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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部海域巴鯉生物學研究 ( I) 一食性之研究

陳義 ;宏﹒蔡慶村

Food and Feeding habits of oceanic bonito.

Eu t hynnus α ffinis 且, α ito CKishinouye) in

Eas tern wa ters of Taiwan

Yih-Horng Chen. Ching-Tsuen Tsay

Food and feeding habits of 247 specimens of oceanic bonito, Euthynnus affinis yaito

(Kishinouye) were examined from August 1985 to July 1986 in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Stomach contents and sex class were analysed. The results are follows:

"
type.The stomach of oceanic bonito is

2. They are carmvorous.

3. Realtionship between stomach length (Y) and fork length (x) is

Y = -3.1863 + 0.4276 x, r = 0.8796.

4. The longer fork length, the larger seWI value, but there is no signifi<;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uld be found in food organisms between different sexes.

盲可 當

魚類棲息環境的遷移 , 與餌料生物的情長有莫大之關係 ' 因之由所攝食之餌料生物種類、動態為
指標 , 將可掌擅漁獲資頭之動向。

本報告以花束沿海及綠島附近海按所漁獲之巴體為對象 , 依其胃內含物指數、食物係數等 , 以明贖

瞭胃內含物之組成及蠱的變化
, 配之以性別、體畏 , 探討棲息環境中餌料因素。

材料與方法

於民國 74 年 8 月至次年 7 月在新港觀市場採集由花、東沿海及蘇島地區
( 如圖 1 ) 所漁獲之巴鱷

247 尾為材料 , 帶間實驗室測量體長、體重後解剖之。對定性別取其胃、章取長度 , 除去胃壁外結締
組織而後以電動天秤求其總囂。剪開胃壁及幽門部取內合物

, 再稱胃壁囂 , 加以定性及定量分析。其
胃內合物重

中 S CWI =:: . �

"" :: x 100
。

一體重

結果與討論

可胃長與體長之關係 :
巴鱷胃星卡字型 , 其胃壁皺折多故以適應胃之張縮 , 在同一地區所麗之特定魚種而言 , 其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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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8796 。

典禮長有關。圖 2 表示本區巴館胃長與體長之直線迴歸關係 , 其式為 y= 一 3.1863 + 0.4276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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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Fig.

標本探樣地區

Map of sampl ing area1

二三攝餌量指數與體長及性別之關係 :

攝餌量指數 ( sew I ) 為表示魚類攝食情況 , 巴醒之 seWI 值隨體長之增加有明顯上升之趨

勢 , 如圖 3 所示 ,
顯然地體長愈大者 , 攝食情況愈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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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oceanic bon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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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攝餌量指數與體長之聞係」

Real tionship between SeWI and fork length of oceanic

bonito

而以性別來區主子 , 除未達成熟之標本 seWI 值較為偏小外
( 平均為 0.6) , ‘自圖 4 可知雌雄間

seWI 值並無京大之差別 , 攝食情況並不因性別之不開而有顯著的差異。

3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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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雌雄間攝餌量指數之頻率分俯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CWI by sex of samples of

samples of oceanic bonito

三三餌料生物種類及量的變化 :

自胃部形狀及胃內含物分析結果可以確知 , 巴盤為一肉食性之魚種。且對象相當之種雄 , 甚至陸生
之甲蟲及海底之石粒均偶武有發現。因此推翻其權息2f< 深可能有相當之聲化存在。

餌料生樹種類及暈的讀化如表 1 , 有魚類甲殼類及軟體動物等 3 大類。以魚顯為最多 , 其次為甲殼
類。而魚類中的 Engraul is japonicus ( 出現寧 42 .8 % ' 數量百分比 16 %) , Auxis rochei ( 出
現率 41. 3 % ' 數量百分比 15.5%) 與甲散類之 Ephausidae ( 出現率 43.49 伍 , 數量百分比 16.4%)
所古比倒為最高。尤其是體長在 40cm 以下者 ,

甲殼類出現更顯得頗為頻繁。



表 1 標本胃內餌料生物的種類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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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heck:..list of food items found in stomachs of

oceanic bonito.

Food items

Crustacea

1. Euphausiacea

Euphausidae

2. Decapoda

Brachyura

Crab larva

Macrura

3. Unid. Crustacea

Fish

1. A uxis rochei

2. Engraulis japonicus

3. Trichiurus mutius ﹒

4. Lactoria cornatus

5. Hirundichtys oxycephalus

6. Mene Maculata

7. Monacanthidae

8. Baustidae

9. Carangidae

10. A cnathuridae

11. Unid. Fish

Mollusca.

1. Cephalopoda

Decapoda (squids)

2. Mesogastropoda

3. Unid. Mollusca

Others

Total food

No. of stomachs examined

No. Of empty stomachs

No. of
Organisms

Percenta,ge of
occurance (%)

60 43.4

47 34.1

12 8.7

23 16.7

57 41.3

59 42.8

7 5.1

4 2.9

14 10

5 .3.6

6 4.3

13 9.4

8 5.8

3 2.2

16 11.6

9 6.5

16 11.6

3 2.2

6 4.3

368 266.5

138

109

Percentage of
Total Number (%)

16.4

12.8

3.1

6�3

15.5

16

1.9

1.1

3.8

1.4

1.6

3.5

2.2

0.8

4.4

2.4

4.4

0.8

1.6

100.0



自

月雌雄別之食住比 :

為暸解雌雄間食性是否有差異存在 ,
乃以 x2 - test 測定餌料生物出現之差異性。如表 2 所示

在 5% 顯著水準下 ,
並不顯著。因之食住並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

Table 2
表 2 雌雄別食性之分析

Text of difference in diet of oceanic bonito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No. of stomach
sex

examInes

Frequency of Occurance of organism

fish molJusca crustacea

MM 70 55 '17 23
F 68 48 9 19

摘 要

本報告為花東沿海及鯨島附近海揖所捕獲之巴飽食性探討 , 其結果如下 :
-胃星卡字型 ,

為一肉食性魚種。
4有胃長與體長星直線迴歸闢係 ,

其式為 y =---a. 1863 + 0.4276x, x == 0.8796 。

三三胃內物指數雌雄聞並無明顯差別 ,
但隨體長之增加有明顯上升之趨向。

用雌雄間對食物的嗜好並無顯著差異。

.n; 餌料生物以魚類之日本些及圓花輝與甲殼類的標蝦出現率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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