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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部海域產條經之生物學研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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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ishery biology concerning with the size composition,

gonadsomatic indices and sex ratio of striped bonito, Sarda orientalis in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471 samples were collected monthly from the commercial fishing of troll I�nes,

set nets, long lines and drift nets from July 1985 to July 1986.

The results obtained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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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蟬 , Sarda orientalis C Tenmick & Schlegel, 1844 ), 叉名齒輯、齒館、東方體 ? 東方

蝶鏈 , 俗名西齒姻 'C 新港 , 台灣南部〉、姻仔虎〈宜蘭〉、轉儷〈花蓮 ) 、泥轍串〈富間 ) 。為沿偉

衰層祖游性魚類
(1)
。其分布自日本本州中部以南

(2)
至台灣東北、東部。在宜蘭東澳之定置漁場為第一

優勢魚種
(3) ,

東部海城 2-5 月以定置網
, 曳繩釣及延繩釣可大量捕獲 ; 4-6 月在離學較遠處 , 以

流刺網少量捕獲。在漁業年報中 , 蘇澳區及綠島區漁會將其列入「其他鯉類」花蓮區漁會列入「正值
J ' 新港區漁會列λ「圈花鯉 J ' 臺東區楓會列入「小串仔 J ' 故在產量上統計不品

, 但其有潛在之
資頓量是可以確定的。因條艦為最高價位之鯉類 , 有關其研究報告本省迄今尚付關姐 , 基於此 , 筆者

商會



68

選擇花、東沿學海域之條鯉為研究對象 , 針對其生物學及資源特性作一系列詳細之調查及探討。本篇
主要探討體長組成、性比和生殖腺成熟指數 ,

俾建立條鯉資源開發與管理之基礎資料。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之標本從 74 年 7 月至 75 年 7 月探白花蓮至成劫沿學海揖〈圖 1 ) , 主要為曳繩釣、
定置網、延繩釣及流網所捕獲。一共探集 471 尾標本 ,

雌魚 237 尾 , 雄魚 232 尾 ,
未聽魚 2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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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饒體之採樣地區間

Fig. 1 Sampling area of Sarda od enta 1 i s along the easte Tn

waters of Taiwan.

樣本經捌量尾叉長、體重後解剖 ,
辨別性別 ,

取生聽腺分左右 , 分別以捲尺 ( 精度 O.lem) 暈長
度及徵量天秤稱童 ,

稱至 0.] g 。肥滿度 ( Coe. of fa�ness ) 之定義探架 ( 19 倒 )(4)
之方法 ; 生

殖腺成熟指數 (Gonadsomatic index, GS I ) 之定義探索 ( 1973 ) (5)
。蝶體之港別生產量 , 香請

漁會人員代為兢計。

結果與討論

-弋體長分祐 :

蝶館之體長組成如圖 2 所示。測定範圍從 28 em 至 74 c 詞 , 其中以 50 -- 60 em 居多 ,
雌館主長度較

右移
, 平均體長雌艦為 56.998 c 洞 , 雄蟬為 54.08 ,

推翻雌性稍大型。月別體長組成如圖 3 所示 ,
2 、 3 月持有 30 em 左右之小梅館出現 , 因該時期較近岸酒游 ,

所以自定置網及曳繩釣可大量捕獲
; 而 5-6 月之帳健體型較大 ,

且較遠岸祖游 ,
可由此時蜂館大都由流剩網捕獲可資印證。

司體長與體重之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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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fork length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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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Satda orientalis.

雌館之關係式為
2. e 78

= 0.9439
2.68B

r

= 0.9485
、 L 表尾叉長 (em) , 如圈 4 所示。

r

雄睡之關係式為

,
主

⋯⋯⋯
1

199

r
一了I → _.� ⋯⋯

" 這
F'ORt< LEr«3TI-I IN c ﹒

8 S.e-,0 � - � J n-232D.c. 刊 .�52. “8
午 ..,e--I 除 .c. 穹白血 L

""".� 得哥哥曰“3.�-i R=54.ea

� 3.e--l
62.5-.
�2.&-
I

i.� 千 -
Hi.S 仆

k ﹒宮"" .e- 斗

2e

w 表體重 (kg)

饒健體長與體置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k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Sarda orientalis

圖 4

along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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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方分析 ( 表 1 ) 可知雌雄之迴歸有顯著差異 , 故將雌雄資料分開處理。

Table 1

表 1 雌雄迴歸之變方分析比較
Comparisons of regression lines of fork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Sar 血 ad ental i s by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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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reg reSSlOn

Difference

466 4.522898 0.0097057

469 6.226074 16.77295 '49.90961 2.693985 467 4.723538

between
slopes

1 0.000019 0.000019

between
eleyations

1 0.20064 0.20064

Fb = 0.0019534"" F. = 20.672.388**

、 Remark: n. So. : not significant at � %

: significant at 1%**

三三肥滿度之季簡聾化 :

幢幢肥滿度 ( 圖 5 ) 7-5 月變化不大 , 5 月接即顯著下降
, 推翻載時期因雄鱷排精後 , 體童

讀少的結果。幢幢肥滿度 ( 圖 6 ).12-3 月為高盔
, 4 月接下降 , 6 月至最低點 , 因而推翻 4 月

開始產卵至 6 月
, 因產卵過後體力耗損 , 體宣讀輕 , 因此肥精度低。而非轍期時 ( 7 - 1 月〉國皆

小群祖游
, 並無買賣著肥浦度變化 , 一敵雌值比雄蟬稍肥滿。

同性比 :

本研究探集之標本雌魚 237 尾 , 雄魚為 232 尾
, 雌雄比 1 : 0.979

, 起卡方核定各月之性比 (

表心 , 顯示全部雌雄之此可為 1 : 1 '
且產卵時期格外顯著。而體長別之性比增高之趨勢。體長

,
以上雄鯉佔較高之優勢

, 正符合魚類之盤比有隨著體畏的增加而雄魚愈多白質現象。

互支生殖生態:

本種魚雌雄之GSI 極大值出現在 3 月
( 國 8 ) , 值觀寮言表時期卵駝 ,. 雖大但抽球分散 , 表面

徵血管可見 ; 在 4---5 月 g� 拉晶螢透明
, 抽球集中 ; 而在 6 月大都卦卵雖已為過熱卵

, 故推翻產卵

期為 2---6 月。另有關生殖方面的孕卵數及卵徑
, 另專篇論述。

六體畏與生殖臨重之關悟 :

眉 9 所示可見饒鱷生殖臨重量隨著體長之增大而增加
, 而雌性體長大約 34 --- 35 冊

, 雌性體長

32 - 33 em 時開始形成生殖鵬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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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月別性比之卡方核定
Results of the Chi-square test of monthlyTable 2

x2

Sarda oriental is.

ratIO
♀

sex ratio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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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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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D .

75111985 July
1.923D ﹒13713Aug.
0.167 D ﹒426Sap.

Oct. 0.167 D,'426
1.714D ﹒

14721Nov.

0 D,'549Dec.
D ﹒0.05911201986 Jan.

0.026 D.',201838Feb.
0 D ﹒394079Mar.
0.522 D.'313869Apr.

0 D,'.5352105May.

1.191 D ﹒293968June

July 0.063 D,'9716

O.O34D...237232

n.s.: 110t signifi�at at 1%

469Total

Remark:

rF5 fF 曲 n=291 J'F
逆的 rF9

「一「一「一「一「一

i 0 i 合 l 古 (0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
100

50

♀

-mi
叩

♀♀

于
39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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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ratio in different fork lengths of Sarda orienta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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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有報期及組游 :

東部 $集體之觀期由魚市場產量至于析
( 園 10 ) 知 , 1-5 月為漁期

, 2-4 月為盛灘蹄
, 其他

6 -12 月產量少之叉少。富間產量之高且已在 3 月 , 花蓮在 4 月 , 和宜蘭東澳之定置網月產量最高

在 4-5 月
(3) ,
在地輯上不謀而合

, 推翻蜂鯉由南向北個游 , 主群 3-4 月到連花、東沿海。
r

'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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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蝶體體長及體重開係式為 :

雌 w = 0.00004891 L
2 878 W 衰體重 ( kg )

雄 w=0.00004939L.
uvv

L 衰尾叉長 (em)

之三條體之成熟度在 2--6 月時最高 , 產卵期也在此段時期。
三三條館不間體長範團及各月之性比均為1 : 1 。

回 2 --4 月為東部臨睡之盛漁期 , 其祖游路徑自南向北。

摘

辭

本報告得以完成承蒙分所長賣聲威博士之鞭策和敢講 , 本分所吳坤林、林忠仙兩位免生之協助

魚體解剖 , 張月馨小姐之圖表打字 , 富岡魚市場、花蓮魚市揚工作人員之協助 , 在此一儕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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