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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交吳郭魚魚苗對垣度之耐性標定

鄭值仲

of T i l apia Hybr idste l erancesalini tyofDetermi nat ion

Heng-j eng chang

Timmedian lethalsalinity (MLS-96)of 0.mossambicus( ♀ )and a niloticusp hybrids

is22.7/(range l8.9%-251%),MLS-96of0.mossambicus( ♀ )and 0.aureus hybrids

is239%(range22.7%-25.07%)MLS-96of 0.niloticus( ♀ )and 0.aureus hybrids

is l9.9%(range183%-228%),MLS-96or 0.niloticus( ♀ )and 0.mossambifcus

hybrids is22.8%(range 182%-26.4%),MLS-96of 0.aureus ( ♀ )and 0.niloticus

is20,6%(range 18.996-221%),MLS-96of 0.aureus ( ♀ )and 0.mossambicus

hybrids is25.396 (range 24.5%-262%).

吳郭魚具有獨特的養殖優點 , 繁殖力強 , 對環境及疾病之耐性強、生長快、種與種之間易雜
交 ,
且廣大消費者之喜好

,
故其養殖之潛力是不可估計的。惟目前吳郭魚養殖全在淚水中推廣

,

肉質常含有土腥味 , 為消費者所厭棄 ,
尤其它所利用的土地及水蟬 , 難免與農業發展抵觸

{1),
為

將來吳郭魚養殖之發展及改良肉質著想 , 從事在平浪鹹水區域或海zk 區域養殖賣不可蟬 , 這也是
推廣沿岸養殖之閱始。

僅管吳郭魚具有對海水溫度的耐性 , 但目前的養殖 , 僅有一些較有經濟價值的魚種 , 在實驗
室水族箱或 zk 泥地中從事在各種溫度下的養殖試驗 ,

求出其在各種溫度下之成長及耐性
(2)(8){4) 的

(6)
。這些結果顯示 , 雖使吳郭魚在各種虛度下適應生存 , 及隨著溫度之增加會限個正常的成長及

產卵 , 因此需要有一基礎的研究以予正確的評估各種吳郭魚種類在海水中養殖的可行性。
本實驗目的乃在於標定書種吳郭魚相互雜交生產的第一于代其魚苗對墟度之耐性 , 藉以選出

溫度耐性較高的晶系 ,
作為今後發展吳郭魚海水養殖的魚種來頓。

當
﹒‘4 』,

再也

/FEh

-t 種魚來源 :

HOreochromis aureus: 自以色列引進 , 保留於本分所八角地中 , 種魚體長約為 35cm
,

體重約為 1OOOgo

( 二joreochromis MMUcus: 自烏山頭、漁業局淡水魚養殖示範中心引進 , 保留於本分所八
角地中 ,

種魚體長約 45cm
, 體重約 15OO g 。

(三}oreochromt s nossambicus: 自本分所海水注排水道中捕獲生長於潛水的0.mossanbiC 郎 ,
J害進行改化 ,

保留於本分所八角地中 , 種魚體長約 2Ocm , 體葷的 4OOg 。

司魚苗之取得及飼養 :

心將種魚 0.aureus 〈♀ ) 和 0,nt Ioticus 〈古〉〈 AXN. 〉 0.aureu s 〈♀〉和 0.
mossambicus(12)(AXM 〉 ,0.nttottcus 〈♀〉和 0.aureus( 含〉〈 NXA 〉 0.

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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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lot icus( ♀〉和 0.mossambicus( 含〉〈 NXM),0.mossambicus( ♀〉和 0.niloticus
( 古 )(MXN), 。 -mossambicus( ♀〉和 0.aureus (2)(MXA) 等六種種交配種 ,

以
3:1 的雌雄比放入 3 � 2 � 1 水泥池中 ,

每十日消說吳都魚
,
將含在雌魚口中之卿說出進行人工

孵化
, 以確定孵化日期。孵化後魚苗蓄養於 29O t 之故璃纖維方形桶中 ,

最初三日投輿螺接報 (

S抖 ,-ulim sp. 〉 ' 後三日控與鰻粉飼料
,
後故投吳郭魚顆粒飼料。

三三墟度耐性標定:

實驗用之各種墟度水於實驗前 1 日 EE 調好備用
,
海水自本分所注排水路中抽取 ,

經靜置、說擻

二日後使用 , 富起水則使用自來水經克分曝氣後使用。
全部堪度耐性質驗在 242 之方型水桶中進行

,
每組進行三重覆實驗 ,

墟度耐性是利用以下實驗

加以標定。

H96 小時半致死墟度 (Median Lethal Sal inity96.tmurs(MLS-96)): 從混水直接移入

各種不同墟度之海水中(o , 時 ,17.5,20,22.5, 筍 ,27.5, 鉤 ,32% 〉在 96 小時

後其遭到 50% 死亡的墟度來表示。在權品中取 25 尾魚各別稱體重及量體畏 ,
以建立實驗魚之平

均體畏 , 平均值童及肥浦度。各別稱童時 , 其重量達 o .OOO1g, 量體長時量至 0.OIcm
,
肥滿度

(K 〉依公式K=w iLS x 100 來計算 ,W 表示重量用 g 表示 ,L 表示全長用 cm 表示。 20 尾

魚各個直接自潑水移入各個實驗溫度中 , 在實驗四日 (96hours 〉中每日清除死的魚並計算其

數目。

(二}平均活存時間〔 Mean Survival Time 〈 MST 〉〕 : 魚自混水直接移入全梅水 ( 墟度 32% 海

水〉中的平均括存時間來表示 , 每次以 25 隻魚試驗 ,
當魚死亡迅速的移去 ,

並計算時間 , 稱重
及量畏。

目 50% 活存時間 (Median Survival Time 〈 STso 〉〉 : 用魚自潑水直接轉入海水中有 50 紛b
魚活存發生的時間。

結 果

也表 1 所示 :M X A MS T,S T",MLS-96 皆隨著華聲時間增加商增加。 MLL96 自 7 天

的 22 于 % 升到 60 天的 25.07 純 ,STso 自 7 天的前 .3mins 升到 60 天的 198.mmins ,MST 則由

7 天的 96.Smins 升到 60 天的 197.87mins .

表 1 0.mossbicas 〈♀〉和 0.aureus 雖安在各年齡之MST.ST",MI-s -96.

M也 rl stlrvialtime 〈 MST 〉 ,medimsurvial t ime(STM),MU

mediaIlethal sal ini ty 〈 MLS-96)of freshwater-spawned and

reardd Oreochrornismossbicas 〈♀〉 and Oreochromis sureus

hybirds at vari ω s ams.means � SiM.(S taMax-d Error of 也e

Mean 〉 .

Table l

Age (days 〉 MST(min 〉 .ST 盟
(min 〉 MLS-96(ppt 〉

7 96.8 土 30.28

114.55 � 14.74

135.10 士 10.05

193.80 � 8.08

197.87 士 34.29

97.3 � 33.61 22.7 � 2.26

23.23 丰 2.85

23.80 土 4.35

24.80 � 2.35

25.07 土 0.66

15 112.67 � 20.23

163.33 � 58.87

191.33 士 9.18

198.87 士 27.57

30

4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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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衰 2 所示 :M X N MST,ST 咽 ,MLS-96 皆隨著薔聲時間增加而增加。 MLS-96 由 7 天

的 18.93% 升到的天的 25.13%'ST 國自 7 天的 66.mmins 升到的天的 221.83mins ,MST 貝1j

由 7 天的 68.7l mi arts 升到的天的 227.6mins.

0.mossbicas( ♀〉和 0.Mot icas 雜交子代在各年齡之mF.ST 曲 ,MLS-96

Mem survial time (MST 〉 ,median suvialtime 〈 ST 駒 , 〉 ,
median lettmi sal ini ty(MLS-96 〉 of freshwuer-spawned

r 揖 red OrEChr-OEElis mossbicas 〈♀〉 and Orechromi s

表 2

Table 2 and

and

Mem ).
hybirds at various ages.means � S.E.M.(S tandard E rror o f the

ni lot icas

Ages MLT(mi n)

7 68.71 士 17.17

15 132.33 � 11.76.

30 166.81 士 16.02 ι

45 197.25 士 19.22

227.60 士 19.3360

ST 目〈 mi n 〉

66.16 土 15.n
IB .OO 士 12.08

138.50 士 11.38

181. ∞土

221.83 士 17.03

5. 站

MLS-96( 呻吟

18.93 � 1.53

21.53 士 1.42

22.93 � 1.07

23.37 � 1.73

25.13 � 2.37

自衰 3 所示 :N X A MST,ST 醋 ,MLS-96 皆隨著蓄聲時間增加而增加 ,MLS-96 由 7 天

的 18.3% 升到的天的 22.83 偽 ,STm 也 7 天的 39.07mins 升到的天的 159.83mins ,MST 貝自由

7 天的招 .8lmins 升到的天的 170.13mins .
電事

。 -Mtoticas 〈♀ ) 和 0.aureus 雜交于代各年齡之MST.ST-o ,MLS-96

Mean survi altime 〈 MST 〉 ,median survial time 〈 ST 個〉 ,and

median lethal salini ty 〈 MLS-96)of freshwater -spawned

reared Ormchromis n i lot icas 〈♀〉缸Id Orechromisamus hybirds

at various ages.mem 士 S.E.M. 〈 S tandard Error of the Mem ).

表 3

Table 3

Ages MST 〈 min 〉

7 38.81 士 5.30

55.83 土 l .55

79. 砂土 3.84

145.21 士 6.43

170.13. 士 1.93

15

30

45

60

ST 盟 (min 〉

39.17 � 2.36

55.17 � 1.36

75.67 士 6.75

144.OO 士 1.58

159.83 土 2.02

and

MLS-96(ppt 〉

18.30 � 0.35

18.50 � 1.65

士 0.45

21.63 � o .35

22.83 � 1.27

18.7

也表 4 所示 :N XM MST,ST 恥 MLS-96 皆隨著蓄聲時間增加而增加 ,MLL96 由 7 天的

18.2% 升到 60 天的 26.4 偽 ,ST" 自 7 天的 90.smins 升到 60 天 210.83mins ,MST 則由 7 天

的 85.63mins 升到的天的 197.Umins .
由表 5 所示 :A X N MST,STe-,ME-s -96. 皆隨著蓄聲時間增加而增加 ,MI3.96 由 7 天的

18.93 她升到的天的 22.75 她 ,ST 曲曲 7 天的 42.83mins 升到的天的 213.25mins ,MST 則由

7 天的 42.69mins 升到的天的到 6.88mins .



0.niloticas( ♀〉和 0.mossbias 雜交于代各年齡之MSr. 訂閱 -M 時 ,96

Mem survial t ime(M ST),median suzvial t ime(ST 甜
),md

median lethalsal ini ty(MLSO6 〉 of freshwater -spawned

reard Oreochromis ni lot icas 〈♀〉 and O reochrom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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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Tabl e 4

and

au r eus

hybirds at various ages.mem � S,E M.(S tandard Error of the

M 值11).

Age s MST(mi n 〉

7 85.63 士 5.66

15 95.a5 土 5.07

107.65 土 5.37

182.84 土 4.67

197.37 土 1.68

30

45

60

ST 目
(mi n 〕

90.50 士 1.38

91.51 士 1.07

107.33 � 0.29

164.25 土 0.35

210.83 土 4.69

MLS-96(ppt 〉

18.m � 1.37

20.13 � o .29

23.90 � 1.66

25.40 土 O .28

26.40 士 1.35

表 50.aureus( ♀〉和 0.niloticus 雜交于代在各年齡之MSTSr 目 .MLL96
Table 5Mean survial ti-me (MSTLmedimsurvial t izne(ST 目

),

median lethal sal ini ty ιMLS-96) 。 f freshwater -spawnedmd

reard Oreochromi s aureus( ♀〉 and Oreochrorni s nilot i cus

tybirds at various ages.mean 土 S.EM.(S tandard Error

the Mean ).

Ages MST(mi n 〉

7 42.69 土 9.93

IS 64.33 土 5.04

129.12 士 7.79

171.86 � 1.66

206.88 士 1.18

30

45

60

STso(min 〉

42.83 � 2.12

65.60 � 2.03

115.75 � 4.08

168.50 � 1.72

213.25 � 4.19

and

of

ML S -96(ppt 〉

18.93 土 1.42

19.44 士 1.82

20.15 士 1.38

21.65 土 0.92

22.75 � O .35

由表 6 所示A X M MLS-96,STsh MST 皆隨蓄養時間增加而增加 ,MLS-96 由 7 天的 24.5

% 升到 60 天的 26.2 純 ,ST 到自 7 天的 78.5mins 升到 60 天的 257.5min,MST 則由 7 天的 78.8j

mins 升到的天的 267.umins.

六種雜交魚種的MLS-96,ST 甜及MST 皆是隨著蓄華時間增加而增加 ,0.aureus

niloticus 的雜交魚苗 , 不論是何種為雌魚 , 所顯示的MLS ﹒肘 ,STso-MST 皆較以 0.mossama

bicus 為種點的雜交魚低了許多 , 因此這二種雜交魚要做為海水養殖魚較以 0.mossambicus 為種魚台
1

雜交魚更不理想。在馴化土則需要花較大的時間 ,O .mossambicus 為雄魚的雜交魚苗其MLS-96

ST 目 .MST 較 0.mossambicus 為維魚的雜交魚較適合於做為海水養殖的魚種。
&

由圖 1 所示 ,MX A 蓄養時間增加 , 體重、體長隨之增加 ,MST 亦增加 , 肥滿度則在一定數ι
變動 , 體重及體長分別由 7 天的 0.oo79g ,0.8356cm 增長到的天的 0.2562g,0..6667cm '
MST 亦由 7 天的 96.8mins 升至 60 天的 197.87 她 , 肥滿度則在 1.33 至 1.83 問變動。

由闡 2 所示 ,MX N 的體重、體長隨著蓄養時間增加而增大 ,MST 亦隨之增大 ,
肥滿度則在

,

和 0.



2n

表 60. ωreus 〈♀〉和 0.mossbicus 雜交子f 存在各年齡之MST.ST 甜 .MLS-96
Table 6Mean survial time 〈 MST 〉 ,Indian stlrvialt irne(ST 甜

), 制d

median l ethal sal ini ty(MLSd6) 。 f freshm ter-spawned and

reared Oreochrornis aureus 〈♀〉 md Oreochromis mossb i cas

hybirds at various ages.mean � S .E .M. 〈 S tmdard Error

of the Mean ).

Ages MST(mi n) STso 〈 min ) MLL96(ppt)

7 78.88 � 1.09 78.50 � 0.78 M.50 � o .98

15 84.68 士 2.90 85.50 � 1.78 24.6 � o .78

30 112.96 士 2.67 118.50 土 2.98 25.64 士 1.87

45 131.12 士 1.56 132.OO � o .87 25.65 � 3.98

60 267.44 士 1.56 257.50 � 2. 招 26.65 � 2.45

定數中變動 , 體重、體畏自 7 天的 0.OIOlg,0.8 旭 l cm 長到 60 天的 0.2102g,2.2393cm ,
MST 亦由 7 天的 68.7Imin 升至 227.6min , 肥滿度則依薔養環境在 1.00 至 1.73 間變動。

由圖 3 所示 :N X A 的體重、體長隨著蓄聲時間增加而增大 ,MST 亦隨之增大 , 肥滿度則在一
定數中龔動 , 體重、體長也 7 天的 0.0159g ,1.1045cm 長到 60 天的 0.1162g ,1.7572cm,MST

亦由 7 天的 38.8lmin 升至 60 天的 170.13min , 肥滿度則在 1.m-1.60 間上下變動。

自圍 4 所示 :N X M 的體重、體長會隨蓄聲時間增加而增大 ,MST 亦隨之增大 , 肥滿度則在一
定數中變動 , 體重、體長由 7 天的 0. ∞8lg ,o .824O czn 長到 60 天的 0.6448g,3.3295cm,MST

亦由 85.63mi ns 升到的天 197.37mins , 肥滿度則在 1.43 至 1.77 間變動。

自圖 5 所示 :A X N 的盟軍、體長會蓄聲時間增加而增大 ,M 訂‘亦隨之增大 , 肥滿度則在一定
範圍內費動 , 體重、體長自 7 天的 0.01 臼 g ,0.94%czn 升到的天 0.364Og,2.7598LMS T

亦由 7 天的 42. 部 min 升到的天的 206.mmin , 肥滿度則在 1.45-1.80 之間上下變動。

自圓 6 所示 :A XM 體重、體長隨蓄餐時間增加而增大 ,MST 亦隨之增大 , 肥滿度則在一定值
中費動 , 體畏、體重自 7 天的 o .9208cm ,o .0095g 長到 60 天的 2. 曰“ cm ,o .2596g ,MST

亦由 7 天的 78.mmin 升到的天的 2前 .44min , 肥滿度則在 1.25-l .80 間變動。

六種雜交魚之墟度耐性皆會隨體長、體重的增加而增大 , 和因蓄整理揖造成的肥滿度無闕 ,
因此

可將魚的體畏、體重增大後再進行墟度馴化進行海水養殖 , 以擴少馴化中的損失 , 魚苗是整批蓄養在
29OS 的方形桶中 ,0.mossambicus 的雌魚較小 , 所產的子代較少 , 因此魚苗體形較大 , 無法確定
此六種雄交魚苗的成長遠傘 , 雜交魚的成長率 , 餌科妓率有待進一步操討。

軍寸 論

Chervinski 等
{
的稱 0.aureuk 生殖的最高墟度是 19 純 , 而直接自潛水移入海式的最大墟度耐

性是 20-25%{7), 而能成長良好的最高垣度是 36-45 筒。 , 若是慢慢馴化則魚的墟度最大耐性為
自 -5 純 , 另 Watazzabe 等

{
的稱 0.aureus 從 7 天至 120 天的墟度耐性最大是 19.2%(96 小時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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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壇度 ) 。 0.ni Ioticus 的堪度耐性比 0.aureus 低 J 僅能直接移入 12.5%o 的海水中
(9)

ζ

FZiloticas � 0.aureus 的雜交魚不經馴化最大堪度耐性可達 20%
帥 ,0.mossambi cus 具有所有

吳郭魚中最高的墟度耐性, 在 32-40 純的水池中能良好生長
, 在高達。她的墟度中亦能生殖ω ,

其適應最高糧度達 12 。她也苗。

本實驗結果 N X A 及 A X N 雜交魚苗其墟度耐性為 19.9% 及 20.6%( 其 96 小時 50% 致死溫度

範團各為 18.3 至 22.8 及 18.9 至 22.7) 與Watanabe 等之試驗結果 EH7 天至 lm 夫的極度耐性最大

是 19.2 他值相近與 Chervirlski 試驗結果相差很大
, 還可能是實驗方法及品種有關 , 而且一股 0.

aureus 對墟度適應均比 0.ni Ioticus 高 , 而經雄交後的直接移入海水墟度耐性為 20%oam 和 A X N

及 N X A 的 26.6%oRl9.9 他非常相近。

因為 0.mossbicus 具有較高的祖度耐性
, 因而以 0.mossbicus 為親代和 0. 的 loticus 和

aumus 雜交產生的子代均與有較高的墟度耐性 ,MX A 為 23.9%(22.7-25.07),M X N 為

22.2 她 (18.9-25.1),N X M 為 22.8%(18.2 一 26.4),A XM 為 25.3%(24.5-26.2

), 均較 N X A 〈 19.9%) 和 A X N 〈 20.6 她 ) 高出甚多。以 0.mossbict 的為雄魚的雜交于代較

以 0.mossbtcus 為雌魚的雜交于代揖度耐性為高
, 是否因為遺傳基因偏向雄性 ,

需要利用電氣撼動

再作深入研究。由於 0.aureus 的墟度耐度較 0.niloticus 為高
,
因此和 0.mossbicus 雜交後 ,M

XARA X M的墟度均較 N X M 及M X N 為寓。

當 0.niloticus 自缺水移入的 %的海水時有大魚活存率大於小魚的現象
(8)
。虹縛亦是隨著種型

的增大而增加對墟度的耐性ω。當桂魚 (Salmosalar L. 〉在移入不同揖度的海水時 , 其墟度性在開
一年齡的族群是靠鹽型來決定 , 大的魚活存ZR 較小魚為高

qe
。本實驗魚是取同一年齡的魚為材料 ,

其

墟度耐性亦和蟬魚、桂魚相缸 , 體型大的具有大的活存率 , 體長、體重隨著養殖時間增長而壇度耐性
增加。因此可以於進行海水馴化時選擇較大體型的魚以增加活存嚀。

肥滿度是由環境來決定
,
此實驗中未發現HE 滿度和墟度耐性有關

, 還需要再進一步的實驗加以確

0.

0.

PA 間,疋。

摘 要

0.mossbtcus( ♀〉× 0.nilotcas 之MLS-96 為 22.2 站 ( 範團 18.9%-25.1% 〉 ,

mossbicus( ♀〉× 0.aureus 之MLS-96 為 23.9% 。
( 範團 22.7 地 -25.07% 仆 ,0.ni loticus

( ♀〉× 0.aureus 之MLS-96 為 19.9 她 ( 範圍 18.3% 。一 22.8 她 ),0.mi Ioticus( ♀〉× 0.

mosoicus 之MLS-96 為 22.8 他 ( 範囡 "-2%-26.4% 〉 ,0.aureus( ♀〉× 0.mi loticas

之MLS-96 為 20.6% 。
( 範圍 18.9 她一 22.7%),0.aureus ( ♀〉 XO .mossbicus 之 MLS-96

為 25.3% 〈範園 24.5%-26.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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