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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 Lateolabrax ja. ρ .餌料試驗

莊訓鍊﹒胡興華

Diet Experiment on Japanese Sea Perch, Lateolabrax japonica

Shiun-Liari Juang and Sing-Hwa Hu

In this experiment, 3 dry pellets and 4 mixed wet diets were feeded to Japa-

nese sea perch, Lateolabrax ja 戶onica. It
吶

was found that sea perch can get used

to eat both pellet and paste diets. The fish which was feeded by mixed diet

composed by fish meat, soy bean powder, yeast, wheat powder and little eel feed

showed nutritive deficiency syndrome, the survival rate only 18.7%. Mixed diets

composed mainly by eel feed and trash fish appeared higher survival rate. Dry

pellets that contained crude proteIn 39.87 克 , 35.25% and 27.58% had survival

rate 42.95 右 , 61.2% and 56.7% ;weight gain 177. 旬 , 162. 恕 , and 117.1g; cOl1version

rate 2.93, 2.85 and 4.27 respectively.

誓言F
Z苟

m\主魚Lateolab1-ax ja 少onica (C & V) 分佈於中國、日本、韓國沿岸附近海鐵
(1) , 有糊河佳

, 且能棲息於淡水中。本省淡水魚墟中放養者甚多 , 一般民間放聲鱷魚 , 皆是在鯉、鰱、章魚、吳郭
魚等混養池中放養少許 , 利用鱷魚諒食的特性來控制池中之下雜魚及吳郭魚大量繁殖所產生過剪輯之魚
苗

, 因放養量少 , 生產有限且1& 魚需配合清池 , 故價格昂貴。總魚體長在 13cm 以下 , 食動物性浮游
生物之端牌類 ,

-/J 、蝦及其他小型甲殼類為主 , 其後則以魚類、蝦及大型底棲生物為主食〈吟。也因其
不論在天然 7.K 棋中或放養池中爐魚皆食活餌 , 故如欲大量殖養 , 首先要考慮的就是靚料問題 , 對是否
食人工飼料及其經濟裁金應先克份研瞭。

一般說來 ? 人工飼料對暖水性不若冷水性魚之重要 , 水溫高之池水中生物繁殖迅速 , 這些夫然餌
料中已經含有盟富的蛋白質、維他命等營養成份 , 所以一般暖水性魚之養殖常著重於增加池中之天然
餌料 , 人工飼料僅為輔助性質 , 本省化學肥料推廣之成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于﹒本省養殖漁業除一般
使用有機、無機肥料施肥 , 促進動植物夫然餌料大量繁生供應魚類為食以外 , 尚有用人工飼料如魚漿
、動物之血液、內醋、廢棄物等鮮餌及動植物之乾製品如米輝、魚韌等乾餌 , 讀前兩者之混合物 , 而
市面上針對養殖魚類所製作之飼料僅有鰻用飼料 ( 韌狀 , 加 7.K 成黏餌飼餵〉、蝦飼料〈乾粒餌〉、尼羅

魚餌 ( 乾粒餌〉及亞目魚餌 ( 添加餌〉等數種而曰 , 以本省目前養殖事業之發達 , 魚飼料之發展應不
正於此才是。鱗魚亦是價格昂貴之高級魚種 , 如欲推廣大量養殖 , 飼料之研究實為首要之弱。本報告
為1976-1978 年間 , 在台灣省水產試驗所竹北分所以不開形態之飼料飼宵鱷魚之結果 , 並比較其優費

, 以為自後養殖鱷魚之參考。

前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所用之鱷魚, 分為當年魚及越冬魚兩類 , 當年魚乃是試驗的當年 1-2 月間由本省西北部

滑岸所捕獲的魚苗 , 經淡水馴化 , 餵以 7.f< 蛋及鯨蚯蚓兩個月後放入試驗池中進行試驗 ; 越冬魚是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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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捕得經飼宵後至次年春拳 , 依體型大小加以分類後進行試驗﹒試驗池為水產試驗所竹北分所肉

之泥底 7.K 泥壁池
, 因魚體之大小不一 , 故放聲密度上僅使體型相同者一致。

試驗用飼料分為以一般飼料之魚粉、黃豆輯、麵輯、鰻輯、酵母粉及下雜魚等中取一種或數種配

製而成立溼餌 , 包括飼料 1 : 由魚輯、鰻輯、黃豆粉、酵母樹等加水均句攬拌混合
, 隨魚之戲長將飼

料通過直徑 2-6mm 之濾坡
, 製成溼粒餌 ; 飼料 2 : 為股粉與舟、漿所混合而成 ; 飼料 3 : 為魚輯、

鰻紛、黃豆輯、酵母盼加水混合而成 ; 飼料 4 : 為校碎之下雜魚
. ,
後三者皆為黏餌﹒此 4 種飼料之配

芳如 table 1 所示。投餌三方法為每週投餌 6 日
, 每日 l 次 , 每次投餌量為估計體重之 3% 。另一類飼

料為乾粒餌 (dry pellet) .粒徑 6mm. 計 3 種 , 依會粗蛋白量分別為A 39.87% 、 B 33.25 站、

C 27.58%' 廣大飼料公司所配製
, 其配方組成如 table2 .乾粒餌之投飼

, 每週上下午各 1次 , 投餌

量靚鱷魚攝食的情形而酌于增減﹒試驗期間
, 每日記錯 7.K 溫 ( 2 p. M) ﹒魚池狀況及死亡魚之體長體

重等以配合計算成長與餌料轉換率。鱷魚對環境之變化十分敏感
, 特別是於揖捕之間死亡率極高 , 故

宜減少中間捌定之次數
, 捌定時為避免魚之傷亡 , 故未每尾一一測定 , 僅秤量總體重 , 計算尾數 , 求

其平均體重﹒

結果與討論

鱷魚龍肉食性
, 一般民間大都在淡水混養池中飼養少許來控制池中之下雜魚。試驗時以-'St 飼料

及魚漿配製成 4 種飼料 , 其結果如 table 3 。放養嗜血於材料與時間之限制無法統一
, 且以飼料 1 飼

育之鱷魚活存率大低 e 難以作適當之比較
, 但此一結果已證實績魚可以用草草粒餌及粘餌飼育。儷飼料

1 蛋白質含量雖達45% .但活存率最低
, 僅有18.7% �.[æ f}料轉換率為 2.87. 雖然爐魚對環境之變化極

端敏感 , 可能因水質或環境之變化而死亡 , 或有食慾不振、體色變晴、眼睛失明等營養缺乏之症 {晨
,

這可能為此飼料中之維他命或礦物質之不足所致。以魚漿及鰻粉所配製而成之飼料 2 .蛋白質含量25

%. 活存率為 46.95 右 , 平均體重較草草粒餌 1 為重
, 餌料轉變換率為 10.41. 若 'I存魚喂濕重 4kg 轉換乾

重lkg ﹒計算其轉換率為 4.16 亦囑偏高。.飼抖3 蛋白質含量46% .因故養痔平均盟章已 50. 泊
, 再經

養殖90 日
, 平均體重達 116. 旬 , 活存率高達93% 。飼料 4 之魚漿

, 蛋白質含量20 克 , 因故養密度在

1 尾 1m2 的情況下 , 戲長迅速 , 每尾平均增重 482g. 活存率也有75.3% �.TJ [�料轉換率為 9.06. 如轉換

為乾餌計算為2.28 °魚 1授或其他新鮮濕寫目前仍是一般養殖肉食性魚頓所需 . Harpster 等 (3)
發現

單以烏賊
,,!
海驢 CentroPristis m 山na 會產生營養上之缺乏

, 但因魚漿是由下雜魚等校碎而得 , 而

這些干雜魚中包括許多種不同的魚類
, 有時還有甲殼類、軟體動物等 , 故營養範圍很贅 , 應不致發生

營養上缺乏之病症。鰻粉為鰻魚專用飼料
, 在成份中巴配有足移的維他命及礦物質等 , 飼料 2 、 3 、

4 的主要成份是以魚漿或鰻紛為主 , 未發現前述營養缺乏之病症。
飼以舍不同量蛋白質之三種乾拉餌其結果如 table4, 在每 4 尾 1m2 之放養密度之下 , 其生存率分

別為A 餌 42.9% . B 餌 61.2J� . C 餌 56.7% . Zei 切 un et al( 均曾經證實養殖虹轉魚之成長增重隨

飼料中蛋白質含量之增多而增加 , 鱷魚也有同樣主結果 , 經飼養 260 日
, 驢魚增的係數分別為 A 柄 2.93

.B 餌 2.85. C 餌 4.27. A 餌雖然含蛋白質量比B餌高 , 但在增肉係數及增畫上的差異並不明顯。 Sh-

ell 等用河臨 Ictalurus Punctatz 以在以配製含蛋白質重 6.3% 、 15.8 克、 25,3 、 34.8% 之飼料試驗中

, 發現以含蛋白質量25.3% 者為最佳〈吟。因本試驗僅有三種舍不同蛋白質量的飼料
, 故尚不能確定

飼養鱷魚之乾粒餌其蛋白質之含量應為多少才能獲得最佳之成長對果
, 但由試驗中可以瞭解鱷魚乾粒

餌中蛋白質之含量如超過35% .即使蛋白質含量再增加
, 對鱷魚生長並無很大之聲果。另外蛋白質含

量 27.58 兒
, 生長情況差 . j:骨肉係數高

, 應是蛋白質量不足之故。

鱷魚之成長最適季節為 4 :-..10 月 (Fig 1) .與祖中等 (6) .測定松島持鱷魚之成長 , 以夏季水溫

高時成長最速的結果相同。接投餌時之觀察 . 7Jc� 且在14-27
� C 間驢魚索餌都很正常 , 但如水溫低於

12. C � 高於32 � C 則很少索餌。三種乾粒餌飼育鱷魚之活存率都不窩
, 各月份鱷魚死亡之情形如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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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4 月份因捕提測定時之疏忽而造成高死亡率以外
, 其他月份看不出明顯之差別、顯然鱷魚之死亡與

7J\. 溫、季節關係不大。

鱷魚索餌以觀覺為主
( 1汀 , 故投寓薄需盎量引起鱷魚之注意 , 並定時、定位投餌 , 養戲其索餌的

習慣。至於粘餌〈包括鮮餌及混合餌〉與乾粒餌之優劣
, 不論桔餌或乾粒餌 , 鱷魚都會攝食鹿畏 , 但

粘餌有下列幾種缺點 :1. 每次給餌需經遭拌
, 費時賣力﹒ 2. 剩餌極易腐敗 , 保存不易。 3. 粘餌集中不

分散 , 常無法吃完沈入地底亦造戲浪費 , 敗壞水質﹒而這些缺點反過來看亦正是乾粒餌之優點。乾粒
餌之使用製造乃是近20 年來魚類飼料發展之方向

, 但任何一項產品的推出除7 配合需要以外
, 還要經

過長期的研究 , 如紐約何特蘭的東部營養室 ( Estern Fish Nutrient Lab.) 對轉魚乾拉餌之研

究 , 及西部魚類營養室 (Western Fish Nutrient Lab.) 對艘魚乾拉餌的研究
, 都是經過長時間

才發展出一系列適合氣在各階段食用的飼料 , 自然其配方也隨著不斷地在改進 , 例如用一般養殖魚類

之標準餌料中加入 11. 25 %之動物脂肪來餵賀爐
, 其增重率部有顯著之增加 (7)

。

一鱷魚的混餌及乾粒餌飼育 , 由試驗已證質可行。雖然在日本松島灣、仙蓋灣既得滿一年魚 , 其平

均重僅 135g 例 , 但攘本省油民放華之經驗 . 2 月份放聲年底收獲 , 平均可達 30 旬
, 較本試獻之結果

好得多 , 主要是因為本省淡水魚池一股放養量很少 , 爐魚可以充份獲得食物 , 所以吾人除了在飼料之

配方組成、型態等做更多的試驗
, 更深入的研究以外 , 亦需要對蟑魚之養殖環揖如水深、水質、放養

密度、投伺方式、次數等作進一步的了解
, 方能將飼料與養殖技術配合 , 以達到應用推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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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使用由魚輯、股盼、黃豆盼、米蝶、酵母粉、魚漿等一蝕
,
常用之魚用飼料中取一種或數種

配製而成之 4 種飼料及含蛋白質量分別是 39.87%
、 35.25% 及 27.58% 等 A 、 B 、 C 3 種乾粒餌飼

養鱷魚 Lateolabrax J aponica 。鱷魚可適應粘餌、濕粒餌及乾粒餌等不同的飼料型式。在自行配製

之飼料中 , 以魚粉為主要成份之飼料 1 .雖然其粗蛋白之含量達 45% .但發現有維他命及礦物質缺乏

的徵膜 , 活存卒 {J£ 僅18.7% .而以魚漿或鰻粉為主要成份所配製之飼料
, 鱷魚活存率較高 , 乾粒餌A

、 B 、 C 飼宵鱷魚 260 日之結果 , 活存率分別為 42.9% 、 61.2% 及 56.7% .增重量分別為 177.4g 、

162.3g 、 117.1g. 增肉係數分別是2.93 、 2.85 與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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