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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concerning with length frequency, group maturity and sex ratio is the first

the fishery biology of skipjack tuna (Katsuwonus pelamis)of studies on

In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A total of 1482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Aug. 1985

1986, in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o Ju!. which only 339 females and 277 males were examined and the results

Fork length distribution of skipjack tuna ranges from 27 to 86 cm and the mean fork

2.

length is 54.2 cm.

Monthly change of fatness is small, ranging from 1.6 to 1.9.

3. matufing were 40 cm in length, the spawning season may last

from Apr. -to Sep. and the main period were Jun. to Aug.

The sex ratio of females to males is approximately I: I in spawning season, it gradually

甘le smallest fish with

4.
decreased as fork length increased.

筒。 雷

正體 Katsuwonus pel am is , 俗稱鱗輯、柴魚 , 聽屬婦科 !1J ( Scombridae ), 是中型表層酒游

住魚類 , 為體型最大及外洋性的體類。正體是館延繩釣、流刺網、曳繩釣、體企事釣等漁業之主要觀獲
物之一。其在東部海坡周年均可捕獲 , 主要潤游盛期是在 5--8 月。根接台灣漁業年報 74 年版

(2) , 東
部地區〈台東、花蓮二縣〉之年漁獲量計 17,327 公噸 , 其中體額年產量 7,190 公噸 , 佔總產量的

41.5 佑 , 而正體之年產量為 1,248 公噸 , 佔罐頭年產量的 16.5 � 區 , 由上可如正躍在東部是產量鹽富
的。正體是製作柴魚之上等材料 , 每年外銷替東部地區賺取了不少外程 , 是東部漁業之重要經濟魚省
。

正體之重要住在於其資頭之變動足以影響東部漁業之經濟 , 但本省有關正體之生物學研究並不多
,
僅有亭、楊

(3)
(1973) 及胡、楊

(4)
(1973) 提出局部性之生物研究報告 , 本研究則以台 i竭東部海域產

之正艦為研究對象 , 對其生物特性 , 作一系列詳細調查興辦討 , 悍建立本魚種之基礎資料。本報告先



34

行完成正蟬的體畏組成、肥滿度、性成熟指數、性比等芳面之生物學研究 , 其他方面將繼續進行。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自 74 年 8 且至 75 年 7 月間進行 , 以東部海域為調查範圈 , 使用之標本係按月到新港及花
蓮兩魚市場測定的 , 共測定 1,482 尾 , 其中解剖分析 621 尾 , 雌魚 339 尾、誰魚 277 尾、性別未明顯

者有 5 尾 , 其月別採揉揉本數及館長範圈如衰 1 。標本大部份由流刺網、曳蠅釣、鱷竿釣所漁擾 , 少
數也館延繩釣研單說獲。

Month

Aug. 1985

Sep.

Oct.

Nov.

Dec.

Jan. 1986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Total

表 l

Table 1

正體之標本採集日期、性別、標本數及體長範圈

Sample of skipjack tuna collected from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sex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II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A 11 fish
Female
Male

No. of. sample Range of fork length (cm)

47
11
11

117
31
28

108
29
18

151
20
17

203
29
10

187
25
15
87
41
14

100
26
21

157
28
32
95
23-
27

141
32
39

-89
32
40

1,482
339
277

44.0 - 70.5
44.0 - 66.0
50.0 - 70.5
36.0 - 75.0
36.2 - 60.0
36.0 - 63.0
29.2 - 69.0
36.5 - 66.0
37.3 - 59.5
27.5 - 72.0
29.0 - 63.0
42.5 - 62.0
35.0 - 66.0
40.2 -- -63.1
41.2 - 60.2
33.0 - 73.0
33.0 - 65.5
47.2 - 66.7
39.6 - 84.6
39.8 - 66.2
43.2 - 84.6
40.0 - 84.0
42.0 - 72.7
40.3 - 75.9
42.0 - 81.0
42.3 - 66.7
42.8 - 78.1
45.0 - 81.8
46.1 - -68.7
46.5 - 81.8
33.0 - 81.0
45.8 - 73.1
33.0 - 76.4
47.5 - 86.0
47.5 - 72.6
47.5 - 86.0
27.5 - 86.0
29.0 - 73.1
36.0 -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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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之探樣 , 臉在魚市場測定其尾叉長、體重外 , 並 !購買標本構罔實驗室解剖分析 , 首先進行體
長、體重及各形態之測定

, 解剖後分辨性別及懺觀生殖線並以分析用電子天秤稱其重量 , 在左右葉之卵

巢上
, 各在其上、中可下之部位取 0.1 公克重之卵巢

, 浸泡於 10 % 之福馬林液中
, 做為分析孕卵數

及測定卵徑用
, 及其他有胡食住方面研軒用之資料收集。

代表正體之各項生物特世之相關數值
, 其計算公式如下 :

弋肥滿度 ( Fatness)

BW: 體重 ( 公斤〉

w-LB-F FL: 尾叉,長 ( 公分〉
F=

GW: 生殖線重 ( 公克〉

F L : 尾叉長 ( 公分〉

二毛生殖殘指數 ( Gonad Index)

GW
= 一一一一 x 10 ‘

F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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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盤長組成:
(斗體長之年度分佈變化 :

正體之年度體長分佈如圖 1 所示
, 體長範圈 27:- 86 公分

, 頻度分佈主要集中在 44 - 60 公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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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轉東部海攝童正體之年度體畏頗度分佈

The annual f requeRc 于 distribution of fork !ength of

skipjack. tuna .collected from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 wan.

Fork

Fig. 1

分 , 壘起度不明顱 , 約在 52 公分
, 平均體長為 54'.2 公分。雌雄魚之年度體畏組成如盟 2' 雖魚之

體長分佈在 29 一 74 企分 ; 暐魚.分佈範圖為34 - 86 公分 , 雌魚之體長頻度分佈集中在 44 - 60

公分 , 未有明籲之學度 , 平均體長 52.5 公分 ; 雄魚則集中 47 - 60 公分 , 平均體長 56.2 公分
,

也沒顧著之高
,

盔 , →股上 , 雄魚之體型要比雌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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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正鯉雌雄別之年度體長頻庭分佈
The annual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fork leng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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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skipjack tuna by sex.

(斗體長之月別分佈變化 :

正體之月別體長分佈 ' 如圈 3 顯示 , 具規則性有如成〈形之曲鶴變化。 8 月份平均體長
56.9 公分 ,

學度在 54 - 60 公分之間 ; 9 、 10 月平均體長依序下降 , 漸有小型魚出現 , 產生 2
個學度 , 一在 40 公分 , 另一在 60 公封 ; 至 11 月出現的小型魚較多且達到最低點 ,

I3D 體長 27 公
分 ; 12 月小型魚未再出現 ,

本月平均體畏 45.4 公分 , 達到最低點 ; 1 月之平均體長再回升 , 34
公分以下之小型魚叉零星出現 : 至 2 月份 '38 公分以下之小型魚全部消失、 56 公分以上之較大

型魚漸出現 ,
出現之體長有達到 84 公分賽 , 畫展度在 46 公分 ; 3 月大型魚出現量漸增 , 額度分佈

漸往右移 ; 4 月份之體長分佈漸集中在 50 - 60 公分 ; 5 月之大型魚加入量比 4 月多 ; 6 月之中
型魚與大型魚約問量出現 ; 7 月之體長達到最高潮 , 最大體長86 企分 ,

大型魚出現盡管比中型魚大, 平均體長 61.8 公分 , 是一年中之最高點。綜合上述結果 , 可看出在東部海域冬天出現的正鯉
魚群體型較小 ,

夏天出現的魚群體型較大。雌雄別之體畏月變化男如圖 4 所示 ,
雌魚方面 , 各月

間的平均體長以 6 月份的 60.5 公分最大 , 2 月 46.4 公分最小 , 而其中 11 月份有較多的小型魚
出現 ,

自圖上顯示結果 ,
冬季出現的雌魚比夏季出現的體型小 ; 雄魚方面 , 其體長月別變化不似

雌魚那麼有規則性且差異不明顯 , 一般上月別平均體畏均維持在 50 公分以上 , 平均最大體長是
7 月份的 61.8 公分 , 最小體長是 1.2 月份的 50.3 公分。雌雄魚間之體長月別差異 , 大體上是雄
魚體型大於雌魚 ,

而以多、春季差異較大 , 夏、軟季差異較小。
兵肥滿度 :

(一) 肥滿度之月別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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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體之平均肥滿度月別變化不顯薯
, 如圖 5 研示 , 其平均值介於 1.6

一 1.9 之間 , 其中 10 、

11 月由於個體問之肥滿度相差較大
, 尤其 11 月有較小型魚加入

, 使得標車偏差稍高 ; 園 6 是雌

雄別平均胞滿度之月變化分怖
, 二者之平均值均介於 1.6 - 1.9 之間

, 雌魚在 11 月有大小魚群混

合加入 , 致使標準偏差顯得高壘 , 但大致上雌雄魚之平均肥滿度月別變化不甚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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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灣東部海域產正體之肥滿度月別變化

Monthly changes of fatness of skipjack tuna collected

from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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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肥滿度與體長之關係 :
體長是影響肥滿度大小之因素之一 , 圖 7 是雌雄魚之肥滿度與體長之關係 ' 自圖顯示

, 體長
在45 公分以上之雌魚 ,

其肥滿度參數已達 1.5 以上 , 體長 55 公分以上則全已超過 1.5' 更甚的, 部份體長在 50 - 60 公分之雌魚 , 其肥滿度高達 2. 。一 4.5 之間 , 由此可知 50 - 60 公分之雌
魚最肥頓 , 60 公分以上之雌魚肥滿度大多介於 J.5-2.0 之間 ,

可見中型魚比大型魚要肥碩 ; 誰
魚之肥滿度與體長之關係 ' 與雌魚相似

, 也說在體是 45 公分以上 ,
其肥滿度即已達 1.5 臥上 , 50

- 60 公分之雄魚肥滿度有的高達 3 - 4.5 之閉 ,
此體長階段之雄魚也是最肥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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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41

三三性成熟度 :

叫生殖臨重與體畏之闢係 :
根據胡、楊 (1972) 之研究

, 正體之 G.! ﹒值在 1.0 以下即生殖釀未發達
, 1.0 - 2.0 之間生

殖腺未連成熟階役 , 2.0 以上生殖腺已達成那皆段。雌雄魚之生殖膜靈與體長之關係如團 8 所示

, 園中顯示 , 雌魚之卵巢重有隨體畏之增大而增加之趨勢 ; 同樣地 , 雖魚之精巢重亦有隨體長之
增大而增加之現象 , 但雄魚比較分散 , 不像雌魚那麼顯著。多數的雌魚卵巢童在 �. I ﹒值 -2.0 之曲

跟上方 , 因此可對斷雌魚在 45 公分左右
, 其卵算4 日遭到成熟階陵 , 而有些較大型魚 , 其卵巢仍未

達成熟階設 , 由此結果可知 , 生殖臨之成熟否與體長不具絕對之關係 ; 同樣地 , 雄魚之精巢成熟

否與體長之關係不顧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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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殖腺指數 ( G. I. ) 之月別變化 :
自圖 9 顯示 , 雌魚之平均 G. I ﹒值月別變化成V 字形 , G.1. 值在 8 月最高值為 5.2. , 9 月

下降至 4.6 , 10 月則急速下降為 1.4 , 11 月 0.8 , 至 12 月下降至最低點 ,
值為 0.5 , 1 、

月再依序罔升 , 其值各為 0.6 、 0.7 , 至 3 月大幅升至 1.8 , 近成熟階段 , 4 月再增加至 2.8 ,
5 月 4.3 ' 6 、 7 月均為 5.0 , 由上結果 ,

可推翻雌魚之卵巢在 4 月份即已達到成熟階段 , 5 月
份已漸有些雌魚即開始產卵 '6-8 月為雌魚之生殖盛期 , 至 9 月已屆生產末期 ; 雄魚之平均已

I ﹒值也圖 9 所示 , 其 G. I ﹒值以 8 月份最高 ,
月別變化情形與雌魚相似 ,

只是誰魚之生殖跟較雌 .
魚延遲 1 個月成熟 , 也就 5 月才達到成熟階段 , 雄魚之 G. I ﹒最高值為 3.7 ,

比雌魚低 ,
生產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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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雌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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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正體雌雄別之生殖腺指數月別變化
Monthly changes of gonad index of skipjack tuna by

sex collected from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Fig. 9

聞生殖跟指數與體長關係 :
自圖 10 中顯示 , 體長在 40 公分左右之雌雄魚 , 其 G.I ﹒值間有達到 2.0 之生殖體成熟階段

責而體長在 60 公分以上之雌雄魚 , 其 G.I ﹒值亦有在 1.0 以下之生殖麓未成熟階設。此外 , 體
型較小之雌雄魚 , 其 G.!. 值比體型較大之 G.I. 值大的為數不少 ,

由上之結果 , 正體之生殖腺
指數與體長之間沒有相對性的關係。

(四)各體長 7J1J 平均 G. I. 值月費化 :

雌雄魚各體長別平均 G.I ﹒值月變化情形 , 分別如圖 11a 、 ll'b 研示
, 雌魚之體長小於 40

公分 ,
其各月之 G.I ﹒值除 10 月稍大於 2.0 以外 , 其餘各R 均比 1.0 小 ,

因此本體長楷段之 G.
I ﹒值 , 大多是生殖跟未發達之階段 ; 41 - 45 公分階段 '11-3 月 G.I ﹒值小於 1.0 外 , 10 、

4 月介於 1.0-2.0"5 月 G.!. 值則高達 5.0 , 如此可知 41 - 45 公分之雌魚 ,
其生殖腺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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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成熟階段 , 前在 5 月便已開始產卵 ; 46 一切 , 51 - 55 公分 , 2 個體長階段之雄魚 , Gl.

值月別變化大體上相間 , 其 G.!. 值在 4 月份即已超過 2.0 , 因此可推測 46 - 55 公分之雌魚在

4 月份臣。有產卵之擻狀 , 但產卵活躍期為 5-7 月 ; 56 - 60 公分之 G.!. 值在 1.0 以下只有 12

-2 月 , 10 、 11 、 3 月介於 1.0 一 2.0 之間 , 其餘各月均大於 2.0 , 尤其 8 月份之 G. !. 值高

達 8.6 , 本體長階段之雌魚 , 其產卵期較長 , 5 月開始產卵 , 6 - 8 月為活躍期 ; 61 - 65 公分

之 G. !. 值月別變化
, 有二個壘起點 , 一為 9 月份 , 另一為 5 月份 , 只有 11 一 2 月未達成熟階段 ,

由上可推測 61 - 65 公分之雌魚可能有二個產卵活躍期 ; 66 一 70 公分之 G. !. 變化分佈大致與

前階段悶 , 仍有二個星點郎一為 9 月 , 另一為 2 月 , 推測其活躍期睡在 9 月及 2 月 ; 體長在 71 公

分以上 , 雌魚之 G.!. 值均已達到成熟階段。雄魚之體長小於 40 公分、 41 - 45 公分之 G.!. 值

在 10 月是 2.0 以上
, 連到成辦皆段 , 其餘各月均未成熟 , 46 - 50 公分之 G.!. 值在 5 -10 月均

已成熟階段 , 其排精活躍期躍在 7 月份 , 51 - 55 、“ - 60 、 61 - 65 公分三個階段之 G. I.
值月別變化情形大致相間

, 其中 51 - 55 、 56 - 60 公分之雄魚均有二個星度 , 一在 5 月 , 男一

在 8 月 , 是二個雄魚啡精之活躍期 ; 66 一 70 公分之 G.!. 值 , 在 2 、 4 月未達成熟期 , 在 5 月

即已開始排精 ; 71 一的公分之 G.!. 值在各月出現的均已達成熟期 , 2 月即有啡精現象 , 但主
要還是在 4 - 5 月達到高潮。綜合以上之結果 , 可推論正體之性成熟最小體長篇40 公分 , 生產期
在 4 - 9 月 , 活躍踢在 6-8 月

, 此推論與胡、揚 (1971) 、 OKEAHA
(5)

(1967) 之研究報告指

出的相助合。

同性比 :

本項調查共解剖 621 尾之標本 , 其中雌魚 339 尾、 E佳魚 277 尾 , 生殖腺未形成者有 5 尾 , 性比
55.0% ' 雌雄比 1. 22 : 1 。圈也是性比月別變化情形 ,

由圖中顯示 '3-9 月
, 性比月別變異

小 , 維持在的一 55 %之間 , 10 - 12 月性比顯著 , 尤其是 12 、 1 月 , 性比高達 74 %以上 , 性比
月別分佈經用卡方接定結果 , 12 、 1 月之性比極為顯著 , 其他各月均不顯著重日衰 2

, 由此可知 ,

雌魚在冬天各月
, 其群量要比雄魚多 ; 另在正鯉之生殖期間 , 其雌雄性比均近於 1 : 1 。各體長別

之性比分佈 , 如圖 13 、表 3 所示 , 體長小於 30 公分 , 31 - 40 、“ - 50 公分 , 性比均維持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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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正體之性比月別變化

Monthly changes of sex ration of skipjack tuna colleced

from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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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正體之月別性比假設轍定

Test of the hypothesis that sex ration of

表 2

skipjack tuna 'by months did nQt vary

significantly from 1 : 1.

Number of fish examined sex ration
Female/(Female

+ Male) x 100%Total Female Male

22 11 11 50.0

59 31 28 52.5

47 29 18 61.7

37 20 17 54.1

39 29 10 74.4

40 25 15 62.5

55 41 14 74.5

47 26 55.321

60 28 32 46"�7

67 35 32 52.2

71 32 39 45.1

72 32 40 44.4

**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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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正醒之體長別性比

Fig. 13 The sex ration by fork length, of skipjack tuna

collected from the 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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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

0.05

0.07

2.13

0.11

8.31
**

2.03

12.29**

0.34

0.15

0.06

0.51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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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表 3 正鯉之體長別性比假設被定

Test of the hypoth"esis that sex ration

of skipjack tuna by size classes did not

vary significantly from 1 : 1.

Size classes
(cm)

Total

Number of fish examined

Male

<30
3 1 - 40
41 - 50
51 - 60
61 - 70
71 - 80

> 80

3
16

219
209
126

25
q

* : p < 0.05

Female

Sex ration
Female/(Female

+ Male) x 100%
Chi -square

2
10

144
96
66

7
O

66.7
62.5
65.8
45.9
52.4
28.0

O

1
6

75
113

60
18

5

O
0.56

21.11 **
1.22
0.20

4.00**
3.2

**
: p < 0.01

一 66 % 之間 , 體長 51 -60 公分則下降為 45.9 % ' 61 一 70 公分性比為 52.4 % ' 71 - 80 公分

性比急速下降為 28.0 佑 , 體長大於 80 公分者性比趨於 O 。性比與體長之關係 , 經用卡方被定結果
具顯著性 , 可見性比有隨體長之增大而遭激之現象 ,

也就是在大型魚中 ,
雄魚之群量估了極大部份

。

討 言侖

正體是一種快速游涼的魚類 ,
而本研究所使用的標本均係探自新港、花蓮兩地之附近海域 , 而兩

地之臣離僅為 60 涅左右 , 因此在該兩海域捕獲的正躍躍是來自同一族群。
雖然正體之盛產期在 5-8 月 , 但實際上其漁期劃分並不明顯 , 困在東部海域一年四季均可捕獲

它。正體是一祖游性魚類 , 而一般土促使魚類潤游之動擻 , 不外是找尋適溫、覓食、產卵三大因素。
根釀 OKCAHA (1972) 之資料指出 , 正鱷之適溫在尬。一 31 �C,

在東部海域有黑潮暖流經過 , 終年
表面水面經常保持在 20

�C 以上 , 加上東部海域多處有湧昇流 , 餌料生物蘊藏量鹽富 , 另根雄本次之
調益 , 正躍在東部海蛾之產卵期是 5-9 月 , 由上可知 , 東部海域之良好環境因子正滿足了正啤酒游
之三大動機 , 以致在本海域終年均可漁獲到正體。
肥滿度大小與魚類生殖有關 , 當肥滿度自最高而低下此是產卵之象徵〈宋 , 1983)

(6) , 但正體之
肥滿度經年變異不大 , 均維持在一定範圍內 , 似乎與生殖無閥 , 但是正體之產卵期適好是東部海域之
盛漁期 , 餌料生物鹽富且空胃率低 -

, 因此正體之肥滿度月別變異小 , 其原因可能是在生殖期 , 藉著飽
滿之胃內容物重來補充困產卵或掛精所消耗掉之生殖線童 ,

以維持體重不致有太多之改變 , 以致肥滿
度變化不大。

根接調查結果 , 東部之正體其生殖期是在 4-9 月
, 不過在 2 月份奮發現有的公分以上之雌雄魚

, 其生殖腺均已達成熟階段 ( G. I. 值 3.5-6.6)' 且有啡卵現象 , 為何會有零星魚群連生產期 ,
是否有另一不同旅群混合加入 , 有待進一步研究蓋證。

有關正體之生殖生態研究 , 本篇報告僅就其群成熟度及產卵期方面加以分析 , 至於正鱷產卵群的
個體敏、孕卵敏、產卵數及卵徑等方面 , 則另篇詳加綜合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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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i 要

本研究自 74 年 8 月至 75 年 7 月間進行 ,
以東部海域產之正體為調查對象

, 探樣地點為新港、花
蓮二魚市場

,
共計採得標本 1,482 尾、解剖 621 尾 , 其中雌魚 339 尾、雄魚 277 尾 , 生殖腺未形成者

有5 尾。本篇報告先行完﹒成正縷的體長頻度分佈、肥滿度、性成熟度、性比等方面之生物研究
, 其結

果胡下所述。

弋正體之體長分佈範圍在 27 - 86 公分 , 平均體畏 54.2 公分 ; 雌魚體長分佈範闇 29 一 74 公分 , 平

均體長 52.5 公分
, 雄魚之體長分佈範圍在 34 - 86 公分 , 平均體長 56.2 公分。一股上 , 雄魚之體

型要比雌魚大 , 而多、春季差異較大 . , 夏、秋季差異較小。
二毛正體之肥滿度月別變化小, 其值均介於 1.6 - 1.9 之間 , 以 50 - 60 公分之魚體最肥滿。

其正體之性成熟最小體長為 40 公分 , 生產期在 4-9 月 , 活躍期在 6-8 月。

用正鱷之性比為 55 � 益 , 雌雄性比為 1.22 : 1 , 冬季性比要比夏季高 , 在生殖期間 , 雌雄性比趨近於
1 : 1 , 性比有隨體長之增大過激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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