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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錢之生長璟境、 餌料及人工繁殖可行性研究

令廷基﹒董聰彥

Studied on Growth and Artificial Breeding of The Common

Whiting Sillago Ji α!ponica

Ting.. Chi Yu ,and Tsang-Yen Tung

The CQmmon whi ting Sillago japonica could adapt to fresh water by freshening

water salinity gradually. Water temperature tolerance of common white was found

be tween 9 。一 3S0C.

The conversion ratio of

eel feed and trash f ish were 3. OS,

the fish fed by eel feed, trash fish and

7.05 and 7.75 respectively.

mixing of

The survival rate

were 98 %, 84 % and 90 % .
In cultured fish mature female and mas cui ine phynotype were found in the mi-

ddleof �Jay.

前 軍

沙接為近海沿岸性魚巔 , 肉質細轍 , 肉味鮮美 ,
廣受消費者所喜愛

, 然市面上所出售之沙酸完全
依靠天然海揖捕還供應

,
為期充分供應消費需求及利用廣潤海埔地及鹹水魚墟普遍能夠生產起見

, 特
擬訂本項試員會藉以了解炒鰱之生理 ,

生態及其最適養殖方法
, 進而提供養殖業者參考。

材料吳方法

-材料

H 種苗 : 魚苗自沿岸撈捕者
, 平均體長 1.12 公分 ,

體重 0.013 舍克。
(斗種魚 : 利用去年養成試驗廚培育者

, 平均體長 11.2 企分
,
體重 12 公克

, 且顯示成熟跡象者。
因飼料 : 使用下雜魚及體魚配合飼料等。

個藥品 : 以哥娜荷爾蒙 (Gona-500 Iuzection ) , 鯉魚腦下垂體等作為人工催熟用 , 地特松作
池塘消毒及寄生虫肪治。

個器具 : 注射器具
, 塑膠桶、水泥地、 DO 測定器具。

司方法

←)生理、生態及環揖因素之探討。

L 溫度 : 以平均營長 11 公分體重 12 公克之砂艘 10 尾移放於 1 喝水量之海水槽中 , 利用石英加
熱管將水溫自23

� C 開始加溫 , 並且以每小時提升 1
� C , 遁序漸進直至沙憋死亡為丘 ,

探討

其耐最高溫之界眠。另以上述同鶴型之沙艘2 尾放入塑膠袋 ( 30 X 40 X 15 cm ) 一只 , 內

裝 5 公升之海求
,
燼分濃度為 192 品 , 水溫 23

� C .君 10 公升氧氣密封後移入
,
同溫箱 , 以每

小時降低的 2.5 � C 之速度 , 直至死亡為 1上
, 探討其對低溫之適應能力。

Z 溶氧置 : 以員會長 11 公分體重 12 公克之砂驗一尾 , 放λ 300 CC 之 DO 容器蝠 , 輝內水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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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C,
墟分 19.8 偏 , 樁氧量為 3.7 PPM , 使沙般在瓶內逐漸措耗溶氧 , 依 DO 瀏定器上之

指數與輝內抄鍍之生存情形。實施三組量控試驗 , 探討其對溶氧之適應能力與範圈。
3 墟分 : 將飼養於室外水泥地之沙艘 10 尾平均體長 11 公分體重 12 公克移入室內水族箱 ( 3 X

1.5 X 1.5m) , 水溫 24
� C,

海水墟分 182 偽 , 以每隔 24 小時抽出括原糟水後再注入%的淚
水 , 直至完全淡化為止 ,

探討抄鱷對低墟分之忍受能力。
(司養成試驗 :

l 魚苗飼育 : 以水泥地之口 (3X5Xlm)' 各放 300 尾抄鍛魚苗平均體長 1.12 公分體重 0.013

公分 , 按下列三種不同養殖方式實施魚苗養成試驗為期一個月。
A 組 : 放養魚苗前 , 在水泥地內先培養 50 隻/cc 以上之動物性浮游生物 , 使放養一星期後始

投于鰻魚配合飼料予以養成。

B 組 : 放養魚苗前 ,
在水泥地內培養動物性浮游生物 ,

但每天投給動物性浮宮在生物三次飼育抄

鍛苗一星期後改投于鰻魚配合飼料予以養成。

C 組 : 放養魚苗前
,
在水泥地內來培養動物性浮游生物 ,

每天僅投給鰻魚配合飼科予以養成。

2 成魚飼育 : 以水泥地三日 (3X5Xlm) , 各放養 300 尾沙艘 , 放聲密度為 20 尾/ 咐 , 每尾
平均體長 2.24 公分體重為 0.8929 公克 ,

按下列三組方式投餌養成 ,
用鰻魚配合飼料或鰻魚配

合飼料加混合下仲魚者 , 製成直徑 0.15 公分 , 長 0.2 公分之濕狀粒餌 , 另外下什魚則以蔽碎磁
〈網口直徑為 0.15� 分 ) 較成直徑。 .15 公分之魚醬揉成塊狀投予。

A 組 : 投于鰻魚配合飼料。

B 組 : 控予鰻魚配合飼料混合下什魚醬。

C 組 : 拉予下什魚醬。

日探討抄敝人工繁殖之可行性 : 自水泥池中選取已成熟之種魚 ,
輕壓雄性種魚之腹部即流出精液者

, 雌性種則輕觸腹部有柔軟感者 ,
按下列各組不同方式實施催熟試驗 , 惟布爾蒙藥劑之配製係以

成熟鯉魚體重 2 公斤所摘取之腦下垂體經研磨後 , 混合 1500 I u 哥哪有爾蒙 ( Gona- 500

Inzection ) 與 8 cc 之生理食墟水 , 注射於 1 公斤之沙鰱背部肌肉內。按此種比例之藥劑量實

施催熟試驗 , 并擴討其最適人工繁殖方法。
A 組 : 第一針次與第二針之注射間隔時間為 24 小時 , 水溫控制在 28

� C ( 加溫組 ) 。

B 組 : 第一針次與第二針次之注射間隔時間為 24 小時 ,
水溫保持在常溫狀態 24

� C 中 ( 未加溫組
) 。

C 組 : 第一針次與第二針次之注射間隔時間為 6 小時 , 水溫控制在 28
� C, ( 加溫組 ) 。

D 組 : 第一針次與第二針次之注射間隔時間為 6 小時 , 水溫保持在常溫狀態 24 "C 中侏加溫組 ) 。

結 果

-弋生理、生態及環境因素之探討 :

(寸溫度 : 水溫上升至 30
� C 時 ,

抄鐘之呼蚊頻繁 , 水溫上升至 32
� C 時 , 則稍星不安之現象 , 水溫

上升至 35
� C 時 , 沙鱷雖未死亡 ,

但已惑不安現象且有狂奔之趨勢 ,
當水溫上升至 36

� c 時 , 沙
鍛狂奔而死亡。另水溫于降 12

� C 時 , 沙鰱行動稍為遲鈍 , 降至少 C 時抄,敏皇昏迷狀態且側臥在

水底 , 但水溫罔升至 15
� c 時路說是則恢復正常 , 經繼續觀察一星期沙做未發生凍噶及死亡現象。

叫摺氧量 : 沙鍛體重 12 公克體長 11 公分 1 尾 , 放入側定 DO 300cc 之容器組中 , 由溶氧量3.7 PPM

任其逐漸消耗水中諧氧 , 經過 46 分鐘當 DO 下降至 0.7 PPl'y1 時魚臨失去平衡躺於水底 , 呼故頻
繁 , 姆蓋急速煽動並有苑亡之前之狂奔 , 48 分鐘 DO 干降至 0.5 PPM 時 , 沙緻即掙扎瘦學而斃
死 ( 如表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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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沙鍛致死耗氧量

Lethal Dissolved oxygen of Sillago japonica.

T 詛咒
A

DO ( ppm )

B C
Explanation

15.10 3.70 3.70 3.70 Normal

15.28 2.02 2.00 1.98 Normal

15.33 1.51 1.50 1.49 Normal

15.40 1.26 1.25 1.24 Normal

15.43 1.12 1.10 1.08

15.48 0.91 0.90 0.89 become 位ci ted and becoming more

sensi tive to 叫 tside stimul i.

swimming rapidly and attached

the beaker.

showed lying on the bottom ar 世

gi 11 cover moved rapidl y.
Gill cover moved slowly.

15.54 0.76 0.75 0.74

15. 品 0.70 0.70 0.68

16.01 0.54 0.55 0.55

16.04 0.51 0.50 0.49 Gi 11 cover ceased to move.

同墟分 : 將將沙艘 10 尾平均體重 12 公克移入水族箱內 , 其海水墟分濃度為 18.2 %0 以每隔 2� 小時

抽取括原槽水再注入 %缺水 , 經 7 天後完全淡化時沙般對外界刺激反應正常 , 繼續在淚水中養殖
7 天未發生不良現象 , 同時將淡化後之沙艘未經訓化直接移入墟分濃度18.5 %0 之海水中觀察 3 天

未發現死亡之現象
, 惟將蓄養於墟分濃度 18.2 騙 , 之抄鍛未經訓化直接放入淡水 , 均不能適應平

躺水底而死。

二三養成試驗:

(→魚苗飼育 : 以三種不向養殖方式養殖一個月 ( 7 月 -8 月 ) 其結果平均體重為 A 組 : 0.8929 公

克、 B 組 : 0.8429 公克、 C 組 : 0.7938 公克 , 活存率 A 組 : 98% 、 B 組 : 75 % 、 C 組62% 。

由此可知 , 成長速度 B 、 C 組較A 組遲艦 , 且活存率亦偏低。 .
(司成魚飼育 : 以 3 種不同養殖方式養殖 9 個月 (.8 月 25 日歪歪年 5 月 25 日 ) 各組成長情形如表 2

.A 組成長情形最佳 , 其平均擅長 14.79 公分 , 體重 24.64 公克 , 其次為 B 組其平均體長 14.68

公分 , 體重 23 .53 公克 .c 組成長情形最差 , 其平均體長 14.49 公分 , 體重 22.48 公克 , 另司料

係亦以A 組最佳
, 其飼料係數為 3.05 、 B 組為 4.35 、 C 組為7.75 ( 如表 3). 但飼料如按市價計算 ( 鰻魚

配合飼料每公斤 36 元
, 下什魚每公斤 8 元 ) .分析結果經濟放益則以 C 組 ( 下什魚 ) .最低為A

組〈鰻魚配合飼料 ) .但下什魚在投予時雖揉成國狀投飼 , 惟地魚在爭食中易使下什魚醬散失 ,

導致水質惡化會影響其成長與成育率 , 因此以 B 組干什魚混合鰻魚配合飼料為佳 , 不但不易散失
, 且可種定 jJ( 質 , 提高育成率。

其人工繁權之蝶討 : 於 5 月中旬檢蓋地中育成之抄緻輕籃雄魚腹部會流出精液 , 其精巢 G.S. I 為 1.01
, 雌性卵巢之 G.S.I 為 2.03 .其卵粒雖未分離

, 但已畢汝黃色 , 利用此拉雌雄種魚貫施 4 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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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催熟 , 結果以 A 組數果較佳 , 因雌雄種魚在第二針次注射後 12tJ 、時有自行產卵現象 , 吸水
後之卵徑為 0.69 mm ( 如相片 1 ) , B 、 C 、 D 組 , 則未發現有排卵現象 , 經解剖樟蓋結果其卵粒
均未達分離階毆 , 另雄性種魚因成熟度性佳故未催熟 , 其排出體外之精子在海水中可生存 7 分鐘。

Table 2

Date

25 Aug.

話 Sep.

25 Oct.

25 Nov.

25 Dec.

25 Jan.

25 Feb.

25 Mar.

25 Apr.

25 民�y.

、

抄酸成長資料 ( 1982 年 8 月 25 日至 1983 年 5 月 25 日 )

Growth data of ∞ 1 tured common 咄 iti 曙 by feeding (A) eel m 間 1

(B) eel meal arxi trash fish mixed (C) trash fish. (From Aug.

里 2

25, 1982 t 。此1ay 25, 1983 ).

A B

Total lenght
(cm)

B.W.
(g)

Total length
( cm)

B.W.
(g)

,
82 8. 的 4.04 8.06 4.04

,
82 9.57 8.70 9.34 8.20

,
82 11.58 12.75 10.48 12.65

,
82 14.07 16.13 13.69 15.85

,
82 14.09 18.02 13.89 18.00

,
83 14.14 18.72 14.02 18.65

,
83 14.31 19.14 14.12 19.02

,
83 14.50 19.50 14.36 19.44

,
83 14.7: 19.80 14.54 19.63

,
83 14.79 24.64 14.6.8 23.53

Fig.

相片 1 抄般的受精卵

Fertilized egg of Sittago japonica1.

Total length
( cm)

8. 的

9.02

10.36

13.04

13.54

13.92

14.08

14.20

14.36

14:49

C

B.W.

包 )

4.04

8.01

11.62

15.44

17.90

18.36

18.98

19.22

19.48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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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抄般於不同餌料中成長的資料 (A) 鰻魚飼料 (B) 蟑掛混合下雜魚 (C) 下雜魚

Tabl e 3 Grow th data of S illago j 呼 onica cultured by various di ets from

Aug.25 ν 1982 to May 話 , 1983 凶 eel 的 eal (B) eel meal and fishes

mea't mixed (C) fishes meat

註
備

CBA科大
300 尾 -

1212 g

252 尾.一

���� 最

�　 尾半

1212 g

288 尾一

6776.64 g

300 尾 -
1212 g

294 尾一
7244'.16 g

放聲體型

捕獲體型

4452.96 g5品 4.64 g6032.16 g重增

84%96%98%率存生

34510.4 g扭扭 6.2 g18398 g量餌投

7.754.353.05餌料係數

-抄敏在鐘時間內改變水溫環揖時, 其最高耐溫範圖為 35
� e , 最低耐溫範圖為 9

�e 。在本省養殖環
揖中 , 最高水溫均未超過鈞。 c , 尤其有風浪及地下水、水車等之輔助改善 , 但是強烈寒流侵襲時,

到環揖水溫時有下降至 9't 以下 , 況且水溫在 16
� e 以下其攝食量有誡少且成長種慢之現象 , 為此

在各季期間水溫干降至 16
� e 以下時 , 廳以地下海水井抽注海水保持池水溫防止繼續下降 , 倘若無

此設備 , 亦可利用抄般對低墟分之適應能力較強之習性 , 抽注地下水 ( 淚水〉惟對抄接長期在淡水

中生存
, 其成長速度 , 與耐寒能力等 , 極易產生氣泡病 , 故養殖用水應保持稍為流動之狀態 , 但透

明度在 50 公分以上時 , 則易發生絲藻 , 影響沙艘活動 , 尤具在魚苗期為甚易鱷住魚苗導致窒息而死
, 然造明度在 2但主分以下時 , 則易因氧氣飽和而產生氣泡病 , 為此養殖用水之透明度應保持 30 .......

40 公分為宜。

4弓抄鱷魚苗之放養前
, 應先培養動物性浮游生物 , 使抄鱷魚苗攝食動物性天然飼科 , 體力充實後 , 再

改投于人工飼料 , 其飼養故果最佳 , 不然在捕揚抄鱷魚苗時 , 因魚體表皮薄扇 , 極易因混浪使魚調
與魚體間產生磨擦致魚體受傷或教細菌感染而死亡 , 故魚苗育成率有偏低之現象。如能在魚苗養殖
初期 , 充分供應天然餌科 , 將有助於提高活存率 , 另沙駿雄為肉食魚類 , 但因嘴小且高額齒 , 對大
小鷹食率很低

, 叉競食力強 , 故飼料利用率高 , 不論以鰻魚配合飼料、下什魚、或兩者混合投予 ,

成長故果頗佳
, 在泊中養殖一年後皆可達到成熟階毆 ,

其平均最大體型可達體長 14.79 公分 , 體重
24.60 公克。

三三1少鰱實施人工催熟後雖可達到自行排卵之故果 , 但未能適時與雄魚受緝。惟發現排卵後即撈捕雌魚
探卵實施人工受精 , 卵在分烈中僅進行至10 小時就撞死 , 經核查受精卵全被原生動物所感染 , 又受
精卵徑稍星不規則 , 解剖魚腹 , 其腹腔卵粒不是一次全部成熟 , 自此可見 , 抄趣是屬於陸續成熟多
次產卵 , 但妙趣體型小 , 離水後易於死亡 , 且在注射健熟時極易固體表受悔蝸辭而死 , 尤其在注射
第二針次接 12 小時內未排卵者 , 皆因體力衰弱及嚴重脫僻只好放棄第三針次催熟。為此抄鐘之催熟

前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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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以高劑量催熟且任其自行產卵受精 , 較人工受精為盒 , 不但避免種魚受到捕捉之囑害及保持體
力 , 更利於盟內之高劑量布爾蒙長時間促激卵巢成熟 , 卵粒分離 , 排卵等之故果。在選擇雄魚時 ,
雖以精蔽能流者為對象

, 但如未行人工椅爾蒙針劑補強時 , 則因體力衰蝠及犧查時精液消耗未察未
適時配合雄魚排卵受精 , 導致影響受精。

摘 要

� 少融為廣墟性魚類 , 其最低耐氧量為 0.7PPM 。

4弓沙值平均日攝食量為其體重的 8.03 %' 其全年平均增關係為 2.99 , 飼育一年平均每尾可達 24.64

克 , 活存率為 94 � 屆。
�-�-�-N	•ó 1少鍍卵粒為半擇性卵 , 卵徑 0.69mm , 其抱卵數為 8, 000 12,0 螂立 , 精子排出體外其活存時間達

7 分鐘 ,
r1> 做一年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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