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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魚以不同海水鹽度飼育之成長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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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C 甜nparisons of Tilapia (Oreochromis sp.)

CuI tured in Different Salinities of S 側�ter

Tin-Chi Yu and Joung-Yih Lay

Progeny of O. aurea x O. mo 砌的 ica being 叫 tured in seawater of 1 惕。 salinity grew

better 伽叫10叫10%0 叫 i仙n叫州1吋山ity 一 wi 仙o呻d句y Ie剖叫E

1.15 times and tl紀ext 仙u 記 of fles 油h being better and tl怕o 惚叫Ip抖lat 包e count being I,尬e 認 .

Seawater hybrid tilapias reared in freshwa 白 r did not SpaWll and died s∞n,butthose re�red

in tanks wi th seawater of im'oo salinity spawned naturally.

Fresh-water hybrid tilapi 肘 ; similarly reareti in seawater of" 10%0 salinit�, also didnot

spawn and died soon. τ'hose reared in freshwater spawned natu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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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吳郭魚養殖概以淚水飼育為主 , 尤以綜合性養殖為最 , 然囡淡水源多依賴地下水 , 在供不應

求下終於採取止水式養殖 ' 導致育成之具郭魚含有臭土味
, 影響消費者膳食之意顧 , 而發生滯銷與售

價低迷現象 , 為提高養殖業者之養殖意頓與收益 , 故本試驗擬以海水飼育吳郭魚並探討其轄權能力
, 藉以有教利用廣潤海埔地來增加生產並提高吳郭魚肉品質與衛生 , 以期促進消費者膳食意廠 , 進而

降低地下水之使用量而達滅種地層下陷之目的。

材料與方法

-材料 :
1. 魚苗 : 選取體長"6 公分左右之雜交種吳郭魚〈雄性在來吳郭魚×雌性歐利亞吳郭魚〉。

三種魚 : 繁殖用之種魚分別取自海水池 (20%) 及潑水池 ( 0 %) 生長之雜交種具郭魚 , 且已性成
熟者。

3. 魚池 :<D 養成池 : 14 x 14 x 0.7 m 大型八角水泥地。
@繁殖池 : 5 x 2.5 x 0.5 m 小型水混池。

4 人工飼料 : 市售 ( 南陽牌 ) 潑水魚粒狀乾燥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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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方法 :
H 以 1 噸水量放聲 25 尾之密度

, 分別放養於鹽分 0%0 及 10%0 之養成池中 , 每日除定時、定量投餌外

' 並注入新鮮水
, 其注* 量為 10 i / 分 , 每月定期排除原抽水%再往入新僻* 至原水位 , 排水時

先以地拒翩順時鐘方向攪動抽水 , 使抽水星接轉才開始排水 , 便說積地底之污泥順水排出池外。
試驗結束時 , 隊精抽測定外 , 並各捕取 10 尾供作生菌數與臭土味之檢驗。
(1) 生菌數之檢驗 : 取魚體背部肌肉 1 公克於均質機打碎後

, 分別稀釋為 1/10 、 1 /10" 、 1/10"
、 1 / 104. 、 1 /10' 放入培養基中 , 再置於培養箱中以刃℃培養 48 土 1 小時

, 取
出計數。培養基為 standard method agar 。

(2) 真土味之測試 : 自試驗池捕取之魚體割開魚頤取出內臟及總以清水神就自P 放入鍋中煮熟 , 分成
五組由五人個別以味覺鑑別測試其泥土味之程度。

口捕自海水池 (20%0) 之雜交種吳郭魚 , 選取性成熟者 , 按 1 : 1 雌雄比率及 1 尾 /m2 之放聲密度
, 分別放聲於 10%0 之海水池及 0%0 之淚水池中飼育

, 其淡水化過程是先將繁殖抽注入 20%0 海水俟

種魚種過寺再分別注入地下水直至繁殖祂所需之鹽分時才停止住水 , 往後具。按所需之鹽分水源注
λ池中 , 每日除定時、定量投餌外 , 並逃觀魚池四周如發現魚苗時 , 部捕取計數探討繁殖力。
關捕自缺水池 ( 0 他 3 之雜交種吳郭魚 , 選取性成熟者 , 按 1 : 1 雌雄比率及 1 尾 /m2 之放養於 10

%之海水池及 0960 之潑水池中飼育
, 其海水馴化過程則先注入淚水俟種魚穩定後 , 再注入像水直至

10%0 鹽分時 , 始停止注入潛水位接則直接注 1。她之海水。試驗期間除每日定時、定量投餌外 , 並
邂龐魚抽四周如發現有魚苗時 , 即捕取計數探討其繁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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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τ雜交種具郭魚分別於 1。她梅水及 0%0 淚水中飼育結果表一 , 0 %0 淡水組增加體長 5.4 公分、體重

121 公克、生存率詞 .4 %; 10%0 海 * 組增加體長 5.8 公分、體重 139.6 公克、生存率 99% " 由此可

見 , 以 10%0 之海水飼育雜交種吳郭魚之成長較。她淡水組為佳
, 其增加體最為 1.07 倍、體重 1.15

倍。

雜交種吳郭魚在不同環揖中養殖情形

The growth condition of hybrid tilapiaCOreochromis �p.)

cultured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表 1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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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body length(finaI)(cm)

Mean body weightCfinaI)(g)

Mean body lenght increased(cm)

Mean body weight incr 個 sed(g)

Survival rate (%) 98.4

A : Salinity 0 %0

B : Salinity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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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生菌數之棋驗 : 於試驗結束時分別取自 10%, 。、 0 %0 之養成試驗魚中進機取樣五尾作為生菌數之檢驗

, 結果其生菌數含有量為 : 0 %0 缺水組 1.06 X 10" 個 /g
、 10%0 海水組 1.01 X 10" 個 /g , 前者較

後者多 0.05 X 10" 個 /g' 雖差異不大
, 但 10% 。海 2/<. 組有較淚水組為佳之現象。

其試驗結束時
, 各取試驗魚主尾 , 清除內臟及總放入鍋中煮熟 , 分成五組並由五個人以婊覺對別各組

之魚肉含有臭土味〈泥土味
) , 結果 0%0 及 10%0 二組育成之試驗魚均無真土味之現象。

問取自海水池 ( 2。他〉之雜交種具郭魚經馴化後放養於 10%0 及 0%0 之繁殖池中
, 在本繁殖季節 (4--

6 月 ) 中二組魚苗之生產情形如表二 , 0 %0 淚水繁殖池放養之種魚
, 雖曾發現追逐及築產卵樂之現

象 , 但未發現有魚苗 , 惟種魚偶而發生死亡其死亡數共計為雌魚 3 尾雄魚 2 尾。 10%0 悔吧使館殖池放

養之種魚 , 在本繁殖季節共計捕取魚苗數為 7497 尾 , 雄性種魚死亡一尾 , 其餘種魚正常。

表 2 雜交種吳郭魚在不同環境中之繁殖情形
Spawning condition of hybrid tilapia(Orechrom;s sp.�

stocked in different salinity.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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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支取自淡水池 (0%0) 之雜交種吳郭魚經馴化後放聲於 10%0 海水池
, 其魚苗生產情形如表二所示 , 。

%0 淚水繁殖之種魚
, 在本繁殖季節共計捕取魚苗數為 8937 尾 , 雌性種魚死亡 1 尾 , 其餘種魚正常

。另移放1。他之繁殖袖之種魚
, 只有部份雄性種魚發現有第產卵集現象 , 但未發現有產卵行為 , 其

種魚死亡數高達 50%( 雄魚、雌魚各死亡 3 尾 ) 。其死亡日期均在放聲後一個月內 , 本組在本繁殖

季節內未發現有魚苗生產之現象。

論

-τ雜交種具郭魚分別飼養於 0%0 及 10 恥之養殖池中
, 因每日固定注水 , 其注 2/<. 量為 10 i / 分 , 那麼約

7 天左右就可達到一次換水量 , 況且每個月叉有一次大量換水 , 使池底內殘餌、污泥之況積較少 ,

在水質保持良好狀態下其種魚之成長良好
, 沒有臭土昧、生菌數含量文少。惟 1。她與 0%0 養殖下最

.大差別就是在10% 。養成之吳郭魚其肉質較 0%0 養成之吳郭魚結實
, 吃起來品味較佳。

旻雜交種吳郭魚改變養殖環境養殖時
, 只要先行馴化一殷期間就可適應 , 但魚體受傷者其存活率不高

, 可能係其滲透壓之故。但種魚在繁殖季節時 , 才經馴化移養其他最鐘時 , 則種魚死亡率高 , 且產

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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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卵育苗機渺茫
, 其原因可能是腹腔內卵位受書長遠壓之影響 , 譬如衰二之情形 , 原產於海水之雜交種

吳郭魚移放 10%0 海水池可遺產卵育苗之目的
, 但移 1AO%o 淚水池

, 則種魚有死亡現象且未發現有產
卵育苗。相反

, 以淚水種魚移故 10%0 潛水時亦悶
, 由此可見 , 滾水種魚要實施海水繁殖育苗時 , 必

鑽在繁殖前二至三個月就先行馴化海水
, 並在海水中飼育一般期間直至卵精難成熟才實施黨殖育苗

較為理想。

王笑本省吳郭魚市價低迷且星大型化之供應型態
, 在小家庭制及整尾魚膳食之情況下 , 導致消費各有趨

向中型魚之需求型態 , 為此 , 如能以雄性在來具郭魚興雌性歐刺直吳郭魚雜交育成之于代 , 並在海

水池飼育再跟售供應市場
, 囡其體型適中 , 且具有在來種之體色與風味 , 相信是可重振具郭魚往昔

之風光與前場上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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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弋雌性在來種具郭魚與雄性歐利亞吳郭魚雄交育成之于代
, 分別在 0%0 淚水池及 l。她海水池飼育結果

10%0 海水之成長較。她滾水為佳
, 其增加體長多 1.07 倍、體重多 1.15 倍

, 生菌數亦少且肉質較結

實
, 品味較佳。

三毛海水雜交種吳郭魚移放 0%0 淚水中鍾期內未發現有產卵育苗現象且種魚會發生死亡。但移入 10%0 海

水中對其產卵育苗無影響。另追趕 * 雜交種吳郭魚移入 10%0 海水中鐘期內未發現有產卵育苗且種魚有

死亡現象。但草書入10%0 淚水中則無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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