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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魚苗增產技術改進試驗
余廷基﹒賴仲義

The Experimen t of Impro�ing The Technics

。 f Producting Tilapia Fry

Ting-Chi Yu and Toung-yih Lay

1. The male ratio may reach highly 84.7% , that generation of
hybrid tilapias:

male Sarotherodon nilotica, and the body patterns,

colours and lowest temperature tolerancebet-ter than the others.

The species of S. hornorum, it's ability of low temperature
resistance wea-

Sarotherodon aurea x female

2.
ken than other groups, if the wa ter temp. decreased to 13

�C, it might die

Similarly, slow growth ratio and small body patterns as the S. mossambioa.

前 曹

本省具郭魚單 ( 雄 ) 性養殖所操用種苗
, 大部甜由人工選取者 , 但人工選餘後之雌性種苗失去養

值價值 , 又選取時品發生人為誤差 , 同時使用雄性布爾蒙 ( 甲、乙基畢閻闡 ) 雖可誘導種苗塵世之故

果 , 然管理困難 , 育成率偏低 , 戚本較高。在魚價低迷之現況中 , 為求獲得適當利潤 , 唯有降低種苗

養殖戚本。因此本計劃特以現有吳郭魚品種實施什交試驗
, 再將什交後之于代與親代實施接交 , 翼求

獲得單 ( 雄 ) 性魚苗供業者養殖 ' 藉以突破單〈雄
) 世魚苗大量繁殖供應及學術上之極頸。

材料與芳法

-材料 :

付種魚 :

l 歐利亞吳郭魚 ( Sarotherodon Aurea) : 民國63 年自以色列引進 , 并在本分所繁殖育成之于

代。

2 尼羅吳郭魚 ( Sarotherodon nilotica) : 民國 65 年自臼本引進 , 且在本分所繁殖育成之于
干γ。

3 在來吳郭魚 ( Sar.otherod 伽 mossambica ): 民國 35 年自新加坡引進
, 在本分昕繁殖育成之于

代。

4. 賀諾魯吳郭魚 ( Sarotherooon

之于代。

(二} 水泥祂 : 小型水泥入角池 ( 3mX 2mX 1m) 16 口。

二三方法 :

按下列配對方式進行什交試驗 , 每一組使用一口水泥地 (3mX2mX1m)
, 任其笛行配對

繁殖 , 再將魚苗分別育成至成熟最小體型 , 解剖研判其峰雄比率 , 并保留部甜魚種供實施援什試驗

hOrnorum) : 民國 70 年自哥斯答黎加引進 , 在本分所繁殖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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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雄性歐取J §吳郭魚
2 雄性歐利亞吳郭魚

3 雄性歐利亞吳郭魚

4. 雄性歐利亞吳郭魚
E 雄性尼羅吳郭魚

a 雄性尼羅吳郭魚
1 雄魚尼羅吳郭魚

a 雄魚尼羅吳郭魚
a 雄魚在來吳郭魚

10. 雄魚在來吳郭魚

11 雄性在來吳郭魚

也雄性在來吳郭魚

13. 雄性賀諾魯吳郭魚

14. 雄性賀諾魯吳郭魚

15. 雄性質諾魯吳郭魚

16. 雄性質諾魯吳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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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性尼羅吳郭魚

×雌性歐利E 吳郭魚

×雌性在來吳郭魚

×雌性質諾魯吳郭魚

×雌性在來吳郭魚

×雌性歐利亞吳郭魚

×雌性尼羅吳郭魚

×雌性賀諾魯吳郭魚

×雌性賀諾魯吳郭魚

×雌性歐利亞吳郭魚

×雌性尼羅吳郭魚

×雌性在來吳郭魚

結 果

..各組種魚於 71 年 7 月 20 日開始配對故養 , 至 72 年 6 月 20 日清池 , 并說u定其各組雜交立雄性比率
, 結果如表 1 .第 1 組 71.2 % 、第 2 組 84.7 % 、第 3 組 33.3 �屆、第 4 組 64.4 % 、第 5 組 49.8� 屆

、第 6 組 52.3 % 、第 7 組 16.8 � 屆、第 8 組 77.9 鬼、第 9 組 52.7 % 、第 10 組 45.3 % 、第 11 組

14.3 % 、第 12 組 36.7 �屆、第 13 組 66.7 % 、第 14 組 70.4 % 、第 15 組 69.2 % 、第 15 組 69.2%

、第 16 組 71.6 鬼 , 由此可見 , 以雄性歐利亞吳郭魚與雌性尼羅吳郭魚什交育成之子代 , 其雄性比
率最高為 84.7: � 話 , 其次為雄性尼羅吳郭魚與雌性賀諾魯吳郭魚什交育成之引它 ,其雄性比率為77 .9� 話

, 雄性在來吳郭魚與雌性尼羅吳郭魚什交育成之于代為最低 , 其雄性比率僅有 14.3 % 而已。

有本試驗所用吳郭魚品種為在來、尼羅、歐利亞、賀諾魯等 4 種 , 其各純種自交之雌雄性比分別為 :

在來吳郭魚雄性 52.7 �石、雌性 47.3 絡 , 尼羅吳郭魚雄性 49.8 % 、雌性 50.2 � 話 , 歐利亞吳郭魚雄
性 71.2� 屆、雌性 28.8 鬼

, 賀諾魯吳郭魚雄性 66. 7 �忌、雌性 33.3 �忌。依此觀之 , 歐利亞吳郭魚自
交所育成之于代其雄性比率最高 , 且耐事度、耐墟度均較其他各組為高 , 但其繁殖率僅次於在來吳
郭魚。賀諾魯、吳郭魚係自哥斯答黎加引進之新品種, 其自交育成立于代其雄性比率為 66 .7 %. 雖僅

次於歐利亞吳郭魚 , 但其體型小、成長種慢 , 養殖 1 年最小成熟體型為體長 12.3 公分、體重 38 公

克 , 即可產卵育苗 , 且體星黑色、不耐舞 (lK 濕 13
� C 時即有凍斃之慮 ) .與本省產在來吳郭魚顛

倒。尼羅吳郭魚自交育成之子代其雄性比率為 49.6� 話 , 但固體型大、較耐寒、產卵週期長、外觀體
色佳為其優點 , 故至今尚為業者所歡迎。在來吳郭魚自交育成子代其雄性比率為 52.2 � 告 , 雖較尼羅
吳郭魚為高 , 但因體型小、不耐寒、成長速率艦慢、體皇黑色、早產、多產 , 目前正被湘、汰中。

討 論

-本項試驗因小型水混池口數不敷使用 , 且繁殖所用之種魚以 1 : 1 單一配對方式放聾 , 在被養數量
少

, 追逐刺激發情能力較弱之情況可 ? 其產用過期延長 , 導致第 2 次產卵育成之仔魚易受第 1 次產

卵育成封住魚所有食 , 自吳郭魚苗體景在豆豆 F 兮兮 :左右其吞食時魚比率為最高 , 通常有在之間即
IIf 吞食 100 居左右 ( 1973 郭 ) .在未能適時分養情況下 , 則育成率均有偏低現象。又行單一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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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組間什交結果分析表
Analysis of hybrid among

Remark

group.

Sex. ratio

0 屆 )Sex
Harves t ing

weight (g)

Table 1

Harvesting

number

La:
SaTotheTodon auTea
2.n:
SarotheTodon nilotica
3.m:
S aTo theTodon

mossambica
4.h:
SaT ot herodon

hornoTum

5. 念 :
male
6. ♀ :

female

0 71.2
♀ 28.8

195
79

古

♀

GroupNO

0 84.7
♀ 15.3

明
9

s
♀

6302274古 aX ♀ a1

033.3

♀ 66.7

23

46
古
♀

4602590 aX ♀ n2

064.4
♀ 35.6

38

21
古
♀

282969古 aX ♀m3

0 49.8
♀ 50.2

古 136
♀ 137

224259oaX ♀ h4

052.3

♀ 47.7
23

21
古

♀

7644"273古 nX ♀ n5

016.8
♀ 83.2

55
273

古

♀

299244古 nX ♀ a6

0 77.9
♀ 22.1

74

21
s
♀

13766328古 nX ♀m7

0 52.7
♀ 47.3

0 132
♀ 121

598595onX ♀ h8

0 45.3
♀ 54.7

39

47
古
♀

2660283古 mX ♀m9

古 14.3
♀ 85.7

39
233

古

♀

455886om X ♀ a10

(I) 36.7

♀ 63.3

11

19
古
♀

6528272omX ♀ n11

066.7
♀ 33.3

26
13

3
♀

2520

585

30�omX ♀ h12

070.4
♀ 29.6

19

8
古

♀

39ohX ♀ h13

069.2

♀ 30.8

18

8
古

♀

418527ohX ♀ a14

古 71.6
♀ 28.4

48

19
3
♀

4472

‘ 2352

26

67

古 hX ♀ n

(l)hX ♀m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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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育苗 , 其品種臨度較易保存及正確 , 但囡產卵時期不一 , 如行中間清地翻定時 ,
易使種魚口中

受精卵吐出流失 , 影響其于代孵化育戚 , 因此本試驗未能實施中間測定其成長度 ; 為美中不足之處
。

司依據法監哥斯答黎加 7.K 產技師曾樁薪君提供資科所示 ,
以雄性賀諾魯吳郭魚與雌性尼羅吳郭魚議以

雄性賀諾魯吳郭魚與雌性在來吳郭魚什交後均可獲得單性種苗 , 然依本項試驗結果 , 前者雄性比率
為 70.4 佑 , 後者稍高但亦僅有 71.6 � 話 ,

兩老差異頗大 ,
是否因什交所用之雌性種魚純度有問題 ,

或繁殖地所引用魚抽水 ( 2 次用水 ) 混有什種吳郭魚卵與魚苗所致 ,
為解此疑目前正改建引水設備

,
使引水問題解決訣 ,

再重新繼續深入探討未能育成學 ( 雄 ) 性種苗之原崗。

摘 要

-弋雄性歐利亞吳郭魚典雌性尼羅吳郭魚什交育成子代 ,
其雄性比率高達 84.7 佑 , 另體型、體色、耐

寒度均較其他各組為佳。

主主賀諾魯吳郭魚不耐寒, 水溫 13 DC 有凍斃之慮 , 成長速率種慢 ,
成熟體型小 , 與在來吳郭魚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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