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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飼育烏鯨試驗A
t:1配

余廷基蔡添財

Effect of Artificial Diet on Feeding Black

Sea Brean Acanthopaf(rus latus HOUTTUYN

Ting-Chi Yu

This is the report on the effect of feedirig black sea bream with artificial diet

and trash fish, The results of four different treatments are as follows:_u- -- -- - .

conversion ratio is 1:2.30, and the growth rate ratio is 1:1.8.__noun

feeding with other kinds of diets.-

economical diet during the low water temperature period.
---

and trash fish gave the excellent growth rate and food convers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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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為繼去年烏餘養殖 ( 蔡、余 1979) 之後對烏鯨養殖飼料之課討研究。由於台灣地理環境之

限制、目前養殖型態多揉集約養頰
, 此種養殖型態之特徵在於投給過﹒當餌料進行適當的管理 , 使養傲

魚類在鐘時間內成長、收獲
, 故文稱給前養殖 , 養殖之成本較高 , 尤其飼料費用約需五成左右。因為

這種養殖型態普遍踩用
, 天然產之飼料巴里供不應求價格亦逐年升高 , 且供應不穩定故追求優良之人

工配合飼料已成為目前簧殖新經濟魚種事業的重要工作
, 而開發配合飼料不但在質上要能達到營養要

求
, 且要附合各不同魚類的嗜好性 , 故某種魚類師之飼料不一定就適合於另一種魚類 , 尚讀進行于

同之基本試驗觀察其消化刺用之能力
, 方能確定其利用的價值。本試驗首先探討烏綜對鰻魚人工配台

飼料與天然自I� 料間利用放率之比較。→

前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所周之種苗係屬同一批據自金門的天然種苗
, 經於室外水泥池 (6. om X 3. 3m X 1.

om) �II 養

一段時間後
, 將之分成No. 1. 、 No.2. 、 No.3. 、 No.4. 每池放聲22 尾 , 水深保持70. CM 左右平均每

公升水中放聲 1.5 尾。以鰻魚六丕配合飼料成分 (Table 1) 與干什魚〈主要以自帶魚為主〉依
1:0 、 2:1 、

1:1 及0:1 四種不同比例投飼 ' 每次投給同重量之飼料
, 隔日控餅。試驗期間所周之海水係同樣抽自本

分所蓄水池之水
, 未經過濾﹒每池均龍一打氣頭日夜不停打氣。試驗期間每日測定最高及最低溫度一

次 , 並定期測定其體長、體重及體商以供分析並記錄尾擻 , 於侮次測定之後換水一次並以C-20 . lOP

PM 藥浴一次 , 不時舔加淡水調整水深及鹽分。
本試驗各項成長資料之計算同前報〈叢、余 1979)

果

本試驗自68 年 9 月 27B 開始至69 年 5 月 12 日血為期 227 天
, 其間經過成熟期及冬季低水溫期。全期

7K 溫及鹽度變化如圓 1. 所示。水溫以 69 年 2 月份最低 . 9,6 �

C' 68 年 9 月最高 33. 3
�C ﹒鹽度範圍在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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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ercent Composition of Artificial feed

Crude Protein 45.5%

Crude Fa t 6.0%

Crude Fiber 1.2%

Ash 16.5%

Moisture 13.0%

other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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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Fluctuation of water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quring

the rais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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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一29.5% ﹒由於放聲告度不高旦育事、奮得笠
, 試驗期間未發生斃死各池活存率約為 100% 。

養殖期間之成長情形如表 2. 所示﹒玄蓋苛體型 No. 1. 最大 112g 最小
18g 平均66.50g 為四池之冠

, No.2. 最大92g 最小28g 平均60. 45g ﹒ � L\, 3. 最大 105g 最小27g 平均65.32g 位居第二位
, No.4. 最

大 108g 最小 32g 平均 61. 14g
, 僅高於No. :2..

� 經飼育一個月後即進入成熟期
, 各地均可發現具有成熟

最精之雄魚
, 唯 No.1. 則未發現

, 而童畫之頓序為No.1. '
No.3. ,No.2. . No.4. '

單次投飼魚漿之

No.4. 巴居末位
, 至第二個月正是鳥義支委主莖詞 , 各池乃可發現具有成熟精識之雄魚

, 但No.1. 之平

均體重卸較上月于障。.旬 �其他各池 1;X 長了三較韓 1壘 , 可能是成熟期間餌食不良 , 且體力消耗較大所致

, 體重之 If圖序為No.3.
、 No.2. 、 No.!. 、玄。 . 4. 可以看出No. 1. 已落後No.2.

0 第三個月是成熟末

j 閉
, 臉No. 1. :&No. 4. 外No.2.

、 No.3. 己去要現成熟個體 , 而No. 1. 亦僅 1 尾 'No.4 ﹒僅2 尾。此月之

成長以No.2. 最佳﹒ No.4. 次之No. 1. 更夫之而以No.3. 最差
, 可能係成熟個體較多之原因 , 但體重之

)1民次依然為No.3. 、 No.2 ‘ No. 1. 、 No.4. .而��� 之體重與各池華鉅顯著的逐漸增大。

68 年 12 月 29 日至如 j 月 4 日為本試驗問最低水溫期 , 各池之成長亦為全期最接慢的一段
, 其平

均成長率為 No.1. 0.175 話 . No.2 ﹒ 0.15% . No.3. 0.14%' No.4 ﹒僅0.06 鬼
, 以No.1. 最高

, 以

No.4 ﹒最差幾乎沒有成長如 Fig 2. 0 JH: 淡水溫逐漸罔昇各池之成長亦顯著的增加
, 以N('.3. 成長最思

, 次為No.2. 、 No.1. 約相同 , No. 4:﹒稿主﹒試驗終了時平均體重以 No.3. 136. 11 g 最大 , 其次為

No.2. 122.5 站
, No. 1. 為 119. 96 g' No.4 ﹒僅84.41 g 增重倍率亦以No.3. 最大 1.08 次為No.2. 1.

03 'No.1. 為0.08 而No.4. 懂 O. 詣。白宮 3.
中可以君出全期平均體長之變化亦但體重一樣。可寬單

次給仰之鰻魚人工飼料及干什魚東均不泊爾者混合飼育者佳
, 尤以眼紛與魚漿混合比例 1: 1者最佳

, 表 3. 顯示各不同餌料間平均體重具有非常顫著之差異
, 表示了飼料教率有差別。

試驗期間成長率之變化如間 4. ' 各迪均上 -r 渡動 , 並以越多低水溫期為最低﹒表 2. 中可君出No.

1. 在成熟期成長負值
, 但在低水溫期部最高 , No.4. 在成熟期及抵水溫期約均為零、成長停滯。圖 5.

顯示成長率與體重之間並不成直線關保
, 里真是是與環揖及餌料有闕 , 在水溫罔昇期成長率以No.3. 最高

達0.44%' No.2 ﹒與No. 1. 間為0.31%
、 No.4. 為0.13% 亦為最低

, 由全期觀之以No.3. 成長率最高

0.31% . No.2. 次之0.30% . No. 1. 更次之0.25% '
No.4. 最低僅0.14% 由表 4. 中顯示全期飼育結果

各不同飼料間成長率有顯著的差異。國 6. 表示全期間攝制率之變動情形與成長率相位在成熟期及低

水溫期較低。出表 2. 丑聞6. 可以君出攝前率各池相差不大
, 但全期以No.4. 最高 1.47%' No.2.� 之

.凹 �No. 1. 更次之為 1. 呦 , No.3. 最低僅 1. 10% 0 由叉圖 7. 中攝餌率與成長率之間並非直韓

1 關係 ' 可見攝食多並不
L 定平長得快﹒還賓靚飼料利用率之高叮定﹒

表 5. 表示餌料係敏在各不同之制料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 顯示餌料之消化利用率差別很大﹒在全期﹒

試 E袋中No.3. 餌料妓率最高 29.08% '
No. [2. 次之為25.51% 'No.1 ﹒更次之為 21. 96% '

No.4 ﹒僅

9. 自%' 在試驗初期飼料扭率高低依次為 No.2. '
No.3. '

No. 1. 'No.4. 在低水溫期則為No.1.'

No.2. '
No.3. ,No.4. ' 在試瞳後期間 * 溫罔昇則為No.3. '

No.2. '
No. 1. 及No.4. 可見在低水溫

期試單粉單次給自II 為佳
, 在成熟期則以 No.2. 為主但全期則以No.3. 為佳。此亦顯出試驗期間餌料效

率與!II�� �m:�IUt3 品高之變化情形 , 可以君出憫。 4 外晰度並無很大的酬 , 表示細品質

問亦差異不大
, 在體高方面顯示No. 1. 高於其他各池 ,No.2. 、 No. 4.�IJ 大約相同以No.3. 最小

, 顯

出體型上以No. 1. 者較佳
, No.3. 者體型較長。

討 論

一般以配合飼料投飼永生物之結果均較魚肉餌料為佳
, 限田等 (1971) 利用人工配合飼料個育嘉

臘魚結果
, 配合飼料之餌料轉換敷率較魚肉餅料為佳 , 但在魚肉自 II 料流失較少時

, 魚肉餌料之教果亦

會很好。陳 (1977) 以配合飼料投飼草顱
, 結果其利用教率亦較魚肉餌料為高 , 而以兩者依 1: 1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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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variance of average body weight of A. latus

after rasing for 227 day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 ‘

Table 3.

538

MSSSd.fSource of variation

22.80762394.82427184.47273Among treatment

highly-sig105.0011680.016516Within treatment

FO. 1 (3. 16) = 6.23

8864.48929

FO. 5(3.162 =3.63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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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able 4.

F
(l)Mean daily growth rate:

MSSSdfSource of variation

37. 弱的21. 096163.29843Among treatment
highly-sigo. 自 168.985716Within treatment

72.2841

FO. 1(3. 16)=6:23

19
Total

FO. 5(3.16)=3. 63

F
(2)Conversion factor:

MSSSdfSource of variation

66.372328298.70684896.12053
Amon's treatment

highly-sig1728.446527655.1435

102551. 2460

16

19

Withi'1 treatment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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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者為佳。本試驗之結果亦同
, 全期成長率、配合飼料為魚肉飼料的 1.8 倍 , 自 I� 料轉換率則為魚肉飼

料的 2.3 倍。而配合飼料與魚肉賣 Il 料混合者放果更佳
, 尤以兩者以 1:1 混合者最佳。此與飼料之營養

有關
, 一般冷凍生餌在解凍過程中營養損失很大〈山口 1978) 、且魚肉飼料以魚漿投飼時損失很高可

達的% ( 十蜂紙業研究閱讀部) 還可能是本試驗中魚漿飼料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
, 爾後宜在投倒挂術

上加以改進比較之。文一般配合飼料為求保存方便
, 均儘量抽瞧油脂 , 而油脂又是魚頓必讀脂肪酸及

溶脂性維他命供給頓及有欽的熟能以及缺少天然餌料中之未知徽量營養素〈山口
1978) 故妓果上亦不

很商
, 混合飼料正好捕足生餌及配合飼料之缺失 , 故效果上能較有一等 , 而本試驗則以鰻紛與魚漿 1

: 1 混合者最佳﹒文在成熟期配合飼料之教率產生負值
, 並且成熟較為還接與市來吃 1972) 之試驗恰

好相反
, 但本試驗冬季低水溫期之成長率以單項鰻盼飼料為最高

, 可見成熟遲種可能係此配合飼料中

缺乏某種成熟因于而非市來所認為之晶質之關係。在全期之試驗中以
No.4. 之攝 al( 率最高 , 但成長率

最暉
, 而No ﹒ 3. 之攝餌率最低

, 但其成長率卸為最高 , 克份顯示了自 I( 料營養成份及利用效能的高低才

是決定成長的主要因素
, 並不一定吃得多說會長得快的原理。文本試驗配合飼料較魚肉削料利用率之

優越性
, 如能添加少量飼料用油及促進成熟之元眾如維他命E 等相信其效果必然更高。

摘 要

本試驗主要課討配合飼料與魚闢餌料投飼對 J烏鯨成長及飼料利用率比較
, 結果如下 :

1. 配合飼料之餌料轉換效率較魚肉餌料為高約
1:2.30 .其成長率約為 1: 1.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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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一鰻魚配合飼料投個之烏鯨成熟較其他各地遲巖約一個月。
3. 越冬期間以單項配合飼料之成長率及部料轉換教率最高 ,

放低水溫期以控給鰻韌飼料為經濟 -
4. 全期飼育以鰻2分與魚肉餌料混合比倒 1:1 者為最佳其平均 ,

每日成長率及餌料轉換般平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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