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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魚苗大量培育試驗

彭弘光﹒許可時﹒害II 嘉剛

Experiment on Ma88 P.roduction of A 那且 Fry

Hung 一站且 ang Peng,Ko-Shih Hsu and Chia-Ka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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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香魚Plecolossus, altiz 叫“原產我國、日本及韓國
, 在台灣分佈於台北縣新店潰、淡水河、

貢寮漠、宜蘭縣武著抗漠、桃園縣大摸摸、新竹縣頭前漠、苗栗縣中港澳、後龍換等河川。目前因摸

水之受工廠廢水污染
, 民間電氣濫捕及山林亂揉伐 , 缺乏保護 , 導致本土不能保持 , 換水乾潤 , 以致

番魚無法生存而絕跡。

目前本省唯一民間番魚養殖場
, 為眺圈莽港吳盛永先生所經營之大升水產養殖場 , 該場從日本引

進番魚發眼卵孵化 , 培育魚苗 , 以至養成 , 已有十年的歷史 , 每年生產番魚苗數萬尾 , 菌栗縣泰安鄉
張春木先生及台東縣太麻里東台水產養殖場所聲之番魚

, 其魚苗亦來自語養殖場。
水產試驗所竹北分所於島國 66 年至 69 年間

, 亦會利用大升水產養殖場養成之種魚 , 值 1-2 個

月之低溫刺激處理後注射 Puberogen 荷蘭竅 , 施行人土繁殖﹒亦撞得韌步成功 , 惜因設備關保 , 培育
至放聲體型魚苗數量很少。

前年 (70) 承監察臨公共關係室主任鄭炳南先生之協助 , 黨日本釣魚協會主席佐古田先生贈遠寄魚
發眼卵 100 萬粒 , 供竹北分昕做大量培養試擻 , 雖然最後養成放聲體型魚苗助 ,000 尾

, 放流於台北
縣鳥來鄉南勢蹺

,
養成率僅 8.3 %' 但使我們在香魚苗之大量培育得一很寶貴的經驗。茲將其培育種

過述於後。

前

材料與方法

供武魚卵係民國 70 年 10 月 30 日及 31 日兩天於日本和歌山縣河川所捕獲天然種魚冊揮之卵
, 以

人工授槽 ,
並將卵附著於擱摳

, 發跟饅於 11 月 7 日空運抵台
, 轉運澳底台北縣政府實屬魚苗繁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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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分放於室內培育室三口水泥池
, 各地面積 28.5m2 , 水溫 21.5 � C , 墟分濃度 12 月忌 , 平均水

深 50 公分。 11 月 10 日下午七時開始孵化
, 至 13 臼孵化完畢 , 估計三口地魚苗共約 60 萬尾 , 剛

孵化之魚苗全長 6. 5 mm �

剛孵化時抽水墟分濃度為 12 品 , 然後詮入壇分濃度為 30 克品之突然海水 , 約一個月接抽水墟分
溫度提高至 25 月起

, 以後保持在 25 一 30% 之間 , 至放流前一星期再說化。隨著魚苗之長大 , 逐漸加
深抽水至* 課約一公尺。

培育室兩邊窗戶為免太陽光之直射 , 全部裝釘透明塑膠浪肢 , 培育地上方回企分處裝殼的燭光
目光盤兩支以增加陰雨天室內光度, 各地均放 45 公分長之打氣石 12 吏 , 以三馬力之數風機打氣。
培育期間每天上午八時測定抽水溫度及壇分濃度 , 每隔十天翻魚體畏 , 以明瞭其成長情形 , 投給

人工飼料開始 , 隔天抽敢地底殘餌、污物 , 以免稅積池底腐蟬 , 污染水質 , 同時以流水式培育。
培育期間之餌料為查賞、海 * 輪蟲、豐年蝦幼生、魚粉、成饋飼料及輔用飼料等 , 其處理及投給

方接分述如下 :
蛋黃一搗蛋煮熟後取蛋黃以果汁機打碎 , 再以滴水沖漲 , 用灑水器全地散佈。投給量三口地每天最初
投給五個 , 最高達十個。
輪蟲一室外水泥地 (28m2) 以難糞浸出被培養 , 再以 3 ∞目 / 吋之浮游生物網標集 , 經水說接投給

, 投給量最初每夫每尾 200 - 300 僧 , 隨著魚苗之長大 , 最高每天每尾投給 1000 個。

成鰻飼料一親戚晶全池散佑。

魚韌及簡飼料一果汁機打硨後投給。

養成至放流體型捕擠裝袋、種氧氣後運往台北縣鳥來鄉南勢濃福山及蛙蛙谷放流。

結 果

魚苗之成長及培育期間抽水* 溫及墟分濃度之變化情形如國 1 、 2 所示。魚苗孵化完畢當天即 11

月 13 日開始投蛋簣 , 投給期間的天 , 海水輪蟲於 11 月 15 日開始投翰 , 期間的天 , 12 月 78 開始

投鹽年蝦幼生 , 期間 55 去。魚苗之攝食在上述三種餌料混合投給時 , 以活餌之豐年蝦幼生最為良好
, 投下後半小時內魚苗腸管即可見部份星紅色狀 , 輪蟲、蛋黃次之。人工餌料於 12 月 22 白開始投給
, 最初為魚櫥 , 自璽年 (71) 1 月 15 日改投轉用飼料 , 2 月 4 目增加投給成鰻用飼料。

地魚之成長及其生存率如國 1 及表 1 , 閉目孵化之魚苗全長 6.5 mm , 經過 20 天 , 40 天 ,60 天 ,
80 天 , 100 天 , 120 天及 134 天 ( 故流時 ) 讀Ij 定其全長及估計生存率為 10.4 mm , 的 %; 18.2

mm , 67 � 屆 ; 24 mm. 61 %; 35 mm. 52 � 屆 ; 40.7 mm. 43 � 屆 ; 47 mm . 16. 7 � 屆 ; 50.0mm. 8.3

%000 天魚苗全長才 24mm. 比日本全國內� 面楓葉協同組合連合會番魚苗繁殖場所培育者 30mm 為

慢 , 培育期間水溫之聲化沒有很大的差異 , 全期均在 15 一 20 �C, 培育抽水之揖分濃度最韌為 12 月品
, 隨後即漸上升 , 最高達 30 月忌。培育期間有二個時期發生較大量之死亡 , 第一次為 1 月 13 日開始
, 死亡現象為偶而反腹為上 , 游動糧慢 , 且皇下沈狀 , 肝臟星紅色 , 經台大魚病研究室鑑定為弧菌 (

Vibrio) 所引起 , 雖用泰誠淨錦 50 ppm 藥裕未見速效 , 約持續兩星期 , 死亡數方誠少。第二次為 3

月 7 日開始至 3 月 10 日
, 其死亡現象和第一次相同 , 游動輝慎 , 用四氯頭做素 ( Oxytet ra 可 cli 前 )

30 ppm 欒浴未見效。

魚苗在他中之分佈行動如圖 3 所示。垂直分佈在剛孵化至 30 天左右 , 大都分佈在 0- 30 公分之

水層 , 以後隨魚苗之成長有漸往下層分佈之傾向。水平分佈在孵化後 30 天以前大都分佈在打氣石部
{分之周圍向水流方向逆向游泳 , 且有集中在光轉較亮或日光燈下之傾向 , 在 35 天以後大部份魚苗有

成群讀游池邊之現象 , 但尚有少部份魚苗成不定方向群游於池中上層 2K 屑。
3 月 26 日清池捕撈 , 三池共養成 50000 尾 , 其中 3000 尾帶回竹北分所做養殖試驗 , �OO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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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魚苗培育情形

Results of fry rearingTable 1

孵化後天數

Days after being hatched

活干

Survival rate (% )

苗數

No. of Fry (x 103)

長

Total length (mm)

80
.

100 12040 60O 20

F

86 61 52 43 16.767100

魚
258 100366 3 也516 4026 ∞

體

6.5 10.4 18.2 24.0 35.0 40.7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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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50 days

圍 3 培育抽魚宙之水平及垂直分佈情形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larvae in rearing pond.

左上 : 20 天左右魚苗水平分備
Left above

﹒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larvae observed around

20-day rearing period

20 天左右魚苗垂直分佈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larvae observed around

20-day rearing period

50 天左右魚苗水平分佈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larvae observed around

�O-day rearing period

右下 : 50 天左右魚苗垂直分佈
Right below: VerticaI distribution of larvae observed around

50-day rearing period

左下 :
Left below :

右上 :
Right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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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

交貢寮鄉公所放流汞寮漠 , 其餘 44 ∞0 尾放流於鳥來鄉南勢漠。其放流情形如表 2 。

Table 2

表 2 魚苗放流惰形

Results of fry released in different position

放流地點

Posi tion of

release

放流數

No. of fish

活存率

Survival (%)

竹北分所

Chupei fish

culture station

責寮漠

KunIiao river

南勢漠 ( 娃桂谷 )

Nanshih river

(Wa -wa Ku)

南勢漠 ( 福山 )

Nanshih river

( Fushan)

3000 3000 20000 24000

96.7 >99 >99

對 論

日本齣漁協會贈送受精卵發眼率 94% .但因送來時已把死 �� 搶去 , 所以實酪卵數不到 100 寓 ,
孵化魚苗估計為 60 萬尾。全期成長期間水溫均在香魚苗培育最適溫 15 - 22 � C(3) 之間 , 而其成長

, 兩個月全長才 24mm .較日本全內漁連番魚苗繁殖易所培育者 30mm
(4)

為慢 , 這和初期餌料輸蟲
關係很大 , 因這次之培育試驗均在室外地培養輪蟲 , 澳底天候不佳 , 經常下雨 , 水晶低 , 叉以雞糞漫
出被培養 , 密度無法提高 , 再加以輸蟲之繁殖不種定 , 致投給之輪蟲數不是 , 影響魚苗成長 , 叉中期
、末期沒有發魚用完全飼料 , 全以一股魚用飼科代巷 , 可能聞其中有欠缺某種重要營養元素 , 亦是影
響其成長及降低活存率之原因。由此觀之 , 番魚苗之初期餌料一輪蟲 , 對幼苗培育之重要 , 應數在其
培養方法上加以改進 , 諸如培聲抱之移入室內 , 以線藻讀海洋酵母來大量培聲等 , 中後期之完全飼料
閱讀更不可忽廳。香魚幼苗之攝食 , 對紅色之學年蝦幼生似有備好之傾向 , 叉其有集中於以紅色網所
包之飼料之傾向

(1)
.故在人工飼料之製逼著色上應考慮以紅色為主 , 如此對魚苗之培育教果可能較

好。

香魚苗培育期間 , 大量死亡出現兩次 , 且其象徵相間 , 頭部星現充血現象 , 肝臟星紅色 , 游動種
慢而下說 , 初推書認為細菌性疾病所引起 , 以趕緊滋檸齣 50 ppm 及四氯讀徽索 30 ppm 藥裕效果均不顧

薯 , 後經台大魚病研究室鑑定為弧菌 ( Vibrio) 所引起 (2)
。

魚苗之行動 , 在孵化使 25 天應有讀游池邊之行動出現 , 而遭次試驗在孵化使 35 天才出現慢了

10 天 , 還可能和魚苗之成長較慢有闕 , 而少部份魚苗尚星不定方向群游於池中上層 *- 層
, 這可能和

體型較小有關。

綜合這次養魚苗之培育試驗成績雖不盡理想 , 但讓我們在香魚苗大量培養得一實際經驗 , 藉此得
以檢討這次試驗在投餌方淫、餌科生物之培養及水質管理上之得失 , 以為將來再有此機會時參考改進

, 使我們的香魚苗培育技術更上一層。

摘 要

l 香魚孵化用水墟分濃度最初為 12 品 , 孵化後漸加海水 , 一個月左右提高至 25 品 , 放流前一星期
開始接化。

Z 韌期餌料搗蛋黃、輪蟲及學年蝦幼生 , 人工餌料為輔用及鰻用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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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育 134 天平均體長 5 公分 , 活存率 8.3% ' 計掙捕 50000 尾放流於河 ill 。

4 培育期間發生強菌 ( Vibrio) 疾病 , 以泰攝滯銷 50ppm 及四氯環徹素 (Oxy-tetracycline) 30

ppm 藥浴效果不佳。

E 孵化 35 天左右 , 大部份地魚開始讀游於池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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