熟及採卵majorChrysophrys饗殖嘉脂魚
林金榮顏枝麟胡興華

Maturing Effect of Cultured Red Sea Bream

Chr ysophrys major by Hormone Treatment.

Sing-Hwa HU, Jy-Lin YEN and Kim-Jung LIN.

1. In 1980, spawning activity of 3 years old red sea bream in captivity started from�.. .

- --- J

_on

within 20 hours after the second injection.n --

rate was low.

3.

4. The location of free, mature eggs of stnpped spawners showed the mature eggs

extended through the inner wall to middle end of the ovaries.

言

澎湖為飼頸養殖最合適的場所
, 其中文以嘉措魚也長最速最具經濟價值 , 過去嘉措魚苗皆為天然

捕獲
, 但因需求量日增 , 且受外在環揖因素的影嚮﹒魚苗供不應求。 1979 年本省嘉措魚人工繁殖初步

獲得成功
<1) (2) .給研究人員及養殖業者莫大的鼓舞

, 對未來魚苗的來源深具信心。在日本 , 嘉措魚的

孵化
, 20 年前師曾有成 , 經 j酋長時間及許多不同地區共同試驗研究

(3)(4)
目前種苗生產已進入實用的階

段 , 大量培養種苗 , 進行酬 , 放流 (5)(6)(7)

等工作 , 我國對嘉措魚繁華殖工作雖然起步較遲 , 但以本

完優良之環境
, 質應迎頭趕上 , 及早達成大量生產之 H 標。

一種商生產技術開發牽涉問題很多
, 種魚來源常是魚苗繁殖工作 , 首先面臨的問題 , 種魚有天然捕

獲及養成魚兩頓
, 天然種魚雖來源並無問題 , 但因魚船出海作業受天候之影憊 , 時間難以掌撞 , 且主

釣描輸送中傷魚、費時對種魚的健康民卵質的影嚮很大 , 故種魚培育及養成為未來種苗大量生產中首

先要解決的問題
, 並可做進一步達到「完全養殖」一貫生產作業的基礎。

魚類操卵方式有人工擠卵及自然產卵踩卵二種方式
, 但以海水魚來說 , 應是以自然、產卵跨卵妓果

較好 3 比較有利
(
酌 , 日本大部份行自然產卵、採卵 (3,4) (9,1 肘 , 本試戰中以人工謀卵為主 , 但據求自然

產卵的可行性。在設備陳件不足的情形下
, 以生殖腺刺激素人工催熟後擠卵 , 尚不失為一可行的方法

, 生殖腺刺激素過去已普通應用 , 也具教果 , 本試驗中使用養成魚及以本國生產之藥品為主 , 探討其

效果
, 期能了解適當的注射時間 , 劑量;與揉卵之配合 , 以獲得最佳的效果。

前

材料與芳法

本試驗所周之種魚全部為 1977 年夫然捕獲之魚苗
, 先在陸上魚池中華至 4- 5cm ﹒後運送至西

嶼鄉大草藥海域之箱網 (5mx5mx5m) 中
, 飼以下雜魚 ? 養成 3 年 , 平均盟軍約 2. 5kg

, 在產卵季節

中 ( 2- 4 月 ) , 雄魚選擇以手指眶擠腹部有精液流出者 , 酷魚則使用吸管自生殖孔插入抽卵粒 , 卵

粒直徑達 0.5mm 以上者
, 施以賀爾蒙催熟 , 使用藥品為中國化學製藥公司所製哥娜賀爾蒙 (Gona-:-

hormone 每支 1,500 LU.)' 注射劑量約為每公克魚體重注射 1-21.U., 注射劑量不同以現暸適當的

樂量 , 種魚扭催熟後 , 分性別放置於容量 1 噸的水槽
, 或魚池之隔網之中 , 第 1 針注射接納 24 小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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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 ,
去u 未能產卵再施以第 2 針催熟

, 此後約 12 小時檢查一次發現種魚有成熟卵 ,
立 g[J� 來卵受喻

,
受精

卵陸海水清說 4- 5次後放置於 0.5 或 1.0 噸之 (ffJ. 膠晶石中打氣、孵化、孵化使用過 i稽之純海水 , 未經其
他方式清華擊。每次探卵均記錄採卵時間﹒控卵數

,
受精 � 及孵化卒 ,

並任意取務;測定卵徑
,
泊球徑等

悍的形賞。種魚經不斷地催熟 ,
採卵 ?最大部份死亡 , 死亡之種魚立即解剖 , 檢靚其卵巢的變化 , 卵巢

中遺留成熟卵量及分離卵的分佈 ' 由於種魚業已排卵
, 卵巢中因卵粒游離 ( 或卵己撈出〉形成裂隙

,

被IJ定此裂隙寬、長等之變化 , 以辨別卵成熟排出位置的先後順序。
嘉措魚催熟工作持續進行一直到產卵季節過去 , f崔熟無效 , 卵巢退化為丘。

結 果

在箱網中聲成之 3 齡種魚 ,
元月下旬種魚經抽卵雖發現卵徑部份已達 o. 是mIn ' 但其中大部份為

早期未熟卵
, 經選擇種魚 3 尾 , 各以 1 I. U. /g 注射 , 24 小時後注射第 2 針 , 分別於 3 、 4 日後死亡 ,

經解部發現其GSI 僅 3% 左右 , 2 月上旬泊之選得種魚 5 尾 , 抽卵 mlJ 得卵徑 0.4mm 左右 ,
少量 g� 遁明

,
星分離狀

, 各以 1 I. U. /g 劑量注射 , 其中 3 尾注射 2 針後死亡 , 2 尾注射 3 針後死亡﹒解劃後檢查卵

巢 ,
其 GSI 在 5- 8% 之間 , 2 月中旬 , 種魚經催點後發現有過熱卵未能受精 , 至 2 月下旬﹒才有一

尾種魚經催熟後自然產卵 2 次後 , 人工揖卵 5 次成績良好 ,
此尾種魚催熟時間

,
劑量

, 提卵次數﹒踩
卵敏等如 tab1c 1. 種魚體重3.lkg 第 1 針注射 Gona-hormone 仆 ,500 I. U. ,24 小時後再注射 1,50 。一

1. 缸 , 第 2 針後 34 小時自然產卵 ,
產卵約 940,000 粒受精率 20.68J 右

, 第 2 針後 68 小時第 2 次自然熹

卵 , 產卵數目 ,000 紗
, 受精軍事很低 1. 03J 右 , 再經過 8 小時後注第 3 針 3,0001. U 並於第 3 針後 12 小時

,

44 小時及是8 小時分別蟀卵 , 揉卵數 47,000-110,000 粒受精率 26. 26-81. 79% ' 再過 7 小時注第 4 針
, 並於第 4 針後 9.5 小時及 13.5 小時分別操卵受精率皆約55 克

, 本年度嘉措魚產卵期中跨卵數如 Fig 1

0 2 月下旬蜂卵數平均每公斤 1.5 萬粒 , 3 月上旬每公斤平均踩卵 5.1 萬粒 , 3 月中旬 6 萬粒 , 3 月下

旬約 10 萬粒 ,
是月上旬約 3 萬粒 , 由 Fig 1 可知本年養殖嘉措魚繁殖季節為 2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而以

3 月下旬為最高拳 , 至 4 月中旬生殖巢已退化。

接卵次數超過 3 次者計有 5 尾
, 2 尾體重在 2.0kg 以下 , 3尾體重在 2.0-2. 5kg 之間 , 催熟皆分

為2 次時間間隔24 小時 , 注射劑量最高 3,947 I. U. /kg
, 最低 1,875 I. U. /kg ﹒ 5 尾中有 4 尾在注射第2

針後 24 小時之內踩卵 , 每尾魚採卵量不同 , 最高自9,000 粒 ,
最低 134,000 粒

, 每次踩卵數相差亦很多
l 臼 9,000 至 248,000 粒 , 受精率 0-92.66% ' 問時間人力不足孵化率未能全部計算

, 各尾種魚注射及
揉卵的資料如 tab1e 2. 各尾種魚經 {握熟 2 次後開始踩卵中途皆未曾萬行注射蝶卵都在 3 次以上

, 由
table 2. 中可看出種魚踩卵次數與受精率之間有關連 , gp 受精率隨踩卵次數增加而降低 ,

以變方分析

比較其均數間之差異 , 結果如 table 3. ' 表示蝶卵之不同受精率確有不同
, 本年度嘉措魚踩卵次數在

2 次以下的記錄去IHable 4. ' 種魚體重2.4-3. 1kg 之間 , 注射 1-3 次 , 劑量 1, 111 1. U. -4, 285 1. U.
/kg 間 , 一次探卵數最高 220,000 粒 ':1* 卵最多的種魚為踩 2 次得卵 344,000 粒 , 受精率最高60.97 芳

,

最低 0, 也 table 2. 及 table 4. 中探卵種魚所使用催熟劑量與踩卵量的關係如 Fig 2, 本試驗中使用之

勢量最低約每公斤種魚 1, 111 I. U. 最高 4, 285 I. U. 但一般在 2,000 I. U. 至 4,000 I. U. 之間 , 據卵數
在 200,000 粒以上種魚每公斤注射劑量都在2,000 I. U. 以上 , 當然亦興踩卵次數有關 , 揉卵數250,000

粒以上種魚僅有 1 尾為 2 次踩卵所得 , 其僻、 5 次皆為 3- 4 次接卵。據卵時問亦非常重要
, 種魚最後

一次催熱至踩卵所經過的時間與受精率的關係如 Fig 3, 採卵時間距離上次注射之時間愈久 , 受精率

愈低 ,
注射後 20 小時受精率最高可達 90 克以土豆

, 注射後的小時受精率在60% 以下 , 60 小時36J 古以下 ,

80 小時20 克以下。

種魚經 {崔熟 , 採卵後雖踩卵次數不一 , 但大都份陸續死亡 , 種魚死亡之後經解剖檢靚發現卵巢及

成熟卵腔的位置逐漸變化
, 一般成熟卵 , 卵粒分離很容易辨別且種魚經過排卵之後 , 成熟卵排出體外

,
卵巢出現空腔 , 經測量排卵次數不同種魚卵巢之變化與I Fig 是 0 成熟種魚卵巢由外觀即可君出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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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內側卵成熟透明
, 此成熟卵的分佈位置隨據卵次數增加而增長 , 踩卵一次至 4 次之種魚 , 卵巢內側

分離卵之分佈自 2. Oem! 曾至 3.5cm 以土
, 卵巢內分離卵在卵巢之積長 ( 即空腔寬度 ) 亦 � 漸增加 1 '

一熟卵排出後形成空腔 , 可分為卵巢上層與下層 ,
拼卵 1次之種魚上層薄干層厚

, 隨著排卵次數的增

加下層厚度降低的速度要較上層快得多﹒

Table 1: The hormone treatment and stripping of one spawner of red sea

bream in end of February.

hatching

rate ( 其b)

F ertiliza tionNo. ofof timesInjection NO.
No. dossage

(1. U.)
Date Time

B. W.
rate (%)eggs (x10 ηof stripping(kg)

1,50010:00 I
1, 即O10:00 ]I

20:00

Feb. 25

26
20.689.4127

1.035.8206:00
3,00014:00 ill

29

29
91. 7381. 7911.03

26.265.44
02:00

10:00

1

2

Mar.2.5

86.4435.744. 7518:00

21:00 IV
2

3,000
54.11

55.34
15.0

5.2
6

7
06:30

11:0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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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ults of hormone treatment of which spawners stripped more than 3

hatchingFertilization

ra te (%)

ofNo.of timesInjection No.
No. dossage

(1. U. )

times.

Date Time
I. W

rate (%)eggs (x10 ηof stripping(kg,

3,00014:00 IMar. 13

2.25014:00 1114

95.5592.665.4110:00152.4

88.1350.1322.3211:0016

7. 77.2311:0017

6. 210.54
、,23:0017

3,75014:30 IMar. 24

3. 75015:30 1125

3:t. 794.0109:30261.9

6.3413.9207:0027

13.7814.627.93。5:0028

8.3419.4219.2422:0028

5,250

5,250

14: 30 IMar. 24

曰 :30 1125

56. 7913.2109:30262.5

1. 9339.0624.8211:3027

49.7715. 7920.93。 7:0028

3,00014:00 I29Mar.

2,00016:00 1130

14.267.2113:00312.3

54.656.1211:001Apr.

0.8010.9318:002

。2.5406:003

3,00014:00 I29Mar.

-'�.2,00016:00 1130

54.6176.330.9109:00311.9

20.30

18.08

8.4

4. 1

2

3

12:00

10:00

1

2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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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ults of hormone treatment of which spawners stripped less than 3 times

B.W.

(kg)

Mar.

2.7

Mar.

2.6

Mar.

2.8

Mar. 13

2.4

Mar.

2.3

2.3

2.4Apr.

3.1

2.6

Da te Time

Mar.

Mar. 31

Apri 13

Apri 13

8 14:00 I

10 13:00

8 14:00 I

9 14:00 II

10 22:00

11 08:00

13 14 :00 I

14 14:00 II

15 18:00

17 05:00

14:00 I

1 是 14:00 :IT

15 07:00

17 06:00

18 14:00 I

19 16:00 TI

21 09: 00 ill

22 09:00

24 14:00 I

25 16:00 TI

25 22�00

26 08:00

14 :00 I

2 08:00 TI

3 09: ω

4

14:00 I

14:00 TI

6 09:00

7 08:00

4

14:001

14:00 II

14 :00 ill5

6 09:00

7 10:00

nuN
-
活n-a

一
)

。
一

shu

圳
一
ω1

耐
心

-dL

'n
一
趴
f
、

jEN

3,000

3,000

1, 500

6,000

6,000

6,000

3,000

3,000

1,500

1,500

3,000

2,000

3,750

1,500

6,000

3,000

4,500

1,500

1,500

of times

of stripping

1

2

1

2

1

2

1

1

2

1 一

1

1

2

No. of

eggs (x104)

5.3

17.0

2.8

18.7

15. 7

0.5

22.0

13. 1

6.8

12. 1

5.4

7.8

0.5

17.5

4.1

Fertiliza tion

rate( 結〉

31. 39

60.97

31. 42

60.51

24.23

39.56

12.41

17.6.0

29.20

14.12

20.64

28.62

49.25

4.1

。

ha tching

rate( 克〉

52.97

31. 59

67.35

81. 57

3.73

9£. 6

72. 6

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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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hanges of red sea bream ovary after stripping.

thinkness of cleftwidth of free
eggs inside

the ovary

length of free eggsgonad lengh
(em)

made by free eggs
rij;!ht left一一

upper lower upper lower

along inner wall
No. of

&LLHOb--v.a
gbn....nrnug--VAAT--eo leftrightleftrigh,tleft

1. 971. 221. 700.812.72.92.02.39.08.41

1.570.831.580.672.02.49.59.12

1. 63

0.75

0.90

0.63

1.80

1. 00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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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g. 5. Distribution of free, mature eggs

red sea bream.in ovaries found in stripped

1-2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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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讀

據過去調查
, 本省北部嘉措魚雄魚 4 齡 , 除魚 5 齡精卵才到達成熟

(1 肘 , 日本各地使用的親魚一

般 3- 4齡最高達到 9 齡
, 但高齡魚卵質較劣 (16) .

=*
試驗中所用之種魚全部為箱網飼育之 3 齡魚 ,

繁殖情形良好
, 依攘澎湖分所目前養殖的情形來君 , 養殖撇直耐熱產卵 , 日本過去認

?
網養

殖之 2 齡魚自然產卵
. 2 齡色中有告未成熟 , 成熟者產卵數量亦不多 , 產卵期間約為一週 t

路湖帥年調查夫然種魚的成熟季節在 1- 3月 t 凹 , 日本嘉措魚成熟字節 4- 6月而以 5 月至

6 月上旬為盛期
(3)(4) .日本聲吱魚產卵期九州中南部 3 月怡 , 九州北部及瀨戶內海 4. 5 月愈往南部

時間愈早 7]( 溫由 14-1S'C 開始 .21-23'C 終止
, 產卵溫蓋平均6.4'C 阱。澎湖養成魚產卵季節及水溫

與日本各地比較如 Fig4 。一般來說澎湖養殖嘉措魚生殖期比日本養殖魚亦提早約2 個月 , 且生殖季節

較值僅 2 個月而日本一般可長至 3 個多月
, 澎湖地區 2 月時水溫在 15

� C 以上與日本 4 月間水溫尚在 13

'C ﹒ H'C 的開始繁殖水溫不同
, 而結束時水溫在22

� C 左右則差別較少。由此可知水溫與季節為影嚮

嘉措魚生殖的主要因素
, 日本尾駕發電前在冬季期間以水溫 19 �

C 以上飼育 4 齡魚
, 可比天然魚約早 2

個月產卵 , 且平均每尾魚的產卵數較相照組高很多
(1 肘。另野口 , 在水脹館內加溫至 17-18

� C 養 3 年

魚產卵亦比天然魚提早
(9) 。澎湖養殖嘉措魚生殖為 3 月份

, 水溫18-20'C 。

松浦
(19) .觀察天然嘉措魚卵巢

, 將卵巢分為 4 個成熟過程 .1. 未成熟期 2. 卵黃胞期 3. 卵黃球期 4.

成熟期等
, 由本試驗 , 在 2 月份上旬有部份卵粒到達第 3 期卵黃球期 ( 卵徑。 .4mm 左右〉之種魚

, 雖

經催熟但無法排卵且大部份死亡
, 至 2 月干旬後卵在增加至0.5mm 以上時才經催熟揉卵

,

故啥 ?
熟時間應為卵巢到達松浦所分的第 4 階跤 , 成熟期 , 此時卵徑在O. 自mm 以上比較合適。恥今
tJ,=:.�/I' � z.:Km�Synahorin, puber 其芳

onatropinitMJ;Mi . �RJ��IjHU!i�g�Z. � tfl . �

注射妓妳十分良好。人工採卵時間興辦率的關係十分密切 , 本試驗以最後一次催熟注射為標準 '

注射後別小時內情況最好
, 後隨時間增加受精率下降 (F 叭 , 此與日本以第

���r
針為準幼小時

內探卵受精率
, 孵化率最好 , 超過 72 小時大部過熟的結果相近

(2 肘。採卵次數增加 1 受精率減少 (

table 2.) 攘解 gt] 觀察種魚踩卵後 , 尚有部份分離的成熟卵 , 其量約 3-15 CC' 約為採出卵數 2-10

克 . ;;晝些成熟卵滯留在卵巢之中逐漸過熱水化而影嚮到成熟的正常好卵
, 如此每次採卵後皆有完熟或

過熱卵滯留
, 而影嚮到魚卵的受精率 , 可能為據卵次數增加受精率愈低的原因。

赤畸等
(20) 解剖催熟種魚卵巢卵粒

, 發現卵徑在卵巢 wi 、中、後三部份很有差異
, 而卵徑由卵巢

一橫切面的中心點向四週減鐘。但由本試驗中種魚揉卵次數不同
, 卵巢內分離完熟卵 , 空 !睦大小位置等

結果 (Fig 4.) .嘉措魚成熟卵
, 成熟排出的途徑推測如 Fig 5' 所示 .� 卵 1- 2次完熟卵的分

佈於卵巢內側上方如 Fig 5-A 。橫切面來君成熟卵位於卵巢內側中層偏上方 (Fig 5-Al) 排卵 3

次及 4- S次成熟卵及空腔位置逐漸向外側及下方延展
(Fig 5-B 、 C) 橫切面顯示成熟卵向下層

伸展較向上層多 (Fig 5-B1, Cl) 嘉措魚為多次產卵
, 多間產卵魚種以腹部擠壓方式欲獲得大量卵

, 較不可能 (8) .雖然日本的報告中自然產卵典人工擠卵的結果各有好壞帥
, 但在目前日本大都以自然

產卵踩卵的方式取得種苗
, 他們在產卵前由海中將種魚移至水槽中產卵後再送悶箱網中

(10)(11) :本試驗

中亦發生多次自然產卵的行為
, 交配中追逐十分猛烈 , 種魚雷將容量 1 噸的塑膠桶撞破

, 攝野口 (9)7 齡

之種魚放在 3 噸水槽中每年抱卵不產卵
, 本試驗中經過催熱後自然產卵魚卵結果並不十分理想﹒可能

是空間太清之故。日人在水荷中自然產卵操卵平均每尾臨魚揉卵23-26 萬粒受精率平均在80% 以上
<12)

.較本次人工踩卵結果好得多
, 本試.驗已證賞自然產卵可行

, 只要改善環境自然產卵揉卵應不成問題
, 將可使本省嘉措魚繁殖工作向前邁進一大步。

摘 要

1. 本年度 (1980) 澎湖養殖嘉措魚產卵期在 2- 4 月以 3 月中下旬為最高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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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Gonoa-hormone ' 劑量2,0 ∞ I. U. kg 分 2 次注射效果良好
, 干E 第2 二次 H: 射後 20 小時內蝶卵受精

率較高。

3. 催熟之種魚在 1噸的水槽中交配產卵 , 謀得之受精卵受精那並 ;不理是1 0

4. 嘉措魚成熟排卵後 , 魚卵在卵巢中成熟的位置是由延沛10殖口的卵巢內側上方 , 逐漸向中間下方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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