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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魚苗增產技術改進試驗

余廷基﹒賴仲義

The experiment of improving the technice of producing Tilapia

Ting-Chi Yu and Jong-Yih Lay

The early maturity, the high rate of reProduction and the seasonal spawning

limit (caused by the winter) are the drawbacks of Tilapia culture in Taiwan.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has been conducted in a hope that these problems may be solved.

The results areas follow:
(1) When controlled the water temperature at 鉤。 C, and an additional illumination of

40 watts. fluorescent light for 13 hours per day, T. nilotica increased the spawning

rate at 21.8%, whereas T. aUrea increased 20%.
(2) When orally administrate 0.12 per milli feed of 17a-ET 07 α-Ethynyltestosterone) to

the 0.8 cm body length T. nilotica frys, 100% males were obtained 'after twenty-

one. days of the treatment.
(詩 When orally administrate 0.12 per milli feed of ETdiol 07a-Ethynylestradiol 0,0 的。

+ fJ Estradiol O. 胎兒。 to the 0.8cm body length T. nilotica frys, 100% females were

obtained after twenty-one days of the treatment.

(4) By means of external genital papillae different sex ratio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group treated with different hormons. Those 17 α -ETdiol treatec group was: male

19.3% and female 80.7%. Whereas untreated was male 38.5 克 and female 61.5%.-

that 17, α-ET treated group was male 88.5 克 andfemale 11.5 克
(6) Th 雙 growth rate of 17 α-ET-treated T. nilotica was 27.4% faster than the control;

while ETdiol-tr�ated was 18.4% slower than the untreated group.

前實
本省漁業在能源危機經濟海域受限制,

工業廢水污染日見嚴重等影響下 ,
使遠洋、近海、沿岸漁

業減產 ,
甚至一向看好之聲鰻業亦受到設及早現不景氣之現象。因此部份漁船航次減少 , 餵抽閒置 ,

使消費者無法很豐富的享受到便宜肉賀細嫩、味美的魚額。為挽故此一頓勢 , 目前怯了發展吳郭魚養
殖外 , 但無其他魚類可以取代 , 因吳郭魚養殖簡易﹒飼科夾源充足飼養 !期間較鈕 ,. 對環境適應能力及

說精力強 ,
且能在池中自行繁殖﹒文可實施農漁牧綜合經營及高密度學性養殖

,
不但可使閒置饅池充

份利用
, 繼續生產使價廉肉美的吳郭魚充份供應市場 , 舒麗漁業的不景氣。惟吳郭魚之早產及繁殖能

力強篤聲殖上最大的缺點〈李1979) " 尤其無法適當控制放聲量之情況下
, 極易造成商品價值低之小

型魚多於大型魚﹒影響池魚成長浪費飼料﹒徒增養殖成本減少肢盎﹒ ( 余、頓 198 的。為克服上述問

題 , 本計畫除以雄性荷爾蒙經口投于吳郭魚仔魚 ,
使其達到變性之目的外 , 並操討吳郭魚類產卵環境

、產卵問隔﹒進而突敬產卵季節限制﹒而連終年產卵供應完全單 ( 綾〉性吳郭魚給養殖業者﹒以供應
價廉物棄之動物蛋白源﹒

材料與方法
一、產卵環揖因黨的設計及實施方法:

(1) 以雌雄比率 2 : 1 之成熟種魚 (T.aurea, T.nilotica) 各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 :
貨車食組 : 以加熱器將水溫全年控制j 在26"C ﹒同時每日以 40 燭光目光燈照明 13 小時〈早上六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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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點 ) 。

對照組 : 未增加光照及加溫。
(2) 選別肥滿度高及生殖突起紅腫之雄性成熟種魚 (, T . nllotica, T. aurea ) 及輕壓腹都有自色

精液流出之雄性種魚 ( T. nilotica, T. aurea ) 把上頭骨誠除雌雄比例 : 按 2 : 1 ' 分別按

組放聲於 1 噸水量之塑膠桶內
, 每日抽臉污物及適量注入新鮮淡水與充分打氣 , 且按時投飼 ,

每 10 日創行緝捕種魚取卵行人工孵化
, 並記錄每組每尾產卵次數。

二、、變性試蜍設計及實施芳法:
(1) 有爾蒙配製「

凶雄性福蘭黨組 : 以雷動天秤量取叫 6g 乙基學固閉 (17«- ethy 叮 It 閥叫 erone )鞠�50ml

之 95 %酒精﹒靜置 8 小時
, 俟其完全措解後再振盪與別0 g 鰻魚用韌狀飼料﹒以果汁機克

分攪拌 , 使溫度升高至 30 DC 時始停止攪碎
, 倒入自鐵洩盤內 , 任其風乾輾碎成韌宋﹒加 40

% 求與 ': 2 cd 油質誰他命 E
, 用手攪拌均勻倒入濟粒機內擠成 0.2 CM 之粒狀

, 以日 i聾乾

泠卸後 , 用塑膠袋封儲存永箱。
(B) 雌性宿商黨組 : 以電動天秤稱 0.03 g 17 α - Ethynylestradiol 及 0 .03g ,8-Estradiol

合計 O.06'g' 製法向凶 , 曬乾泠卸儲存於永箱。
(C 關照組 : 不舔加雌、雄性荷蘭囂 , 其位狀飼料製作方法間 (A) 曬乾泠甜後存儲永箱內。

(2) 魚商投飼宿爾蒙飼料 :
自室內塑膠桶內網捕口合卵之 T.tnilotica 母魚取出口中之受精卵 ,� 於常溫 (26 'C) 水

中之孵化網內孵化 , 換擠囊消失後 , 體長約 0.8 C M 部移入 35cmX 45 cmX 15cm 之水族箱
內分成三組 , 各水族箱放聲 100 尾 , 盈日開始按組投于試驗用飼料 , 每日投飼量為魚體重 6%

�.þR -Et 分二次投飼。但觀索食情形酌于垮 ,斌 , 以充分供食為度。投飼前先抽除水族箱內之殘餌
輿排泄物 , 現抽陰量酌于舔加新鮮滾水﹒補足原有水位。

(3) 魚苗養成 :
投飼實難用飼料 21 天後 , 請點尾數計算生存卒 , 移放皇軍外水泥池 C.2MX5MXIM).

繼續養成並投于未添加荷商豪之一般市售吳郭魚粒狀飼輯
, 每日投于量強體重 3% 投子 , 但依

索食情形酌于增棋 , 並按月實施中間酒j定 ( 進機取樣〉飼養至生物最小生殖體型連生殖季節時
, 始清池解剖魚體 ? 對定其雌雄比率及生存率 p

結 : 果

H溫度、光照對吳郭魚產卵影響 :
依衰一所示 T. nilotica 控制組 2 尾雌性種魚一年產卵平均值為 7 次 , 對照組平均為 4.5,

次 ? 增加產卵率為 21.8 % ﹒ T. aurea 控制j 組 2 尾雌性種魚一年產卵平均值得 10.5 次 , 對照組
產卵平均為 7 次增加產卵率為 20 % 。

口接住宿萬黨對 'f.nilotica 仔魚變性影響 :
以 0.12 且也乙基畢聞聞 ( 17 α --E thyny ltestos.terone), 經口幫子體長 o.scm 左右之 T.

nilotrca 佇魚缸天後﹒再行移放室外 i< 泥地外養成至生物最小生殖體型起產卵期 , 予以解剖
佐廳﹒結果灑轉 1ω.% 費 ( 雖〉性魚〈如表二〉但其中有 �1.5%*, 住魚 (,ovotes 組 s')

, 卵巢,

萎縮萬里還明狀〈如相丹一 ) 倒有隨魚體之長大而逐漸萎縮之勢。繁殖時瑚最旺盛月份 ( 5 月

〉僅發現 18 尾仔魚
q 由此可見乙基累固蘭對 T. nilotica 具有變世之敷果。

(司雌雄椅商黨對 T. nilot ica 仔魚變性影響 :
以 0.12 屆 ( 叮 'a -'-

Ethynylestradiol- O.()6 %,+,8- EstradiolO. 的且也〉經口投于體

長 0.8 em. '.1:.
nilotica 仔-鼠 � 天1 萬究發放棄井水混姐 ,內義至生物最小生殖值型 , 在產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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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and Illumination to the spawing rate of

TiIapia.
Table 1

*Tredated group wa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water Temperat-

ure at 26OC and on

addi tional of

watts fluorescent

light for 13hr per

day.

spawnedTime

Control *treated *Group

40B

o

aurea

A

o

niIotica

B

。

A

G

B

。

aurea

A

1

nilotica

B

。

A

o

speCiCS

叫
“~
一

﹒
恥
"v
﹒
『-

yapam.
、-

ii

』

UVAhu

一

n
『
-t
一

,..a

』

num
~m
一

111112218

o1o121119

。。1oooo110

o。。。1ooo11

。ooo。oo112

oooo12。。1

oOoo11112

121。22113

2o

2

o121oo4

211。。115

1

7

1

7

。

4

1

5

o

10

1

11

。

6

1

8

7

40

4.5

39.1

10.5

“

7

60.9

total-time
spawned

A 、 B averaged

spawing rate
%

6

卵巢賽結并星通明狀相片一



予以解剖魚體取出性腺
, 結果獲得 100 %雌性魚〈如表二〉。其中 15.8 % 之中性魚其生殖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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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二跤 , 靠近生殖孔之前半段為精巢 ,
後半殷萎縮變成卵巢 ( 如相片二〉繁殖最旺盛月份 (

5 月〉亦發現 187 尾仔魚 , 鏡犧前半殷精巢 , 仍右 "有蟲存在
, 顯示尚有生殖能力。

'

相片二 前半設為精巢、接半鹿為卵巢

(叫經荷葡蒙處理過與未處理之 T. nilotica .成熟時其外部生殖突起與性臨之差異。

依表三所示
,
外部生殖突起以外觀觀察雌雄比例 : 對照組 : 雄 38.5 % 雌 61. 5 % 。雄性有

商蒙組 : 雄 88.5 %雄 11.5 % .雌性荷爾蒙組 : 雄 19.3 % .蟬的﹒ 7% 。

而內部性跟鏡檢結果其雌雄比倒為 : 對照組 : 雄 32.7% 雌 67.3 %. 雄性椅葡蒙組 : 雄 88.5

%雌 0%. 雌雄同體 :11. 5%' 雌性布爾黨組 : 雄 0% 雌84.2% .雖雄岡體 15.8 % 。

依上述結果 , 對定 T. nilotica} 外部生殖突起隨著投子荷蘭蒙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無論

經雄性荷蘭裝或雄住宿爾蒙處理過之仔魚
, 成熟後均有中性魚 C ovotestis) 出現

,
對照組則

無。

同經雄、雄椅爾蒙處理過之 T. p.iloti ca 成長情形之差異 :
孵化後仔魚 0.�C1f1. 經館以含雌性、雄性布爾蒙飼料 21 天後

, 經豈外飼養 274 天 , 其成長
情形如圈 -0 對照組平均每尾體重 88.69 克

, 維世宿商蒙平均每尾 113 克 , 雌性布爾蒙處理組
則為 72.4 克。顯示雄性荷葡蒙處理組較對照組成長增加 27.4% 。而雌性布爾蒙組較對照組成

長率誠少 18.4 % 。可見以雄性蒂爾票處理過之仔魚成長最佳頗值推廣。

討 1 論

H' 飼養峰件適合
( 如水溫 25 。一呵。 c .光週期每日 13 小時 , 打氣量適合〉時吳郭魚可終年產

卵 , 然而經連續產卵後 , 會有一股長時間的休止期戶 ( 蕭 1978 ) 以 40 燭光日光燈照射 13 小

時 , 水溫 26
� C 環揖下 T. nilotica 冬天亦會產卵 , 突敵季節性限甜可以終年產卵〈余 J、賴

1980 ) 本次實驗再次證明此特性。

-實驗組之T.nilotica 及 T. aurea 較其對照組之產卵率各增加 21.8 %表 20'5 伍。同時產翱

休止期也縮鐘。吳郭魚產卵期以 3 至 7 月最盛 . 7 月以後水溫高昇 C 30
�C 以上〉故魚苗繁殖

星停滯狀態 . 10 月'u 後產卵郎告停止〈余、賴 1980 ) 。﹒ ;本次實驗所用之種魚
, 全選取肥滿度

大
, 精、卵巢已成熟 , 且生殖突起己紅腫者。雖遲至 7 月中旬開始選種配對 , 因實驗室內水溫

~ 光照不受外界因素影響
, 且種魚還用前之產卵-� 數不詳 , 在 8-10 月間尚有產卵現象 , 但 10 月

以後對照組則未發現有產卵跡象 , 一直到 3 月份才發現對照組產卵。 3 月後產卵次數隨月俱增

船票 , 但至 6 月時 , 其產卵次數叉右傾芝趨勢 L 其休止期長達卜 6 月之久
, 實際產卵期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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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 -10 月。

實驗組以人為因素控制產卵環境 , 促使吳郭魚產卵。雖可突破產卵季節限制 ( 冬天 7.1< 溫低

〉達到終年產卵的目的 , 但連續產卵數次後 , 仍會有一股鐘時間之休止期 , 休止期長但依魚種
、肥滿度、健康等情形而不同。

目雄、雄性措爾蒙對T.nilotica 性腺之影響 , 保從性腺後牢控尾端開始 , 逐次轉賣至前半戲之生
殖孔。筆者等去年實施 0.12 %0 甲基畢固閉輿乙基學回間

, 口投于什交種吳郭魚仔魚 , 未能獲得
100% 雄性魚 ,

亦未發現中性魚 ( ovotestis- ) ( 余、賴 1980 ) 。其原因可能是仔魚未養至

成熟體型 ( 生物最小型 ) �p 行解剖 , 取出世臉雖以 Guerrero ( 1974 ) 的方法倒別雌雄 , 但取
出世臨時因供試魚體型尚小 , 性腺星細線狀 , 一疏忽 �p 會丟失或弄斷 , 且係取用一小部分供鏡
檢而已 , 況且當時飼料未製成粒狀 , 因此本年度試驗 , 除將飼料製成粒狀外 , 並將仔魚養至生
物最小成熟體型 , 再行解剖取出性腺 , 以肉眼對定雌雄 , 國解剖後所取出之精、卵巢概已成熟
。且卵粒清晰可鉤, 惟中性魚性腺變化較優雜 , 靠近生殖孔前半設部份為原有性別之性腺﹒後
牢控則萎縮而轉變為擬變性之性別性腺。其變性情形從外部之生殖孔稍可對別

, 如雄性荷聶裝
組 : 供試魚外部生殖孔星雌性但有萎縮之現象時 , 其體內之性腺概已萎縮 , 部份已變成精細胞

, 倘未萎縮且有卵 :位存在時 ,
卵巢星透明且含多量水液 , 卵型不姐則以不透明白色居多 , 且星

點狀分怖 , 外部生殖孔星雄性時 , 則內部之精巢正常與 ( 高 197 9 ) 以甲基畢固閉處理變性後

之仔魚特徵相同 : 母性魚之卵巢發育未完全萎縮 , 生殖孔異常 , 雄性魚精巢正常。
雌性荷繭員長組: 供試魚外部生殖孔為雄性時 , 檢查幢內之性腺﹒則精巢前半鼓舞近生殖孔

部份 , 尚保持精巢原樣 , 巍峨結果精于活力強 ,
仍可達到受精之目的但後半控萎縮

, 部份巳用



563

肉眼君到卵粒存在 , 部份函、2頁鏡檢始可發現卵細胞。然而變性後之變性魚仍右繁殖能力。而該
繁殖能力是否隨地魚長大及養殖期間增長而逐漸衰退至消失

, 或者終生保持雌雄同體 ,
自前仍

在探討中。
{伺三司)經口投于雄性椅商黨飼養之仔魚 ' 成長情形較對照組成長良好與

Guer 口re.ro ( 1凹97叫4 ) ( 1凹97向6

〉及 S 叫 cω0
( 1975 ) 使用甲、乙基畢囡闡處理 T. a訓u叭且

成長較對照組良好相符。惟投于雌性梅爾黨組之成長卸較對謂組為差
, 可能是雌性比率太高所

致。因雌魚成長原就比雄魚為差〈李 1979
) 。況且本次試驗魚能夠長大之 38.5: 活雄性魚

,

臉 15.8 %變成中世外其餘 22.7 %已變為雌性魚
, 故成長速率較對照組差 , 符合理論與實際

關* 次實驗之育成率在處理仔魚宿爾蒙期間 , 因按時抽除污物 , 更換養殖用水 , 及以 1 PPM 過

蜢酸紳與 14 %1 梅水按期交互使用消毒
, 結果處理 21 天後育成率高達的 % 以上

, 較去年 50 心

-60 % 育成率高〈余、賴 1980 ) 。但移放室外水池飼育時因無儲水設備 , 而以潛水井抽出

之地下水直接導入飼育池內
, 在無曝氣、揮發情況下極易造成魚體死亡 , 如硫化氫超過 IPPM

以上時對池魚右害〈謝 1980
) �* ( 70 ) 年 2 月間寒流來襲

, 水溫下降為免魚凍傷 , 故整夜灌

注地下水 , 不但溫差大 , 更使魚群聚在注水口 , 導致過擁擠迫使部份魚浮上水面遭受凍傷 , 文

因整夜注換 ]j( 不但改變原來 ]j( 賀 , 更使地下水中有害物質之存積量超過地魚忍受度格致斃死。
此為育成率低之主要關鍵

, 並非有爾蒙影響所致 , 因為試驗組與對照組之育成率為 50 - 60 %

。

摘 要

本省吳郭魚養殖最大的缺點為早產
, 多產同時優良種魚之產卵又受季節的限制 , 為解決上述問題

, 依照計章進行一系列試驗獲得下列結果 :
(1) 光照 13 小時

, 水溫鉤。C 可使 T. nilotica 增加產卵率 21.8 % T. aurea 則增加 20 % 。

(2) 以 0.12 %1 乙基學固閉
( 17 α -Ethynyl testosterone) 經口投于體長 0.8 em T. ni I ot i ca 仔魚

21 天後可獲得 100% 變
( 雄〉性魚。

(3) 以 0.12 %1 ETdiol (17 α- E thynylestradiol 0.06 品 + f3
� Estradiol 0.06 品 ) 經口投于體

長 0.8 em T. niloti ca 仔魚 21 天後
, 可獲得 100.% 變

( 雖 ) 性魚。

(4)T.nilotica 雌雄外部生殖突起
, 隨著投于椅爾蒙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雄性有爾蒙組 : 雄個 .5

% 雌 11.5 % .雌性梅爾黨組 : 雄 19.3 %雌 80.7% .未處理組 . ,雄 38.5 %雌 61. 5 0

(5) T. nilot ica 仔魚經口投于雄性椅爾蒙後
, 其成長率較未處理者增加 27.4 % ﹒雌性椅商蒙處理

較米處理者低 18.4 % 。

甜 辭

* 項試驗承蒙本前所長李博士燦然指導及李博士健全、保教授宏成提供寶貴意見與本所全體同仁
協助矗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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