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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孔附苗期施肥試驗

林天生

Exper iment 。n the ut i I S zat ion of fer t i l i zer in adhe-ive

-tage Iarvae ofsablone

Tain-Sherlg Lin

Ablone-larvae adhere on plasti c wavy sheet were cul tured w i th aa open fIow

system.A cont inuous fl ow can grow adhesive aIgae as a food for the larvae and

maintain a steady water tempera ture in winter ,but i f the larvae adhere on the

plast i c wavy sheet and too dense .The food wi llnot be enough a-f ter2.3w eeks

md the larvae wiIll 聞ve the plast i c wavy sheet because of hungry.The experi ﹒

to grow the algae by use of fez-t i l izer to ge t a higher surviva l andmeat is hope

grow th rate.

Some restil ts are li sted as fol Iows:

1.Tere i s no signi f 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urvival ra te

cui tured on plates hanged in di fferent distances-e

2.Three days af ter fert ili zation wi th standing water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larvae on plate willbe the cause of lower survi valrate .
3.Individuals more thms5O on each plate ζ 37.5 � 6OCEEEOwill 也cr 個s its survival

of larvae wh i ch ar e

rate .
4.Fez-ti l i zat ion has tbe ef fect of iacreas ing stocking densi ty to2.86times .

育會 宮

九孔孵化後第 2 天 , 禪潛幼盤即可開始階著在塑膠附苗叡上 , 約第 4 天後健康的故面子可全部附
著於坡上 , 普魯自衛生活。此時可使用流水式飼膏 , 每天 24 小時不斷保持流水 , 』」方面可以確保冬天期
間抽水溫度之值定 ,

同時可培育放上附著陸智麗類供九孔幼苗攝食 ? 惟每張坡上附薯的九孔數過多時
,

於 2~3 星期後 , 都會因讀顛急速的聲消耗 , 面發生餌料不足之現象 , 嚴重時九孔幼苗會餓死脫落。
本項試驗保使用施肥的方式 , 加速器j 頓生長 , 提供充足的餌料 , 期增進附苗拉上九孔活存的密度及成
長的速度 ,Z 定磁目前單位面積產量的嵐顫。

材料與方法
-τ試驗材科 :

H 丸子L種貝、自色透明盟EE 混棍 , 每張畏的mm 、寬 37.5cm 。

叫矽舊貨培養劑 , 每輛 ZK 施硝酸鐸 36g 、磷酸氫二銷 3.6g 、矽酸錯。 -36g 、氫化鐵 1.8go

伺驗報培養劑 , 每噸 zk 施尿素 sg 、硝酸按 100g 、磷酸鈣 15g 。

個 FRP 水檔 (12O cm x60 cm � 6Ocm 〉。

田水泥池 cs m x2m � 1m 〉﹒



三毛試驗方法 :
(→先行使用水混池 , 吊掛盟膠附苗肢 , 進行九孔揖苗。
(斗附苗 3 星期後 , 將附苗極穆至 F R P 水槽

, 附苗棍吊掛間距分為 3cm 與 4cm 兩組方式進行試

轍。

目利用日照充足 , 氣候車當定時期暫時停止流水 ,
進行施肥

, 施肥期分為 2 天與 3 天。

(副記錄每天海水溫度 , 施肥前水槽水溫第 2 、 3 天進水前水溫。

(五}三個月後翻定每張附苗扳上九孔幼苗之活存率、殼長、體重比較施肥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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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弋活存率 :
附苗拒之吊掛間距 3cm 、 4 仰及肥料之不間 , 對九孔幼苗活存率無顧著差異。施肥期、附

苗數之多寡則有顯著影響
, 施肥期 2 天比 3 天者活存率高

, 附苗數增加時 , 活存率相對的降低。
僥用矽藻培養劑、施肥期 2 天、間距 4cm 之活存率 ,150 粒達 9196 、 250 粒者的 % 、 350

粒者的 .496 、 450 拉者降到 64.6%, 到 900 粒者只有 47.8% 。施肥期 3 天、問距 4cm ,150

粒者 74.5% 、 250 粒看 72.6% 、 350 粒者 69.1% 、 450 粒者 61.59 后 , 到 9 ω位者 46.296 。 (

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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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幼苗數典活存率之關係 ( 矽藻培養劑〉

Relat irnship between number of larvae and

percentage of survival .〈D iatom 〉

Fig.1

使用綠藻培養劑
, 施肥期 2 天、間距 4cm 之活存率 ,150 粒達 90.4% 、 250 粒者 87.2% 、

350 粒者 79.2% 、 450 粒省降到 59.49 盾 , 到 900 粒者只有 45.7% 。施肥期 3 天、間距 4cm 、

150 粒者 72% 、 250 粒者 69.3% 、站 0 粒者 65.336 、 450 粒者 56.2 錯 , 到 900 拉者 41.696 。

( 圖 2 〉

不施肥時附苗數 100 粒以下者
, 活存率 925 恆、 ISO 粒者 81% 、 200 粒者 66.396 、 350 粒者

只有 30.29 話。 t 圖 3)

主主矽藻、綠草藥培養劑之敷果比較 :
使用矽藻培養劑 , 施肥後附苗皈上之藻攝 2 騏出較法是密的顏色 , 相對的九孔幼苗成長亦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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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2 幼苗數典活存率之闢係〈緣藻培養劑〉

Relationship bet ween number of larvae and

percentage of survival .〈ChiOrella 〉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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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幼苗數與活存率的關係仁不施肥 3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 of larvae

md percentage of survival .

〈圖 4 〉惟從觀察中
, 可發現敢上長有多細胞石尊時 , 因石尊成長相當快 , 餌料較充足 , 且九孔有

聚集於此的現象 , 在這種情形下施用矽藻或綠謀培養劑則無顯著差異。
三美活存附苗數與殼長分佈之闢係:

施肥組附苗數 900 粒時 , 活存率高至 430 誼 , 嚴長分佈主要在 0.4cm 至 0.7cm 之間 , 估有

80. 惰 , 隨數量的減少 ,230~180 位殼長分佈主要在 M cm至 Mcm 。已表 1? 不施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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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九孔幼苗不同的活存數之殼長頻率分佈〈施BE 〉

The di fferent number of survival and frequency distriMtim

of shillmgUEof abaIOm IMme-(under fert i l imuon con-

表 l

Table l

>
0.40.50.6o .7o .8o .91.01.11.21.31.41.5

czn

dit ion 〉

1.71.51.40.9

2.0 1.71.61.6l-O

1.914.Ol1.85.84.51.9

17.416.45.74.62.1

15.014.68.78.24.5

33.62.0430

22.72.2380

3.93.63.22.12310.62.3330

2.81.81.71.54.8283U.97.93.22.88.8249280

3.02.72.42.34.72.417532.56.48.94.73.4230

活存數最高 135 粒 , 最低為 92 糙 , 殼長分佈然顯著差異。〈衰 2 〉

同殼長與體重之關係 :
自殼長與過量的捌定結果 , 鼓長相同之九孔幼苗 , 體重差異很大 , 蠶長愈大其差距愈大。〈圖

5 〉

0.25234.619.39.46.24.83.53.23.13.07.5180

論對

從資料闢示施肥期對九孔幼苗括存率有很大影響 , 此因附苗期正值寒冬 , 水溫升降很快。施肥後
,
過寒流來臨時第 2 天水溫可從 22.5 ℃降到 18.8 ℃ , 為 3 天達 17.3.c 。施肥藻類成長敷益 3 天比

2 天者好 , 但因溫差變化較大 , 造成死率較禹。施他最好在 2 天以內 , 同時脫天氣控化隨時入水 ,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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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九孔幼苗不同的活存數之殼長頻率分佈 ( 不施肥〉

Table 2The.di fferent number of survival and frequency distriMt i 個

(wi thout ferti l izat 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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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聲長與體重之關係

Relationshi p between shel l length andUMdy weight .

持水溫種定。觀寮中發現 , 附苗按上藻額被攝食殆盡時 , 藻種很少 , 其施肥教鑫很低 , 因此隨時必讀
注意施肥適當時間。

附苗拒之吊皇島距離分為3cm 典 4cm 兩種
, 本試毆對照比較 , 其活存率、成長差異極小。在長

5m 寬 2m 之附苗池 , 距離 3cm 者可吊掛 420 張、 4cm 者 315 張附苗肢 , 若揉用鐘距離 3cm 可

增加約 30% 的附苗數。

矽藻、綠藻培養劑 j之教益 , 以矽藻較好 , 還與九孔之嗜食住相俯〈前迫信ZEI984 〉。但海水帶

入石尊袍子 , 附苗缸有生長多細胞的石尊時 , 餌料較完定 , 還情形對於施用矽藻草綠藻培養劑則無顯
著差異。

使用施肥的方法 , 減少庸大電費的消耗 , 能將原蛤流水式的培育法 , 每張附苗極從 150 粒提高到

430 艘 , 約為 2.86 倍
, 權體型較小 , 草書殖後改幢幢鑽菜 , 在成貝的養殖過程中生長是否會受到影響

, 則尚待飼育後甜定作比較。
由於冬天日照較弱

, 比較無法充分利用施肥培養更今的附著性藻頓 , 因此從活存率比較 ,
過多的

附苗數 , 易使餌料不足 ,
活存率低造成種民之浪費 , 數量勿超過每張 550 誼。

相同聲景之九孔劫苗
,
體重差異很大 , 附苗數較少的 , 體重並未畢規則性的唷冊 , 這可能圓九孔

穆動範圓甚小 , 攝食不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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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弋九孔幼苗在附苗拒之活存率
, 受每張之吊掛距離 3cm 、 4cm 影響甚小。

共施肥期 3 天及附苗數增加
, 活存率皆相對降低。

三三九孔附苗拒之揖苗數勿超過550 粒以上
, 否則活存率低 , 將造成種具之浪費。

同施肥培育可使單位面積之附苗敏提高為流水式的 2.8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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