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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蛙養殖試驗

余廷基﹒賴仲義

The Exper iment on The Culture of Frog Ra1UJ Tigrima

Ting-Chi Yu and Joung - Yih Lay

Frog Rana tigrima cultured from tadpole to market size in different environ-

ment and densities were carried out in this experiment.

In The young frogtadpole densi ty of 300- 600/m2 was suitable for culture.

cultured together with Calla planted in water had better result.

of young frog was high. Sorting on body

The predatory

si ze in 3 - 4 days wa s recommended.

Water temperattire kept above 23
� C not only increased survival rate but frog

ate food to growth in winter. The frog got mature after 1 year cui ture.

前 實

田蛙又名青蛙 , 其學名為虎皮鞋 (Rana tigrima, Var, Pantherina Fitzinger
) 俗稱田鶴

, 亦稱水瘤 , 屬於兩棲動物的無尾頓 , 其幼生稱為蝴斜 , 以聽呼吸營水中生活、索食動、植物性浮游
生物或動物昆曲

, 腐敗橋物之碎丹及其他韌狀飼料 , 捏成長變態為幼蛙 , 且離水營陸地生活 , 其呼眼

器官亦由總轉變為肺
, 食住亦由死的東西轉變為會動的小生物 ( 魚穎、甲殼類可昆虫類、軟當類 ) ,

在這種暫變態過程中
, 其生理、生態亦隨之完全改變 , 故廣受各級學控作為教學用。

回蛙通常喜棲息在湖沼、回蛙、水溝之草叢 'it 、畫依夜出 , 捕食小型生物維生 , 近年來因農藥普
及使用興業者大肆搶韓供食用

, 導致野生回蛙產量銳減 , 部份地區錢近絕跡。為保護有益於聾作物之
天然生物資源及充分供應消費者需求

, 雖有很多業者認為有利可圖 , 紛甜設立養殖場大量養殖 ' 然囡
養殖技術尚未確立又缺乏參考資料

, 導致失敗者頗漿。為此本試駿分別以蝴斜培育及幼蛙養成來探討
其養殖技衛

, 藉以了解田蛙生活史及其大量人工繁殖可行性 , 以期對於資聽保護有所褲益。

材料摸方法

-弋材料

H 輯斜 :71 年 8 月 30 自由嘉義縣新港那安和村 92 號陳士林先生提供 17,000 尾蚓餌
, 每尾平均禮

重為 0.15 公克。
(斗飼料 : 蝴斟訪期飼科以鱷魚用韌狀飼料揖合魚贖投予

, 接期 ( 前肢長成 ) 則與幼蛙相同投予吳郭

魚漿。

目試驗池證施 : 利用實 2 去尺、長 5 企尺之泥土袍
, 地底中間攝一條漂 20 公分、寬 80 公分、最 5

公尺之水溝、溝底舖上萬嘆土肪禱 , 兩邊為陸地 , 水溝放置水芋及投餌棍 , 以地下水注排 ,
地四

周以鯨色塑磨網用竹控圈定肪 11: 回蛙逃過
, 地頂覆蓋 1 寸網目漁網防正鳥類為害。

之弓方法

H 蝴斟養成 : 將關斜分別接每 1 平方公尺放 100 尾﹒ 300 尾、 600 庸、 700 尾等四種不同密度養殖
, 除在水中三分之一處放置水字外 , 並在陸地上放置黑色鐵盒 , 供經變蟬後之幼蛙棲息并便於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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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分聲。試驗期間每日在水中控餌 2 至 3 次 , 俟變態後 ,
則在水字中間放置木棍拉放魚漿單

"
餌 ,

經自 II 餌完成後情地分析其育成率及變態比率。

已幼蛙養成 :

l 不同養殖環境揉討 : 以下列 3 種不同養殖環境分別以每平方公尺各放聲 100 隻變態後小型幼蛙
, 在養殖期間內未做清他分養工作 ,

俟試驗結束後再行清池分析其成果。

A 組 : 養殖溝及陸地未敢置任何體蔽物。

B 組 : 養殖溝故* 芋 , 陸地未放任何隱蔽物。
C 組 : 養殖溝放置水芋 , 陸地放置黑色鐵盒。

2 聲殖期間分養蝶討 ,
按每平方公尺放養 100 隻幼蛙之養殖密度計算 , 并每間隔 10 天實施情地分

餐時測定一次 , 每次測定後重新故養之體型則以測定之平均值為準 , 不是之故養數取自備用養
成池 , 補足每平方公尺放聲 100 隻之密度 ,

試驗結束後 ,
清池分析每階毆之成果。

3 各種不同環揖與田蛙越多之探討 : 以每平方公尺放聲50 隻田蛙之密度 ,
分別依下列各組實施越

多試驗 , 在試驗期間內隊每日翻量氣水溫外 ,
并酌予投餌 ,

探討其索餌溫度及索餌量與生存率

A 組 : 養殖溝不加任何防寒設備。

B 組 : 養殖溝邊部份陸地加蓋塑膠布。

C 組 : 池中央土堆加蓋塑膠布。

D 組 : 池四周以塑膠布蓋成溫室。

E 組 : 陸地鐵盒以塑膠布加蓋。

4 不同環境因素對回蛙產卵之探討 : 按下列各組分別放聲 5 喚回蛙 , 其雌雄比率為 1 : 1 , 種蛙
取自本年度育成之大型蛙 ' 且顯示威熟跡象者

, 另以 1,0 ∞公克成熟鱷魚摘取之腦下垂體研磨

後混合 1, ∞0 I,D 哥哪一 500 注射劑 ( GONA- 500 INJECTION) 與 0 c.c. 生理食墟水作為

注射 1 公斤之蛙瞳量 , 按此比率換算 , 抽注於雌性種蛙後腿。
A 組 : 養殖溝每日不斷注排水。

B 組 : 養殖溝每 7 日注排水一次 , 其餘時間則保持乾潤。
C 組 : 養殖溝每日不斷注排水 , 并將雌蛙每隔 24 小時注射人工合成布爾蒙 1 針次。

結 果

-τ蚓斟養成 :71 年 8 月 30 日自嘉義運罔蚓斟先行蓄養於水泥油 ( 3 X 5 X 0.8 m ) 并以哄喃劑 C20

蔚裕捕毒 , 盈日實施分養 , 并於當日下午開始投餌 , 養殖 20 天清地分析其成果 , 結果如表 1 , 每平 =

方公尺放養 100 尾組 : 成長最快速 , 育成率達 95.4 佑 , 變態率高達 100 鬼 , 教果最佳。其次為放
養 300 尾組 : 其成長僅次於 100 尾組者 , 育成率為 92.1 % ' 麗態率為 94 % 。放養 600 尾組屈居第

3 , 其育成率為 85.5 鬼 , 蠻態率為 81 �忌。放聲 700 尾組效果最差 ,
育成率僅有 67.8 鬼 , 變態率

74� 話。依表 1 所示 , 以經擠觀點而言 , 每平方公尺蚓斜放養量以 300 尾至 600 尾之間最為適宜。

三毛幼蛙養成:

(寸不同養殖環揖探討 :9 月 m 日分別按每平方公尺放義 100 隻幼蛙於各種不同生活環揖中養成 37

天 , 在養殖期間內未作分養工作 , 其結果如表 2 。養殖構及陸抽未放任何隱蔽物組 : 育成率為

24.6 話 , 餌料係數 3.3 欽果敢差。其次為養殖溝中放水芋 ,
陸地放置鏽盒組 : 育成率為 38.9 � 忌

,
餌料係數 4.16 。故果最佳者為養殖溝中放水芋 , 陸地未放任何隱蔽物組 : 其育成率為 42 � 忌 ,

餌料係數為 3.17' 為此幼蛙最適養殖環境應以養殖溝中故盤水芋 ,
陸地未放任何隱蔽物者為最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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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養殖期間分養探討 : 本試驗共分成 5 個階殷實施
, 每一階毆間隔 10 天

, 其放養數為 1000 隻 ' 養

殖結果如表 3 。第一階設 : 9 月 20 臼開始放養平均體重 1.018 公克幼蛙
, 其育成率為 71.5 % '

餌料係數 13 。第 2 階毆 : 9 月 30 日故養平均體重 1.43 公克幼蛙
, 其育成率為 40 . 4 � 益 , 餌料係

數為 4.23 。第 3 階毆 : 10 月 10 日故養平均體重 5.14 公克幼蛙 , 其育成率為 89.6 鬼
, 餌料係數

4.7 。第 4 階搜 :10 月 20 日放聲平均體重 11.2 公克幼蛙 , 其育成率為 94 %' 餌料係數 3.59

。第 5 階按 : 10 月租放養平均體重 16.8 公克幼娃 , 其生存率為搗鬼 , 餌料係數為 3.52 。由

此可見 , 幼蛙養殖生存率最低之階歧是在體重 5 公克以干之第 2 階跤
, 體重超過 5 公克以上時 ,

則互相吞噬率降低
, 其成長亦佳。

目各種不同環揖與田蛙越多之蝶討 :12 月 1 日開始按照各試驗組之不同設備環境 , 放入試驗用田蛙
至 3 月 30 日正共計 120 天。此闊氣、水溫變化情形如表 4

, 越多情形如表 5" 。其數果依序為 : 第

1 養殖溝不加任何防寒設備組 : 生成率 94 %' 平均個體重 34 公克。第 2 藹地邊部份陸地加蓋塑

膠布組 : 生存率 95 � 話 , 平均個體重 31.5 公克。第 3 為陸地放置鐵盒加蓋塑膠布組 : 生存率雖為

最高 97 � 區 , 但平均個體重最小僅有 19.24 公克。第 4 為加蓋溫室組 ! 生存率 54 %' 平均個體重

25.4 % 。第 5 漓地中央堆土加蓋塑膠布組 : 生存率 45.6 � 忌 , 平均個體重 24.3 公克。由此可見田

蛙越多環揖以聲殖溝中放置水字外
, 未加任何防事設備 , 但每日必讀.使地于永不斷注排, 使水溫

保持在 23
� C 以上 , 不但可提高生存率且在越多期間亦能促使田蛙索餌。

(四)不同環揖因素對田蛙產卵之探討 : 5 月 6 日選擇較成熟之種蛙 , 分別按不同處理方法賞施至 6 月

3 日結束 , 其結果如表 6 。每天不斷注排水組 : 在處理期間
, 未發現有排卵現象。每 7 天注排水

一次組 : 在第 2 次注排水之盈晨發現 8 隻種蛙產卵 , 但第 3 、 4 次注排水時 , 則未再發現有產卵
現象。每天不斷注排水且每隔24 小時住射宿爾蒙 1 針次組 : 注射第 1 針時殆無反應

, 注射第 2 針

發現 3 隻雌蛙產卵 , 在第 3 至 4 針次時有 5 隻雌蛙困肚脹而死
, 第 6 針次時雌蛙全部因肚脹而死

。由此可見田蛙之最適產卵環境應以外界環境因素刺溜較注射椅爾蒙催生有利。

前 翰

-田蛙幼生為蝴斜此期營水中生活以總呼吸 , 雖攝食水中動植物屍韓、碎屑、有攝質等成長 , 倘若水
質不佳或水溫突變時易發生疾病而死。所以在蚓斟飼養期間 , 必鑽在水中放水生植物 "( 水字 ) , 不

但能跟 J& 水中過量肥分穩定水質外 , 所產生之陰影有助於防止水溫突簣 , 更可供變態後之稚蛙華附
在水生植物之莖葉休息。另蝴斟期如飼料充足放養密度適當 , 通常均未分聲任其自然成長 , 因蝴斟
嘴小無法吞噓弱小蝴斟

, 但對於故養密度高者 , 制影響頗大 , 如表 1 所示 , 1 平方公尺放聲 700 尾

者 , 其生存率僅有 67.8 % , 變態率亦只有 74 鬼
, 其原因為攝食量多 , 排泄物亦多 y 造成水質不良

又受車輪蟲感染 2 導致蝴斟干頸、腹部發生淤血 , 水腫終於肚脹而死。其屁體如未能及時撈餘 ,
則

其他蝴斟會附著其上吸食加速感染 , 對罹患車輪蟲輯症者 , 體表稍受損且有粘液外洩時 , 亦會引誘
其他蝴斟民食體表皮膜 , 導致肉裂骨露而頁。因此輯斜期之故養密度不可太高 , 以每平方公尺放養

3∞至 600 尾為宜。另餌料方面如能以天然餌料生物〈水蠱、絲蚯蚓、輸蟲 ) 為主 , 人工飼料 ( 鰻

魚用粉狀飼料、、魚漿) 為輔 , 不但有助於促進成長和讀顱 , 且可降低罹病率。叉蝴斟飼養池如為新
池 , 將可避免傳染病之感染 , 酋感染疾病之蝴斟、幼蛙池 , 雖經曝晒且以孔僅線、硫酸鋪等實施消
毒後

, 如再放養依然會感染疾病。
有剛聽態之稚蛙喜棲息於有隱蔽物之環攝 , 由本試驗究明在養殖溝及陸地未放置任何隱蔽物者 ? 其育

成率僅 24.6% ' 養殖期間雖未發現病死者
, 但其聽食率很高 , 況且稚蛙在無可躲藏下易互相殘食 ,

又會造成不安定極易受驚嘆章
, 自天索餌不正常 , 稍為下雨就攀附盟膠網逃逸 , 故其育成率偏低。另

養殖溝中放置水字時 , 稚蛙可在水中之水芋間休息、躲藏 , 不易受外界干擾 , 自天把飼料拉在投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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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表 6 不同環璋對種蛙產卵情形

The si tuation on the difference environment to spawning in the adul t

Rana tigrima.

Group
A B C Note

Item

No. of
spaWnIng

o 8 3 C.

The everyday to 開ur and
drainage on the drain of

α11 ture.
Per 7 day are once to pour
and drainage but othe,r time
kept dry up on the drain of
cuI tore.

The everyday to pour and
drainage, but per 24 hours
inject artificial hormone,

of the fern Ie Rana tigri ma.

Init i al of
number

50 50 50
A.

戶
LV

AU

汁
仙

甜
nef--t

nu

mkeeFm
站 :25 25:25 25:25

B.

Spawning rate
(%)

o 扭 12

根上時 , 稚蛙迅即群集索食。但在爭食中如大小未分養時 , 則大型蛙有捕食小型蛙之現象 , 尤其在

馴餌時最為嚴重 , 故投餌故應探取最狹型并放在水芋中間 , 如稚蛙攀附爭食萬一極其他稚蛙咬住後

腿時 , 當能急速掉落水中游泳掙脫避免被殘食 , 不然在大型投餌板上被咬住後腿時難於逃生 , 輕易

地破吞食
, 其吞噬率很高 , 約在 60 - 80 % 左右。另眉 II 餌用之魚眾如係使用于什魚或中什魚時讀混

加姐 , 才能縮鐘馴餌時間 , 然姐之繁殖係以干什魚、諸肺或其他廢棄物任其腐敗讓蒼蠅產卵孵育之

幼生 , 倘若姐未經洗樵乾掙就控飼 , 則易使附若在姐體表及體內之屍毒直接毒害稚蛙 , 造成大量死

亡。故本試驗改用活的吳郭魚紋碎成魚蝶投予
, 不但不讀混加姐 , 且以吳郭魚之魚體味可引誘稚蛙

索餌達到層II 餌之目的。養殖溝中放水芋 , 陸地放黑色鐵盒者 , 稚蛙躲藏在鐵盒于自天不外出索食 ,

夜間才群集外出索食
, 在鐘時間競食情況下 , 極易造成體型大小差異之現象 , 叉擠在鐵盒內因面積

技小殘食率高
, 且; 底質較易受糞尿所污染 , 故讀經常更換鐵盒放置地點 , 因此稚蛙養殖環境最好在

養殖溝水中放水芋較為理想。另稚蛙殘食率最高體型在 1.43 公克至 5.14 公克之間 , 在養殖10 天內

其聽食率高達 605 屆左右
, 此期可能正值馴餌期間 , 稚蛙看到會動的東西即閱口咬食 , 況且被咬住之

稚蛙體力俏弱
, 無法自被咬口中抽出後腿所致 , 體型在 5.14 公克以上時

, 稚蛙之反應及體力均佳 ,

其攻擊力雖強 , 但不易咬住對芳 , 一旦被咬住倘有能力抽出後腿逃逸 -' 所以在養殖初期
, 體重在 5

公克以下時必頸勤於分聲 , 最好能在 3 至 4 日說分養一次
, 儘量縮少體型之大小差異 , 體重超過 5

公克以上時 , 其分養間隔則可隨體型增大而延長。
三三田蛙屬於冷血動物體溫隨著氣、水溫變化, 所以冬季低溫期停止活動潛伏在土穴中或覆蓋物 ( 石頭

或什草 ) 干不索餌作冬眠 , 在多版期間土壤應保持潮濕不能任其乾桔 , 如土壤過於乾燥則易引起皮

膚脫水而死。 ( 1981 丁、朱 ) 。為探討回蛙最適越多頭撞 , 本試驗特以 5 種不同設備分別實施結

果 , 以養殖溝中放水字其餘未加任何防寒設備組最為理想 , 惟在寒流來事暑期間養殖溝之水溫必2頁利

用地下水保持在 23
� C 以上 , 雖然氣溫降到 11

� C, 回蛙因養殖溝中之水溫保暖而能安然無慧 , 況
且還有水芋聞之空隙供田蛙呼故而不致受凍傷。氣溫在 13

� C 以下時田蛙無索餌現象 , 但氣溫在15'C
!

以上時 , 田蛙之索餌率可達 40� 話 , 氣溫在 25
�C 以上時 , 則索餌正常 , 然氣溫上升至 30

� C 以上時
, 其索餌有滅種之趨勢 , 當氣溫突變時大部由蛙有停餌現象 , 如遇天氣悶熱 , 田蛙易因不安會碰撞
塑鷗網而使屠部受偈感染疾病而死。養殖溝中央陸地之土堆上直接覆蓋塑膠布在, 其生存率不高僅



116

45.6� 話 , 在寒流來費時雖未發現不良現象 ,
但每當寒流過揖天氣轉晴溫度升高時 , 回蛙會在晚上跳

出并舉附塑單調上逃逸 , 部甜會死在養殖溝中 ,
經聽討其原因可能係塑膠布傳熱通風不良使土堆內

空氣悶熱所致 ,
況且斃死之田蛙以大型者所佔比率較高。另在養撞地四周以塑膠布搭架做成溫室者

: 土堆內通風良好田蛙雖不直接受熟 , 缸自天室溫較室外溫度高出 5 -- 6
�C 左右 , 且回蛙很少躲融

在土堆內并星不安定之現象 ,
時常發現田蛙嘴屠受值而死 , 其生存率只有54� 屆而己 , 由此可見以塑

膠布覆蓋及搭架做成溫室者均不適合自蛙之越多。養殖溝邊之陸地上放置鐵盒者 : 生存率雖高達97� 忌
, 但田蛙幢型較小 , 尤其寒流流來頭時未曾發現有索餌現象 , 叉﹒在越多中 , 末期索餌率很低 , 僅於
越多初期有索餌現象。致於越多期間生存率高之原因 ,

可能鐵盒之放置地點適宜 , 因鐵盒 3 分之 2

放在陸地上 , 3 分之 l 跨在水溝面上 , 水溝注 7.K 時水溫均保持在 23
� C 以上 , 如天氣寒冷或悶熱時

, 個蛙因 7.K 構中水份調節鐵盒內之溫度及濕度 , 使田蛙安定 ,
但此種環揖容易促進回蛙多眠 , 導致

成長艦慢為其缺點。總之回蛙之越多環境 , 以養殖講故水芋不卸任何防握設備較為理想 , 不但成長
佳 , 且生存率亦高。

用田蛙自蝴斟變態後養殖一年雖可做種蛙 , 但年齡愈長體型愈大者其產卵量愈多孵化率亦高。目前所
養殖之蚓斟大部a 係藉λ工培育者 , 自於種蛙必讀在傾盆大雨後雄蛙鳴聲大起時產卵 ,

因此部份業

者曾使用人造雨及錄放雄蛙鳴聲來刺轍雄蛙以期駛到排卵故果 , 但未能如顧 , 因雌蛙卵巢成熟卵粒
進入輸卵管內包裹膠質後才排出 ,

故對於卵粒何時進入輸卵管的何時可排出 r 在雌蛙外表很難判定

? 倘若雄蛙抱住雌蛙不放時
,
則表示已達產卵之時臨。為究明如何始能促使雌性種蛙在一定時間內

產卵。本試驗特以 3 種不同產卵最揖加以擺討結果 , 如表 6 每天注排水組所示 , 卵巢成熟且卵粒已
進入輪卵管者 , 如無外界最揖因素刺激而僅有雄蛙鳴聲 , 亦無法達到產卵目的。倘若平時保持乾燥

,
每隔 7 日實施注、排水者 , 可達到 32� 屆產卵率 , 然僅在第 2 次注排水時發葫蘆卵 , 其餘在注排水

時則無此現象 , 究其原因可能係使用當年生種蛙 , 年齡較輕 , 體型不大且成熟者較少所致。另以每
天注排水而每隔 24 小時注射 1 針次有爾蒙組 , 其產卵率僅有 12 鬼 , 在注射第 3 針次後發生死亡現

象 , 解剖蛙體發現 ,腹內之卵巢已成熟且部甜卵粒已進入輪卵管 , 然因過度放 7.K 膨脹及無外界因素刺

擻 , 導致卵粒未行排出種蛙就死亡。由此可見促進種蛙之排卵 , 必三真使氣、 7.K 溫降低及提高濕度較

為有款。倘苦能以人工有爾蒙催注 2 針次後 , 再實施人造雨及錄放雄蛙鳴聲 , 將有助於提高產卵率
, 惟雄蛙如未擁抱雌蛙時 , 對雄蛙亦 2頁注射人工宿繭竄 , 始能達到預期之故果。

摘 要

-τ田蛙最適養殖及越多環境以養殖構中放水芋 , 陸地不放任何隱蔽物 , 且每日不斷住排水者最為理想
。

、三主體重在 1.43 公克至 5 公克左右 , 吞噬率高達的 %以上 , 故此期每 3 至 4 日應分蓋一次。

兵種蛙之產卵環境以乾燥一股時間後 , 再行注排水 , 使氣、水溫降低及濕度增高對刺激排卵故果最為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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