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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uillicaudat 的養殖試驗泥緻Misgurnus

胡興華

Experiment on Culture of Loach Misgurnus anguiUicaudatus

Sing-Hwa Hu

In this experiment, 3 diets are used in culturing loaeh M. anguiZZ:caudat 丘s. It

is found the loach feedeq. by trash fish mixed with rice bran or eel feed have bet-

ter results than fed by entire vegetative food. The mean conversion ratios are 4.
42; 4. 也 and 7.63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sexual dimorphism is shown at each po-

nd at harvesting, and the more growth rate is, the more large size of female app

Flexibacter

are

ears.

During the experiment, bacteria diseases AerO7

columnaris and parasites Clinostomum complanatum; Posthodiplostomum cuticola

found in pond or in stock.

nOn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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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撒養殖事業在本省僅萌芽階設
, 目前本省泥 j嫩的來源幾乎全部為夫然捕捉而得

, 過去雖有農民

發現田間常有泥轍繁殖生長
, 亦曾嘗試水田粗放養殖 ' 惜因不得其法

, 不是被農藥 , 殺草劑等毒斃 ,

就是因堤防設備過於簡陋而泥蠍逃逸
, 故紛紛放棄養殖泥廠的念頭 , 直到近兩年來因日本市場的需要

, 本身供應文不足 , 所以日本泥轍價格上昇 ' 有凌駕鰻魚之勢
, 幾年前日本市場主要的供應地是韓國

, 但因品質不佳 , 現改由大阪及北海道所產的泥 !轍為主。本省產食用泥撒除真泥廠M ﹒ anguillicau-

datus 外 , 尚有大鱗扁撒M. mezolepis
, 但日本僅需要真泥報一種而己 , 本省所產之二種食用泥嗽

皆全省分佈 ' 夫然捕提者常二種相混
, 而導致外銷的困難。由於農藥及污染之影響 , 泥餓的夫然產量

年年誠少 , 靠天然捕捉不但數量少 , 而極不種定 , 古文欲打開外銷之門 , 勢必行養殖不可。泥棘的養殖

方式可分為本田養殖與魚池養殖兩大頓
, 求回養殖是在水生作物的田中放聲泥轍 , 為粗放或非集約式

養殖 , 魚池養殖則為集約式養殖。日本養殖泥搬起步較平 , 亦有不少關於泥轍養殖的試驗。 -7) , 但到

目前為丘 , 關於泥轍養殖的形式 , 種苗之培育、 , 餌料的開發 , 收獲的方法等問題皆尚未解決 , 本報告

為泥鯨魚池養殖與箱網養殖之試驗結果與觀察所得 , 冀能對泥撒之餌料及養殖方式提供初步的參考。

前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所用之泥轍種苗, 係由本分所在試驗當年 5 月間
, 人工繁殖後放養於土池中所長成 , 餌料試

驗使用養莊油 5 口
, 其中 2 口面積 15.2m2

, 3 口面積 11. Om2 , 魚、地為水泥池 , 池底上覆細質泥土 12

-15cm' * 深保持 30-40cm ' 放養密度 50 尾 1m2, 試驗期間 8 月 15 日至 12 月 30 日
, 試驗之泥撒每週

投餌 6 次 , 分別飼以 A: 動植物混合餌 ( 第 l 、 2 池 ) ,B: 植物性餌 ( 第 3 、 4 池〉及 c: 鰻勒 (

第 5 地 ) 3 種不同之餌料 , 其餌料之組成如衰 1 。每日給餌量為估計結體重之 3%,3 種餌料均

加* 均句混合為黏餌 , 放在吊藍之中供泥蠍攝食 , 試驗期間每月以塑膠製 ' 進口直徑8em 之蝦范 5 個

, 主§池捕提 100 尾以上做定期測定。試驗結束
, 以夜間流注水方式收獲40-60 % ' 再逐步翻挖池底將

泥轍清出 , 除了計算收獲總尾數 , 總重量之外 , 並每池任意取出約 100 尾
, 區分雌雄 , 一一測定體長

、體重 , 文中除計算各池之生長 , 活存及餌料轉換係數之外 , 並比較各池間成長與池臨雄魚之差異﹒
箱網養殖 , 使用 1. 25m x 0.8m 以木架及尼龍沙網釘製而成之箱網 6 組

, 每 2 組為單位放聲 100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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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尾及 500 尾 3 種不同之密度飼育 , 網底距泥土池底 10c 血 , 水深40cm ﹒以魚漿混合米據為餌 1:1
, 每週投餌 6 次 , 每次投餌量亦為估計輯、體重 3� 右 , 每月一次將箱網取出 , 測定體重典活存數。
在試驗期間注意、其環讀之變化, 並記錄疾病與寄生虫的發生做為養殖之參考。

Composition of feed used in loach cultureTable 1

CBAType of food

50%Chopped trash fish

30%50%Rice bra n

30%Wheat flour

49%SOY bean Powder

100%一Artificial eel feed

1%

1. 餌料試驗 :
以 3 種不同之餌料飼育泥轍 4 個半月 , 其結果如圖 1 及衰 2 所示 , 以魚漿混合米梅為餌的第 1 地成

長最快 , 每月的生長情形為 , 8 月至 9 月 (8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 ) '1.82g 10 月份 1.92g , 11 月份 o.
95g , 12 月份 0.3 旬 , 食鰻韌的第 5 池生長速度次之 , 食魚漿米臨的第 2 池叉次之 , 而以純食植物性餌
的第 3 、 4 兩池居束。各地放獲時之體重以統計來比較其差異 , 除以食肉漿加米褲之第 2 池與食餵甜

的第 5 池及完全植物性餌的第 3 、 4 池以外 , 其餘各地間都有明顯的差異 (Table 旬 , 即使不同之魚池
, 投餵相同

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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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loach culture of diet treatment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surv.
(%)

Esti.
no.

Esti.No.fish
u,.' .:','�l; fishca tched , pond

M.B.W.
increased

(g) (%)

M. final
B.W.

(g)

M. init.
B.W.

(g)
No. of Densi ty
fish sto. (fish/m η

Table 2

Diet

87.91,152651,087200.904.426.622.2050760+550A

84.2

。 87.6

1, 103

482

651, 038113.182.494.692.2050760 + 550B

28

All
N = 104

454188.18

Male
N=46

4.146.342.2050

Female

550

40

C

Pond /

N = 5830

20

10

40

N = 107

Pond 2

N=52
N = 55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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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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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3N=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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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125N= 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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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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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length composition of each pond at harvesting of loach

B.

Fig. 2



5.1160* 2

9.2685* 5.7144* 3

22.0187* 6.0952* 1. 7445 4

3.5775* 1.7110 6.5872 �6�.�9�5�2�7N2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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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body weight of cultured loach by Student's t test

1

5

*1% significant level
No.1-5 pond number.

之餌料 ( 如 1 、 2 池 ) , 成長亦有差異 , 還是由於環壇上的差異所導致 , 在養殖期中 , 第 2 池及 4 池

經常有金魚草蔓生池底 , 除之不盡隔日文生 , 雖然地中有少量之植物生長 , 可供泥撒一隱避匿藏的場
所 , 不致常受到驚嚇 , 保持魚之安靜狀態 , 但如水草太多時 , 不但吸 i仗了許多營養份 , 繁茂之根莖葉
遍於泥中水中 , 妨礙泥糊的活動 , 夜間之呼吸作用消耗大量之氧氣 , 而泥轍行腸呼吸亦受到草葉之阻
礙 , 故認為不同魚池相同餌料 , 成英上差異是由於環境 , 特別是池中水草之繁生所造成。飼育混鯨覆
以泥土底質 , 本為順乎其自然環覽 , 在實際觀查中亦發現 , 泥土底不但可供泥鯨隱藏 , 在水溫過高過
底之時潛入泥土之中 , 避免外在溫度環境變化過大 , 在水乾之早季 , 鑽入泥中 , 藉泥土中之* 氣維持
生命 , 另外泥土中存在的細小生物正是泥慨最佳之餌料仰的。而本試驗中發現泥土池底除了有收獲困
難之外 , 尚有此水草草生 , 影響生長的困援。泥慨之飼育與一般魚類不同 , 為配合其腸呼吸之需要 ,

水深通常在 30 一是 5cm 間 , 因為水淺光線易達地底 , 水生植物也因此而容易繁殖 , 故養殖泥陳在魚池
之管理上需特別注意 , 如水草之發生 , 在放養前之魚池消毒 , 結水之製作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泥轍欲
完全收獲十分不易 , 捕提泥慨之方法除有給餌場網捕、蝦籠捕捉、電捕、手捕等等 , 都非理想方法。
本試驗結束時踩夜間注水排水的方式 , 在夜晚自注水口不斷地注水 , 並打開排水口連續排水 , 排水口
外繫魚網 , 當泥撒夜間由泥土中鑽出 , �p 隨水流流出至排水口而流入網中 , 5 口試驗池試驗結果 ,

用

此法可收獲泥傲的一 .各地在夜問注水排水捕提之後, 再逐一拉翻底土以手捕挺 , 雖然如此估計
尚有 5 克漏網之魚 , 故在表 2 中以實諜捕獲量 , 加上池中估計殘存量計算活存率。
過去本省田間粗放養殖收獲量十分低 , 而以為死亡率高養殖困難 , 但本試驗以各種餌料養殖活存

率皆在80% 以上 , 故可推斷泥廠之養殖並不困難 , 而過去養殖失敗可能為其他因素如農藥流入或堤防
不堅而逃逸等。

石田等進行泥 j慨之餌料試驗 , 比 ijfJ 添加大豆蛋白之餌料教卒 , 結果發現施用高量之魚粉 , 而不添
加大豆蛋白者為最佳 , 不論在生長、活存 , 增肉係數等各方面的故果都很好 , 成長之快 i量與利用大豆
蛋白代替魚粉之量相反

(4)
。本試驗亦發現雖然黃豆粉含蛋白質量很高 , 但是按果確比沙魚掛為主的股份

及魚按米1壤之混合餌等要差得多 , 石田等 (5)
使用鯉魚及轉魚之配合餌料 , 添加 4% 之鰻料飼育泥照 10

6 日 . 2 種餌料之成長情形相同 , 由 2.7g 至7.3g 活存率為84.0% 及66.2% .此結果亦和本試驗投飼魚

漿混合米糢及般粉者十分相近 , 但其餌料轉換係數僅 1.4 而己 , 本試驗所使用三種不同之餌料 , 其平
均餌料轉換係數分別為 4.42.7.63 及4.89(Table 4) 結果比日本使用鯉魚餌料等相差很多 , 雖然日本方
面有許多試驗說明鯉魚完全餌料飼有泥服敷果不錯【

2)( 叫 6) .但土屋等認為以鯉魚完全飼料長期給餌泥

獻有頭部彎曲的症狀悶。

久保回
(1)
認為雄魚體長的 5.0cm 時 , 性徵開始出現 , 至9.0cm 左右完成性徵之鼓育 , 他曾比較日

本野生泥勵雌雄魚間體長組成 , 認為日本泥轍在 1 歲以下雌雄的體長組成並無差異 , 而 1 歲以上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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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雌魚的出現軍事增大 , 但日本與本省氣使相差很多 , 日本每年 11 月至軍年 3 月為冬眠期
, 泥概不但不能

攝食生長反而會因消耗而消瘦
, 本試驗結束時發現收獲之泥轍雌雄間有相當明顯的差異 ( Table 的 , 不

Table 4 Replicate growth and food conversion ratio of diet treatment of loach

Mean conver.
ratios

Repli. food
conver. ra tios*

Totaldry food
comsumed

(g)

Final
B.W.

(g)

Initial
B.W.

(g)
ReplicateDiet

4.42
3.8713,400**7.252.2a

4.968,400**5.722.2b
A

7.63
5.8511. 9405.332.2a

B
10.708,1003.322.2b

4.894.89

Weight gain included estimated residue fish in Pond

4 kg of trash fish change to 1 kg of dry meat

9,8006.342.2一

*

C

**
Test of growth differences between sexes of cultural loachTable 5

. tSx-xxNSexpond no.Diet

5.903246M
7.7161*0.4094

月

Ln6

2
、

ln0.AU

n
υ
吋

i..

Qd

戶
。

57F
1

A

4.4429*0.3450
53M

2
6.633056F

3.7425*0.3026
4.568772M

5.701256F
3

B

2.9204 事0.3307
4.681660M

4
5.647458F

4.5907 串0.3213
5.650064M

5C
7.125055F

1% significant level

N: sample size 主 : average body weight

s 主:'x: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difference of means.

串

但如此並且體型愈大 , 雌雄間之差異也就愈閉顯 , 由拉獲時雌雄之體長組成來若＼ ( Fig 2) , 雖然放
聲皆為當年生之泥轍 , 生長比較快的第 1 、 2 與第 5 池 , 雌魚 50 克以上大於9.0cm 之上市體型

, 反觀

雄魚除生長最為快速的第 1 池與以外其餘各池僅少部體長在 9.0c 血
, 由以上之結果不但可知本省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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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撒的生長季節較日本為長 , 年成長率較大等養殖之有利慷件 , 並且亦給我們從事泥轍試驗及養殖人
員一個很值得努力的題目 , 部是如何增加泥撒中雌性之蛇例 , 如果亦能如吳郭魚一般行單性 ( 雌性〉養

殖泥轍 , 則未來泥嫩的產量定會大量提高。
箱網養殖 :

日本增王縣本產試驗場 , 以養殖槽行流水式高密度養殖泥轍試驗 , 密度超過 600 尾 1m2 敷果亦十分

良好 , 並曾以箱網做起期之泥撒養殖試驗 (2)
.因試驗時間僅十餘日無法割斷其結果 , 本試驗在箱網中

以不同之密度飼育泥撒之結果如圖 3 興衰 6 .自 8 月至 12 月間
, 在100m2 之箱網中飼養泥蠍 100 尾平

均體重2.2g 的情況下 8 . 9 .10 及 12 月各月平均成長在 19 以上
, 兩組箱網收獲時平均體重分別為7.

15g 及5. 41g .活存率分別為 132 克及 80 克 , 此 :告果和諸述餌料試驗成長最佳的第 1 池十分相近 , 但每

Fig. 3

Cage no.

1-

2

3

4

5

6

(0).

全

.
由

Table 6

Area
(m2)

1.0

1.0

1.0

1.0

1.0

1.0

8

自

1,IISBELl'11iELEt--BEtt-L

ed2

τ::J

108 II 12
....

9

date of mon th

Monthly growth of loach cage culture. dot: 100fish/m2,

circ1e:300 fish/m2, cross: 500 fish/m2.

Results of loach cage culture from August to December

No. of stock B.W. (g) Densi ty
(fish/m2)

Harvest

B. W. Survi. rate
(g)

no.

100 100 82 82.07.152.2

100 100 80 6.41 80.02.2

300 4.37 73.6300 2212.2

300 237 4.54 79.02.2 300

500 354 70.82.2 500 2.96

500 412 82.42.2 500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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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放聲 300 尾 ( 密度 300/mZ) 時 , 生長速度師大降各月份8.9.10 月每月平均生長約 o. 旬 ,11.12 月生長在

0.3g 以下 , 收獲時平均體重分別為4.37g 與4.54g 活存單73.6% 與79.0 克 , 每箱網放 500 尾 (500 尾 1m
2) 生長極麓 , 政獲時體重僅2.96g 及 3.11g 而已 , 活存率70.8% 及82.4% 0 箱網養殖本在於其便於管

理 , 給餌及收獲 , 特別利用流動之 ;7]( 蹄 , 相當之深度 , 從事高密度之養殖 , 但泥照為底棲性魚且有聚
集性 , 皆聚集在角落 , 不如一股魚類四章泳游分層散佈 , 故以箱網行高密度養殖時 , 雖活存率尚佳但
生長遲滯 , 如能適當地改善箱網的型式如圓形 , 增放可隱藏之遮蔽物等 , 當可增加諧調之故養量與生
長率。

3. 病害
在泥餓養殖試驗的過程中常發現泥互有各種病害 , 目前對泥 ,啾病害研究尚不多 , 但如日後泥 )ft 養

殖事業犬步推廣起來 , 泥識之病害將是一很重要的問題 , 在泥蠍養殖試蟻及工作中所發生之病害如
表7, 細菌性疾病如赤嗜屑、爛嗯、爛尾病大都因捕提之時受傷 , 或在水槽中蓄養過久水質變志而產生

,
工作中本欲進行箱型養殖試驗 , 後面感染赤蜻病及爛尾病之併發症泥撒全部死亡 , 可知泥撒感染細
菌性疾病之嚴重性 , 寄生虫在養殖池中發現的有黃福 (yellow grub) 及黑點 ( black spot) 兩種

, 由鳥類及螺絲所傳染 , 感染的比例相當高 , 雖不會直接導致泥 !!.YX 死亡
, 但寄生最多時 , 泥械行動連

接 , 食慾不振身體壇弱而影響泥慨之品質 , 關於泥冊的病害將另有專文詳細報導。

..

論

泥賄的餌料由本試驗及過去的報告 (2-6) , 僅知應含有高量的動物蛋白而己 , 而泥戶軾的人工飼料如
飼料的組成 ( 動物性、植物性 ) , 成份含量 ( 蛋白質、維他命等 ) , 餌料的形態 ( 粘餌、粒餌、掛餌

〉等到目前尚無所知 , 故泥絨餌料的開發 , 實有必要做一有計劃有系統之試驗。泥絨的故養密度 , 雖
本次試驗僅以 50 尾 1m2 飼養 , 但在箱網養殖中以 100 尾 1m2, 結果亦十分良好 ,

故目前養殖可暫以 100

尾 1m2 為基礎 , 如能改善環境 , 增加溶氧量 , 放養密度應可再手提高。 5本試驗中泥慨所發生的病害雖

然不多 , 但其中細菌性之赤靖病與爛措病正是目前鰻魚所面 f\f.; 最嚴重的疾病 , 如未來泥蠍養殖發展起
來 , 疾病將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 應郎平注意 , 研究肪範。
一泥餓的養殖方法很多

(9) ,
許多養殖方面的問題如放聲密度、給餌量、給餌次數、管理等 , 雖斷續

有些報告 (1-9) , 但無一完整之結果 , 接泥路的習性 , 如 J嘉呼吸、雜食性、鑽土避禍等等 , 泥撒應屬於
一種容易飼養的魚類 , 但就其習性另一方面來說 , 其高耗氧量 (10) , 逃亡性、鑽隙性的 , 叉帶給業者

相當的困擾 , 泥鯨為底摟住魚 , 在養殖蝶件上已比其他魚種差 , 如 1. 光合作用除外 , 愈、近底層 , 水中之
含氧量愈少。 2. 底層癌宮時雜物堆積 , 本質極易敗壞。 3. 泥 !啾不喜游動 , 不若其他魚類四處游動 , 帶動
水流均勻水中的氧氣等等 , 在目前泥照養殖技術尚未建立以前 , 吾人養殖泥 !轍宜順乎其習性 , 如泥鵬
在氧氣不足時行腸呼吸 , 故池水宜淺 , 以節省其浮至水面所消耗之能量與氧氣 , 但為坊鳥害 , 池水文
不可過淺 , 應保持30-45cm 為度。為防丘泥餓逃逸 , 堤防應使用水泥、三合土等或加設其他措施 ,
提防、水門等需特別注意 , 不可有空隙。泥土底質不但可供給泥撒一隱蔽、保護的場所 , 並可提供夫
然餌料 , 以上所述為目前所知最適當的環境。

泥鯨養殖本省正在起步時期 , 正如多年前之鰻魚 , 鰻魚經過多年之試驗研究 , 如今養殖技術確立
, 良好的人工完全飼料 , 鰻魚病的全盤研究等 , 如果未來泥慨之養殖與試驗能如鰻魚一投進行 , 數年
後會有相當成殼的。

討

要

1. 以動植物混合餌 , 植物性餌及鰻掛 3 種不同的飼料飼育泥嗽 , 其活存率皆在80% 以上 , 平均餌
料轉換係數為 4.42,7.63 與4.89 。

2. 收獲之泥轍 , 雌魚體型大於雄魚 , 成長愈快差異愈明顯。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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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 100 尾 1m2, 300. 尾 1m2 及 500 尾 Im23 種不同密度行箱網養殖 , 密度 100 尾 1m2 之成長率遠大

於其他 2 種放養密度。

4. 試驗期問曾發現細菌性疾病 Aeromonas hydrophila; Flexibacter columnaris 興寄生虫

Clinostoum complanatum; Posthodiplostoum cut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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