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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科魚類仔稚魚識別

陳宗雄

Identification of Engraulid Larval Fish

Tzong-Shyong Chen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identify the engraulid larval fish.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

Ta-Chi, Un-Yuan and Fang-Laio in 1985.

samples

examined under microscope, a

The were treated with lde their muscle

stained their

co 訂lpanson were

fish larvae was found.

有可 雷

齣仔魚為多種沿岸魚類之重要餌料生物
, 其實源量之多寡直接影響沿岸魚業生產 , 因此動仔插業

資必讀做適當的管理
, 而勸仔魚中有的 %以上是屬於是最科魚類的仔稚魚

, 陳 ( 1980
'

1984a) , 陳

、衛 ( 1982 ) 。所以黨科魚類的仔稚魚之鑑別必費確立才能從事鯽魚資頓管理研究工作。有關印度

太平祥臣之難科魚類過去Whi tehead ( 1967
'

1972 ) 曾做過系統分類 , Wongratana ( 1983 ) 奮

發表過印度太平洋區黨科新種之鑑別及命名 , Hayashi ( 1961 ) 會研究 Engrauli s japonica (

Houtty ) 之生物學 , Hayashi ( 1962 a
'

1962b) 會比較 Stolephorus zoll 仰伊 ri 孟Engrauli s

ja ρ onica 之異間 , 內田等 ( 1958 ) 會發表有關 Engrau lis japoni ca 之卵仔稚魚之鑑別報告
,

Ozawa 和 Tsakahara (1972 ) 會研究太平洋赤道附近之 Stole ρhorus buccaneeri Strasburg

= (S. zollingeri Hardenberg) 之生活史及分佈 ; 有閱本省所產之音員科魚類研究最早是劉、沈(

1957 ) 所發表之台獨沿岸之鱷魚穎活動 , 當時紫科是歸在紐類裡 ;tI. 後沈 ( 1959 、 196�

) 先後發表紫科分佈 , 難科中之 Engraulis japonica 之攝食研究
, 及廣科之分類 ; 陳 ( 1984b

1986 ) 發表有關紫科之 Stole ρhorus zollingeri 及 S. haterolobus 之產卵生態以及業科魚類祖

游和資輝管理有關問題 , 袁等 ( 1985 ) 會研究黨科魚類之仔稚魚 , 賈 ( 1985) 會研究台轉東部沿岸

海區黨科稚魚轍獲組成及季節變化 ; 由於過去對黨科魚類之研究的偏重於成魚分類 , 生態問題 , 而對

於鱉科仔稚魚之鑑別報告很少 , 若有亦僅限於以外部形態特徵讀脊椎骨 , 鱷峰數為鑑定依撮 , 尚未有

以體表色素胞啡列變化為鑑別芳法 , 本報告是以計數形賀 , 計量形賀 lJIJ 定後再藉其體表色素胞排列之

變化做為種類鑑別之依釀。

、 1972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所使用之標本是於 1985 年間分別在大漠、林圍所採集
, 標本採集後先以酒精讀福麻林混

固定。標本柴色是探用D ingerkus and Uhler ( 1977 ) ( 參考神山 1982 ) 法 , 將標本以蒸餾水

泡說� 去閏定被接加入 Alcian Blue 經 12- 24 小時後以 95% 、的 % 、 10% 之酒精各泡洗 I/J 峙

,
再置於蒸餾水中使其前澱 , 而後再泡漫於含有 Pancreatin 酵素之嘲砂儷衝液中

, 使其透明 , 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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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之 Alizarin red 梁之。而後將標本取出 , 於解剖顯微鏡作計數形賀 ,
計量形質測定及繪圖 , 其

測定方法如圖 1 研示。

SL

SD

。

HL
C

S ν

a : 神經開棘 Interhaemal

b : 背鱷軟悔 Dor sal fin ray

c : 醫錯軟蝶 Anal fin ray

SA

SL: 標車體長 Stand length HL: 頭長 Head length

SV: 助至腹續長 Snout to vent ral fin

SA : 助至臀餾長 Snout to anal fin

so: 助至背鱷長 Snout to dorsal fin

圖 1 黨魚 , 各部位副定說明圖
Fig. 1 The anchovy, illustrating parts of measuring.

結果與討論

如衰 1 一 4 為 Engrauli s japani ca, Sto lephorus zo 11 fngeri Stol ePhorus hetero lobus 之脊

椎骨數、背鱷峰數、臀餾條數、神經問脊數之額度分佈。 E�rauli6 Japonica 脊椎骨數之分佈範園

是介於“一 47 之間 , 其中 44 佔 7.6 % 、 45 他 61. 9 % 、 46 佔 25.9% 、 47 佔 3.8 %
' 其平均值為

45.29 , 標準偏差 0.689 ; 背幢幢條數分佈範圍是 14 一時 , 其中 14 佔 28.6 %' 15 佔 60.0% '16
佔 II. 4 % ; 平均值為 14.82 , 標準偏差為 0.617 ; 韓鱷鱷蝶數分佈範團是在 15 - 19 間 , 其中 15 佔

1.9 佑 , 16 佔 22.8 %' 17 佔 41.9 %' 18 佔 26.7 佑 , 19 佔 7.0 %; 其平均值為 17.33 , 標擊偏
差 0.91 ; 神經問棘數分佈的範團是 10 - 12 , 其中 10 佔 50 %' 11 佔 42.1 %' 12 佔 7.8 佑 , 其平
均值為 10.52

, 標準偏差為 0.71 0 StolePhorus zolli 增eri 脊椎骨數之分佈範圍是 41- 44 其中拉

伯 3.7% ' 是 2 佔 58.8 % ' 43 佔 34.6 鬼 , 4 是佔 2.9 鬼 , 平均值為 42. 鉤 , 標單偏差 0.60 ; 背攝錯

蝶分布範圍 13 一時 , 其中 13 佔 36.5 %' 14 佔 45.5 %' 15 佔 1l.5 鬼 , 其平均值為 13.64 , 標準
偏差為 0.59 , 臀餾錯蝶數分佈範圖為 13 一時 , 其中 13 佔 17.69 屆 , 14 佔 50.7 %' 15 佔 25. 把苔 ,

16 佔 5.9 % ' 平均值為 14.18 , 標單偏差為 0.78 ; 神經問棘數分佈範園是 8 - 10 , 其中 8 佔 49 弦
, 9 伯伯佑 , 10 佔 28 佑 , 平均值為 9.24 標準偏差為 0.51 ; Stolephorus heterolobus 脊椎骨數

之分佈甜圖為 40 一位 , 其中的約佔 1.9%'41 約佔 14.8% ' 42 約估 81.5 %' 43 約佔 1.99 話 ,

其平均值為 41.87 ' 保準偏差為 0.54 ; 背攝條數分佈在 13'- 15 間 , 其中 13 約佔 37.0 %
'

14 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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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輯、左民銀帶盟軍和異葉銀帶靡之脊椎骨數頻度分佈比較

Table "1 The frequency comparison of vertabral counts

of E 棺raul is j φ onica, Stolephorus z01li 棺 eri

衰 1

and S. heterolobus.

Number of vertebrae

Species
SD

45.29 0.689

x47

4

46

28

45

65

44

8

43424140Total

105Number
of
fish

Percentage

E 角grau Ii s
ja ρonlca

42.36 0.64

3.825.97.6 61.9

447805

%

136I 、�umber

Stolephorus of
zoll ingeri fish

Percentage

41�8T 0.54

2.934.6

1.9

2

58.8

81.5

88

3.7

1.9 14.8

]62

%

%

108Number
S. of
heterolobus fish

Peryentage

日本廉、左民銀帶盟軍和異業銀帶靡之背軟儼數分佈比較

The frequency comparison of dorsal fin ray

counts of Engraulis japonica, Stole. ρhorus

zolli 向geri and S. heterolobus.

衰 2

Table 2

fin raysNumber of dorsal

SOx161.151413Total

0.61714.82126330105Number of

fish
� 哲Taulis

Ja, ρ onlca

0.59013.64

11.460.0

8

28.6

7157

%

136

Percentage

Number of
fishStole ρ.horus

zolli 增 r;
11.545.536.5%Percentage

0.59713.708

7.4

60

55.6

40

37.0

108

%

Number of
fish

Percentage -

S.
heterolobus



臼本 ,捕、左民銀帶酷和異葉銀帶縣之臀緝軟儕數頻度分佈比較

The frequency comparison of anal fin ray counts of

表 3

的

Table 3

Engraulis ja ρonica, $tole, ρhorus zollingeri and S.
heterolobus.

Number of anal fin rays
Species sox19181716151413Total

0.9117.3382744242105Number of
fish

Engraul is

7.625.741.922.81.9%Percentage
japon! ca

0.7814.188356924136Number of
fish

S tol e-
ρ.horus

z071i 增eri
5.925.750.717.6%Percentage

0.7317.298

7.4

26

24.1

64

59.2

10

9.3

108

%

Number of
fish

Percentage

S. hete-

rolobus

日本捕、左民銀帶盟員和異葉銀帶靡之神經開棘數之額度分佈比較

The frequency ,comparison of interhaemal counts of

衰 4

Table 4

Engraul i s ja. ρ onica, S tolePhorus zolli 棺eri andS.

heterolobus.

Number of interhaemals
Species

SDx121110987Total

0.7210.563161938Number of
fish

EI 哲raulis

7.842.150.0%Percentage
japonica

0.519.241434250Number of
fishStolephon ω

0.297.90

28.068.04.0

394

%

43

Percentage

Number of
fish

zo II el 型,!ri

90.79.3%Percentage

S. heterolo-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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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 15 約佔 7.4 % ' 其平均值為 13.70 ' 標準偏差 0.59 j 臀餾皓據分佈在 16 一時間
,

16 佔 9.3 % ' 17 佔 59.2 %' 18 佔 24.1 % ' 19 佔 7.4 % ' 其平均值為 17. 妞
, 標準偏差 O ﹒ 73 j

神經開棘數分佈範圍為 7--8 間
, 其中 7 約佔 9.3 %' 8 佔 90.7 %' 平均值為 7.90 ' 標車偏差為

0.29 。由以上脊椎骨數
, 背鱷攜條數 , 嚼餾餾 {無數及神經間脊數等之分佈範圈

, 發現這三種興科魚

均有重疊之處 , 因此在鑑定上會發生困難 , 故再做計量形質之測定 ; 如圖 2-4 研示為標準體長分別

對頭長 , 關至腹鱷畏 , 助至背鱷起點長 , 胡至臀鱷起點長等之比 , 在圖 E. japani ca 及 S. .hete -

YO lobus 體長約 25mm 左右
, 頭最典禮長之比有顯著增加現象 , 這表示這兩種魚在體長 25 mm 助部

有還漸突出現象
, StolePhorus zollingeri 則無此現象 , 因此可做為鑑別之特徵 , 此外關至第一背

鐘起點及關至肛門長與體長之比
, 這三種魚均隨體長之增加而瀰少 , 此顯示背睡及嚼鱷均隨體長增加

而向前位移現象
, 這種現象即 i 中山 (1979) 所謂 -( 9, V 型變態。關至腹繡聞之距離隨體長變動均不明

顯
, Engraulis japonica 平均為 67.93 , Stole ρhor 師 zolli 棺eri 及 S. heterolobus 均在 64 左右

, 較 E ﹒ japoni ca 為小
, 在做脊椎骨歡讀n 定時亦發現腹鱷至肛門之脊椎骨數 E. japonica 為 12 - 13

節 , 而 S. zollingeri 及 S. heterolobus 為 9 - 10 節
, 因此根腹餾至嘴鱷起點之長度與體長之比來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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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比較 , 如圖 5 , 發現 E. zaponica 在體長 35 mm 以下其比值均較 S. zollingeri 及 S. heteroto-

bus 為大 ,
此亦可做鑑別之特蝕。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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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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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黨、左民銀帶和異葉銀帶單單之

SL
The comparison of body proportion

圖 5

( SA-SV 、一一一�
x' 100) of E: 增raut i sSL
,,�

� � ,Fig. 5

ja ρoni ca ‘ S tote ρhorus zo /l i增eri and S. heterotobus.

自以上之計量形質及計數形質瀏定後即可將三種類加以區分 , 再做色素胞 � 點排列之觀察 , 而發
現此三種之仔稚魚期之色素胞理點排亦有顯著不悶 ,

可做為分類艦定之參考。如圖 6-8 所示為此三

種錯科魚仔稚魚期色素胞啡列變化情形。 Engraul is ja ρonica 體長 13 - 16 mm 腹腔色素胞星 �.�-RM
一後兩組之點組狀排列 , 前者斑點較大 , 後者較細小 ; 體長長 20mm 以後此兩組點線之色素胞相連
星一融 ; 體長 23 mm 胸腔下敵之色素胞亦發育星點鱷狀 ,

且隨體長之增長向腹腔延伸 , 而腹腔之色
素胞亦逐漸向胸控之點線色素胞延伸而構成兩條五相平行之點融 1 體長 26 mm 時 , 其側融色素胞始
出現。 Stole ρhorus zollingeri 之色素胞排列與前者頗為相似 , 但體長在 13 - 18 rom 時腹控之色

素胞只出現在前半部 , 18 mm 以後才漸向腹腔移半部延伸 ; 體長 20mm 時 { 自�繞之色素胞已經出現 ,
較前種為旱 ,

此後隨體長之增長胸腔之色素胞也漸向腹腔延伸 ,
而腹龍之色素胞亦向胸腔延伸而構成

上下略是平行之點蹺 , 而此點糗與前種所不同志矗是前種斑點較大 , 以及較前種有更明顯之側糗色素
胞 ,

和在體長約 27mm 斟上胸腔下緣出現 4 個硬棘 ( spine) 而前種無。 StolePhorus heterolobus

體長 12 mm 腹腔有一色素 ,
以後隨體長之增長 , 腹腔色素胞發育星一點線狀 ; 體長在 23 mm 時胸

控下緣之色素胞也發育星一明顯之點棍 , 並向腹腔點組下方之延伸。構成上下二蜂班點攏 ,
但此兩蝶

斑點蝕與前兩種有所不間 , 剖腹腔之點糗並眾自胸腔廷
,

伸 , 且體長 30mm 時倒總色素胞尚未出現 ;

且體長在 28mm 時胸罷下輩輩出現 4 - 6 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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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 要
本研究主要在於轍科魚類之仔稚魚鑑定 , 標本是在 1985 年間分別於大溪、林園、訪寮採集 , 標

本經過泰勒法處理使其透明 ,
並染其脊椎骨、鱷蝶、神程棘後再做計數 ,

計量形質測定及色素變化比
較而尋找出簡單之種類識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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