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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部灰海鰻形態測定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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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新疇.在正、仁﹒李嘉林

Morphometric Study of Pike Eel in, North of Taiwan

,
"吋aderswere employed for population analysis of

pike-:e�ls which are: caught from north of, Taiwan. Twelv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Keelu 吋
,

四81. Analysis9f variance

on number of pectral fin rays and number of scales on lateral line showed that

there are no sigQ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ir numbers between sexes and with Samples.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of 3 morphometris charaters (Head length. length of lacimal

bone and length between snout ap.d frontal, tip of first dorsal fin) against body length,

"

ω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se, rel!ltio�ships' between sexes and within samples.

Al though the male and female fishi ���e
、

considered iden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justed means were found a�qhgSamples.,indicating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stocks within thesampli 時 area. However most samples appeared to' have si 叫 liat
\'

, ,

h"." -
,-

、 were from a
,

"

實

to

前

灰海鰻 Muraene ω ciner 仰 ( Forsskat) 俗稱門膳﹒虎鰻、毛魚﹒其產地分佈甚廣﹒中國
東海至黃海一帶出產頗鹽﹒台商省沿岸各地週年均有捕到﹒篇小型措網輸業之重要作業對象, 尤以華
陸為墓地之拖網漁歸為最多 ( 劉 1978 ) (1) ﹒灰海鰻之肉殊不及一股高級魚種 , 在市場上價格不高 ,

但由於產量鹽宮 , 一般皆用於魚丸魚漿一類加工製品之原料﹒本種漁業在台迄未有學者進行融業生物
學上之研究﹒本報告係以基陸臣之小型拖細觀船為調查對象

, 對北部海識之灰梅鰻群作形態捌定學〈
morphometric study) 上之操討 , 以期了解該魚群之構造情形 , 並作為進一步資源調畫之依揖﹒雖
然全省各地均有捕到灰海鰻﹒限於人力及經費 , 無法作全面性之探討 , 自後將再子以捕足﹒

材科及方法

實驗用禮品皆來自基陸漁市場之拖網轍船﹒魚場之位置接調查所得約在東徑12r"": 122
� 36".:ft

韓26
� -28 �

20' 之間 ( 圖 1 )0 自民團69 年 9 月起至 70:r- 5 月血共購得 12 揖標本 ( 372 個體 ) ﹒各標

本之記錢如衰 1012 月以前由於作業方法未上軌道
, 故前面 4批樣晶立性別資料付之闕如﹒所有禮品

之體長頻度分布如圖 2 �

攘攘陳兼善
(II 著台灣脊推動物誌一書所述 ," 台灣產海腰科一共 2 屬 4種﹒其中山口海鰻

( M.

�amaguchien$i$ Katayama & Takai) 與灰海跟在外型上極為租像﹒轍獲物中經常同時出現
, 組

李嘉林攘攘揖蓋厚薄及肛門以前個自蟬 Jt 數子以分離﹒在灰海鰻之各項體節形質 (meristic character

〉中﹒筆者還取肛門前側攝麟斤數目及胸輯軟峰數目兩項作為分析依撮
, 由汪正仁讀取 , 以魚體左側

者鴻章﹒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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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locality

Keel ung

"
II

II

"
"
"
II

"
"
II

"

台灣灰海鰻形態測定所用標本記錄

Date of

Sampl ing

Sep.6. 1980

Oct. 24.1980

NOv. 1.1980

Nov. 26 . 1980

Dec .15 .1980

Dec. 23 . 1980

Jan.13.1981

Feb.13.1981

PI 訂 .13.1981

Mar. 20 .1981

Apr.13.1981

May.13.1981

Sampl e
Number

Mc ∞ 906 B

McOl024B

McO1101B

McO1126B

McO 1215B

McO1223B

MC 10113B

Mc 10213B

Mc10313B

Mc 10320 B

Mcl0413 B

Mc10513B

Sample
Size

Sex
Ratio

Range of Body
Length( cm )

36 61.6 "'106.3

22 63.6 ...110.2

59 53.5 ... 74.7

29 74.6 ...109

4 4: 0

nwueq
品

,A-

自
3

.ZA

......
zun4EdqL

h3A
且,48 39: 9

29 27: 2 "'108..2

... 100

76.8 "'108.3

74

22 19: 3 76

8 5: 3

79 76: 3 37.2 ... 93

36 18: 18 69.6 "'110.6

ra t i 0 : number of f amal e : number of mal e.

23 13: 10 71.5 ...117

3 且 7

Mean
(cm)

78.361

86.354

65.622

88.472

109.375

62.137

91. 748

86.045

89.293

57.451

88.025

91.117

非體節形質 ( non - meristic character) 選取下列三項 ( 圖 3 ) :
(1) 頭畏 , 為從助端到總蓋骨膜之最大臣離 ( 也〉。
(2) 上頭長 , 為自助端到誤骨後下角之距離 (LL) 。

但 )關端至背鱷基部起點長 ( SDF ) 。

以上三項非體節形質加上魚體長度 ( Body length) 均由李嘉林以游標尺負責量度 , 精確度至
0.1 公分。

一以上述方式所得體節形質及非體節形質資料分別以變方分析法 (Analysis of Variance )(3) 及變

積分析法 ( Anal ysi s. of covariance) (3) 比較不同性別及不同月別之間之差異。從而提供接群分析

之依據。

結 果

開體節形質

以 12 個樣晶 408 個體觀測胸輯軟悔數變異情形
, 其頻度分布可見於衰 2 。變異範圍在 8 至 17

之間 , 多數樣品均以 15 條為最多。

由於樣品數目及雌雄比例懸廳 ( 多數據品中之雄魚數目不足〉之緣故 , 僅選取輛輛 McO1223 區

及編輯Mc 10413B 之兩個樣晶作雌雄之間軟蝶數差異之比較
, 結果見於表 3 。以 t 值作平均值間差異

顯著性翻驗之結果顯示雌雄魚聞之差異不顯著。根攝此一結果 , 並假設其它樣晶中的情形與此相間 ,

各樣晶中峰雄魚之資料可予以合餅 , 作進一步樣晶問差異之顯著性湖驗。以變方分析法所作測驗結果
見於衰 4 ' 顯示各樣晶問軟儼數差異不顯著。
肛門前側融麟片數目之頻度分布如衰 5 。其分歡度較不趨近於常態

, 可能是讀取時發生誤差所致
。其數目範圍在 40 片至 44 片之間

,
與陳氏 ( 2 ) 所云灰海鱷側線在肛門以前有 40 - 47 孔之說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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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ampl e

RURuazz'...9enu

nu
﹒

,
且

,...,EaddMM

McO1126B

McO1215 B

McO1213B

Mcl0l03B

Mcl0213B

Mcl0313 B

Mcl0320B

Mcl0413B

Total

Mcl0413B

台灣灰海鰻胸輯軟體數之頻度分布情形

McO1223B

Sample

表 3

表 4

Among

e

lepzm-ual

FD

29

59

33

4

37

30

24

8

83

36

343

8 11

Na of Pectral fin

12 13

1 1

7

2

1

10

2 2

1 1

2

13

2

3 38

灰海鰻胸錯軟饒數雌雄之間差異比較

Sex 帶 q fi sh

F 27

q
Mean 韓

P.F.R.

14 15

1

4

4

16

2

17

6

5

6

5

3

12

9

65

最

t 一

1.06

0.463NS

灰梅鱷胸錯軟蝶數月別之間差異以變方分析法比較結果

Source

Sampl es

Wi th in Sampl es

Total

M 10

F 18

M 18

d.t.

9

333

342

14.333

14.800

15;167

14.889

S.S.

2.279.

537.239

'539 ‘ 518

8 10

13 17

3 14

3

5 17

141

8

31 27

5 12

77 130

Mean
square

3.111

1. 066

4.735

1. 751

M.S.

0.2532

1.613

F - test

0.1569NS

17

2

10

9

5

5

1

6

38

Mean

14 .448

15.339

15 . 545

14 . 255

14 .459

15.166

15.125

15.625

14.457

15.027

149.441

14 . 944

test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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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灰海鰻左側肛門以前側線麟片數頻度分布表

Sampl e
number

Me 01024B

心也eOllOl B

Me 01l26B

MeO1215B

Me0l223B

Me 10103 B

MclO213B

Me 1O313B

Me 10320B

Mcl0413B

Mcl0513B

Me 00906 B

Total

36

408

23

59

32

4

50

30

24

8

83

36

23

Nil of

40

2

17

1

2

13

4

1

3

20

5

1

2

71 94

41

4

8

7

15

6

5

1

27

7

7

7

145

lateral line

42
Mean

43 44

2 15 42.30 是

18 15 1 41.576

15 8 1 42.031

2 41.0

11 8 3 41.46

12 5 3 41.9

16 2 41.791

1 2 1 41.625

30 5 1 41.277

18 5 1 41 .694

7 6 2 42.043

13 212 42.139

83 15 41. 736

致。選取三個樣品 ( 表 3 上之兩樣品加上偏蟑 Me10513B 樣品〉分別以 t 一瀏驗轍查雌雄魚之間之差

異 , 結果顯示差異不顯著 c. 衰 6) 。雌雄魚資料可予以合餅。以變方分析法被驗不同樣品間差異之程

度 , 顯示各樣品問差異不顯著 ( 表 7 ) 。與胸簡軟體數結果相同。

表 6 灰海鰻側線攝片歡雄錐之間差異比較

Sampl e

MeKLOlZ 認B

MeKL10413B

McKLl 伍13B

Sex

F

M

F

M

F

M

社 of fish

40

10

18

18

13

10

Mean 草
of S.L.L. mean square t � test

41.425

41.6

1.4301 0.374

N.S1.8222

41. 777 0.7712 0.3374

41.'666 0.1764 N.S

42.30 0.7307 1.300

N.S41. 70 0.5666

白非體節形質

以體最為自變數 (X) ﹒分別以頭長、上頭長及胡端至背攝基部長篇隨變數 ( y ) 求得衰 6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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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灰海鰻側緝鱗片數各月別樣品之間差異以變方分析法比較結果

d.t. 5.5. M.S. F - test

Among Sampl es 10 1.386 0.1386 o. 12 N 5

Wi thi n Sampl es 361 441. 261 1.158

Total 371 442.647

樣品中雌雄之直融迴歸方程式。變方分析法顯示各迴歸係數有顯著之意義。以變積分析法比較雌雄問

過歸係數及修正平均值 ( Adjusted mean) 之差異 , 發現不同性別間差異不顯著 , 雌雄迴歸資料可于
以合餅。

再以變積分析法比較不同樣品間迴歸係數及修正平均值差異之顯著性。三種形態形質分別對體長

迴歸之變積分析結果
, 迴歸係數及修正平均值差異顯著。顯示 12 批標本中至少有一批樣品之迴歸關

係與其它不同。

為觀察各樣品相互之間之差異情形
, 以所有 12 批樣品分別選取所有可能組合之成對樣品兩兩比

較
,
其結果可見於表 8 。第一項迴歸剩餘均方之比較顯著者甚多

, 筆者認為標本在漁船上泠凍及測量
前之解凍程序可能造成迴歸剩餘均方之誤差

, 且本現變異在生物學上之意義較弱。這一部份之測驗結

果可忽略不計。在過歸係數及修正平均值差異之顯著性測驗中
, 大部份之顯著結果均以後者為主 , 除

了第一位置之樣品與多數樣品之間之迴歸係數差異顯著以外
, 其餘各樣品之間之迴歸係數均大致相司

。

上述結果在生物學上之解釋說是各樣品非體節形質之始點 ( El eva t ion) 雖然不一致 ( 可能為遺

傳上或產卵群之不同造成 ) , 但它們成長之速率〈迴歸係數〉封是一致的。假如這種解釋能夠成立的
話 , 我們或可以認為本報告中大部份之樣品均係採自一純質之生態環境中 , 雖然其中或可以再細分為

許多小群
, 一般而言它們均屬於一個族群。前述體節形質方面的分析結果亦支持此一推論d

。

討 論

由於海洋生態環境對生物體型之影響很難予以解釋
, 常常做成以形態測定學鑑定魚藏族群時的許

多困擾 , 方 (4) 對台灣花腹蜻作形態測定時亦有類似的問題。一般上做如體節形質之分析上能夠出現分

歧之情形時即可據此分離出不向之族群。但這一類之形質似乎頗為種定 , 經常需要大量之資料方能顯

示出些價之差異。非體節形質卸叉往往過於敏感 , 加上人為因素之影響 ( 如漁船裝箱處理、解凍、福

馬林固定時間長鐘、測量時之偏差等〉以致學者常常無法獲得正確之結論。筆者以為形態調l定最重要
的地方在於根讓生物學上之原則解釋統計分析之結果

, 必要時需配合其它分析方法 ( 如電泳、寄生蟲

種類分析等〉之結果互相對照 , 績不致有失。
本研究之取樣範圈目前僅限於台灣以北

, 至台灣海峽及南部之情形如何 , 及各漁區之間
,

之飄係如

何 , 仍需作進L 步之探討
, 必要時並修正本文中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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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ignificant at 1 % level

灰海攝樣晶之三項形態一形賞迴歸關保 , 拼對作費積分析之結果其中
Fr 為姐歸剩餘均方部分 , Fb 為迴歸保部分 ,Fa 為修正平均值部
分差異之顯著性測驗。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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