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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魚池養成七星鱷人工繁殖之研究 7..EATS-ivaEE-.

養殖 、 人工催熱及育苗試驗

彭鏡 ��IIII .劉嘉剛

Studies on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Freshwater Pond - cultured

Japanese Sea Bas s, Lateolabrax j,α�poniCUB (Cuvler & Valenciennes) - ]1[.

Culture, Induced Breeding 缸ld Fry Rearing

Ching-Zou Perng and Chia- Kan Liu

Experi mentson culture, induced breeding and fry rearing of Japanese sea bass,

Lateolabrax ja ρ onicus were descri bed in this paper. The growth of fry got from
n survival rate and food

sea 訂Id through artificial propagation were nearlY the same ana sur

conversion rates were 65%, 2.10 and 80% ,2.03 respectively. Next, we

the better induced breeding result when the matured freshwaterpond-cuItured spawners

were moved to seawater 3-6 months before the hormone treatment was carried out.

obtained

Third, the fry got froinsea were reared at the same density by different treatment

such as heater or Furazolidone In 1 ppmwas applied or not. τne best result was obtain-

ed from the treatment that both heater and Fur�zolidone were appl ied and reared indoor.

前 雷

七星輔 Lateolabrax ja, ρ onicus 之人工繁獨與幼苗培育均已成功
OX2) 。然有關養貓試數除在、胡

(1980)
(3)
之初步探討外頗為缺乏

, 尤其是有關人工繁殖宙之養殖資料更是不足。為期開瞭天然宙典
人工商在養殖時生長上有無差異

, 以及為未來推廣人工苗有無價值奠立一對定依接。乃於 1981 年 5 月

起到 1982 年 2 月底共 300 天
, 於分所內之試驗泥底泊中進行兩種魚苗之養媳試驗。同時 , 為期暸解

讀讀對種魚行人工催熟以及幼苗處理方式對育苗結果有何種影聾
, 於 1981 年 12 月到 1982 年 2 月間

亦進行人工催熟與育苗試酸。

材料與方法

l 養殖試驗

本試驗所用天然苗係購自沿海魚苗商 , 人工苗則係得自 1981 年元月人工繁頰
, 均經淚水馴化馴

餌後
, 選取髏型相近者分別放聲於面積為 132 m2 之泥底池中

, 水深維持 1m' 半流水無打氣透明度

維持在 30 - 35 cm 0

每地各放 250 尾之天然苗典人工菌
, 前者之平均體長體重為 7.43 cm 輿 4" . "36 g , 後者則需 7.32

m 典 4.28g 。試驗中使用下雜魚 35% ' 鰻魚飼料 62% 及酵母盼或其他物品 3% 混合製成之粒狀餌

投館 ; 所用鰻魚飼料之攝略成分為祖蛋自質高於 45 %' 租脂肪低於 6%' 粗灰分低於 16.5% '
粗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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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低於 1.2 � 區 ,7./( 分低於 13 佑
, 夾雜物低於 1% 。每日分上、下午投餵兩次 , 並紀錄7./( 溫。同時定

期捕 10 尾測定 , 至試驗結束時清地測定體長體重。養殖期間之 7./( 溫變化祖 Fi.g.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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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人工催熟與育苗試驗

人工催熟所用種魚係分所培養之 4 齡以上者 , 於 1981 年 7 月捕起部份移於海水讀單中 , 餘仍留
於原缺水讀揖中 , 但均按前法 (lX2)

投與同餌。於 1981 年 12 月起按前法 CIX2) 行人工催那 ( 姐 Ta-

ble 2 ) 。其中 Fl.. F2 及 F4 均捕自攪永拖經儸熱處理後才放入海水讀讀中 , 、而 F3 是經禪7./( 環境

6 個月後者 , 體處理後仍放間原海 7./( 頭撞中。

育苗試驗所用魚苗是購自沿海魚苗商 , 購問後郎以同曹度分別放聲於室內 ( I 1 一 13) 、外 ( 01

- 02) , 以 7./( 盞及人工飼料培育 30 天。其中 11 不保溫、不投藥 ; 12 保溫於 18 一 20OC 之間 , 亦不
投藥 ; 13 亦保溫於 18 一 200 C 之間 , 且於放入後即加哄喃齊tl (Furazolidone) 成 1 ppm 濃度 ;

01 與 11 悶 , 02 不保溫但用哄喃劑 1 ppm 藥裕。培育期間定瑚抽底並注換薪水。

結 果

l 養殖試驗
七星鱷之天然苗、人工商以淡水養殖 3 ∞天 , 其結果如 Table 1 。天然苗由平均體重 4.36g 增至

712.3 g , 活存率與餌料係數分別為前 %輿 2.10 ; 人工商則由 4.28g 增至 720.1 g , 活存率與餌料
係數分別為80% 與 2.03 。大部份死亡係放入後次日或捕起讀 IJ 定時受傷致死。其生長情形如 Fig.2 。

至試驗結束清袖之體輩分佈如 Fig.3 。

Z 人工催熟輿育苗試驗

人工催熟結果如 Table 2 , Fl..F2 兩尾是卵徑小於 0.4mm 以下即行催熟 , 均無產卵且 F2 於

處理後 3 天死亡。 F3 於處理後願利排卵 , 且採卵時卵自然流出 , 未熟之白色小卵粒極為稀少 ,. 受精

率極佳 ; 但 F4 雖排卵 , 然採卵時卵粒無怯自然流出 , 而且混有許多自色未熟卵粒 , 受精率亦低。
育苗結果如 Table 3 。於室內培育者活存率均高於 60 %' 其中以 13 組最高達 81. 7 % ; 而室

外者甜均低於 50 %' 尤以 01 組為最 , 僅 10.2 % 。然而生長情形卸無很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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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養殖結果表 1

Result of culture of Japanese sea bass in fresh-water pondTab I e 1

活存率餌料轉
( %) 換率

時

平均體重
( 公克 )

成

平均體重尾數平均體長
( 公克 ) ( 企分〉

妝時

尾數平均體長

C 公分〉

聲放z/( 漂放聲期間

( 天 )( 公尺 )

地面積

平方
組別 ( 自一

)
2 主 J 弋

ConY.

rate

Surv.

rate

-w)-ua
-RU/
﹒
、

可
-A

CAW

ρ

LWVVAmMH

A.B.L.
(cm)

?心 .
Stocking

A.B.W.
Exp.

Period No. A. B. L.
(cm)

Wa ter

depth

(m)

Pond

areaGroup

(%)(g)(days)(m2)

2.1065712.338.81634.367.432503001132N ﹒

2.0380720.139.82004.287..32

: Fry got from sea.

:F 早
y through art ificial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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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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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J 有站前 se sea bass in freshwater pond.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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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催熟結果表 2

Response of spawner to hormone treatment

採卵

時間

第三次打針

時間劑量

針一量打一劑次一二一第一間

時

Table 2

第一次打針

時間劑量

體重
( 金斤 ) 附註

RemarkOvullnj.

Dosage

3rdInj.2nd-JnTEA1stB. 引人

(kg)

Sex

DateDateDosageDateDosageDate

no spawnC:2.1

P: 2100

C:1.7

24-12-81

10:10

24-12-81

C: 2.1

P: 21 ∞

C:1.7

23-12-81

10:10

23-12-81

C:2.1

P : 2100

C :1.7

22-12-81

10:30

22-12-81

2.1F1

dj ed on1.7F2

訝 -12-81G:17 ∞10:05G: 170010:15G: 170 σ10:40

24-01- 但C: 3.521-01-82C: 3.519-01-82C :3.518-01-823.5F3

G: 35 ∞15:30G : 350015:10G : 350016:50

24-01-82C:6.622-01-82C:6.621-01-82C: 6.620-01.826.6F4
16:30

G : Chorionic Gonadotropin, IV.

G:660017:40G:6600

P : Puberogen, IU.

17:40G : 6600

C : Pituitary of carp, Kg.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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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幼苗培育結果

Results of fry rearing experiments at different treatmentTable 3

活存率收 成 時時華放放養期間
( 天 ) ( %)平均體長

( 釐米 )

平均體重
( 全克 )

平均體重密度
( 尾/ 平方公尺 ) 尾數

平均體長尾數別組

( 公克 )( 釐米 )

SurvivalHarvesting

A. B .W. rate

(g).

Stocking

A.B.W.
(g)

do

nw

加
明

xrtEedIP(

A. B.L.
(mm)

No.Density

(fish/m2 )

A.B.L.
(mm)

No.Group

(% )

62.522 0.131752500.06212120II 30
70.0罰。 0.17026840.061121203012

30 0.201 81. 79825012 0.06213 12030

0.207 7.2311 個2500.06230 2 助。 1201

29 0.182 45.66842500.062也30 250002

11: indoor, ne it her heater nor drug was applied.

12: indoor, only heater was applied and water temperature kept! at 18-200 C.
13: indoor, heater and Furazolidone ( 1 ppm) were applied.

01: outooor. neither heater nor drug was applied.

outdoor. 1 ppm) was applied.only Furazolidone02:

論

於養殖試驗中 , 天然苗增重違 707 .9g , 每月平均增重為 2.3 旬 , 而人工商則分別為 715.8 g 輿

2.3 旬 , 兩者之繪畫情形頗為相近 , 由 Fig.2 亦可知生長情形也十分相倒
, 均以水溫較高之 5 -10 月

及回升之 2- 3 月成長較快 ? 而以較低之冬季較鰻些。同時
, 由 Fig.3 之體重組成分佈以人工苗較均

勻
, 再由 Table 2 知人工商之活存率與餌料係數均較天然苗為佳

, 似可以對定人工苗之生長與天然苗
間並無多大差異 , 應有其推廣價值 =

於搓、胡 (1978�
(3)
之報告中指出鱷魚之成長拳節以 4- 10 月為最適宜 , 本試驗亦有相同之傾

向。但是本試驗之成長情況較佳 , 亦比個中、關野 (19 位 ) (4)
棚谷 (1980)(5) 之報告為佳 , 顯示半流

水並以人工餌投餵七星鱷之養殖確屬可行。唯本次試驗之放聲密度稍低
, 僅 1.89 尾 /m2 強 , 尚未達

2 尾 /m2, 較鞋、胡 (1978) (3)
之 4 尾 /m2 少。若將密度提高到每m2 為 4 尾 , 6 尾甚或 8 尾 , 而改

以流水式養殖時情況如何 , 實有待探討。
於人工催熟試驗中 , 卵徑在 0.4mm 以下者即施以催熟

, 結果不僅無法排卵甚至有個體死亡 ; 而

於達到 0.6mm 以上者方行催熟 , 均能得到預期之效應。在前報 (1)(2)
中亦推論在 0.6mm 以上催熟

方有效。自而可以肯定七星組人工催熟歡有效果 , 應在卵徑自然發育達 0.6mm 以上時方可實施。同

時 , 由 F3 之陸海水環境較未起者 F4 為佳的結果
, 以及與前報 {l)(2J' 之比較 , 吾人倒可以對定已屆

成熟之母種魚 , 若能在人工繁殖前 1-2 個月或以上即由接水環境移到餾水環墳 , 當能獲得較佳之催

熱效果。然而 , 此種環境改變之作用到底是透過那一種機制 , �p 內分泌系之作用抑是滲透壓差異之作

用 , 均有待作更進一步之探討。

討



2 且

育苗試驗中室內各組之活存率均比室外者為高
, 可能是章內溫度變化較室外篇小 , 即 2k 溫較種定

所致。而加藥處理者之活存率亦要比采用難者為高 , 此顯示漁民捕獲時可能常傷及魚體 , 致使於溫度
變化大且病害自傷口侵入而易死亡

, 如 01 組。然若維持恆溫姐 1 2 讀再加以用藥時都可使偈口產癒

而提高活存率如 13 。由而吾人倒可以明瞭天然幼苗於購入培育時 , 以保溫及用藥物處理數可以增高
其活存率。然者用他種藥物如福馬林、礦胺劑讀保溫溫度提高時情況甜何

, 是另一育苗上應加以探討
之課題。

摘 要

本試驗包含天然者與人工者之養殖、催熟及育苗等部份。養殖試驗係以同餌悶密度飼育天然苗典

人工苗 300 天。兩種宙之生長情況相近無明顯慧與。天然商之活存率與餌科係數為 65 % 輿 2.10. 人

工苗則分別為 80% 與 2.03 。

淡水養成績魚經海水刺激且卵徑達 0.6mm 以上轉施以人工催熟可得較佳之結果。同時 , 捕得之
天然幼苗於培育期間保持水溫值定 18 一切。 C 並用哄哺劑 1 ppm 藥浴可得較佳之括存率。

樹

木試驗承李所長燦然博士之支持 , 本分所同仁之鼎力相助 , 得以順利進行 , 謹致最深謝意。亦感
謝聾發會之補助 , 本試驗騙號為 711 區建 401- 4 - 7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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