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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捕魚消費量隨著生產暈之增加有供不應求之概 , 美日之間有關捕魚會議自 1959 年以來不斷召

間 , 亦可知備資聽之重要為目前世界各國開發融業資源之重要目標 , 然而多年來的研究調直對於 1措資源之

分布 , 祖游路線等到目前為正尚無法斷定 , 加之在研究調查的過程中有許多困難 , 如備魚之抽按缺乏代表
性 , 欲得完整之標本十分困難及標本費用十分鉅大等等 , 各國許多海洋生物學者 , 希冀能由如類魚卵及推
魚來判斷它們的產卵場地 , 進一步來推翻其祖游路糗及分佈 o

我國到目前為正雖然有關少數飾魚資源之研究如畫大楊博士等 , 但與其他水產先進國家比較起來 ,
尚

在起步階段 , 而有關稚魚方面更是無任何報告論
及 , 本朋歷年來從事於浮游生物之揉集 , 將所採
得之稚魚歸類 , 依工作之程序及方便加以蝙號因
通常一股所稱之船類包括船魚與鯉魚 , 尤其是它
們的稚魚在外觀上極為相依很難辯別 , 故在工作
中統劃一起 , 其編號TFM 130500x 。

雖經數年之採集 , 但既得之標本不多 ,
僅以

此所得的資料公諸於研究者以為參考 , 文中敘明
所得標本之種類 , 描述其形態及其採集之位置以
供各界之參考 , 本報告之完成得本朋鄧所長之鼓
勵 , 本系張誠版小組及生物系同仁之協助 , 僅此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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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本報告標本之揉集是歷年來本既海慶兢、海

憲號試驗船在本省附近海域及陽明艦 C.S.K 航

次利用浮游生物網或推魚網昕採集得之標本 , 共
計42 隻 o 採集得之,位置如圖一。

以推魚網或浮游生物網既採得的推魚大部分

在 5-10mm 間。接 Shoji Veyauagi 在鱗魚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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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剛踩集到之際 ,
體側下頓邊等處有紅色之色素分布 ,

其大小 0.01 一 0.04mm , 但由於這些標本並未能立
即撤觀 ,

而以福馬林浸泡之 ,
因此紅色色素泡消失 , 而僅餘黑色色素泡存在 ,

本篇主要以黑色色素泡出現
分布的位置為主、及其外部形態為鑑定方法。 ( 圖二〉

前腦

鼻子L

尾如

中腦 尾柄部

上頡

下頓 胸艙

al

輸類仔魚的查定起準 ( 採自南海區水產研究所〉
前腦部黑色素泡出現

Ca

b1 尾柄部 1 個顯朗的黑色素袍 ,
峽部及肛門後無色素泡出現

ba 身體後部腹緣黑色素也星點列妝。峽部、肛門前色素泡出現

前腦無黑色色素泡

體側有黑色素泡出現

d1 峽部和肛門前色素胞出現
( 尾部的背、倒、腹部中央黑色素泡點列出現通常 3 層〉

峽部肛門前無色素泡出現

一個或數個黑色素泡在背倒及腹側邊出現
gl 背側色素袍的最前部在第E 背艙起點後方
ga 背側色素泡的最前部在第 E 背蜻起點前方

fa 一個或數個黑色素泡在腹側邊緣出現

體側無黑色素泡出現

趴下頡先端黑色素抱出現

頭部剖面眼的中心明顯高於助端﹒..
ha 下領先端無色素挖出現 ,

眼中心與昀端高度相等

正腔

巴鯉
a2

Cl

da

f1

Auxis

黑船

長腰齡

大自備

I賈蜻船

長備結

Auxis thazard

標本編號 : TFM 13050oi

計揉集 11 尾。

外形述描 : ( 如圖三 ) 體長 lIrrirri , 頭長3.5mm, 眼徑 I.Imm, 口裂長 2.3mm , 筋肉節數39, 體
高約小於體長去 ,

背側腹側向兵有薄膜 , 第一背抽出現 7 蜻睬 ,
第二背蜻及臀輯部位已產生極大的變異 ,

總蓋大棘 7 斐 , 色素泡出現於下頭朱端峽部前端 ,
中腦及中腦 ,

胸帶接合處等處 ,
身軀後半部有色素泡三

列沿若背側 , 腹側及身體之中央排列 , 量多或少 , 一般至背腹措插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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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m.一
聞主 Auxis thazard

巴鯉 Euthynnus yaito

標本編號 : TFM 1305002

計揉集 3 尾

形態 : ( 圖四〉體長10mm, 頭長 3.5mm , 眼徑 1.0mm , 口裂長 2.2 mm , 筋肉節數 41 , 體高大
於體長之士 , 鼻孔左上芳頭部明顯凹入 , 第一背館長可見蜻條 8 隻 , 聽蓋棘發達 , 7 杖

, 第二背輯、臀蜻
顯著開始變化 , 色素泡出現於上干頡尖端 , 前腦 , 中腦 , 臨帶接合處 , 峽部前端干警頁側面點列狀色素抱出
現 , 第一背餾色素泡十分發達 , 身體後部腹側一列色素泡排列 , 量或多接鞍少不定。

。 J "',III.

圓圓 Euthynnus yaito

正經 (Katsau'A'onus pelamis)

標本緝號 : TFM 1305003

計採集 2 尾

形態 : ( 圈五〉體長 8.5mm' 頭長 2.9mm ' 眼徑。 .8mm' 口裂長 2.0m 血 , 筋肉節數3 夕 , 體高
略大於體長去 , 上頭長於下頓 , 總蓋棘較小 6 杖

, 在眼部以下 , 第一背錯可見 8 錯 , 第二背館及腹館略現
痕紋 ,

色素泡出現於上下讀尖端 , 中腦 , 前腦 , 胸帶接合處 , 及眼後頭部 , 身軀僅在臀蜻後端有一明顯的
黑色色素泡呈現。

一潛D

o I m.m.

圖五 Katsuwonus pela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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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

標本 : TFM 1305004 (Slide)

計拉第 3 尾

形態描素 : ( 如圍六〉全身 8.2rnrn , 頭長 2.6rnrn, 口裂長 1.9rnrn , 筋肉節數39, 閥、蓋棘 5 枚 ,
第一背可見 8 描條 , 背側腹側具薄漠 , 體高約為體長主強 , 色素泡出現於上下盼尖端及下頓 , 中腦有重點
黑色色素泡 3 胸帶按合處色素泡多。

)j商部及胸帶接合處間有少量躍點 , 第一背賭色素泡發達 , 身軀背側無色素泡 , 但在腹側出現於腹蜻之
後一點或數點 , 尾踏上 nr- 有一點黑色素泡出現。

Parat 年 U."lS sibi (?)

圖六 、

,J
句:0,fk�.�.�¹

'
。�.�.�¹edsun命

tvulneswarap

1 冊間,

黑蜻 (T/1Uimus thunl1us)

標本 : TFM 1305005 (Slide)

採獲標本計 1 尾

外形述描 : ( 如圖七〉全長 7.5rnrn , 頭長 2.5rnrn ' 眼徑長 0.8mrn , 口裂長 1.3rnm, 筋肉節數
39, 牙齒難以計算 , 第一背讀可見 5 蜻睬 , 身體背側及腹側尚為薄 3名所包 ,

僅在第二背措及臀臆處有明顯
之痕跡 , 體高僅為體長之告 ,

鼻孔位眼睛正前方星蠶豆型 , 閥、蓋具棘 ' 腦部至助聞自各皇起伏狀。昀部上下
尖端色素泡出現中腦 ,

胸措接合處 , 及其中間之頭部皆有黑色色素泡出現 , 第一背備上具黑色色素泡 , 1

個或幾個色素泡出現於 ','i1 緣及腹緣 ,
通常為二下各二點且都在第二背緒至尾部間。

0
..

自 m.m.

圖七 T"unnus t'lul,US

黃錯備

標本蝙號 : TFM 1305060 (Slide)

計揉集得標本 3 尾

7位態 : ( 如圖八〉體長 8.9rnm, 頭長 2.8rnm, 限徑。 .8mrn , 日裂長 1.6rnm , 筋肉節數 41, 由
外荒草觀之 , 頭部在比例 j三較其他各種為小 , 頭部腦部至昀閻明頓的凸凹狀 , 總蓋棘 6 枚較小 , 體高小於體

A 月wthu',znus macYopte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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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去 , .第一背蜻可見 7 艙 , 第二背蜻及臀 j餾見痕紋 ,
色素泡出現於上頓昀部尖端中腦 ,

胸帶按合處 , 第
一背錯色素泡發達 , 身體無色素泡出現。

o Im.m.

國入 Neothunnus macroPlerus

長輯結

代表標本 : TFM 1305£07 (Slide)

捕獲標本計 4 尾

形態 : ( 如闡丸〉標本體長 8.5 mm , 頭長 3 .1mm , 眼徑 1.0mm , 口裂長 2.0mm , 筋肉都數 38
9 上頭牙齒17, 下頭牙爾不明 , 鯨蓋棘六枚 , 體高約為體長告 , 第一背錯可見錯 7 條 , 腹館明顯伸出 , 第
二背錯蜻臀艙 , 尾館已開始發生變化 , 色素泡出現於助部上下頭皆前腦 , 中腦為環狀中有小點的黑色色素
泊分布 , 胸帶接合處色素泡密布 , 並在其與腦部中間有少量之黑施 , 身軀上無色素袍 , 但第一背餾黑色色

Germo aZaZunga

黨泡發達。

。 I m.m.

圖丸 Germo aZaZunga

Auxis sp 2

標本編號 : TFM 1305008

計探得標本 6 尾

形頭 : ( 如圖十〉體長 6.0mm' 頭長 2.0mm' 眼徑 O.7mm , 筋肉節數 41 , 體高小於體長之士 ,

總蓋骨有發達的棘 6 杖 , 上下額齒細小不齊 , 軀背腹側具薄膜 , 第一背館僅見痕跡尚未成形 , 尾錯僅見雛
形 P 鼻孔夫 , 色素泡出現於下頓尖端 , 峽部 , 胸帶接合處。中腦有星環形中有黑點之色素袍 , 在身體後部
腹側有一列色素抱至尾柄。

Au 、 is sp 2

標本緝號 : TFM 1305009

計探獲 6 尾

形態標本 : ( 如圖十一 ) , 全長 9.2mm, 頭長 3 .1mm , 眼徑。 .9mm , 口裂長 15mm' 筋肉節
敷衍 , 總葦棘六隻長犬 , 體高為體長士 , 胸賭覆為胸帶接合處 , 第一背踏可見館接 6 個 , 背蜻膜由第一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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餾延背向後迫至第二背艙 ,
臀腦、第二背睛、尾描等已開始發生變化。上下頭駒尖端、中腦、前腦、峽部

、胸帶接合處 , 有白色色素泡分布 , 體軀第二背摘及腹膳底處各有色素泡一列 , 此色素泡之分布 , 左右並
不對禱 , 腹側色素泡分布較多且廣背倒有一點 , 二點 , 或多點 , 但較腹側為少。

0 I m.m.一一『
圖十 Auxis sp 1

。 I m.m.

圖十一 Auais sp 2

採集之標本共計40 誰尾 , 計有 9 種 , 由於探集標本不足無法做其一系列的生長變化 , 於鑑定的過程中
主要以色素泡之分佈位置為主 ,

然而許多稚魚在體長變化中色素泡之情況亦不同或消失或生出如 Auxis 在
8mm 前腦色素泡生出 ,

及正腥 , 巴捏在 4mm 以下前腦無色素油等等 , 因標本之不足無法問紋 , 僅能以
既有的標本選出代表性 , 為標準按述其形態 ,

及色素泡之分布情形。一般捕類稚魚體形上 , 各部位比例上
很難分辯出其種類僅能以色素泡情形 , 配合頭部外觀才能辨別。

Auxis 攘Matsumoto 將Auxis 其稚魚分為 2 種型態 ( 工〉有身軀後部有 3 列色素描及 ,.., en)
身軀後部有 2 列色素泡 .等 , 並謂第二種型態在體長 8.0mm 以上並無發現 , 但與本所研採集之標本長

9.2 mm , 依然為第二種形態的情形相遠 , 本篇將Auxis. SP. 分為三類 , 除以上二種以外另為腹側一列黑
色素泡排列而由其腦部、昀部 , 下頭 , I快部等處的色素泡出現與其他種類不同故暫列為本種Auxis SP.

所有標本探集時間位置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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