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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紋具都魚SiQanus oramin

( Bloch and 5 chneider )的繁殖孵化
l 林金榮﹒陳其林

Breeding of Rabbit fish. Big αnUB oraml n

Kim 一 lung Lin and Jy-Lin Yen

1. The matured eggs of Siganus oramin are adhesi 嗨 . Spherical. 0.58 一 0.62 mm in

diameter wi th a number of oil globule at the center of the eggs.

Fertilization rate from two stripp�d fish were 67.43%. 86.969 石 and

were 25.269 話 . 75.86% respectively. fertilization

spawning were both 100 %.
Eggs developed to 2-celled . stage after 1hr from fertilization.

stage after 1 hr 55 min. to morula stage after

stage after 17 hr45min. The egg hatches 36hr

water temperature ranging 22.8 � C - 24.6 �c .
The newly-hatched larvae are 1.9-2.1mm in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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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紋臭都魚 . Siganus oramin (Bloch and Schneider) .俗稱臭肚魚、鰻魚、羊兮仔 ,
屬

臭都魚科。體最卵圓形 ,
側扁 ; 截徵小而延長之團麟

,
埋於皮內

,
各錯棘具有毒腺

, 炙人生劇痛 , 但
肉均可食用、陳美、略帶有海藻味。口小 ,

為沿海草食住魚軍i<'1) 。

臭都魚其肉因具有特殊之海藻番 , 漂安部借人喜愛 , 尤以本省北部為盛。吉普湖地區自 1979 年起

部份業者開始從事養殖此魚 ,
將捕自沿難之天然魚苗放聲於沿津築提式魚墟或賴禍

, 以嚴硨之下雜魚
或下雜魚中攝入麥娃、海藻丹為餌料 ,

自 5 月借開始鼓聲
, 年底即可放戚。臭都魚非常饋食 ,

養殖簡

單
,
如能於餌料方面加以研究

, 降低餌科威本 , 將是很有前途之養殖魚種。目前雖因聾植業者不多 ,

魚苗不虞缺乏
, 為 ;j( 未雨飄縷 ,

本分廚利用於箱網中自持養成之種魚 , 臉施行人工揖卵及授糟 ,
並將

已屆成熟之種魚移放於兩顧之故璃織雄捕中 , 探討其自然產卵 , 受精之可行性 , 以為自後魚苗生產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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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種魚

種魚頓自本分所西嶼鄉大黨葉籍網養殖處灑域之天然苗。自魚苗起和體占 ( Lethrims choror-

hynclus B & S ) 且會嘴體占 ( Lethrims haematopterus T& S ) 混聲於 5mx5mx3m 之箱

網中 ,
攝食下雜魚餌料和附著於箱網上之藻韻。於 1982 年 4 月 21 日自箱調處選取成熟之種魚 , 計雌

魚 11 尾 , 誰魚 7 尾 : 雄魚選自 2-3 年魚 , 血都膨脹如數者 ; 雖魚選自 1-2 齡魚 ,
種壓其腹部有

精液泄出。誰魚體重 148 g -- 382 g , 雌魚 288 -- 495 g 。

二、接卵丑搜捕

成熟之雌種魚腹部顯著凸出 ,
用力擠壓其腹部

,
成熟卵可自泄殖孔拷出。錢被為適當成熟卵時 ,

首先將陸種魚以 MS - 222 的 1/5,000 海* 灣被或 Urethan 的 1 / 100 海水浴波先行廠醉後再進行

路卵。接卵方式有二 : 1. 用力擠壓母魚腹部 , 將成熟卵自泄殖孔擠出盛接於碗中 ,
並不停以毛筆攪拌

防11: 粘 611: 團狀 ; 三將魚解剖取出卵巢 ,
以剪刀剪敵卵巢將卵擠入碗中 , 、稱章 ,

各取少量卵算出單位重

量平均卵擻 , 乘以接卵總畫家出操卵數。
授精課時啦。做於揖桶前先行取眩 , 將精液擠在成熟卵上 ,

以毛筆免分攪拌後 , 話2 日適
量海水再充分攪拌完成授精過程。卵授精後 ,

均勻散佈於水中 , 以 1 mm 網目之尼龍網框承接使附著

其上 ,
置於 1 噸桶中以 11: 水式打氣孵化 , 孵化用 * 使用過讀之天然海水攝加 2.5 ppm 之 NF ﹒上野 -

C20 。孵化期間隨時觀察記錯卵發生情形 , 並計算受精率及孵化率。
三、自然產卵、受精及其孵化

自籍摘選運回實踐室之種魚 ,
當日下午將 9 尾雌種魚、 5 尾雄種魚移入 2 噸之渡璃纖雄桶中 , 桶

中懸掛接擱供卵附薯 ,
桶壁為黃禍色 ,

打氣 , 夜晚不缸髓 ,
隔日清晨檢查是否產卵 ,

並將藍卵之種魚

車出油定其體重、體長 ,
移至他桶。被查附著於棕欄上及祝著於桶底、桶壁之魚卵 , 並分別自棕欄上

及桶底盟軍部的魚卵計算受精率。然接時粘於棕棚上之魚卵移至 1 噸桶中以 11: 水式打氣孵化 ,
附著於

桶底桶壁之魚卵經換 * 後 ,
留在原桶中打氣孵化。孵化直前取樣計算孵化率。

四、幼1t. 培育及仔魚形態之觀察

將開孵化之魚苗 , 軍事故於 1 噸或半噸桶中培育。剛孵化之幼魚具有一卵黃囊 ,
幼魚靠此卵黃蠹供

給養分 ,
暫不于控餌

,
孵1比發 48 小時 ,

開始投輯于輸員壘 , 輸蟲密度每毫升的 5 聾 , 同時舔加適宜緣
藻。孵化後第 15 日起 , 同時控體輪蟲及構胸頓。 25 天起改投繞開頭及聾年蝦。飼育期間 , 每日早上
抽底接董及換水 ,

換意量的%' 並轍查攝餌情形 J 酷量加入餌科。每日蝶取樣末 , 測定魚苗體長並觀
察紀錄魚苗發菁、聲態情形。

結 果

一、人工皇軍卵、授構及孵化

商是施行人工蝶卵之雌種魚 ,
一尾先接用腹部擠壓蝶卵 , 但因卵為粘住卵 , 非常不易擠出 ,

設迫
將種魚解訊后負迫躲卵, 接卵數共 748,300 個 , 授精率 67.439 話 , 孵化率 25.26 %; 另一尾一開始即揉
用解剖挂迫接卵 , 接卵數有 892,400 個 ,

授精率達 86.96 9 石 , 孵化率為 75.86 % 。

二、自起產卵、受精及孵化

9 尾雄種魚和 5 尾雄種魚同蓄養於 2 噸之破璃織維構中 , 聞自早上 8 監 10 分即發現自然產卵 ,
且數量堇多 ,

卵已發育至 32 細胞期 , 由此推斷產卵時間約為清晨 6 監鐘左右。 9 尾雌種魚中有 5 尾
產卵 ,

產過卵之雌種魚腹部肌肉聽她內凹而皇現皺敵 , 解剖其中一尾 ,
卵巢中費留未成熟卵粒極少 ,

是為一次產卵型。餘 4 尾未產卵者 ,
抽卵核查發現其卵均尚未成熟。卵粘著於蝶擱上、桶壁及桶底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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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粘著於棕欄上者最少
,
挽著於桶底最多

, 粘著情形非常均勻 , 無數個卵粘成一圍之情形。各部 I

份卵之受精率均為 100% 。將粘著於棕欄上之受精卵移至一噸桶中孵化
, 粘著於桶壁、桶底之卵留於

原桶中孵化
, 其結果孵化率並無差別 ,

均為 100% 。共孵化出魚苗的羽 0 萬尾。

三、卵發生‘

卵略旱蛋黃色
, 圓形透明 , 卵徑。 .58 - O. 62 mm

, 為 it 性強粘性卵 ; 卵膜腔技繕 ,
卵黃徑 0.52

。具多油球 , 大小不一 ,
抽球數由 8 至數十個位於卵之中央

, 泊球徑約 0.01 一 0.15nm.

孵化期間水溫 22.8 一 24.6 � C , 孵化時間 36 小時 30 分。卵受精後 30 分鐘
,
胚盤 ( blastoderm

) 向一端逐漸隆起 , 50 分後充分地隆起 , 的分鐘第一次分裂成二細胞 , 1 小時 55 分達 16 細胞期
,

4 小時達桑賈期 ( Morula stage) , 5 小時 10 分進入胚囊期 ( Blastula sta εe ) , 9 小時後胚體

( embryo) 開始形成
, 12 小時後胚囊已將卵黃完全包住 , 且胚口閉鎖 , 且Ipffer's 胞及眼跑出現 ,

17 時 45 分區體已蹺卵賞一周 , 胚體之筋節數 15 � 25 小時 30 分睦體開始曙動 , 26 小時 40 分眼球

及耳胞 ( audi to 叮 resicle ) 形成 , 油球顯著的減少 ,
多數為 2 個

, 心臟開始跳動。如 table 1 及

Fig 1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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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網紋臭都魚之胚胎發育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Rabbitfi 益 , Siganus

oramin (Water Temp., 22.8-24.6 � C )

一-
發育 階段

Development

受精卵 ( 卵徑。 .58-0.62mm)

胚盤凸起

2 細胞期

4 細胞期

8 細胞期

16 細胞期

32 細胞期

64 細胞期

多細胞期

桑實期

胚囊期

胚體形成期

胚口閉鎖眼胞出現期

stage

Fertilized egg dia 0.58 - 0.62 mm.

Enlargement of blastoderm.

2 - cell stage.

4 - cell stage.

'8 - cell stage.

16 - cell stage.

32 - cell stage.

64 - cell stage.

卸fulti - cell stage.

Morula - cell stage.

B I astu la stage.

Embryo formation.

Blastopore closes, Kupper's vesicle, optic

vesic Ie appear.

體節出現
/ 胚體繞卵賞一周 ,

體節數 15

Myotomes appear.

The whole yolk is 'covered wi th embryo,

色素胞出現

眼球及耳胞形成 , 心臟開
始跳動。

孵化

myotomes 15.

Melanophores appear.

Formation of eye lens and auditory vesicle,

heart pulse commences.

H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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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圖 1 : 受精卵 ( 受精後 , 0:00 )

圍 2: 胚盤凸起 ( 受精後 , 0:50 )

圖 3 : 2 細胞期 ( 受精後 , 1:00 )

國 4 : 4 細胞期 ( 受精後 , 1:15 )

圖 5 : 8 細胞期 ( 受精後 , 1:30 )

圖 6 : 16 細胞期 ( 受精後 , 1:55)

圖 7 : 桑賈期 ( 受精後 , 4 :00 )

圍 8 : 胚囊期 ( 受精後 , 5:50 )

圖 9 : 胚體形成 ( 受精後 , 9:00 )

圍 10 : 胚口閉鎖 ( 受精後 , 12:05 )

闡 11: 胚體繞卵黃一周筋節數 15

( 受精後 ,
1'(:45 )

圖 12 : 眼球及耳胞形成 ( 安精後 ,
26 :40 )

.2 3

9

Fi gl : Fert iIized egg.

Fi g2 : Enlargement of blastoderm (Time after

fertilization, 0:50 )

Fig3 :2-cel1ed stage (Time after fertilization,1:00)

Fig4: 4- ce]]ed stage (Time after fertiJizati 凹 ,1 :15 )

Fig5: 8 -ce11ed stage (Time after fertilizati 咽 , 1:30 )

Fig6 :16-cel]ed stage(Tirre after fertiJizati 咽, 1:55)

Fig 7: Morula-cell stage(Time after fertiJization,4:00)

Fig 8: Blastula stage (Time after fertili 甜ti ∞ ,5:50 )

Fig9: Embryo formation (Time .after fertiJizati ∞ ,9: ∞ )

Fig 10 : Blastopore c1oses(Time after fertiJi 且tion, 也 : αj)

Fig 11 : The 咐Iole yolk is covered with embryo, Myotomes

15(Time after fertiJizati<m, 17:45 )

Fig 12 : Formation of eye lens and .auditory vesicle

(Time after fertilization, 2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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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仔魚

剛孵化仔魚全長 1.9 - 2.1 mm, 10 尾平均為 2.04 mm ,
眼無色 , 口尚未形成 ,

具有長徑的 0.6
- 0.8 mm 卵黃囊。油球縮減為 1 或 2 個位於卵黃囊前端。肛門緊接在卵黃囊後面位於全長的 2/5

之位置。卵黃囊及油球上散佈樹投狀黃色素胞 ( xanthophores ) , 黑色素胞 ( Melanophores ) 體倒
腹部下方有 8 個及眼前端有數個。如 Fig. 13

13

種夢鵬已
14 一 � ←

(1/ 三 '(- 'LL.LLU 一牛二 J j
盟 (0 Ao 工-.一一、 1:":'<0 ‘ r-r-r;, ι戶戶] 】h 一�-

j

15 ------
� 、回-一 , r T7 L

j
f / / / / / / / / rT777""rM D

16 一一一一一
�

/ 恥品=.-LL[{((((� 汀 f+f+=

)

＼主乙斗L- 一一一一一-一 子

遍實主苦弓

t 三
圖 13 : 全長 1.95 公廈 ( 孵化後 0:00 )

圍 14 : 全長 2.60 公盧〈孵化後 24 小時 )

圖曰 : 全長 2.80 企直 ( 孵化後 36 小時 )

圖 16 : :全長 3.15 公盧 ( 孵化後 2 日 )

圖 17 :: 全長 3.15 公車 ( 孵化後 7 日 )

圖 18 : 全長 3.35 公廈 ( 孵化後 10 日 )

Fig.13 : Total length 1.95 mm, (Time after

hatchir 蔥 , 0 :00 )

Fig. 14 : t.l. 2.60mm(Time after hatching, 24:00)

Fig. 15 : t.l. 2.80 rom (Time after hatching, 36:00)

Fig.' 16 : t.l. 3.00mm (Time after hatching, 2 days)

Fig. 17 ‘ : t.I. 3.15 叮叮1 (Time after hatching, 7 days)

Fig. 18 : t.l. 3. 35mm (Time after hatchir 蔥 ,10 days)



320

剛孵化仔魚腹部朝上仰浮於水面
, 大部份時間靜 11:. 不動

, 偶爾仰游或反海成正常姿勢游動 2 一 3

cm 後再反轉仰浮於水面。

孵化後 24 小時
, 仔魚全長 2.5-2.8mm' 卵黃囊縮小為長徑的 0.4 一 0.55mm , 油球縮減為

一幅仍位於卵黃囊前端。頭蓋骨明顯地形成
, 眼前端黑色胞加深加大 , 眼後出現一黑色胞 ,

卵黃頭上

之黃色素胞消失
, 艦側腹部下方之黑色胞增為十幾惘 , 直腸部形成 , 直膀上方有兩個菊花狀黑色胞 ,

肛門稍向前移動。如 Fig. 14 。

孵化後 36 小時
, 仔魚全長 2.8 - 3.01DI 訕。卵黃轟大部份說吸收

, 直腸延長且繞了一峙 , 明形 111&

具雛形俏未閉
, 眼黑色素形成中 , 體倒腹部下方之黑色素增多。如 Fig.15 。

孵化後 2 日
, 仔魚全長 3.0- 3.1 mm 。卵黃囊已完全接吸收

, 泊球稍變小。口閉 , 眼黑色素形
成 , 胸緝長出 , 腸已發育很直難。黑色素胞出現在體個腹部下方及誼腸上端。仔骨氣已能正位游泳 , 眼
睛轉動靈活

, 到處尋找食物。如 Fig. 16 。

孵化後 7 日
, 仔魚全長 3.15 - 3.40 mm

, 鱷蓋漸發達 , 腹腔上壁出現兩個大的胡菊花狀之黑色
胞

, 中間夾二個較小之黑色胞 , 體側腹部下方之黑色胞延綿不斷。仔魚攝餌行動活躍 , 魚體彎曲肢 'S

型瞄準目標後飛躍前衝。如 Fig. 17 。

孵化後 10 日
, 仔魚全長 3.35 - 3.60mm' 嘴漸成圈狀 , 腹腔上壁之黑色胞縮誠成兩個 ,

體側腹

部下方之黑色胞亦縮減成 16 個。如 '"

孵化後 12 日
, 仔魚全畏 3.45- 3.70mm 。背錯第 3 棘及腹緝之緝基出現 , 且為黑色 , 腹腔上壁

之黑色胞又變成 3 個
, 體側腹部下方之黑色胞縮減為 9 個。如 Fig. 19 。

孵化後 14 日
, 仔魚全長達 3.90 mm 。背鱷第 3 棘及腹錯均已長出

, 其宋端均為黑色。黑色素胞
腹腔上壁有 3 個

, 體側腹部下方 5 個
,
脊索末端 2 個

, 頭部出現一個。如 Fig. 20 。

孵化後 17 日 , 仔魚全長達 4.7 mm 。背緝第 23.4. 棘均已長出 , 其中第 3 棘特別發達
,
長達 0.7

mm , 前緣形成鋸齒狀 , 後方由上而下有 5 個黑色素胞
,
第 3.4. 棘之棘間膜上滿佈紫色斑缸

,
魚於水

中游泳時
, 以裸眼觀察 , 宛姐魚背部插上一支黑色三角旗。腹錯長出 2 吏

, 均甚發達 , 且前端均形
成鋸齒狀

, 兩棘間有黑色素胞 3 個 , 接頭頂隆起形成鋸齒狀 , 前蟬蓋骨出現四棘。尾鱷原基開始形成
。黑色素胞頭部一個 , 腹腔上壁仍維持 3 個 , 腹腔前後各出現一個 , 體側腹部下方 3 個

,
脊索末端仍

維持 2 個。如 Fig.21 。

孵化後 19 日
, 仔魚全長達 5. 5mm , 背錯第 1 至第 5 棘均已長出

, 第 1 、 2 棘諒自同處 , 銬 I 棘

徵向前長出 , 第 3 棘仍特別費遠 , 長達 1.35mm
, 第 3 、 4 棘之棘間膜上仍滿佈黑色胞 ,

腹鱷長達

1.40rmn 。背錯之歌蝶部及臂值之錯帳原基出現 , 尾柄仍在發育中 , 尾緝已形成 10 軟條
,
軟蝶節還

無法辨認 , 脊索向上翻起 , 接頭頂及..前額上均形成鋸齒狀。黑色素胞分佈於腹腔上壁及其前端一個
,
頭部四個

, 腹篇之觸摸間的 7 個 , 體側腹部下方仍維持 3 個
,
原於背索宋端 2 個黑色胞分別擴散於

尾柄末端上、下部。如 Fig. 22 。

孵化後 22 日
, 仔魚全長達 7.0mm 。仔魚稍具魚苗形狀 , 背緝已長出 10 硬棘 10 軟躁

,
臂緝 5 硬

棘 10 軟條
,
硬棘均未達定數 , 軟蝶發育也尚未完全。尾鱷之軟饒已發育完全 , 軟蝶節亦可辨認 2 節

。脊索末端向上翹且彎曲 , 腹鱷出現三棘。總蓋骨前端形成四小棘。黑色素胞密佈於背鱷第 3 、 4 棘

之棘間膜土 , 頭部有 3 個 , 腹腔上半部 7 個 ,
腹輯之膜上有 10 個

,
但.u 中線上 3 個

, 尾部下緝 3 個 ,

尾柄末端 2 個。如 Fig. 詣。

孵化後 25 日
, 仔魚全長達 9.5nm 。仔魚頭部外部輪廓之傾輯度變小 , 鼻前額 , 接頭頂上之錯齒

狀及前總蓋骨干緣前端之棘均甚發達。背艙 13 硬棘 10 軟條已達定數 ,
其中第 3 第 4 二棘之前緣均形

成館齒狀 ,
臂緝 7 硬棘 7 軟條亦達定數

, 此後仔魚進入稚魚期。但背錯及臂輯之軟條節尚未能辨認 ,

尾牆之軟條節已可辨認四節 , 尾柄拉長 , 尾餾末端漸成叉形。魚體上之黑色素胞幾乎全部轉變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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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胞
, 僅腹腔上壁沿直腸上沿而下仍為黑色素胞 , 黃色素胞密佈於後腦 , 腹部上半部 4 個

, 第 3 棘至

第 8 棘之棘個膜上
, 腹艦之緒膜上 , 側中線上 4 個及尾柄末端。如 Fig. 24

22

23

25

圖 19: 全長 3.45 公盧 ( 孵化後 12 日
)

圖 20: 全長 3.90 公盧 ( 孵化後 148)

圖 21: 全長 4.70 公盧 ( 孵化後 17 日
)

圖 22: 全長 5.50 企直 ( 孵化後 19 日 )

圍 23: 全長 7.10 企直 ( 孵化後 22 日
)

圍 24: 全長 9.50 公盧 ( 孵化後 25 日 )

圍 25: 全長 17.5 公直 ( 孵化後 34. 日
)

Fig.19 :t.1. 3.45mm( Time after hatching, 12 days)

Fig. 20: t.1. 3.90nm (Time after hatchir 蔥 , 14 days)

Fig. 21: t.I. 4.70mm(Time after hatching, 17 days)

Fig. 22: t.l. 5.50mm (Time after hatching, 19 days)

Fig. 23 : t.1. 7 .10mm ( Ti me after hatchi ng, 22 days)

Fig. 24 : t.1. 9.50mm( Time after hatchLng, 25 days)

Fig. 25 : t.I. 17.5mm(Time after hatching, 34 days)

孵化後 34 日
, 誰魚全長 1.75 cm 。算前額及頭頂上之鋸齒狀凸起延長且更發達。背緝及臂緝之

硬棘前緣均形成鋸齒狀
, 軟條節也開始出現 , 尾績之軟條節可辨認 5 或 6 節。背續第 3 棘長達 3.0mm

, 腹錯外棘長 3.4 mm 。魚體上黃色素更發達
, 上賢、後頭部、腹腔上半部均密佈黃色素胞 , 此外眼

前 , 下頸、背部、背觸及臂簡之牆基處 , 背攝硬棘之棘問膜上 , 尾柄及其末端均甚發達 , 但腹錯上之

色素卸完全消失。如 Fig.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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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網赦臭都魚為一次產卵魚類 ,
利用人工接卵及自然產卵均可得到相當大數量之受精卵。由本試驗

得知 ,
網紋臭都魚卵為強粘住卵 ,

泄殖孔小 , 成熟卵多 ,
如利用腹部擠壓揖卵 ,

成熟卵非常不易接擠
出 , 如堅持使用此法 , 耗時過久 ,

卵將相互粘成塊狀嚴重影響受賄率及孵化率。如本試驗中 , 第一尾
成熟種魚 ,

先接用腹部擠壓揉卵 ,
囡卵不易設擠出最後迫使踩用解剖取卵 ,

其結果因費時較久 ,
受精

率及孵化後分別為 67.43 % 及 25.26 5 屆 i 同時另一尾成熟種魚 ,
一開始即接用解剖揉卵 ,

其受精率及
孵化率分別為 86.96 %及 75.86 %

' 兩者差別很大
,
因此

,
人工揉卵以解剖取卵為優 ,

自然產卵的情
形更加理想 ,

受精率及孵化率均達 100 %
' 前者之孵化率特別低

,
乃因卵結成團狀者多。因聽個卵結

成團妝 ,
中闊的卵無怯和水接觸 ,

在孵化過程中往往因缺氧而亮 ,
然後直接影響粘在一起之卵 ,

最後
整圍之卵均無倖兌者。而自然產卵者卵附薯的情形非常理想 , 3 個卵以上粘在一起的情形很少 ,

因此
其孵化率高違 100% 。由此又驗證了海水魚應以自然產卵受精為佳 (2 )

。

利用自行養成之種魚成劫地於桶中自然產卵受精 ,
且受精率高達 100 %' 實在是令人興奮的事情

。

自然產卵中雌雄配比 ,
直接影響卵之受精率及種魚之健康 ,

雄魚比例過高 ,
在追尾時因相互攻擊,

魚容易受傷
(3) ,

直在魚比例過低 ,
則受精率不佳

(4)

。因此 ,
尋求最佳雌雄配比實乃必要。此次自

然產卵試驗中 ,
移故 5 尾維種魚及 9 尾雌種魚 , 隔 B 自然產卵者碰巧 5 尾 ,

且受精率達百分之百 , 種
魚安然無巷 ,

因此 , 1 : 1 之雌雄配比對網故臭都魚可謂極佳之配比。

仔魚剛孵化後吸蚊卵黃囊期間 ,
成長迅速 , 孵化後 48 小時 ,

卵黃囊完全鼓鼓肢 ,
開始投館輪蟲

同時添加綠藻 , 至第 6 日仔魚幾無成長 ,
且於第 5 、 6 日即發生大量死亡 ,

死者均為空腹 ,
同時發現

朝南窗邊之仔魚死亡率更高 ,
至第 8 日全部死亡 ,

靠東邊牆壁邊 ( 無窗戶 ) 之仔魚卸能成劫的育度。
是仔魚對輪蟲不太適膺 ,

亦或強烈光線激變對仔魚造成噶害 ? 魚商搬動時造成生理損傷 ? 為早日確立
其種苗生產投術 ' 今後將對韌期餌料之開發

,
水質管理及管理飼育方法之改進應作進一步揉討。

摘 要

1982 年 4 月 21 日 ,
進行網故真都魚 Siganus oramin 之人工揖卵 ,

受精及自然產卵試驗 ,
並詳

細觀察其受精卵睦胎發育情形及仔魚的形態變化。

1. 網紋臭都魚為一年一次產卵型魚 ,
成熟卵為圓形說性強粘住卵 , 卵徑。 .58 - 0.62 rom 。多袖球位

於卵之中間。

2. 兩尾雌種魚施行人工揉卵、授猜 ,
其受精率分別為 67.43 % 及 86.96 % ' 孵化率分別為 25. 26 %及

76.86 % 0 5 尾雌種魚自然產卵 , 其受精率及孵化率均為 1005 話。
3. 水溫 22.8- 24.6 � C,

受精卵經的分鐘分裂成 2 細胞 ,
1 小時 55 分達 16 細胞 , 4 小時違桑賈期

( Mornla stage) , 9 小時後胚體 ( Embryo) 開始形成 , 17 小時 45 分 , 腔體揖卵買一周 ,36 小
時 30 至于開始孵化。

4 剛孵化仔魚全長 1.9 - 2.1"mm , 兵一長徑的 0.6 一 0.8mm 之卵黃囊 ,
泊球減少為 1:s1G2 個位於

卵黃囊前端。孵化後 48 小時 ,
仔魚全長 3.0 - .3.1mm' 卵黃囊已完全設吸赦且 , 口闊 ,

眼黑色素形
成 ,

胸鱷長出。孵化後 25 日 , 仔魚全長達 9.5 mm , 所有錯蝶數均已達定數 ,
仔魚開始進λ稚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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