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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鱠魚苗中間育成研究 

林金榮*‧許鐘鋼‧蘇勰忠‧張戴陽‧劉素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人工繁殖之豹鱠 (Plectropomus leopardus) 魚苗的中間育成模式，俾利加速此

魚的養殖產業發展。試驗幼苗共 3,000 尾，平均全長為 27.75 ± 2.06 mm，平均體重為 0.27 ± 0.07 g，

隨機平分為 A、B 兩組，A 組幼苗直接於 2 ton 圓形 FRP 水槽中培育，B 組則放養於懸放在 FRP

水槽內的黑色箱網中。試驗初期，每隔 5 日以篩網篩選吋上苗，並移出放置於另一水槽或箱網中培

育，經過 3 次篩選後，將魚苗依成長快慢分成 3 級。 

在第一階段的育苗試驗中，A、B 兩組的魚苗均以人工飼料馴餌 15 天。將馴餌成功的魚苗經

過篩選及分級後，分成 A1、A2、A3 與 B1、B2、B3 等組，進行第二階段的育苗試驗。經 67 日的

飼育後，Ａ組共計育成魚苗 1,201 尾，活存率 80.07%，平均全長 68.15 ± 5.24 ~ 78.73 ± 5.45 mm，

平均體重 4.43 ± 1.21 ~ 6.85 ± 1.51 g；B 組總共育成魚苗 1,113 尾，活存率 74.2%，平均全長 66.54 ± 

5.86 ~ 80.50 ± 6.91 mm，平均體重 4.34 ± 1.06 ~ 7.20 ± 1.69 g。試驗結果顯示，A、B 兩種育苗方式，

結合馴餌、篩選及分級培育，都可用來進行豹鱠魚苗的中間育成。 

關鍵詞：豹鱠、魚苗、中間育成、馴餌 

前　 言 

豹鱠  (Plectropomus leopardus) 俗稱東星

斑、七星斑、紅條，中國名稱為豹紋鰓棘鱸，隸

屬鱸形目、鮨科、鰓棘鱸屬。豹鱠屬暖水性島礁

魚類，主要分佈於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域，北至

日本南部，南至澳洲，東至斐濟，西至非洲東岸、

紅海等地。豹鱠肉質細嫩，口味鮮美，經濟價值

高，很受消費者青睞，在國內、外都擁有廣闊的

市場，以香港地區為例，它是僅次於老鼠斑 

(Cromileptes altivelis) 及 蘇 眉  (Cheilinus 

undulatus) 的名貴海水魚類；在日本琉球群島也是

最受歡迎的石斑魚類之一。豹鱠在澎湖海域原有

豐富資源 (沈, 1993; 陳等, 1993)，因香港地區廣

大需求而大量外銷，導致過度捕撈，現有資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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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稀少。水產試驗所澎湖分所 (現改為澎湖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 為發展豹鱠人工養殖及保護海

洋自然資源，於 1984 年開始進行人工繁養殖試

驗，1989 年完成種魚培育並於室內水泥池自然產

卵成功，且育成魚苗 26 尾，體長 31.7~55.9 mm (陳

等, 1989)，目前已建立受精卵及紅身魚苗的量產技

術 (許等, 2010, 2012)。 

在中國、澳大利亞、美國、日本和新加坡等

國家，對於豹鱠的生態學 (Light and Jones, 1997; 

Frisch and Anderson, 2002; Dong, et al., 2007)、生殖

生理 (Adams, 2003; Frisch, et al., 2007)、分子分類

(丁等, 2006; 庄等, 2006; Zhu and Yue, 2008)、仔魚

攝食條件 (Kenzo et al., 2008)、仔稚魚培育 (符等, 

2009; 王 , 2011a, b) 及 幼 魚 行 為 (Leis and 

Carson-Ewart, 1999) 等方面已有相當多的研究，然

而直到目前為止，未見有針對豹鱠幼苗中間育成

的文獻報導。 

石斑魚苗之中間育成，一般為白身苗 (約 2.5 

cm) 至 2 吋苗，豹鱠為紅身苗 (約 2.5 cm) 至 2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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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此階段魚苗雖已由仔魚期變態為稚魚期，但

魚體幼小且各器官系統發育尚未完善，容易遭受

攻擊或互相殘食，病毒及細菌感染常會發生。餌

料方面又必須由活餌轉變為魚肉或人工飼料，因

此，活存率一般都不高  (王等 , 2011; 蕭等 , 

2013)。本研究利用本所人工生產的魚苗進行中間

育成試驗，旨在建立幼苗培育及馴餌技術，藉以

提升幼苗育成率與魚苗品質，並降低魚苗生產成

本，以期增加業者生產效益，促進豹鱠養殖產業

發展。 

材料與方法 

一、魚苗 

本研究供試之魚苗，係由本中心飼育之豹鱠

種魚產出之受精卵，經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人工繁殖培育而得。隨機採取一批約 4,000 尾，於

2013 年 9 月 23 日自台南空運至本中心，全長約

2.5 ~ 3.3 cm，挑除運輸死亡之魚苗後，將魚苗放

養於 10 ton 圓形 FRP 水槽中蓄養，流水打氣維持

水質，以橈足類及魚肉餵飼，2 日後魚苗已適應環

境且狀況穩定，利用石斑魚吋苗篩網分級，吋上

苗共 288 尾，吋下苗共 3,003 尾，取吋下苗 3,000

尾作為本試驗之魚苗，試驗開始時平均全長為

27.75 ± 2.06 mm，平均體重為 0.27 ± 0.07 g。 

二、育苗水槽及育苗方式 

育苗水槽使用 10 ton 圓形 FRP 水槽 1 個，其

內懸放 120 × 90 × 60 cm 黑色萬能網製箱網 4 個，

以及 2 ton 圓形 FRP 水槽 3 個。育苗方式設計為 2

組，一組為直接將幼魚放養於 2 ton 圓形 FRP 水槽

中培育 (以下簡稱 A 組) (Fig. 1)，試驗開始時將

1,500 尾魚苗放養於 1 個水槽中，在魚苗培育過程

中，每隔約 5 日利用石斑魚吋苗篩網將吋上苗篩

選出來並移至另一個 2 ton 圓形 FRP 水槽中培育，

經過 3 次篩選將魚苗依成長快慢分成 3 級，並分

別於 3 個水槽中培育；另一組為將幼魚放養於懸

放於 10 ton 圓形 FRP 水槽中的箱網中培育 (以下

簡稱 B 組) (Fig. 2)，試驗開始時將 1,500 尾幼苗隨

機平分於 2 個箱網中，在魚苗培育過程中，同 A

組每隔約 5 日利用石斑魚吋苗篩網將吋上苗篩選

出來，並將兩個網中的吋上苗合在一起放養於另

一個網中培育，同樣經過 3 次篩選將魚苗分成 3

級，並分別於 3 個箱網中培育。2 組育苗方式均以

流水及打氣維持水質，每日於早上測定水溫、鹽

度、DO、pH 等水質 1 次。 

 

 

 
Fig. 1  Coral trout juveniles were raised in 2-ton FRP 

tanks (Group A). 

 

 
Fig. 2  Coral trout juveniles were kept in black mesh 

cages floating in a 10-ton FRP tank (Group B).  

 

三、馴餌與投餵 

飼料使用魚肉、鰻粉及石斑魚粒狀飼料，初

期使用魚肉馴餌，魚肉馴餌成功後再以漸進的方

式轉換成人工濕性飼料。馴餌以少量多餐為原則，

以魚肉投餵時，每日投餵 4 次，以人工濕性飼料

投餵時，每日投餵 3 次。投餵量不定量，以飽食

為原則。每日餵飼後利用虹吸抽除殘餌以維持良

好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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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魚苗培育 

魚苗培育分為吋下苗培育及吋上苗培育 2 個

階段： 

(一) 第一階段育苗試驗 (吋下苗培育)  

試驗開始之魚苗為吋下苗，A、B 組同樣以魚

肉馴餌及投餵，每隔約 5 日利用石斑魚吋苗篩網

篩選吋上苗，吋上苗即認定為馴餌成功且完成第

一階段育苗。吋上苗經數量清點及採樣 30 尾測量

全長與體重後，A 組移置於新 FRP 水槽進行第二

階段培育，B 組 2 個箱網中的吋上苗合放於 1 個新

箱網中進行第二階段培育。吋下苗經數量清點及

採樣 30 尾測量全長與體重後，則留於原水槽中繼

續培育。第一階段育苗共進行 15 日 (9 月 26 日 ~ 

10 月 11 日)，9 月 30 日、10 月 4 日、10 月 11 日

共 3 次篩選，A 組及 B 組各產出 3 批吋上苗，分

別為 A 1 組、A 2 組、A 3 組及 B1 組、B2 組、B3

組。至 15 日仍無法達到吋上苗標準的魚苗視同馴

餌失敗而將其放棄。 

魚肉馴餌成功之認定為幼苗飼料由活餌 (橈

足類) 完全轉換為魚肉且成長至吋上苗者。 

馴餌成功率 (%) ＝ (馴餌成功尾數總和) ÷ 

(試驗開始尾數) ×100 

(二) 第二階段育苗試驗 (吋上苗培育)  

1. 育苗 

A1 組、A2 組、A3 組分別放養於 3 個 2 ton

的 FRP 水槽中培育，B1 組、B2 組、B3 組分別放

養於 3 個懸放於 10 ton 圓形 FRP 水槽中的箱網中

培育，培育過程中不再篩選分級，至試驗結束時，

A1 組及 B1 組培育 62 日 (9 月 30 日~12 月 2 日)、

A2 組及 B2 組培育 58 日 (10 月 4 日~12 月 2 日)、

A3組及B3組培育 51日 (10月 11日~12月 2日)。

飼料自魚肉採用漸進方式轉換成人工濕性飼料，

每日餵食 3 次。 

2. 成長與測定 

每隔 10 日測定成長及活存率 1 次。測定前先

清池將魚苗集中，活存魚苗經清點後再放回原水

槽中繼續培育。每組隨機採樣 30 尾，經麻醉後測

定全長與體重。 

每日成長率 (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 Ln 

(最終重量∕初始重量)∕試驗日數 

3. 體長與體重關係 

體長與體重關係為族群的重要生物特徵值，

其關係式以指數方程式【W = a(L)b】描述；式中

W：體重 (g)；L：全長 (mm)；a、b：常數。 

結   果 

一、水質測定 

試驗期間水質變動情形 (Fig. 3)，Ａ組水溫

28.5 ~ 19.1 ℃、鹽度 33.9 ~ 34.5 psu、DO 6.34 ~ 

8.03 ppm、pH 7.91 ~ 8.43；B 組水溫 28.3 ~ 19.1 ℃、

鹽度 33.6 ~ 34.5 psu、DO 6.20 ~ 7.79 ppm、pH 7.95~ 

8.43。鹽度、溶氧量及 pH 等水質要素相當穩定且

良好，但水溫變動較大，尤其遇到強烈東北季風

來襲時，水溫隨著氣候劇烈變動，如 11 月 19 日

水溫下降至 20.1 ℃、11 月 29 日下降至 19.1 ℃。

試驗期間 A 組每日注水量為容量的 8 ~ 12 倍，B

組每日注水量為容量的 3-4 倍。 

二、第一階段育苗試驗 

(一) 魚苗行為與殘食 

A 組飼育水槽為 2 ton 圓形 FRP 桶，因注排

水的設計造成逆時鐘水流，魚苗群聚在一起以迎

向水流，彼此間沒有地盤之爭，又因有篩選將成

長較快的魚苗即時移出，魚苗大小差異不大，試

驗期間沒有觀察到互相殘食的情形。B 組飼育水槽

為黑色箱網懸放於 10 ton 圓形 FRP 桶中，飼育水

槽因網的阻擋幾乎沒有水流，又箱網的 4 個角落

及四周不平的網片提供魚苗隱蔽棲息場所，魚苗

靜靜地群聚於不同場所，通常形成數個魚群，試

驗期間也沒有觀察到互相殘食的情形。 

(二) 馴餌與馴餌累計成功率 

以魚肉飼料經 1 天的馴餌後，少部分魚苗已

能適應並開始攝食，第二天起適應魚肉的魚苗逐

漸增多，且部分魚苗已有搶食動作，但較小的魚

苗其搶食能力相對較弱且恐懼較大魚苗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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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攝食率較低，個體大小差異因而逐漸加大。

為提升馴餌成功率，利用石斑魚吋苗篩網適時篩

選出馴餌成功的魚苗，以利較小魚苗順利攝餌及

成長。 

經 15 日培育及 3 次篩選結果，A 組產出 A1

組、A2 組、A3 組等 3 批馴餌成功的吋上苗，A1

組魚苗 351 尾，平均全長為 33.72 ± 1.89 mm，平

均體重為 0.49 ± 0.08 g；A2 組魚苗 554 尾，平均

全長為33.93 ± 1.49 mm，平均體重為0.54 ± 0.06 g；

A3 組魚苗 335 尾，平均全長為 34.00 ± 1.90 mm，

平均體重為 0.65 ± 0.11 g。累計馴餌成功的吋上苗

總共 1,240 尾，累計馴餌成功率為 82.6%。B 組產

出 B1 組、B2 組、B3 組等 3 批馴餌成功的吋上苗，

B1 組魚苗 424 尾，平均全長為 33.55 ± 1.90 mm，

平均體重為 0.49 ± 0.08 g；B2 組魚苗 469 尾，平

均全長為 33.97 ± 1.74 mm，平均體重為 0.54 ± 

0.07 g；B3 組魚苗 265 尾，平均全長為 33.60 ± 

1.69 mm，平均體重為 0.55 ± 0.12 g。累計馴餌

成功的吋上苗總共 1,158 尾，累計馴餌成功率為

77.2% (Fig. 4)。經 15 日培育仍未達吋上苗標準而

放棄的魚苗，A 組計有 49 尾，佔 3.27%；B 組計

有 51 尾，佔 3.4%。 

(三) 死亡率 

第一階段育苗累計死亡率 (Fig. 5)，Ａ組為

14.07%，B 組為 19.4%，B 組比Ａ組高 5.33%。9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之死亡率，Ａ組 2.07%、B 組

2.4%；9月30日至10月4日之死亡率，Ａ組4.27%、

B 組 13.06%；10 月 4 日至 10 月 11 日之死亡率，

Ａ組 7.73%、B 組 3.93%。 

三、第二階段育苗試驗 

(一) 餵飼與馴餌 

為訓練魚苗接受人工飼料，採用漸進式的馴

  Sept.   Oct.               Nov.              Dec.     Sept.  Oct.              Nov.             Dec.
                        Date                                                 Date  

Fig. 3  Daily variations in the temperature, salinity, DO and pH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 Group A; △ 

Grou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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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方法自魚肉轉換成人工濕性飼料。魚苗對設計

的餌料沒有明顯排斥且短時間即能適應，6 組魚苗

都順利轉換為人工濕性飼料，投餵時魚苗都會群

起搶食。 

 

 
       Sept.               Oct. 

        Date 

Fig. 4  The cumulative success rates of feed 

acclimatizing from live feed (copepod) to fish flesh in 

coral trout juveniles. 

 

 
      Sept.               Oct. 

       Date 

Fig. 5  The cumulative mortality rates of coral trout 

juveniles at the first rearing stage. 

 

(二) 棲息與攝食 

魚苗有尋找安全場所棲息或營造安全棲息環

境的天性。A 組 FRP 水槽內沒有隱蔽物，魚苗多

群居於桶底排水管周圍，或遮陽網下較陰暗且水

面有打氣浪花的場所，或當桶邊有附著性藻類滋

生時，魚苗也會將體色適當調整後緊貼於桶邊。B

組則因黑色萬能網提供了隱蔽場所，魚苗多數棲

息於底網與邊網的折角處，少數棲息於邊網凹入

的地方，全部的魚苗都以箱網作為屏障，魚頭向

外朝向網的中央。 

魚苗喜食大餌，攝食時會依其能力選擇較大

的餌料，餌料太小者經常會被放棄；但餌料太大

時，經判斷無法一口吞食也會將之放棄，或會因

無法吞嚥而吐出。魚苗攝食時具有高度安全警覺

性，發現餌料且決定要攝食時才會自棲息處高速

衝出搶食，得手後又快速折回原棲息處。攝食量

和水溫關係密切，本試驗以飽食為投餵策略且因

需經馴餌階段，無法確實紀錄每日攝食量，但由

每日投餵之觀察得知，水溫低於 23 ℃ 時，攝食

量顯著減少，11 月 28 ~ 30 日因寒流侵襲，水溫降

至 19.1 ~ 20.7 ℃，僅有極少數魚苗攝食。 

(三) 成長 

成長如 Fig. 6 及 Fig. 7 所示。A1 組及 B1 組經

62 日飼育，平均全長自 33.72 ± 1.89 mm、33.55 ± 

1.90 mm 分別成長至 78.73 ± 5.45 mm、80.50 ± 6.91 

mm，平均體重自 0.49 ± 0.08 g、0.49 ± 0.08 g 分別

成長至 6.85 ± 1.51 g、7.20 ± 1.69 g，每日成長率分

別為 0.0420、0.0428；A2 組及 B2 組經 58 日飼育，

平均全長自 33.93 ± 1.49 mm、33.97 ± 1.74 mm 分

別成長至 74.03 ± 5.75 mm、76.36 ± 4.41 mm，平

均體重自 0.54 ± 0.06 g、0.54 ± 0.07 g 分別成長至

5.90 ± 1.37 g、6.13 ± 1.18 g，每日成長率分別為

0.0405、0.0411；A3 組及 B3 組經 51 日飼育，平

均全長自 34.00 ± 1.90 mm、33.60 ± 1.69 mm 分別

成長至 68.15 ± 5.24 mm、66.54 ± 5.86 mm，平均

體重自 0.65 ± 0.11 g、0.55 ± 0.12 g 分別成長至 4.43 

± 1.21 g、4.34 ± 1.06 g，每日成長率分別為 0.370、

0.399。以上試驗結果利用 t-test 進行統計分析，體

全長方面，A1 對 B1 之 p = 0.2771＞0.05、A2 對

B2 之 p = 0.0836＞0.05、A3 對 B3 之 p = 0.2771＞

0.05；體重方面，A1 對 B1 之 p = 0.3997＞0.05、

A2 對 B2 之 p = 0.5002＞0.05、A3 對 B3 之 p = 

0.7466＞0.05。因此，A、B 組間之成長沒有明顯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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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存率 

活存率如 Fig. 8 所示。A1 組及 B1 組經 62 日

飼育，活存率分別為 96.87%、99.06%；A2 組及

B2 組經 58 日飼育，活存率分別為 99.46%、

97.65%；A3 組及 B3 組經 51 日飼育，活存率分別

為 92.54%、88.68%。A 組中 3 批魚苗共育成 1,201

尾，活存率 96.85%，B 組中 3 批魚苗共育成 1,113

尾，活存率 96.11%，差別不明顯。 

四、培育成功的魚苗分級 

培育成功的魚苗利用篩網分級，以市售石斑

魚篩網 2.5 吋、2.2 吋及 2 吋共 3 種規格的篩網將

魚苗分為 4 級，A 組中育成 1,201 尾，經篩選分級

結果，2.5 吋以上者 300 尾、2.2 ~ 2.5 吋者 509 尾、

2.0 ~ 2.2 吋者 298 尾、2.0 吋以下者 94 尾；B 組中

育成 1,113 尾，經篩選分級結果，2.5 吋以上者 310

尾、2.2 ~ 2.5 吋者 502 尾、2.0 ~ 2.2 吋者 231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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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Sept.      Oct.                          Nov.                         Dec. 
                             Date 

Fig. 6  The average

total length of coral

trout juveniles at the

second rearing stage. 

Fig. 7  The average 

body weight of coral 

trout juveniles at the 

second rear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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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吋以下者 70 尾。因此，本試驗中魚苗經 67 日 

(9 月 26 日 ~ 12 月 2 日) 中間育成結果，A 組中

育成 1,201 尾，育成率 80.07%，其中 2 吋以上者

共 1,107 尾，比率達 92.17%；B 組中育成 1,113 尾，

育成率 74.2%，其中 2 吋以上者共 1,043 尾，比率

達 93.71%。 

五、全長與體重關係式 

A 組及 B 組魚苗之全長體重關係式分別如

下： 

A 組：W = 2×10-5TL2.9524，R2 = 0.9829 (n = 630)  

B 組：W = 1×10-5TL2.9765，R2 = 0.9877 (n = 630)  

A 組及 B 組魚苗之全長體重關係幾乎一致，

如 Fig. 9。 

討   論 

魚苗養成階段是養殖過程中的關鍵時期，魚

苗的各種器官系統、生理機能等，都尚未發育完

善，對環境因子的變化非常敏感。本試驗設計圓

型水槽流水打氣 (A 組) 及箱網式育苗加注水打

氣 (B 組) 兩種育苗方式，A 組可利用流水及打氣

力量將排泄物或餌料殘渣經由桶中間二重管排出，

B 組排泄物或餌料殘渣可通過網目流出網外沉至

桶底。為了水質的管理及維持，每日注水量 A 組

為容量的 8 ~ 12 倍，B 組為容量的 3 ~ 4 倍，水質

測定結果，A、B組DO 範圍分別為 6.34 ~ 8.03 ppm、

6.20 ~ 7.79 ppm；pH 範圍分別為 7.91 ~ 8.43、7.95 

~ 8.43；水溫及鹽度也相當一致，因此，A、B 兩

組的水質均維持相當良好且沒有明顯差異。 

馴餌成功的影響因素有魚苗大小、生物量、

餌料種類、育苗方法、放養密度、環境因子等。

符等 (2009) 調查豹鱠魚苗消化道中生物餌料組

成結果，全長 26.08 ~ 29.96 mm 的魚苗開始攝食魚

糜，橈足類極少，還攝食部分蒙古裸腹蚤。王等 

(2011) 指出，魚苗 30 日齡時，可用新鮮魚蝦肉糜

和鰻魚配合飼料進行餌料轉換馴化。陳等 (1989) 

因魚苗生物量少，以人工練餌馴餌沒有成功。本

試驗魚苗平均全長為 27.75 ± 2.06 mm，A 組放養

密度 750 尾/噸、B 組放養密度 1,150 尾/ton，使用

魚肉馴餌，水溫28.5 ~ 24.3℃，結果馴餌過程順利，

A 組馴餌成功率為 82.6%，B 組馴餌成功率為

77.2%。自魚肉轉換成人工濕性飼料之馴餌，使用

自行調配之飼料，採用漸進式的方式轉換餌料，

並配合魚苗習性耐心地慢慢投餵，魚苗對本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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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The survival rates of coral trout juveniles at the second rear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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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飼料都能適應接受，沒有因不攝食而特別

瘦弱的魚苗出現，成長穩定正常，活存率高達

96.85% (A 組)、96.11% (B 組)。結果顯示，本試驗

之馴餌方法及策略是具體可行的。 

殘食行為廣泛存在於動物界中 (Fox, 1975; 

Elgar and Crespi, 1992)，在硬骨魚類中超過 36 科

已被證實有殘食行為 (Smith and Reay, 1991)，各

年齡級都會發生殘食行為，其中以成長速度較快

的仔稚魚期及幼苗期較激烈 (Hecht and Pienaar, 

1993; Baras et al., 2000)。魚體的大小差異被認為是

殘食行為的主要原因，不適當的投餌及飼養密度

會增強其嚴重性，而定期的篩選是減少殘食常用

的方法 (Hecht and Pienaar, 1993; Hseu, 2002)。本

試驗魚種是會殘食的魚種，試驗前之蓄養期間即

有發現殘食狀況。Fukuhara (1989) 認為石斑魚因

殘食行為而引起的損失率，以 8 ~ 50 mm 之幼苗期

間最為嚴重。本試驗期間魚苗大小介於 27.75 ± 

2.06 ~ 80.50 ± 6.91 mm，是屬於殘食行為較激烈的

階段，為降低因殘食造成的損耗，本試驗第一階

段育苗利用多次投餵及篩選策略，結果沒有觀察

到互相殘食的現象；第二階段育苗時利用分級分

桶 (槽) 培育，試驗中也未發現有殘食現象，A、

B 組活存率高達 96.85%、96.11%。因此，本試驗

的篩選及育苗策略，足以有效防止豹鱠魚苗殘食

行為的發生。 

王等 (2011) 利用 8.0 m× 1.5 m長方形水泥池

進行了 3 批次的東星班魚苗培育試驗，3 批魚試驗

開始時體長範圍 2.0 ~ 2.8 cm，平均體長 2.3 cm，

培育水溫 28 ~ 31℃，經 50 ~ 60 天培育，平均體長

9.8 ~ 10.3 cm，活存率 25 ~ 31%。本試驗中試驗開

始時魚苗平均全長 27.75 ± 2.06  mm，培育水溫

28.5-19.1℃，經 67 天培育，Ａ組活存率 80.07%，

平均全長 78.73 ± 5.45 mm (Ａ1 組)，B 組活存率

74.2%，平均全長 80.50 ± 6.91 mm (B1 組)。相較

之下，本試驗活存率為王等的 2.75 倍，但成長明

顯較慢。豹鱠為暖水性魚類，水溫對其幼魚生長

發育的影響明顯，孫等  (2013) 設計 5 個水溫 

(15、20、25、30、35 ℃) 於實驗室條件下養殖結

果，30 ℃ 組攝餌量及成長率均最佳，其次為 25 

℃ 組、20 ℃ 組，15 ℃ 組和 35 ℃ 組則均為負

成長。王等 (2011) 3 次培育試驗的水溫分別為

28、29、31 ℃，本試驗則均低於 28 ℃，且有 3/4

時間低於 25 ℃，其中又有約 20 天之水溫低於 23 

℃，在低水溫的環境下，攝食量顯著減少，因而

導致成長較慢。但本試驗期間之水溫介於 19.1 ~ 

28.5℃ 之間， A、B 組魚苗之攝食均相當正常，

Fig. 9  The length-weight relationship for the coral t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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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曲線也都相當一致且穩定 (Figs. 6, 7)，魚苗活

存率也非常高 (Fig. 8)。 

蕭等 (2013) 於龍膽石斑魚苗中間育成試驗

中指出，大型魚和小型魚的成長記錄呈現不同曲

線。本試驗中 A、B 組內 3 批不同大小的魚苗，其

成長表現也有不同，每日成長率隨體型減小而有

向下的趨勢，A 1 組、A 2 組及 A3 組的每日成長

率分別為 0.420、0.404 及 0.370，B1 組、B2 組及

B3 組的每日成長率分別為 0.0428、0.0411 及

0.0399。同一窩魚中，魚體大小分佈常呈標準曲

線，大小不同的魚苗其成長速度及成長曲線是否

有顯著差異，進而影響生產效益，是值得繼續探

討的課題。 

Ａ組及 B 組 2 種育苗方式結果比較，活存率

方面，Ａ組中育成 1,201 尾，活存率 80.07%，B

組中育成 1,113 尾，活存率 74.2%，Ａ組雖稍高，

但沒有明顯差異；成長方面，Ａ1 組及 B1 組之體

全長及體重沒有顯著差異，Ａ2 組及 B2 組之體全

長及體重沒有顯著差異，Ａ3 組及 B3 組之體全長

及體重沒有顯著差異；培育成功之魚苗其大小組

成方面，Ａ組中 2.5 吋以上者 300 尾 (25%)、2.2 ~ 

2.5 吋者 509 尾 (42.38%)、2.0 ~ 2.2 吋者 298 尾 

(24.81%)、2.0 吋以下者 94 尾 (7.83%)；B 組中 2.5

吋以上者 310 尾 (27.85%)、2.2 ~ 2.5 吋者 502 尾 

(45.10%)、2.0 ~ 2.2 吋者 231 尾 (20.75%)、2.0 吋

以下者 70 尾 (6.29%)，2 組間沒有明顯差異。綜

合比較結果，A 組與 B 組 2 種育苗方式其結果並

沒有明顯差異。綜合試驗結果，A、B 兩種育苗方

式，都適用於豹鱠魚苗的中間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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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rval Culture of Coral Trout (Plectropomus leopardus)  

King-Jung Lin*, Chung-Kang Hsu, Shei-Chung Su, Tai-Yang Chang and Su-Hua Liu  

Penghu Marine Biology Research Cent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sought to develop the techniques of larval culture of coral trout (Plectropomus leopardus). 

Three thousand fries with an average total body length of 27.75 ± 2.06 mm and an average body weight of 0.27 

± 0.07 g were evenly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and Group B). The fries in Group A were 

directly released and raised in 2-ton round FRP tanks, while those in Group B were kept in black mesh cages 

floating in a 10-ton FRP tank. All the fries were sieved with meshes every five days to separate them into three 

size categories in both groups. 

In the first rearing stage, all fries in both groups were acclimated with artificial feed for a period of 15 days. 

In the second rearing stage, the survival fries from the previous stage were then graded and categorized into 

subgroups. After a 67-day culture period, 1,201 juveniles in Group A survived (survival rate: 80.07%) with total 

body lengths ranging from 68.15 ± 5.24 mm to 78.73 ± 5.45 mm and body weights ranging from 4.43 ± 1.21 g to 

6.85 ± 1.51 g. In Group B, 1,113 juveniles survived (survival rate: 74.20%) with total body lengths ranging from 

66.54 ± 5.86 mm to 80.50 ± 6.91 mm and body weights ranging from 4.34 ± 1.06 g to 7.20 ± 1.69 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methods in terms of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s. 

This indicated that both methods were suitable for the larval culture of coral trout.  

Key words: coral trout Plectropomus leopardus, fry, larval culture, feed accl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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