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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部海域產正鰻之生物學研究一 H

食性之研究

吳春基

Study on the Biology of Skipjack Tuna. � α t 8UlDonU8

pel am is -In the Ea. tern Waters 。 f Taiwan�II

Food and Feeding Habit.

Chuen-Chi Wu

There were 621 psecimens of skipjtlck tuna. (Katsuwonus pelamis), of which including 339

females, 277 males and 5 sex unidentified were collected at monthly intervals in the fish markets

of Hsing-Kang 創ld Hua-lien from August 1985 to July 1986. These fishes were caught mostly

of Taiwan.

by pole and line, drift gill n 仗 , trolling line and few caught by tuna long line in the Eastern Waters

Stomach contents were examined and feeding habits of skipjack tuna was investigated

b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results are'sumJ:l1aried 揖 follow:

The stomach shape of skipjack tuna is typical 卜 type. The relation between stomach length

and fork length obtained a linear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The result is y=0.2086 + "0.326'2 X,

r=0.8167, respectively where Y is stomach length, X is fork length and r is 'the coefficient

correlation.

2. The empty stomach ration of skipjack tuna in winter and spring were higher than in summer

and autumn.

3.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et between females and males, but the ration of

empty stomach were females liigh 訂出an males.

4. There were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mach contents weight index(SCWI) and fork length,

body weight.

5. Fishes, molluscs and crustaceans are tile three �ost im'portant categoI:ies of. food eaten by

skipjack tuna. The principal crustaceans item was euphausidae, the main molluscs Hem was

cephalopoda and .fishes including' 15 identi.fi�d families. 20 species, in which m 建for items

were engraulidae and scombridae. The feeding patterns !iPpeared in skipjack tuna is a pis-

civorous .fish.

6. There were no signin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et with sexs and sizes,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 出 seasons.

7. The 'food prganisms found in. the storpach was mostly Loligo Chinensis and other mai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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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ms were euphausidae Auxis rochei, S, ρ ratelloides graci/. 旬, Engraulis jap ο nica, Bolistes

sp., anchovy and crab larva.

The seasonal occurrence of food organisms i.n the st οmach of skipjack�tuna,E. japonica was

the most abundant in spring, L. cJzinensis was the 'most abundant in summer and autumn,

8.

euphausidae was the most abundant in winter.

魚類之生存與成長直接與其棲息之生克拉環揖之餌料生動種類構成及含量有相當重要之關保 , 聾怖
之餌料生物含量 , 往往可形成一良好之轍揖 , 餌料生物種類及量的聲動 ,

可促使魚類食性的改變 , 甚
而引起魚類作季節性之祖游費動 ,

因此可由魚類之食住來作誦揖變動分析及齣餌種類之選用之明顯且

有敷之指揮。

正題是東部地區重要經濟性之近海浦獲魚類之一 , 但未省有關 l 丘懼之生物學研究並不多 ,
值有李

、梅 "( 1 前 3 ) 、胡、揚 ( 1973 ) 及吳 ( 1 鉤 6 ) 提出局部姓之生物研究報告 ,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
探討正揮之攝食習性及餌料種頰 , 可藉此了解正體之棲息環境之籲件因素 ,

並由本海攝之餌料生物種

類及置之變動情形 , 有敷地等出正體之確實潤游苟言衛及路徑 , 進而作為估計正睡在東部海城之賣頓量
之參考 ,

可做今日有敷閱讀本魚類之事引。

實
...a.4o

目。

材料與方法

本報告係於 74 年 8 月至 75 年 7 月間按月分別至新權及花蓮魚市輯進行標本之探集 , 所得之標本
大多數是線島、蘭瞬地區之鱷竿齣及新浩、花蓮地區之流剩網、曳繩釣斯梅攘的 , 少部份是由備延繩
釣所釣擾的 , 其繭蓋地點及 fF 難地區如圖 1 所示。所探集的標本共計有 621 尾 , 其中雌魚 339 尾 , 雄
魚 277 尾 , 性別不閉著 5 尾 , 其月到撩撥標本數及體長範團分怖如表 1 。

探得之標本立即跨國實驗室進行各項翻定分析工作 ( 花蓮地區之標本部份於魚市揖當揖解剖分析
) , 首先量取標本之體長、體畫 , 躍而由腹部捕魚體解劑 , 取出整個內臟 ,

分開胃囊及臉去外部之結

締組織 , 後將胃囊拭乾水份置於電子分析天秤 ( 靈敏度 0.01 企免 ) 土稱其重量及副其長度 ,
然後將胃

壁及幽門都剪閉 ,
取出胃內會動再稱空胃囊童及測空胃囊長度 , 胃內會動依其種額分別計算其尾數及

重量 , 胃內會物之分析係接用定量分析 ( 包Jantitative analysis) 及定性分析 ( Qua lit at i ve

analysis) , 其分析依聽講 :
-弋定量分析 :

據用胃內含物指數 ( Stomach Contents Weight IndeX ) 分析當

胃內含物章 ( 公克 )

體重 ( 公克〉

ζ定性分折 :

分為出現率控 ( Frequency of Oc ω rrence Met 加d ) 及計數控 ( Numerical Method) 兩種

標本中含有某特定餌料生物的標本數
出現率控 =.x 100

全原本數

某特定餌料生動之尾數
= 『 -x 100

所有餌科生物之鮑尾數
-

100�一一SCWI

計數法



Table 1

Monthe

Aug. 1985

Sep.

Oct.

Nov.

Dec.

Jan. 1986

Feb.

Mar.

Apr.

May

Jun.

JI.tI.

Total

3

表 I 正鯉標太月別探集之標本數及體長範團

Sample of skipjack tuna collected from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Sex No. of samp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rn al 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11

11

31

28

29

18

20

17

29

10

25

15

41

14

26

21

28

32

23

27

32

39

32

40

339

277

Ra 呵 e of fork length(cm)

44.0 66.0

50.0 70.5

36.2 ω .0
36.0 63.0

36.5 66.0

37.3 59.5

29.5 63.0

42.5 62.0

40.2 63.1

60.241.2

33.0 65.5

66.747.2

39.8 66.2

43.3 84.6

42.0 72.7-
40.3 75.9

42.3 66.7

42.8 78.1

46.1

46.5

68.7

81.8

45.8 73.1

76.433.0

47.5 72.6

47.5 86.0

29.0 73.1

3Q.o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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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 本研究所用正體標本探集之位置儡
Fig. 1 Map showing the sampling locations of skipjack tuna

in this study.

結 果
可胃長典禮長之關係 :

祖擴富永 ( 1967 J 之指出 ,
即中發層游撤力遠的魚類 , 其胃囊形狀多為←型或 Y 型 , 而正體

是一種游說k 速度 l� - 20 理 ( 渡過 1942) 之中表層快速酒游之外洋性魚類 , 其胃賽經解劑鐵定結果
' 是屬於卡型

, 典上之論述相符。

: y
正蟬之胃長典體長聞之關係如圖 2 , 由國中顯示 ,

其胃長與體長成直線關保 , 而直踏迴歸式為
= 0.2086 + 0.3262x, r = 0.8167 , 其中雌魚之關部式為 y=- 1.6065 + 0.3597x , r=

0.8521 , 誰魚之勵係式為 y = 2.4891 + 0.2871 1 x , r = 0.76 路。由圈中亦可君出 , 體長在 60
公分以下之中、小型魚 , 雄魚之胃長比雌魚長 , 而 60 公尺以上之大型魚 , 頁。雌魚之間長反比誰魚
長。

二三空胃率之月別變化 ;

正體之空胃率月別變化如圖 3 , 真化情形近星反 V 型 , 除 8 、 9 月空胃盡管低外 ,
其餘各月均很

高 , 以 3 月份 67.5% 為最高。雌雄 5JU 之空胃 � 丹別變化如圖 4 ,
變化不具姐則性 , 雌魚在 12 、 2

月空胃率較高 , 雖魚在 1 、 3 、 4 、 5 月空胃率較大 , 綜合以上之結果 ,
正體之空胃率以多、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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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之各月的空胃率較高 , 夏、秋雨季之各月份則較低。

Female

Y=-1.6065+0.3597X

r=0.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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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正體之曹長輿尾叉長之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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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jack. tuna fror:n-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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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胃內含物指數 ( sewI ) :

正體之胃內含物指數之頻度分佈如圖 5 ' 根攝比分佈曲融將正值之攝食狀況
, 依邱 ( 1985

歸類方式 , 將 SCWI 值 0 - 0.09 歸分為空胃
, 0.1 - 1.2 篇小胃 ;'1.21 - 2. 別為中胃

以上為滿胃。圖 6 是雌雄魚之攝食狀況之分佈情形
, 小胃、中胃、滿胃之比率 , 雌雄魚均無顯著差

異 , 唯空胃情形 , 雌魚所佔比率要比雄魚略高 , 同時兩者均以小胃所佔比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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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之胃內容物指數之百分率

Pe;rcentage of st�mach contentes weight indices ,(SeWI) of

skipjack t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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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雌雄別之胃內睿智指數頻度分佈

The frequehcy �istribution of stomach contents weight. indice

indices (S<;::wI) with various values of skipjack tuna

by se x.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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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胃內含 � 指數典禮畏、體置之關保 :

正值之間內合物指數典體長之關係如臨 7 所示 , 二者之間未成姐則性之闢係分佈 ' 亦即胃內會
動指數與體畏不成直韓勵僚 , 雌雄魚之結果相間 , 但在體畏的一 60 公分之間之胃內會鈞指數分

備較均旬 , 其值介於 o 一 2.0 之間 ,
另將所有之標本分成三三個體長階段 , 即 51 企分以下 ( 小型魚

) , 51,.- 60 公分 ( 中型魚 ) , 60 公分以上 ( 大型魚 ) , 從圖 8 所示 , 此三個體長階控之攝食
狀況並無明顧差異 , 均叫小胃所佔比率最高 , 其次3靄中胃 ,

小型魚及中型魚之空間都比滿胃.略高, 而大型魚則楠胃率比空間率稍高 ,
以土之結果可能係因大型魚游說k速度快覓食較容易且本身體龍

之需要所致。勵 9 是間內會 � 指數興趣靈之關保分佈 , 分偷情形與體長相缸 , 不成姐則性分佈 , 體
重在 1 - 3 公斤之間 , 其指數值較集中於 0-2.0 之間 , 綜觀上述之結果 , 正值之胃內會甜指數與
體長、體重之勵係不顧薯 , 指數之大小不受體型大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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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a from

豆豆餌料生物組成 :

正值之餌科生物組成如表 2 所示 , 主要有甲殼類、軟體動物及魚類三大類 , 各類中之科種分佈,
甲殼類有 3 種 , 軟體動物有 4 種 ,

魚類中,能聽韻的有 15 個科別及 20 個魚種 ,
其中以魚類馮主

鍵之制生物中佔最多量的種類。以上之三大顯餌料生物種巔 , 依正體之攝食狀況叉可歸納為珊,
I3P 蝦類 ( Shrimp) 、蟹類 ( Crab) 、頓足類 (

Cephalopoda) 、魚類 ( Fish) 及其他類 (
) ,
而其他類主要包含有民、螺、樹葉、石粒、海草等。在此次調查中 , 植物性浮游生物

、原﹒生運? 物及構胸頓均未發現有被攝食之跡象。
7"\ 雌雄別之食住差異 :

正鯉之各艦長階設雌雄別餌科生物出現額度分佈情形如表 3 , 將所有標本分為 5 個體長階役 ,
依各體長別使用卡方被定 ( x' -' test) , 結果顯示各體長階.段之雌雄魚食住差異並不顯著心由此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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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 正睡在任何成長階段 , 其雌雄魚之間的食性差異並不明顯。
有偉長別之食住差異 :

為現瞭正值之成長過程中之食住自費化情形 ,
仍以所有之雌雄混合標本分為 5 個體畏階段 ,

各體

長別之餌科生物之出現頻度分佈情形如衰 4
,
其間之食性差異 , 經用卡方分析鐵定結果並不顧薯 ,

12

表 3 正懼之雌雄別食住差異被定分析

Test of difference in diet between female and maleTable 3

2

of skipjack tuna in each size class.

-GOO',
且',aoecn

ms
山
川c-ncnoauhEEavEOO

Vd
cneu'

、e'aEINo. of
stomach
examined Shrim Crab

SexSize class

Cephalopoda Fish Others

O3OO3Fern af e< 40crn 0.875 N.S.
O

1

3

45

O

12

O

8

O

17

3

64

Male

Female

3.730 N.S.1336Male
41-50cm

2613,2

2371451246Female

2.534 N.S.49Male
51-60cm

O4114516

12913636Female

4.012 N.S.22Male
61-70cm

119434

。62O16Female
>70cm

0.655 N.S.1861319Male

N.S. = None significant

正值之體長到食性差異轍定分析表 4

Test of difference in diet of skipjack tuna byTable 4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food organisma

size class.

No. of stomachs
examined

With
food

Size class
(cm)

OthersCephalopoda FishCrabShrimpTotalEmpty

O6OO21156<40

27125103023113110041 - 50

2782810282111169551 - 60

24817410121635861 - 70

1248432725>70

Different no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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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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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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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

X2 = 10.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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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正健在成長過程中
, 小、中、大型魚之食性雖略有差異但並不明顯 , 從表中可看出 , 在任何

體長階段 , 正值之餌料生物種類中均以魚類為最主要攝食對象 , 體畏的公分以下之較小型魚則以

蝦類估次要餌料生物 ; 體型在 50 - 60 公分之中型魚
, 則對蝦類、頭足類之攝食有相同之偏好 ;

60 公分以上之大型魚 , 則對頭足類之攝食偏好略大於蝦額。
I 九季節性之食性差異 :

魚類之食住往往因其所棲息海壩之餌料生物種額及量之季節性變動而有所改變
, 在台灣東部海

攝之正妞 , 其各季之餌料生物種顯出現頻度分佈如表 5 所示
, 各季聞之出現頻度差異 , 經用卡方檢

定分析結果 , 其季節性之食住差異極為顯著。一艦上 , 各季之餌料生物中均以魚類之出現額度最高
, 其間之差異甚小 , 而嚴類與頭足額在各季之出現頻度變化較大 , 故差異較為明顯。甲殼類、軟體

動物及魚類三大類之餌料生物
, 其出現百分比之季節性變化情形如圖 10 所示 , 四季中的春、夏、

秋季均以魚類之出現率最高
, 冬季則以甲獸類出現率最高 , 夏、秋二季軟體動物之出現率均比甲殼

類高 , 多、春季則以甲殼類之出現率比軟體動物高。

表 s 正體食住之季節性差異檢定分析

Table 5 Test of difference in diet of skipjack

t una by seasons.

Season
No. of
stomach
examined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food
orgamsms

CephalopodaCrab Fish OthersShrim

Spring
(j 叫﹒ -Mar.) 56 11 3 12 46 O

Summer
(Apr.-Jun.)

Autumn
(jul.-Sep ﹒ )

Winter
(Oct.-pee.)

93 17 4 31 93 3

82 19 3 26 82 2

61 28 14 9 31 1

x z
= 53.6225** **

Different significance at the 1% level

呵,4.A
勻
,u

正
U

司LR

『

、
‘

',‘
-A

2
刀

,Anu
----

np

',.
‘
、

E
X

� 主要餌科生物之出現率分佈 :
正體之各種餌科生物出現率、攝食尾數及數量百分比如表 6 所示

, 魚類之數量比甜 .7 % ( 562

尾 ) 佔第 1 位 , 其次為軟盤動物 17.8 % ( 150 尾 ) 、甲獸類 15.5 % ( 131 尾 ) ;, 出現率仍以魚類

的 .9% 佔最高 , 其次5萬甲殼類 33.3% 、軟盤動 � 28.9 % 。在所有餌科生物中
, 丁香魚 ( 灰海南

組 S ρratelloides'gracillis ) 數量比 21.7% ( 183 尾 ) 為最高 , 其次為鎖管 (liJIigo ch.i 御街 is

) 16. 司 % ( 137 尾 ) 、鯨蝦類 ( Eupbausidae ) 12.09 屆 ( 101 尾 ) 、日本黨 ( Engraul i s j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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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正醒之胃內餌料種頡衰
Check-list of food i terns found in the stornach$ of skipjack

tuna collected from the Easters of Twaiwan.

Tab Ie 6

Percentage of
total number

(9 屆〉

Percentage of
occurrence

(%)

Number of
Food .items

5203823677437532611921191365182.5

................................

Ednuqa9d

呵

4AUEUAUnuau'AOO

唱

Anu

司

4AUEdAMAUnununuhu

咀
且

,A

呵
。

nvnununv

呵
。
。
0

,
且

,A

旬

A-AGun4,A

內
品

,A"ahgn

訝

,
ι

'inunthwuaazna

內

4nuo0

月

,nu',i'Aa

壘
呵

,,A

咀

AOOa4pa

呵

,n
υ

-ia
悟

",-nu
,..........................

30578061162691509oolooo32601021

刊

呵
。
司

4n4"4nn

organi srns

5

4

1

7

27

2

150

2

5

47

2

28

28

6

562

12
70

4

19
2

8

16

9

137

183

1

1

1

131

1

101

1. Crus tacea
(1) Sleno ρUs hi sρ idus

(2) Euphaus idae

包 ) Crab larVa

2 Mollusca
(1) sym ρ lectoteuthis oualaniensis

、 (2) Loligo chinensi s

�)Sepia esculent a

(4) Chl,amy nobi I j s

J. Fish
(1) Etrumeus tet'res

(2) Engraul i s ja ρonica

�)Spralelloides gracilis
、

(4) Chanos' chonos

(5)Cy ρ silurus sp.
(6) Saty ri chthy s rei/fel i

(7) Auxi s roche;

(8) Abudefduf sp.
(紛 Te rapon jarbua

OO)Decapterus russelli

a]) Caranx mal abaricus

個 Caranx sp.

a3 Chorinemus sp.

ω Trichiurus lepturu$

Q�Menemaculata

�6)Balistes sp.

。7)Cantherhines dumerilii

側 Lactoria diaPhana

制 LagocePhalus gloveri

盼 Lagocephalus sp.

帥 Anchovy

盼 Unid. fish

100.0156.7

114

843

621

329

Total food

No. of stomachs examined

No. of em.pty'stom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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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ca ) 8.3% ( 70 尾 ) 、團花體 ( Auxis rochei ) 5.6 % ( 47 尾 ) 等 ; 出現率則以鎖管之
26.1 %最高 , 其次是撫轍額 25.3% 、國花體 9.99 石、丁香魚 9.2% 、日本黨 6.8% 及皮剝鈍 (

Ba/istes sp. ) 6.5% 等。
寸: 餌科生鈞之季衛自費動 ;

正懼之各季館科生物種類費動情形如衰 6a- d 所示 , 在春季捏 ,
所出現的餌料生動種類數較

少 , 在甲散頓方面只有擠蝦及蟹菌 ( Crab larva ) 軟體動物只有鎖管 1 種 , 魚類方面能辨識的也
僅有 7 種。數量比以日本黨 27.2 %j 萬最高 , 丁香魚 26.69 屆為其次 , 再次為 fJ 仔魚 ( 扣lchovy )14.1
% 、鐵管 10.3% ; 出現率仍以臼蒸籠 25.0% 最高 , 其次 3萬鎖管 21.4 % 、糖蝦額 19.6% 、丁香魚

8.99 屆、動仔魚 7.1% 等。在夏季祖 ,
是出揖餌科生物種巔最多的寧筒 ,

其中甲殼類有 2 種 , 軟體動
物有 3 種 ,

魚類有 16 種 ,
在數量比上則以鎖管之 17.89 屆錦最高 , 團花值 14.1 %佔第色位 ,

再次
為了香魚、糖蝦頸、日本難等 ; 出現率也以鎖管 33.3% 為最高 , 國花蟬 24.79 屆京高 , 再次為褲蝦
頓、皮動純、飛魚 ( Cy, ρsi /urus s 即﹒ ) 等。軟拳種 ,

出現的餌料生物種類數值 :?J\ 於夏季 ,
計有甲

獸類 3 種、軟體動物 4 糧、魚類 12 種 ,
其數量比以丁香魚之 34.3 %j 萬最高 , 其次為鎖管 20.29 恆

、續蝦額 11.4 %; 出現率高低依序寫鎖管揭 .8% 、續蝦額 23.2% 丁香魚 19.5% 、吳肉組 (

Etrum eus terres) 及皮剝鈍﹒等。冬季時 , 出現的餌科生物種類計有甲骰類 2 種、軟體動物 2 種、
魚類 8 糧 , 種類數僅多於春季 , 其數量比大小依序寫續蝦額 32.6 % 、聲苗 17.4 % 、鎖管 10.5 %

Table 6a
表 6a 正纏在春拳胃內蠶現之餌料種類衰

Check-list of food items found in the stomachs of

skipjack tuna exam ined in spring.

Food items
Number of

organi sms

1. Crus tacea

(1) Euphausidae

(2) Crab larva

2 Moll USca 19
(1) Lo / i go chi l1ensi s 19

3. Fi sh 151
(1) EngTau/ is ja ρonica

(2) S. ρ ratel/oides gracilis

50

49
(3) Cy

ρ siluTus sp.

(4) Auxi s Tochei

(S)Deca ρ terus russelli

(6) TT; chiurus /eptuTus

(7) Anchovy 26
(8)Unid. fish 17

Total food 184
No. of stomachs examined 142

No. of empty stomachs 86

si

oeem
ge1Jarrp

tr
魚nu,ecrt

cc
叮

O

P Percentage fo
total number

(%)

14 25.0

19.6

5.4

21.4

7.6

6.0

1.6

10.3

11

3

21.4 10.3

82.2 82.1

25.0

8.9

27.2

26.6

3 5.4
1.8

1.6

0.61

1 1.8 0.6

4 3.6 2.2

7.1 14.1

28.6 9.2

128.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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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b

衰 6b 正捏在夏季胃內發現之種類表

Check-list of food items found in the stomachs of

skipjack tuna exam ined in summ er.

organisms

Percentage of
occurrence

(%)

Percentage fo
total number

(% )

Number of
Food items

1. Crustacea 32 22.6 11.5

(1) Euphausidae 28 18.3 10.1
'

(2) Crab larva 4 4.3 1.4

2 Moll usca 54 37.6 19.6

(1)Loligo chinensis 49 33.3 17.8

(2) Se ρ ia esculenta 1 1.1 0.4

(3) Chi amy 'nobil is 4 3.2 1.4

3. Fish 190 125.1 68.9

(l)Etrumeus terres 4 2.2 1.4

(2)Engraul i s japoni ca 20 6.5 7.3

(3) S ρ ratelloides gracilis 31 5.4 11.2

(4) Cypsi lurus' sp. 12 10.8 4.3

(5) Satyrichthys reiffeU

(6) Auxi s rochei

2 2.2 0..8

39 24.7 14.1

(7) Abudefduf sp,

(8) Te ra, ρ on jarbua

1 1.1 0.4

1 1.1 0.4

(g)Caranx malabaricus

QO) Caranx sp.

Q])Chorinemus sp.

Q� Tri chiurus Ie. ρ turus

Q3Mene maculata

Q� Bal istes sp.

1 1.1 0.4

1 1.1 0.4

1 1.1 0.4

8 6.5 2.9

4 3.2 1.4

5.415 16.1

Q5 Lagocephalus gloveri

胸 Lagocephalus sp..

1 1.1 0.4

5 5.4 1.8

。7) Unid. fish 、 44 36.6 15.9

Total food 276 185.3 100.0

No. of st 個lachs examined 198

No. of empty stomachs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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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c

里 6c 正艦在秋季胃內發現之餌料種顯農
Check-list of food items. found in the stomachs of

skipjack tuna �ined in autumn.

Food i terns
N umber of

organi sms

EZo
eec

gn1J

ae

r-o

nr
。
一eurk

puw

戶
LVrcho

Percentage fo
total number

(%)

1. Crus tacea 42 28.1 14.1
(l)Stenopus his ρ idus 2 1.2 0.7
(2) Euphauidae 34 23.2 11.4
(3) Crab I am 6 3.7 2.0

2 MOllusca 67 32.8 22.5

UJ Symplectoteuthi s oualaniensi s 2 2.4 0.7
(2) Loligo chinensi s

60 26.8 20,2

。 ) SePia escul enta 4 2.4 1.3
(4) Ch 1ωny nob; Ii s

1 1.2 0:3
3. Fish 188 104.9 63.,4

(l) Et rumeus terres
8 6.1 2.7

(2) Spratell oi des grad Ii s 102 19.5 ,
34.3

包 ) Chanos chanos 4 3.7 1.3
�)CyPsilurus sp. 3 3.7 1.0
(S)Auxi s rochei 6 4.9 2.0
(6)Decapterus russelli 7 3.7 2.4

的 Tri chiurus 1 epturus 4 3.7 1.3
(8)Mene macula"ta 2 2.4 0.7

(Q)Balistes sp. 8 6.0 2.7

0.0) Lac tori a di 砂hana 4 3.7 1.3

aD Cantherhines dumeri Ii i s 2.4 1.7

02 LagocePhalus sp. 1 1.2 0.3

OSUnid. fish 34 43.9 11.4

Total food 297 165.8 100.1

No. of stomachs ex 甜1 i ned 153

No. of empty stomachs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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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d 正纏在冬季胃內發現之餌料種類表
Check-l ist of food items found in the stomachs ofTable 6d

Percentage of
total number

(%)

skipjack tuna exam ined in winter.

Number of Percentage of
occurrence

(%)
Food items

organisms

50.068.9431. Crus tac.ea
32�645.928(1) Euphausidae

17.423.0生 5(2) Crab larva

11.716A102 Moll usca

10.514.89(1) Loligochinensi s

1.21.61(2) Chlamy .nobi 1 is

38.350.6333. Fi sh
1.21.61(1) Sprate lloi des graci 1 i s

1.21.61(2) C y ρ si lurus sp.
。 1.21.61(3) Auxi s rochei

1.21.61(4) Caranx malabaricus

3.53.33(5)Mene maculata

5.86_65(6) Bali ste.s sp.

1 2

1.2

22.1

1.6

1.6

31.1

正

1

(7) Lagocephalus sp.

(8) A. nchovy

(g)Unid. fish 19

100.0135.986Totilfood

128No. of stomachs examined

67

、皮剝鈍 5.8% 等 ; 出現率方面 , 大小頤序寫報頭頸 45.9% 、聾苗 23.0% 、鎖管 14.8% 、皮制

鈍 6.6% 等。綜合上逃之結果、
, 正醒之餌科生物季節性變動分佈 ' 在多、春季所出現之種類數較夏

、秋季所出現泛種類數少 , 尤其夏季出現魚類種類數能辦諧的達 16 種之多
, 另正體所攝食之餌料

生物季節攪動情形 , 即在靜以日本捕、細、輾椒、丁香魚、鯽魚為主要酬種類 ; 在夏季
以鎖管、國花躍、輯蝦類、丁香魚、皮剝純、飛魚為主要餌料鐘頭 ; 在秋季則以鎖管、輾蝦類、丁

香廳、臭肉姐、反剝純為主寶餌科種類 ; 在冬季裡 ' 以種蝦頸、 .苗、鎖管、農剝鈍為主要餌料種
類。在上述之各主要餌科生樹種類中 , 以鎖管在周年中均有出現 , 尤其以 6 一 7 月之出現率最高 ,

是正體最主要的餌抖。

of empty stomach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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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論
本研究所用的標本魚 ,

係探自於捧上魚市囑 , 而非於海上捕遍接立即在船上蟬剖分析的 , 歸得的標本雖馬上遲至實驗室解剖 ,
但往往離魚之死亡巴相隔一駛時間 , 尤其於蘭嶼、。鯨島地區由鯉竿釣捕

獲的時間更久 ,
困在捕獲發呆龍立即以層層林被注入腹內 , 以停止胃內會動之繼續分輝、消化 , 因此,

司可A負體之實內合物多巴曇禍化狀態 , 胃廈內多只剩骨骸鹿肉 , 還也是含有未能辦鸝魚種之胃數所
佔比率偏高之故。

Na Kamura ( 19
竺

) 在南太平洋馬貴斯 ( Marque 詞 s ) 及土木士 (Tuamotu) 群島之海城爾蓋正體之食住 ,
結果顯示歡海戰之正體食住輿性別無闕 , 餌料生物種類中 ,

以申數額、軟體動物及魚
類為最主要之攝食對象 , 尤其魚類之科別多達 33 種。而甲數額之攝食隨著體長之增大而略為擴少 ,
軟值勤鈞之攝食率則隨著體長之增大而提高 ,

但大型魚麓乎端賴魚類餌料為生 , 在 :<$: 研究中亦有相倒
的結果 ,

由此 ,
可看出太平洋南、北南海壩之正值具有相宜 {之食住 , 另從 Parin ( 1臼 7 ) 之研究指出 ,

在太平洋中央梅揖捕獲之正蟬 , 其餌科生鈞組成中 ,
有胸狗母科 ( Sternoptychidae ) 、睡蜥魚科 ( Stom iatidae ) 、三叉槍魚科 ( Idiacanthidae ) 、棵狗母科 (Paralepididae ) 、燈鱷魚科( Myctophidae ) 等多種屬於探梅住魚類 , 但 2家研究中的餌料生物種類均未發現有以上之課梅性魚類, 而本調查研用之標本魚均於台灣東部沿、近海子水域捕擾的 , 是屬於沿岸住旅蟬 , 由此可知 ,

台灣
東部海城之正值旗群與太平洋外洋海城之正鯉族群 , 其間之餌料生物結構有點差異 , 本海區全係以沿岸姓中 ,

表魚類馮主要餌料。

棍攝 Yasuda ( 1960 ) 對魚類食住型態之研究指出 , 對於胃內會動指數與體重之間不具規則性之
直輯關保的魚類 , 都屬於肉食性毫克魚食住魚類 , 尤其以魚食性魚類更具代表性。而本研究結果 , 正體zl1J79 含糊數與做、體重均無相對勵係

' 加上十分備好攝食魚類 , 因此 ,
可知正輯是屬於魚食住

吳 ( 1揖 6 ) 之報告指出 , 台灣東部海氓的正蟬 , 其生殖期在 4-9 月 , 而活躍期在 6-8 月 , 在生殖期間 ,
正飽之肥滿度月別變動幅度甚小 , 此可能是在正蟬生殖期間 , 適逢東部海域之盟轍期 , 餌科生物種類及含量十分的 , 富多與聾富 ,

此時正館卸不困生殖關係而擴少攝食活動 , 反而增加攝食車 ,這可自 5 月至 9 月間空胃率逐漸降低而證明之 ,
成熟的雌雄魚藉著飽滿的胃內會動重來補充因產卵讀

排精所消耗掉的生殖鶴畫 , 以致其肥滿度之月別變動不甚明顯。另正輝在冬、春季空胃率較高 , 夏、
秋季空胃率較低 , 結土之結果 , 可對斷正輝在東部海域於夏、秋拳之大量調游 , 臉了是產 jp 祖游因素外 ,
同時亦是覓食祖瓣。

每年 6-8 月是本省輯、鎖管之盛漁期 , 目前台灣東北角及澎湖群島是其主要撤囑 , 但祖攝此次
的調宜結果 ,

東部海鐵產之正蟬 ,
其胃內會動之種類中 j 組類 ( 丁香魚、吳肉組〉、鎖管之出現率很

高且有大量之攝食 , 因此 ,
可推翻東部海城亦廳有不少之姐、鎮管資額量 , 是故 ,

在未來發展東部海
洋漁業 ,

但乎可使用適當之漁具進行東部海戰姐、鎖管之責頓調查及其漁揖開發。

要

本研究自 74 年 8 月至 75 年 7 月間進行繭產 ? 以東部地區為調查範圈 ,
探據地點為新權及花蓮兩

魚市擂 ,
共計採得 621 尾 ,

其中雌魚 339 尾、雄魚 277 尾 , 性別未明者 5 尾 ,
本報告旨在進行正值之

胃內含飽之分析及食住研究 , 其結果綜述於下 ;

干飽之胃實形狀成愣 ,
胃長興趣長成直蝕相闕 , 其直緝迴歸式為 Y = 0.208 個6 + 0.3 扭2位

0.8 叫167 , X = 尾叉長 ,Y= 胃長 . r = 相勵係數。

弓正鯉之空胃平以多、春南寧之各月的空胃率較高 , 車、秋二季定各月則較低。

摘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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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正值之雌雄魚間的攝食狀況無顯著差異 , 唯空胃情形 , 雌魚所佔比率比雄魚稍高。
同正體之間內合物指數與體長、體重之直線關係不顧薯 , 各體長階殷均以小胃所佔比率最高 , 其次為
中胃。

其正值之餌料生物組成主要有甲殼類、軟體動物及魚類三大類 , 其中魚類包含有確定的 15 科 20. 種
, 正值之食性是屬於一種魚食性魚類。

7"\ 正體之食性對性別、體長別之差異均不顧薯
, 但對季節性之食住差異則極為顯著 , 在餌料生物中 ,

春、夏、秋三季均以魚類之出現率最高 .冬季則以甲殼類之出現率最高
, 而夏、秋季軟體動物之出

現率高於甲殼類 , 多、春季甲殼類之出現率高於軟體動物。
有正飽之主要餌料生物種類為鎖管、韓蝦類、圓花輝、丁香魚、日本黨及皮剝鈍 ( 幼魚 ) , 而各季之
主要餌料生物種類分別為 : 春季一日本就、鎖管、輾蝦頸、丁香及 fa 仔 ; 夏季一鎖管、圓花輯、韓

蝦類、皮剝鈍及飛魚 ; 秋季一鎖管、糖蝦類、丁香、臭肉組及皮剝鈍 ; 多季一糖蝦、蟹苗、鎖管及

皮剝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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