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lletin of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No.38, 1985

不同餌料與投餌次數飼育結形石斑
sa\monoides ( LACEPEDE) 魚苗Epinephelus

-古月興華﹒林金榮

feeding of Epi nephel U8theonExper iment

FrySa Imonoides ( LACEPEDE )

S ing-l 部fa Hu and Kim- lung Lin

Feeding trial of grouper Epine ρhelus Salmonoides fry were carried out using9different

handy foods for 28 days with water temperature ranged from 27-31
� C a

28 -訕。C at 2:30 PM. Experiments showed

t

wi thmi xedor shrimp meattrash fishes

lowwithDietsbetter results than single food were used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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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是東南亞地區廣受消費者喜愛之海產高經濟魚類。上市體型為 600 公克 - 1000 公克
,

其價格於新加坡為 S $10/kg 至 S $ 25/kg
, 本省 5 年來均維持於 300 元 / 公斤左右

,
當季風來臨

淪船作業不便或節氣時價格更高。石斑魚為肉食住 ,
貪吃

, 生長於岩礁 ,
珊瑚礁岩穴或其他可隱較

之構造物處 , 於養殖池或箱網中常棲息於底部或躲藏於人工設置之掩蔽物中 ,
很少游動

, 成長快速
,
餌料係數低

,
適於高密度之集的養殖

(l) 一 (6)
。

本省石斑魚盎殖起於澎湖地區
,
自民國 61 年開始薔養活售

, 制後發現易瓷、成長迅速且收益

佳
, 掀起養殖熱潮 , 現已成為澎湖地區最重要的淺海養殖高經濟魚類 , 養殖面積的 50 公頃

, 年產

量 100 公晒 ; 民國 64 年起養殖業者開始收購體長 10 - 15 公分之越冬苗從事養殖
,
以下雜魚為餌

料經 6-8 個月養殖達上市體型
,
由於 i故益良好

, 養摳面積逐漸增加 , 天然越冬苗供不應求且來聽

極不穩定
, 澎湖分所為此於 68 年嘗試人工繁殖並撞得初步前

�(7) , 但至目前人工繁殖鼓術仍未完
全確立

, 養鑑所需魚苗仍仰輯天然苗。海民遂自民國 68 年起於沿岸撈捕石斑魚苗試益
,
魚苗生產

季節 6-9 月
, 約分三批苗出現 ,

全長 2.0""':' 2.5 公分 , 年撈獲蠱的 150 萬 - 300 萬尾
, 大部份空

運至高雄、台商 , 由育苗業者培育至 6 公分以上外鈴香港或自行養殖
, 部份自澎湖地區經育苗至 6

公分以上自行放養。在此育苗階毆 , 由於餌料轉路、投餌方式、相互至連食、水質管理、細蔚感染 ...

'"
等因素

, 活存率相差很大 , 接統計澎湖地區幾年來平均活存率 {墮 3-5 成左右
, 致使魚苗對所佑

成本偏高。本分所為探討癥結所在
,
於 72 年 7 月 -9 月完成多項試髓

, 日饅良次數及餌料試數以
不同餌料及投餌頗率對育苗話存率及成長之影響

, 來探討幼苗餌料與投餌方式
,
以期建立育苗控術

,
提高活存率 , 降低聲殖成木 , 增進認民收鐘。

有可

材料與方法



-τ魚苗與管理 :

漁民利用退潮時 in 湖闊前珊瑚瞧處踴捕後售給 .({! 甜甜 ,
木試豔用魚係向魚苗商購入 , 先於 1

噸塑膠桶內以曉 !即瓶 ( copepod ) 或手支飼育 1 一 2 天 ,
經馴餌.後再挑選大小平均實施試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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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大小 2-3 公分。

餌料靚魚口徑切成適當大小 ,
投餌時取少量慢慢投入 ,

直至魚苗不再指餌致使館料此底時即

停止控餌
,
投仰完學後 n; 土虹吸抽除此底殘師。何 n J', 午 91 仿古令峽水 .

J',
( H: :W AM ) 、 I;

( 2: 30PM ) 午各記錄 2t\ 溫一次 ( 國 1 ) , 上午 2t\ 溫鏈化範圍在 27 � - 31 � C 之間 ,
下午水溫

在 28
� - 34 �C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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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期間水溫超化情形圓 1

of water temperature duringFluctuationFig. 1

exper iment .

三毛不同餌料對魚苗飼育之影響 :

使用 9 種餌料 . No.1 下 liE 鼠 , No.2 下雜 flt 肉 1JII 鱷紛 ( 前量比 4 : 1 ) , No.3 蝦肉 ,

No .4 蝦肉如鰻韌 ( 單量比 4 : 1 ) , No . 5 鰻甜 'No .6T 吞魚 'No.7 糖嗯 . No.8 自製餌

料 . No.9 手吏 ,
其調配方法與蛋白質含量 , 如表 1 。下雅魚肉係使用冷凍午仔魚 ,

解凍後刮瑕

魚肉加以剩碎 , 下雄魚肉加鰻盼係使用祟。碎之魚肉和鰻盼揉勻 ; 蝦肉以狗蝦剝殼後剝碎 ,
艘盼為

統一牌幼蟬鰻甜 ,
役館時先加水揉成圈狀再拾成小粒慢償投予 ,

自製餌料晶體粉 flU 小管內臟掛 (

重量比 3 : 1 ) 製成粒狀 ( pellet) , 投飼前先用刀切成適合魚吞食之大小 , 再於水中浸潰 2

分鐘。拉飼試數魚槽使用 200 .e 之白色塑膠桶裝 tJ; 濾梅水 140 .e

' 每桶放養魚茁 75 店
,
桶內不

設隱蔽處。每日餌餌 3 次 ,
分別於 06 : 30 、 12 : 00 、 17 : 00 ' 館自 Ir 後馬土虹 l民抽除攪在 Ir '

每次控餌時均分別記錄每組之描餌壘 ,
攝餌鐘 = 投餌盤一殘餌壘。說臨期間每日的 : 30 完全換

水 1 次 ,
飼育 28 日結束。

有任日不同餵食次數對魚苗飼育之影響 :
分 4 組 , No.1 每日 08:00 飽食 1 次 ,

No . 2 nHJ 蝕 3 次 , 分別於 06 : 00 '
12 : 00 '

18: 00 ' No.3 每日餵 5 次 , 於每日 06:00 至 18: 00 , 你前面 3 小時組 1 次 'No.41:JFl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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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各組飼料之組成

Principal ingredient of different diets

組 1W 餌 料 蛋白質含量 (%)

protein content
(%)

備
註

No. food remark

下雜魚 午仔魚為主
17 - 20

mainly Polyllemidaetrash fish

下雜魚 + 鰻盼 80% 下雜魚 +20% 鰻紛
2. 22.5-21

80% trash fish + 20% eel feedtrash fish + eel feed

絞碎蝦肉 厚殼蝦
3. 14-17

A1etapenaeopsis barbatachopped shrimp meat

蝦肉 + 鰻盼 80%+ 20 % 鰻粉
4. 21-23

80 % shrimp + 20 % eel feedshrimp meat + eel feed

鰻單身 統一公司出晶
5. 45

production of President Co.eel feed

丁香魚 灰海荷組
6. 15-17

Spratelloides gracilissilver anchovy meat

糖蝦
12-14

Acetes erythraeus
7.

mYSls

烏賦盼 + 鰻掛
35-37

30% 烏賊盼 + 70% 瞋粉
8.

squid powder + eel feed 30% squid powder + 70% eel feed

次 , 於每日 06:00 至 18: 00 ' 每隔 2 小時饅 1 次。以 200 � 之白色塑膠桶裝砂滴海 21\ 120 � �
桶底置在k 石頭供魚躲藏 , 每桶放養魚苗 50 尾以立 21\ 打氣於室內飼育

, 使用切碎之下雜魚肉為餌

。試毆期間每日 09:30 完全換 21\1 次
, 早晚各記錄永恆 1 次

, 每隔 6 日取躇 20 尾作中間捌定

。實數自民國 72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

門本報告中各項成長資料依下列各式計算 :
Wt - Wo

平均每日成長率 ( I ) = ( (Wt + Wo ) / 2 ) x t
x 100 %

qrH/
、

BJOW+w/
包
、

、

BJRurE
、率餌攝日每均月1

F x 100%
) x. ( (N t + No) /2 ) x t

餌科是女勾星 ( E ) =
I

∞

直If 料係數 (R)=F
(Wt-Wo)x(Nt+No)x; 這

Wt : 試毆七時 IIIJ 後之平均體 E
Wo : 試驗開始之平均體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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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 說毆開拍之尾數
Nt : 試撮七時間後之 l是做

F: 試聽七時間使之總投餌量

t : 試豔天數

最吉 果

-τ不同餌料飼育教果 :

石斑魚苗以 9 種不同的餌料飼育 28 天 , 其結果如圖 2 與妻 2 。第 1 週在成長上說顧出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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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苗以 9 種不同餌料飼育之成長情形

Growth of grouper fry fed by 9 di fferent

圓 2

feeds.

,
而以食下雜魚的 No.1 生長較快 , 體積達 1. 15g ,

而食以鰻盼混合鎖管盼之 No.8 最差 ,
平均

體重僅 O.65g 0 16 日時則以鰻盼混合下雜為之 No.2 生長最快 ,
平均體重的 1.9g' 而以食冷

凍轍蝦之No.7 為最差 ,
平均僅 LOg 0 24 日生長最快之 No.2 的 2. 旬 , 最慢 No. 7:的 1.4 g ,

此時食鰻紛鎖管切配合料之 No.8 連 2.3g 居第 4 位υ 30 日結束時 , 生長快慢的順序為No.2 (

下雜魚加鰻盼 ) , 平均全長 5.74 cm 、體重 3.16g ; No.8 ( 鎖管的混合艦粉 ) , 平均全長
5.54 cm 、體最 3. 16 g ; No.1 ( 下雜魚 ) , 全長 5.55cm 、體重 2.92g ; No.3 ( 蝦肉添加饅

輯 ) , 體長 5.66 cm 、盟軍 2.87g ; No.4 ( 蝦肉 ) 、體長 5 . 32 cm 、體重 2.46g ;No.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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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蟬料〉、體長 5.20 cm 、體 In2.39g; No.6 ( 丁香魚 ) , 體長 5.30 cm 、體讀 2.23g ; No.
( 子主〉、體長 5.16 cm 、體 m 2.05g ; No.7 ( 冷凍融蝦 ) , 體長 5.01cm 、體單t 1. 90g 。由

以上之結果可以看出以生餌混合高蛋白的鰻魚人工飼料故果農仔
,
蛋白質高飼料所飼育的魚苗肥

滿度 i司及魚苗對鎖管盼與蟬紛混合配製之 No.8 ' 在第 1 週內向無法過路 ,
故生長較慢

, 但經迦
適瞳後

,
生長即十分迅速

,
迅速趕上其他飼料之魚苗

, No.8 之括存率較低 , 僅 54.6796 ' 也是
因第 1 、 2 週攝制不足 , 口科 !殘食。但人工雌料與冷帥恥蹤之烈的 ,

叫食 1, 月況 z.t �'I� 1J� 人:
'

1& LlJ,,{i

自相癌食的現象 , 括存率也較低 ,
但也在 7096 以上。其他各組括存率卸在 9096 以上

,
十分穩定

( 圖 3 ) 。由圍 4 的結果中每日攝餌率、飼料教率及餌料轉換係敏等均明白列出。由於各種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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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苗以 9 種不同餌料飼育之括存率

Survival rate of grouper fry fed by 9 different feeds.

日

圍 3

Fig. 3

乾揖程度不同 , 難以直接來比較 , 僅能看出蛋白質含量愈高 , 餌料教率愈高 , 轉換係數愈低。飼
料愈乾燥 , 日攝餌率愈低 , 餌料轉換也愈少。平均每日成長率以 No.8 為最高

, 連 5.2096 .而
以食總蝦之 No.7 為最低

,
僅 4.1096 .以不同飼料飼育

, 成長之比較如表 3 ' 統計上之差異也

是以No.2 及 No.7 與其他組之比較差異最多。

以 9 種不同餌料飼育生長之石斑魚苗其肥滿度也有不同
, 具體長、體車開係式咽 1<4 所示

,

以食下雜魚混合鰻粉之 No.2 肥滿皮最大
, 食臨蝦 No.7 最小 , 其他在此二者之 HIJ (I 凶 5 ) 。

二三不同投餌次數飼育結果 :

每日 1 次、 3 次、 5 次、 7 次等不同之頻皮飼育石斑魚苗
, 經過 30 日之後

,
結果 1{fJ.1 三 5 及

間 6 ' 平均值長、體車都是每日餵 7 次為最佳 , 每日創育 1 次與飼育 3 、 5 、 7 次成長的蓋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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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苗對不同餌料之 1� 日平均甜甜率

Mean daily feeding rate of grouper fry fed different

國 4

foods.

Fig. 4

石斑魚苗以 9 種不同餌料飼育後體重之比較 ( t 甜酸 )

*5% 顯著求學 ( 臨界區為 t > 2.021 n = 40 )

Comparison of body weight of grouper fry

fed on 9 different feeds by t test.

* 5% significant level (critical region t)2.021 ,
n = 40 )

表 3

Table 3

1

2 一0.6210

32.2800*1.7690

41.39890.93770.2016

51.83750.42762.4561*2.2395*

60.64182.3141*L 06653.5267*3.0700*

71.81282.03116*4.0717*:1.2608*6.5000*5.3493*

9

8

3 .3248*

4.2636*

0.9199

2.8805*

1.1355

2.48%*

1.3111

0.5164

3.0592*

1.7597

1.7828

0.3237

4.1026*

0.2620

3.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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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Table 4

diets.

equal ionRegress ionNo.

r = 0.9652.7959x LW = O. 02381

r = 0.981x L 2.8963W=0.01882

r = 0.973x L 2.6795W= 0.02753

r = 0.973x L 2.7171W= 0.02514

r = 0.930x L2.6645W= 0.02795

r = 0.976x L 2. 7030W= 0.02376

= 0.969rx L 2.6.191W= 0.02607

r = 0.980

r = 0.979

ω t 口
}

10

x L 2. 7869

x L 2.8508

W= 0.0245

W= 0.0187

凶
(q)

8

10

司
L

9

8

7

C'....

也

T

'-'

4

9

L.Ccm)

0.1

LCc:m)

246
Fom�: L.ENGTH

。

。 100
(cm)FOR!.; LENGTH

1010B
Ccm)

以下雖魚加鰻粉 (No.2) 系 [J 擴蝦 (No.7) 飼育後體重、體長關係之差別

Difference of weight-length relationship fed by trash fish mixed

with eel feed (No.2) and fed by mysis ( No'. 7)

圖 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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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日

Days

石斑魚苗於每日不同投饅次數下成長情形

Growth of grouper fry at different feeding frequency.

園 6

Fig. 6

大。每日飼育 1 次平均全長僅 5.27 cm 、體重 2.245g .每日飼育 3 次 ,
平均全長則增加為 5.63

cm 、平均體重 2.774g .每日 5 次全長 5.76 cm 、體重 3. 但 19 .每日 7 次者 , 全長 5.92 cm .

體重 3.188g .以統計分析在 5% 信賴度
, 每日投餌 1 次與投餌 3 次、 5 次、 7 次者 ,

全長有顯

著之差異 , 而其他互相間則無顧著之差異 ( 表 6 ) 。平均每日成長率 , 每日飼育 1 次 5.31 % .

每日 3 次 5.63% .每日 5 次 5.66% .每日 7 次 5.81 % 。在活存率方間 , 叮叮投餌 1 次、 3 次
、 5 次者皆在 90% 以上 , 每日投餌 7 次只有 82 %' 且在投餌時

,
魚苗攝食情況不住

,
活存率逐

漸降倍 ( 圖 7 ) 。

吾.,6..
百周

魚類的攝餌興飽食暈、讀境、餌料的物性及促進攝餌物質等有關 , 魚貝天然餌料中有很多含有
誘引和促進物質之括性

(8)
.本試盤中以生餌或混合餌為主 , 有誘引性及促進住上差異不大。但自製

鎖管盼輿鰻輩分混合飼料
, 一週後才逐漸適暉 ,

導致癌食典活存傘下降 , 可見餌料誘因與馴餌之荒要
與不可忽棍。

魚義民之成長與餌科中之蛋白質含量有直接的關係' 林等
(9)
使用粒狀飼料飼育澎湖 � 10 cm 左右

之石斑 E. anblycephalus
帥 , 其生長率以民J% 蛋白質含量為最高 , 何蛋白質超過 5096 以土時 , 蛋

白欽盤及換肉率都有下降的現象。
(3)
以節魚粉為主要蛋白頓製成粘餌飼育石斑 E. salmaides

' 益重白質以 40 -- 50 % 為最佳 , 可估計澎湖養殖石斑 , 餌料蛋白質最適量可能 40 -- 50 % 為最合適

。蔡等在潮間帶地下池以下雜魚飼育石斑魚餌料轉換率為 5.31
(2)
。木試毀所用 9 種餌料一般蛋白質

含量不高 , 除鰻盼為 45% .餌料轉換係數 1.39 .及體盼興鎖智紛用品 %. 在 rf 料鞠換係數 0.980

以外
, 一般皆低於 25% .餌料轉換係數 2.53 至 5.40 ' 但生餌係濕餅與一做乾飼/1"' 悶

, 故攝餌矗
亦有差異 ( 表 2 ) 。雖然 Steffens 等以糖蝦為單一蛋白源飼料義殖組魚紋果不錯

(t 日 . {[�Murai 等

的試毆卸顯示以魚粉搗蛋白源飼育桂魚比 1接蝦盼為蛋白源效果好
(t�
。本試駿冷陳轍蝦螢的質含量

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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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苗於每 El 飽 1 、 3 、 5 罪117 次下全長之比較 ( t ma 毆〉

* 5% 顧若水推 ( 臨界區為 t > 2.021 n = 40
)

Comparison of total

表 6

length of grouper fry fed by 1 ;

3 ; 5 and 7 times per day by t test.

* 59'0 significant level (critical region t > 2.021,

n = 40 )

Table 6

1

22.4992*

4

3

0.7158

0.8511

1.3037

3.1325*

3.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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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苗於不同饅食次數下之括存率

Survival

日

國 7

differentfry atrate of grouperFig. 7

f eedi ng frequency.

12 - 14 兒 ,
餌料轉換係數 8.08 ' 而手玄蛋白質 8-9%' 餌料轉換係數 7.27 ' 故蛋白質低者成

長較差。山口叫指出一般冷凍生餌在解凍過程中損失很大 , 魚膜營養損失可達 40 % ' 故以配合餌
料混合生餌使用

, 可取生餌與配合飼料共同之優點。
餌在魚體消化的速度與餌料的種蚓、攝取暈、魚體大小、水溫等皆能影嚮

(8)
。全長到 .5-

27. 1 cm 之河口石斑 ,
攝食後 36 小時有 95% 以上之餌料被捕、化

( 帥 , 而河口石斑全長 16.2 - 16.9

cm 在箱網中華鐘以 2 日 1 次為最適當。木工作中曾以 3.0 - 3.5 cm 之魚苗試蹟於 21\. 溫 29.8-



178

31. 1 �

C' 魚苗絕食餒 24 小時飽食午仔魚 , 4 小時出現空腹者遺 20%' 6 小時空腹達 80% 。石斑

幼魚諒食性強 ,
尤其在 10cm 以下常見

,
殘食時國魚也太大無法

;
吞下而雙雙死亡

,
適當的投餌次數

來維持魚苗飽食狀態誠少殘食。本試數中發現每日投餌 3--5 次比較適當
,
投餌每日 1 次不但成長

較慢且有殘食現象
, 投餌每日 7 次 , 成長雖然較佳 , 但活存率降低 , 以飽食至空腹所需時間與每日

適當投餌次數來比較相當吻合。

本省人工配合飼料的發展 , 往往隨著 ff\ P.i'i: 跌倒; 逝
,
各級楠之 4年用例 :nXIIP 干E 該 1.(1. 圳的科 ;Ii 紋, 需

求這某一程度時 ,15 有商業化之生產 , 所以除了健、吳郭魚、革蝦、鼠目魚等有人工配合飼料以外
, 一般觀聲演 2f( 魚大都以米線、草樹、麵盼、花生紛等植物性餌配合施肥作求 , 而學養肉食住授、
海水魚則直接使用生鮮魚蝦或冷凍魚蝦等生餌 , 或生缸中加入魚粉等做成粘餌。直接以生餌為飼料
雖然方便

,
但保存不品

, 而餌料中蛋自質含量偏高 , 魚所攝取的蛋自質大部轉變成熟能被捕耗 ,
形

成蛋自質潭簣 , 加土生餌品質極不種定 ,
常生營養或細菌世之疾病

, 造成養殖魚死亡。本試毆已明
暸 ' 生餌及配合飼料皆可飼育石斑魚苗

,
蛋白質含量高則生長快

,
而適當投餌每日 3 次在儲存及操

作上皆以配合飼料為佳 , 所以深入地研究石斑魚的營養需求 , 發展人工配合飼料乃是聞單石斑魚養
殖專業所迫切需要的工作。

摘 要

家報告旨在揮討不同餌料及日饅食次數對石謹魚苗 ( 2 -- 3 cm ) 之成長及活存率之影響。以

9 種不同餌料經 28 日飼育結果 , 以下雜魚肉加鰻 15} 及蝦肉加鰻掛均值於單獨使用 ; 蛋白質含量

低之餌科成長慢且括存有軍伍。每日饅盒次數試撮結果以每日3 次優於每日 1 次、 5 次或 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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