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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對於七星鱷魚生長培育之影響

黃家富 .會榕新﹒湯弘吉

The effec t of temperature on rearing of. Japanese

sea bass. Lateolabrax JaponlCU8

Chia-Fu Huang, Jung-HsinTseng and HUng-Chi Tang

Japanese sea bass,tateolabraz japonic 悶 ,is extremely euryhaline and can be acclimated

from sea water to fresh water. Tolences and'responses ofjuven 益es of Japanese sea bass to

temperature and a series of temperature were measured for lethal temperature and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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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鱷魚 ( Lateolabrax japonicus ) 為萬個經濟魚巔
, 屬於廣溫及廣墟性魚種 , 可躍投化於

淡水魚池中養成。本省養殖地區以往主要在中部以北的漢 * 魚池 , 最近中南部沿海地區亦有抽取改海

水 ( Brackish water)
, 行高密度集約養殖 ; 以往養殖僅利用七星姐魚之諒食特性

, 混聲於魚池中
, 來控制魚池中彈魚載吳郭魚的農群密度 , 其完全仰賴氣地中之鱷魚讀小魚蝦等為笠 , 因此產量很低
, 近年來隨著養殖設備之進步和七星鱷魚入工繁殖種苗接街之確立

(2) (3) ,
聲殖芳式由粗放式進步為集

約式。本文闡明不同溫度對七星幢魚在被水中成畏之影響 , 作為池塘管理及推廣七星鱷魚養殖之基嘴

。

材料與方法

-試驗用魚 :

自沿梅魚苗苗贖回天然捕撈之七是鱷魚苗 , 還問本分間 , 用哄哺劑黨浴消毒 , 以活水墨培育並

漢化酬餌至帶食人工飼軒後
, 開插進行試驗。

七星瞳魚甜溫試驗之魚體重約 18 公克、體畏約 11.5 公分
; 於不問 � 溫生長試驗用Z 魚體重約

5.3 企克、體長約 7.6 公分。

三毛試驗芳法 :

H 耐溫試驗 :

為調聲控制水接箱內 * 置 , 將 * 接插 60 x 30 x 35 公房 ) 置於恆溫箱內 , 調整水車長箱內
*



166

溫輿室外培育七星鱷魚之水溫一致後 , 將試驗魚五尾放λ ,
以二重覆進行試驗 , 試驗魚經ι晝夜

適應後再逐漸降低或升高水溫 ,
隨時觀察魚體之情況 ,

魚體失去平街時水溫及情形。試驗期中不
投飼餌料 ,

同時打氣以維持充分溶氧。

仁j七星鱷魚於不同水溫培育之生長試驗 :

試驗水槽探循環過讀式 ,
於水槽內置箱網 ,

其水溫可分別調節控制 , 將之調整為 15 、 20 、

25 、 30 �C 等四種不同水溫 , 每個箱網 ( 90 X 60 X 45 企分〉內放養試驗魚 23 尾 , 每種處理 2
畫壇。自投餌 2 次 , 上午 ( 8Am ) 和下午 ( 4Prn) 各一次 ;

投餌量採任意攝食 ,
拉饅至飽食不

再攝餌為止。

溫度試驗期間之人工飼料以自魚樹為飼料蛋白質憊 , 及添加糊構 (dextrin) 、研澱勒 (
α - starch) 、纖維素 ( Cellulose) 、魚抽 ( Fish 0 il ) 、維他命 ( Vi tamin premixl6)
、礦物質 (Min 叫 premix) 峙。於攪拌機充分混合後 ,

以攪肉機製成直徑。 .3 平分之粒狀
飼料 ,

經冷風乾燥機乾燥 '. 儲存於冷凍庫備用 ,
所配製之人工配合飼料蛋白質含量為 40% 。

於試驗期間 ,
每二週剖定實驗魚之全長 (Total Length) 、體長 (B 吋y Length)

及體重
(Wet - Weight) 。測定時為便於操作 , 以MS - 222 麻醉。

結 果
-七星捕魚耐溫試驗 :

H 耐低溫試驗 :

將永接箱內水溫調節至 23 �C,
移λ五尾七星姐魚 , 醒一晝夜適應後 ,

使水溫逐漸下降 ,
每

小時約降低。 .5 �C ,
初期七星鱷魚游動正常 , 當水溫降至 16 �

C 時 , 胸錯擺動頻繁 ,
.7.1< 溫降至一時大部分七星鱷魚靜止於底部 , 直至 4 的時部分試驗魚失去平衡橫臥於糊箱底部 ,

3.5 �e 時全部失去平衡 ,
此時將溫度接慢罔升至 6 �C 時 ,

試驗魚全部依復正常。
臼耐高溫試驗 :

將值溫箱內水放箱乏水溫調整至 25 �C, 移入主尾七星捕魚 ,
經一晝夜之適應後 ,

以每小時
的升高 o.soe 之速度加溫 ; 於增溫期間 ,

魚星現很活潑 ,
當水溫升至 35 �C 時 ,

魚體依然正常 ,
但* 溫達 35.5

�e 時 ,
七星鱷魚游動更加頻懿且不穩定 , 有開始發生死亡現象 '. 至 37

�C 時聽乎全
死亡。

自以上試驗可知 ,
七星鱷魚最低致有溫度約為 3.5 �e ,

最高致死溫度約在 35.5 �e 。

司七星揖魚於不同水溫培育之生長情形 :

七星姐魚置於 15 、 20 、 25 、 . 30 �C 4 種不同水溫中培育 8 週。於前 4 週 ( 28 天〉之結桌顧
示 ,
鱷魚生長增童及日間成長率 ( Specific Growth Ratio)

受環境水溫高低之影響 , 隨水溫升
高其魚體增童及成長率愈大 ( 圖 2 、 3 ) , 飲水溫曲高至低 ( 30 、 25 、 20

、 15Ce) ,
魚體增重依次為 8.65 、 8.32 、 8.21 、 3.48 公克 , 日開成長盡管依次為 3.4% 、 3.369 屆、 3.35 % 、 1.8 %( 表 1 ) , 依統計分析顯示 ,

除 15
�C 組外其餘 3 組之魚體增童及日間成長率無顯著差異。但經 8

週 ( 56 天〉後 ,
魚體生長增童及日間成長率受不同水溫影響與前 4 週之結果不盡相同 ,

其中 30
�C

組之魚體生長增童讀餒 ,
相對的生長率亦說低 ( 表 1 、圖 1 、 3 ) , 反而以 20 �C 組有較佳之平均增

重與日間成長率 ( 圖 2 、 3 ) , 其次為 25 �C 組、 15 �

C 組依然為最差 ( 表 1 、圖 2 ) 。在餌科利用方面 ,
經 4 週及 8 週的培育 ,

均以 25 �C 組之飼料效果最佳 ,
其餌料係數分別為 1 .74' ( 28 天〉和1. 76 ( 56 天 ) , 其次為 20"C 組 ,

餌料係數為 2.03 ( 28 天〉和 2.05 ( 56 天 ) , 而以 15
�C 組之餌料係數 3.84 ( 28 天〉和 3.47 ( 50 天〉為最高 ,

對餌料利用率遠較其他 3 組為差。七星鱷魚經
4 週培育活存率高達 100 %

' 但經 8 週後括存寧平均為 84.75%' 其中活存率以 25 �C 組之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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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佳 , 其次為 20
�C 組之 91.:3 % 、 15 �C 組之 89.1 %' 而以 30

�{: 組之 63 %為最差 ( 衰 1. 聞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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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 七星鱷魚不開溫度培育時之成長情形
Growth of Japanese sea bass rearing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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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3 七星鱷魚於不同 7l\ 溫培育 28 天與 56 天的成長車
Fig. 3 Specific growth rate of Japanese sea bass

reared 28 & 56 days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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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鱷魚於不同水溫培育生長 28 天和 56 天時之餌料係數
、攝餌率及自間成長率

表 1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on the

FCR, Feeding rate and SGR of Japanese sea

bass, Lateolabrax ja ρonicus.

Table 1

30 � C25 � C20 � C15 � C培育溫度

Cultivated temperatUre

5.28
13 .93

8.65
18.34

100
2.12
6.82
3.46

28

5.33
13.65

8.32
14.48

100
1.74
5.45
3.36

28

5.28
13.49

8.21
16.67

100
2.03
6.34
3.35

28

5.27
8.75
3.48

13.36
100
3.84
6.81
1.81

28

Mean body weight (gm)
魚體羽重 Initial
魚體終重 Final
平均增重 Mean gain (gm)
攝餌量 Feed Intake (gm)
措存率 Survival rate (%)
餌料係數 Feed conversion 時間 (FCR)

1

攝餌率 Feeding rate (% day)2
成長率 Specifi� growth( rate

-
(�<?R� 3

試驗期間 Experiement peri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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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22.85
17.52
30.83
95.6

1.76
3.91
2.60

56

5.28
23.50
18.22
37.35
91.3

2.05
4.63
2.67

56

5.27
13.42

8.15
28.30
89.1

3.47
5.41
1.67

56

Mean body weig�t (gm)

魚體初重 Ini tial
魚幢終重 Final

平均增重 Mean gain

攝餌量 Feed Intake (gm)

活存率 Survival rate (%)

餌料係數 Feed conversion rate (FCR)l

攝餌率 Feeding rate (% day).
2

成長率 Specific growth rate ���)3
試驗期間 Experiment period (day)

x 100%

Feed Intake / Mean gain body weight

lnitial wt.+ Final wt..一.
Feed Intake

FCR =

Feeding rate =

1

2
2Feeding day

Feedi�g day.一.Final wt.

Ini tal wt.
SGR = In3

論

-弋七星鱷魚耐溫試驗 :

本試驗以輯和漸進的方式增加讀降低水溫 , 與天然環攬中華殖水溫改變較為相似 , 而不同於胡
、余(II

之 S. aurea 致死溫度試驗方式 , 其將試驗魚直接由鈞。C 水溫移入試驗水溫中 , 因此七星鱷
魚生長溫度極限最低為 3.5

�C , 最高為 35.5
�Cl , 其結果與喝、法 (4)

以黑鍋為材料之生存 � 度範圈

租金{ , 可見其均為耐寒的魚類。
Chervinski(SI 報告 S. aurea 在鹽度較高的水年 (5=5%0) 時耐寒性連大於在淡水中

, 至於

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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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鱷魚是否具有相制的結論 ,
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同時有闊天然的七星鱷魚典人工繁殖之七星

蝠魚對溫度的適應是否相間 , 亦有待研究。
司七星鱷魚於不同水溫培育之生長情形 :

此次溫度試驗之預備試驗時曾將永溫降低至 12 �C 來培育七星鱷魚 , 經一週之投飼 ,
七星舖魚

均不攝食, 矗靜止於箱網底部 ; 將永溫逐漸提升至 15 �C 時才開始攝食 ,
因此不同 2fc 溫培育試驗之

最低水溫設定在 15
�C 0 可見當 2fc 溫低於 15

�C 時 ,
應停止投饅餌料或提取適卸的方告來提高水溫 ,

使其攝食。

七星鱷魚以 15
�C 、 20 �C 、 25 �C 及 30 �C 4 種不同水溫培育 , 在初期 28 天時 , 以 30

�

C 組成長
較快 ,

但其後生長鵲起 , 死亡率高達 37 %' 且有繼讀死亡的現象
,
死亡之七星緬魚鐘表有漫燭瑾

點及肝臟病蟹的現象 ; 若將水溫逐漸降低至 25 �C 時 ,
魚體死亡現象趨麓 ,

顧示長期高溫培育
對於七星鱷魚有不利的影響。 15

�C 組之成長一直不佳 ,
雖然攝餌率高達 5.4 % / day' 但餌料係

數高違 3.47
, 其乃因水溫低 , 七星鱷魚新陳代謝速率低 ,

餌料中營養物質未能充分利用等。 20 �

C
組魚體成長較快 , 但其餌料係數為 2.05 萬於 25 �C 組 2:.1.76

' 因此七星撞魚培育溫度當在 20 --
鈞。C 之問。

摘 要

七星鱷魚 ( Lateolabrax japonicus ) 屬於廣噎住魚額 ( euryhaline )t 當水溫降至 12 �C 時
魚體靜止於底部 , 6 �C 時活動顯著運盤 , 最低致死溫度為 3.5 �

C ; 最高致死溫度為 35.5 �C 。

七星緬魚以含 40% 蛋自賞之人工飼料飼館於 15 、 20 、 25 和 30 �C 4 種不同 2fc 溫中培育 8 週 ,
其魚體平均增童和自間成長率以 20 �C 最好 , 其值分別為 18.22 gm 和 2.66 %

' 其次為 25
�C 之間52

gm 和 2.569 盾 ,
而餌料係數卻以 25

�C 之 1. 76 為最佳 ; 死亡率以 30
�C 之 37% 為最高 , 而以鈞。C 之

:i.6% 為最低 ,
因此七星鱷魚之養殖以環境 2fc 溫在 20 - 25 �

C 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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