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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尾雌嘉蠟種魚之自然產卵及其卵質

摘要

6 齡雌嘉臘魚一對和4 齡雄種魚二尾放養於 6 x 5 X 1.5 m 之室內水泥池調查單 1 尾雌種魚、自

然產卵之歷程及卵質之變動
,
其結果摘要如下 : (一 ) 產卵期間自 199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6

日
,
產卵次數 18 次

,
其中 14 次連續每日產卵

,
確認嘉臘魚為每日產卵之多次產卵魚類 ; (二 )

整個產卵期間共撈獲卵數 8,878,100 粒
,
平均 1 次產卵數493,200 粒

,
最高日產卵數 898,000

粒 ; (三 ) 受精率98.0-100.0%
'
顯示種魚產卵行為正常 ; 孵化率66.5-96.0%

'
以產卵中期

較高 ; ( 四 ) 平均卵徑0.919- 0.969 mm 。卵種和產卵前4 日內之水溫均有顯著負相閥
,
尤以

產卵前 1 日之水溫相關最大 (r = -0.7746, n = 16) ; (五 ) 卵的生產力 (受精率×孵化率×卵黃

囊期結束時仔魚活存率) 以產卵中期 (3 月 3 日至 3 月 12 日 ) 較高 ; (六 ) 種魚於產卵期間照常攝

餌
, 1 月 3 日至 3 月 31 日之飼育期間 ,

平均日攝餌率為體重之 0.95%
'
平均體重卻減輕

1.89% 。

關鐘字 : 嘉臘魚 , 每日產卵 , 卵質 , 卵之生產力

嘉鱗魚、(Red sea bream, Pagrus major) 為高經濟價值的

海水食用魚類 , 體型優美 , 肉質鮮嫩 , 鮮紅的外表更
是祥瑞的象徵 ' 為年節喜慶必備佳館

(1)
0 1971 年以

前 , 澎湖地區漁獲之嘉臘魚除供應台灣本島外 , 且外
銷日本。近年來 , 由於資源量減少及國內需求量增
加 , 漁獲量已不足供應國內所需。為因應國人需要 ,

臺灣省水產試驗所澎湖分所遂於 1976 年開始試驗嘉臘
魚箱網養殖 ' 結果驗證澎湖地區非常適合嘉鱷魚箱網
養殖 ' 活存率高

, 成長快速 , 業者養殖意願相當高 ,

在產、官、學共同努力下 , 當地已有 11 戶箱網養殖

戶
,
年需嘉鱗魚苗約 100 萬尾。為因應養殖業需要及

栽培漁業發展
,
臺灣省水產試驗所澎湖分所自 1978 年

起在省府及農發會補助下發展網類人工繁殖研究 ,

1979 年完成人工催熟、採卵、授精、孵化且育苗成

功(2),1981 年完成此魚之「完全養殖 (3) , 1989 年更

確立種魚於室內產卵池自然產卵技術 (4,5) 。種魚自然

產卵成功後
,
雖然確保受精卵來源

,
但為了有效掌握

受精卵數量及卵質
, 有必要了解種魚產卵型態、產卵

期間長短、產卵量及產卵過程中卵質之變化。嘉臘魚
為典型的多次產卵魚類 , 關於其產卵生態 , 目前為止
已有多篇研究報告 (2,16) 。一群成熟種魚之蓄養池中 ,

能夠連續採卵達2-3 個月
,
但產卵群中所有雌種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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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質.水產研究, 1 (1): 35-42.

可能同步產卵
, 因此

, 單一雌種魚是否每日產卵 , 產

卵期問有多長
, 一次產卵數量有多少等資料均不明

瞭
, 且在多次產卵中 , 卵質是否隨產卵期間不同而變

化
, 欲建立這些資料 , 調查一群種魚產卵之情形下必

無法作精確之結論。松浦等
(17) 利用一尾雌種魚和 3

尾雄種魚於 1 噸水槽中曾作過成功之調查研究
,
但本

地產之嘉臘和日本產的有顯著的地域種差異
,
產卵生

態和產卵季節均不同
,
因此本試驗參考其方法作了此

項調查研究。本報告中 , 除了調查單一雌種魚之產卵

型態外
, 同時分析好壞卵比率、卵畸型率、卵徑、受

精率、孵化率及孵化仔魚於無給餌狀態下之活存率 ,

藉以了解卵質於產卵過程中變化情形。

材料與方法

一、聲無

供試種魚為海上箱網自行養成之 6 齡魚及4 齡魚 '6

齡種魚於 1991 年 12 月 12 日自箱網移入陸上產卵池
,
這

批種魚曾於產卵池中產過卵 ,4 齡種魚於 12 月 20 日自
箱網移入產卵池。 1992 年 1 月 3 日利用 2 個 6 X 5 X 1.5

m 之室內產卵池 ,
每池放養 6齡種魚一對及4 齡雄種魚

二尾 ,
種魚先以 2-Phenox) 叫 hanel 麻醉

,
分辨雌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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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每個卵之油球數 , 由此求得平均油球數及多油球卵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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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居丈長及體重 ,
在種魚呈半昏狀態下移入產卵池

中
, 試驗結束時同樣作魚體測定。

多油球卵數
多油球卵率之 x 1 00%

觀察總卵數
二、餅三級丘吉益軍事

六、安綜茗、勵全省、興 'fft! 失措只無是�ifrF
之居# 率及 JjjJj 哥辜會兢結束好f早會 Ilfi¥ 事

以本地盛產之厚殼蝦之蝦肉為餌料 , 每日投餌一

次
,
投餌時如魚兒有搶時現象

, 繼續投餌至不再搶食
為止 , 如未搶食 , 將餌料投放池底 , 經過 1 小時檢查
是否覓食

,
如有殘餌立即撈取

,
每日記錄其攝餌量

,

攝餌量再除以放養時種魚體重求得攝餌率。即
為了評價產出卵之卵質 , 於產卵期間每隔 2 或 3 天

自集卵網中隨機取少數卵
, 當卵發育至4 或 8 細胞時 ,

於投影機下觀察記錄 200 個卵計算受精率。同時將200

個受精卵移放於 2 l 之燒杯中
,
燒杯再水浴於 noe 之

恆溫水槽中
, 燒杯中不打氣

,
調查孵化率及孵化仔魚

於無給餌下之活存率。孵化用水為集卵桶中流出之

水
, 當仔魚孵化時

, 逐一計算孵化仔魚求得孵化率。

孵化仔魚於原孵化水中
, 在不投餌及不打氣下每隔 24

小時檢除死亡仔魚並計算活存仔魚至全數死亡為止。
卵黃囊結束時仔魚活存率

, 本試驗以孵化後第 2 日仔魚

之活存率為準。

供試驗種魚之生物資料如 Table 1所示。試驗開始

時 ,A 池種魚棉、重量 1 2,1 60 g
, B 池種魚、輝、|重量 13,740

g °經 3 個月之試驗 ,A 、 B 池種魚之飼育水瓶及每日

攝餌率如IFig. 1 所示。 A油總攝餌量為 9,665 g
, 平均日

攝餌量 96.7 g
, 平均日攝餌率為 0.79% '

B池總攝餌量

為 11 ,450 g
, 平均日攝餌量 129.9g' 平均日攝餌率

0.95% 。試驗結束時 ,A 池種魚、總、重量 11,960g 'B 池
種魚總重量 13,480 g

, 也就是說 ,A 池種魚體重減輕
1.64%

'
B池種魚體重減輕 1.89%

' 因此
,
種魚於試驗

期間之成長受抑制。
A 、 B兩試驗池中 ,A 池種魚完全沒有產卵 'B 池產卵

成功
, 產卵期間白 199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6 日共 29

日
,
其中產卵次數有 18 次

, 連續產卵之日數有 14 次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及 3 月 12 日至 3 月 17 日 ) , 如 Fig. 2 所
示。整個產卵過程明顯分為 3 段 , 第一段為產卵初期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 ) , 共產卵 8 次
, 總產卵數 3,308,600 '

平均日產卵數 413,600 ' 平均浮上卵率 52.23% ; 第二

段為產卵中期 (3 月 10 日至 3 月 19 日 ) , 共產卵 8 次
,
總

產卵數 5,000,200 '
平均日產卵數 625,000 '

平均浮上

卵率 57.22% ; 第三段為產卵末期 (3 月 24 日至 3 月 26

日 ) , 僅產卵 2 次 , 產卵數 569,300 ' 平均日產卵數
284,700

'
平均浮上卵率 42.86% 。三個產卵時段明顯

地和水溫曲線波峰相吻合
, 即水溫上升時 , 種魚開始

產卵
, 當水溫下降至波谷時

, 種魚暫停產卵
,
也就是

說
, 產卵行為之發生和水溫有密切相關

, 但產卵量和

水溫卻無顯著相關
,
如Table 2 。

結果

攝餌量 (
只

)

攝餌率 = 試驗開始時種魚總重量 (g)

室內 6 X 5 X 1.5 m 之長方形水泥池
,
池內無任何設

施
, 池的一端有 1 支 3 吋之注水管 , 另一端有 1 支 5 吋排

水管及 2 支 3 吋溢水管
, 池外邊溢水口處各放置 1 個 500

l 圓型塑膠桶作為集卵設備 , 桶內放置 1 個直徑 75cm

之集卵網 ,
集卵網網目為 100 目 / 吋 ' 並用塑膠管連接

溫水口至集卵網 , 利用卵為浮性之特性 , 產卵池 24 小

時流水
, 當種魚產卵受精後

, 產出卵隨水流自溢水口

流入集卵網中。飼育用水 {芽、抽取海邊之表層水 ,
經沙

石過濾沉澱後使用
,
水質管理採流水式交換池水

,
每

日約3 個交換量 ,
每隔 2�3 週清池 1 次 , 飼育期間每日

早上8 時測定水溫、室溫 1 次並記錄當日氣候。

三、 2 苦瓜1治

E 、 Jl§ JjjJ 、互主要'JjjJJ!i 反產鄒至?

嘉臘魚產卵時間介於 16 時至 21 時
, 每日 15 時左右將

集卵網安放於集卵桶中
, 利用流水將產出卵帶至溢水

口流入集卵網中 , 翠日 08:20 時左右以手抄網將集卵網
中之卵收集後 , 移放於 20 l 圓形透明水缸中

, 旋轉缸

水靜置約 30 min ' 待浮沉卵分離後
, 利用虹吸將沉卵

自底部抽出
,
再以集卵網將浮卵收集

, 並將浮、沉卵

分別稱重記錄之。每日並分別自浮、沉卵中稱取約 1
g 之卵 , 於投影機下分別計算求得 1 g 之卵數

,
再和

每日收集之浮、沉卵重量相乘 , 求得浮、沉卵數及產

卵數。產卵數以收集之糖、卵數為準' 沒有因卵之漏失

而作修正。

E 、毋腎、多緝毒f聊著反子了均緝砍1&

卵徑之測定
,
每日 08:30 時前後

, 待浮、沉卵分離

後
, 以燒杯隨機取少數浮上卵

, 於投影機下放大 50 倍

隨機測定 50 粒記錄之 o 正常卵之油球僅 1 粒位於卵中

央 , 但時常會出現多油球卵 , 本試驗中油球之認定方
法 , 將卵於投影機下放大 20 倍觀察 , 在整個卵中能清
楚識別為油滴者均認定之

,
每次觀察 200 粒

, 逐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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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
, 女日Table 3 。

產出卵之卵徑和水溫有密切關係。產卵過程中 , 有
產卵記錄之水溫介於 18.0-23.8

�

C 之間 , 平均卵徑最
大值為 0.969 mm ' 出現於產卵第 1 日

,
當日水溫 18.0

。

C' 最小值為0.919mm' 出現於產卵中期之末期
,
當

日水溫 23.5
�

C
'
平均卵徑隨水溫起伏而呈負的變動

,

即水溫上升 , 卵徑縮小 , 反之 , 水溫下降 , 卵徑增
大

,
如 Fig.4 。平均卵徑和產卵當日、產卵前 1 日、產

卵前 2 日、產卵前3 日之水溫均有非常顯著之負相關關

係 ' 和產卵前 4 日之水溫也有顯著負相關關係 ' 如

單一尾雌嘉臘種魚之自然產卵及其卵質

整個產卵過程總撈獲卵數 8,878,100 ' 如 Fig. 3 。平
均每次產卵數為 493,200 ' 最高日產卵數為 898,000 ;

以重量計算 , 總撈獲卵之重量為 6,070 g
, 為體重之

1.33 倍。

受精率、孵化率在整個產卵過程 7 個測定值中
,
受精

率均非常高 , 介於98.0-100.0% 之間 , 顯示種魚在試
驗池中之產卵行為正常 ; 孵化率介於 66.5-96.0% 之

間
,
產卵早期和末期兩時段孵化率較低

,
分別為

66.5% 及 76.0%
' 其餘除 3 月 14 日為 77.0% 外均高於

92% 。受精率、孵化率和卵徑彼此間均沒有顯著相

Fork length (FL) and body weight (BW) of broodstock of red sea b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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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Daily changes in water temperature and the

number of eggs spawned by the female red sea bream in

pond B (口 : buoyant eggs, ﹒ : sunken eggs).

fig. 1. Daily changes in water temperature and feeding

rate of red sea bream broodstocks in A and B p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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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仔魚在無投餌下之活存率在整個產卵期中
,
共

調查 7 個樣品 , 如 Fig. 7 所示。

以中間四個取樣較佳
,
即 3 月 3 日至 3 月 14 日

, 其中
文以 3 月 3 日最佳。自卵產出後

, 追蹤調查其受精率、

孵化率及孵化仔魚於卵黃囊期結束時之活存率
, 以三

者之乘積作為產出卵之生產力指標
,
結果如 Fig. 8 所

示
, 產卵剛開始時最低 , 產卵初期結束前卻急劇上升

至最高 , 產卵中期次之 , 產卵末期叉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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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其中文以產卵前一日之水溫相關最大 (r =
-0.7746, n = 16) 。

嘉臘魚正常卵僅其單一油球位於卵中央 ,
但多油球

卵卻常被發現
,
本試驗中多油球卵比率非常高

,
尤其

於產卵初期 , 多油球卵比率最高達98.49% '
平均油球

數最高亦達 7.43 個
, 隨著產卵之進行 ,

多油球卵率及

平均油球數逐漸下降
,
產卵中期之平均多油球卵率及

平均油球數昀最低
,
如 Figs.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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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between the

number of eggs spawned (Y) and water temperature (X)

with form Y = a + bX and df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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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Daily changes in mean water temperature ( ﹒ )

and diameter of eggs ( 0 ) with: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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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Daily change of the percentage of eggs with

multiple oil-globules spawned in the study.

Fig. 3. Accumulated number of eggs spawned by the

female red sea b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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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zation rate, hatching rate and mean egg diameter spawned by the female red sea

bream, with df 字 5.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equals 0.51579 for the fertilization rate and hatching rate, 0.53611 for the

fertilization rate and mean egg diameter, and 0.09448 for the hatching rate and mean egg diameter.

Range of water

temperature in

hatchin 互 period

Mean egg
diameter

(mm)

Hatching

rate (%)

Fertilization

rate (%)

Date

1992

22.8 - 23.50.96866.598.04Feb. 29

22.8 - 23.40.94295.5nunununv1Mar. 3

23.2 - 23.60.96096.098.5510

23.0 - 23.90.96192.0100.0012

23.2 - 23.90.94277.0100.0014

23.6 - 24.40.94396.0100.0024

23.1 - 23.8

本調查研究中 .A 、 B兩試驗池中各試驗條件均相
同

,
攝餌率A 池為 B 池之 83.16% .結果A池沒有產

卵 .B 池產卵成功 , 產卵期間自 2 月 27 臼至 3 月 26

日
,
產卵次數 18 次 , 產卵量 6,070 g

,
但原 6 齡種魚

群雌 24 尾和雄 23 尾放養於室內 8x6X2 m之八角水

泥池作產卵試試驗
,
結果在試驗期間平均日攝餌率

為0.60% .產卵期間自 1 月 15 日至 3 月 26 日 , 有產卵
記錄之日數長達 68 日

,
平均 1 尾雌種魚產卵量 2,503

g (尚未發表 ) 。兩者相比較 ,
種魚群有產卵記錄之日

數顯著較長 ,
但平均每尾雌種魚產卵量卻顯著較

少
,
其原因可推測種魚群中之 24 尾雌種魚非每尾均

成熟產卵且亦非同步產卵。故探討嘉鱗魚之產卵型

態及卵質在產卵過程中之變動情形 ,
本研究比產卵

群之產卵試驗更具客觀性。

松浦
(18)
等利用海中箱網養成之嘉臘魚 ,

每 3 小時
犧牲樣品採樣 1 次連續探樣 24 小時 , 根據卵巢中卵之

卵徑組成來推瀾卵黃蓄積、排卵及產卵之時刻。
Matsuyama 等 (19)

以同樣之連續採集法 ,
更詳細調查

1 日內卵巢中卵之發育和血中類固醇荷爾蒙之變動 ,

根據其調查研究 ,
產出卵於產卵前 1 日上午進行卵黃

蓄積 .13 時達卵黃期第 3 期 , 19 時已達胚卵核
(Germinal vesicles) 移動期 ,

最後卵之成熟自產卵當
日 7 時開始而於 10 時至 13 時之間完成 ,

排卵於 13 時
已發現 ,

魚將排出卵保持於卵腔 (Ovarian cavity) 中
至 19 時產卵結束。叉血中類固醇荷爾蒙之含量和卵

黃蓄積、成熟及排卵之過程均相對應 ,
荷爾蒙如此

24 小時周期性反覆變動被認為每日排卵及產卵之主

要控制因子。松浦等(18)
再利用單一尾雌種魚產卵確

認為多日產卵。本試驗結果 ,
種魚共產卵 18 次 ,

其
中有 14 次為連續每日產卵 ,

同樣支持嘉臘魚為每日
產卵之多次產卵魚類。

0.933

討論

76.0

Table 4. Th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between mean

diameter of eggs spawned (Y) and water temperature (X)

with form Y = a + bX and df = 16.

3

4

E

26

Fig. 6. Daily change of the mean number of oil-globules

within the eggs spawned by the female red sea b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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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等
(18) 試驗用之種魚為 4 齡魚

, 平均體重 882

g' 產卵期間自 5 月 12 日至 6 月 27 日
, 產卵次數共 34

次
,
總產卵數 190 萬粒 ; 本試驗中 4 齡雄種魚平均體

重2,493 g
, 為日本方面同齡魚之 2.8 倍

,
文 6 齡雌種

魚產卵期間自 2 月 27 日至 3 月 26 日
, 產卵次數 18 次 ,

總產卵數887.8 萬粒。由成長及產卵之顯著差異
, 可

見本地產之嘉臘魚和日本方面有顯著的地域
種差異。
本試驗中種魚之產卵過程明顯分為三段 , 每段之

時間和水溫曲線之波峰非常吻合 , 換句話說 , 產卵
行為之發生和水溫有密切關係 ' 但產卵數和水溫卻
無顯著相關。林等 (20) 曾發現單一尾黃錫鋼產卵數和

產卵當日及產卵前一日之水溫有顯著相關。

酒井等
(21) 認定受精率和正常發生率沒有相關

,
松

浦等也認定產卵數多寡、卵徑、受精率及孵化率彼

此之間均無相關
,
本試驗也有同樣之結果 o

嘉鱗魚、自然產卵之平均卵徑 d般隨產卵過程之進

行而逐漸減小 , 以產卵初期最大 (5,22) 。本試驗也有

同樣現象 , 且平均卵徑和水溫有密切相關 , 經分析
結果

,
平均卵徑和產卵當日及產卵前 1 日、前 2

日、前 3 日之水溫均有非常顯著之負相關 ,
和產卵

前 4 日之水溫仍有顯著相關 (Table 4)
, 松浦等

(18)
也

有類似結果。卵徑和產卵前水溫有顯著負相關
,
但

卵徑的決定在什麼時期依什麼機制卻尚不明瞭。根

據Matsuyama 等
(19) 之研究 , 嘉臘魚、產出卵之卵黃蓄

積於產卵前 1 日之上午進行
,
由卵徑和產卵前 1 日之

水溫關係最大來考量
, 卵徑之決定也許和卵黃蓄積

期間之水溫關係最大。

林等
(5)
曾探討嘉蠟 4 齡種魚、自然、產卵之卵質

,
多

油球卵率於產卵前期為 3.59 土 4.81% '
後期為 1.28 士

1.23 %
' 本試驗中明顯偏高

,
其原因耐人尋思

,
是

否因產卵環境條件不足或種魚族群太少致生物問刺

激不夠 . ..等所造成 , 值得進一步探討 0 多油球卵屬

不正常卵 , 但由本試驗觀察結果 , 卵仍可正常受
精、發育及孵化。
根據清野

(23) 之定義 , 良質卵為孵化後其孵化仔魚

活存率良好之卵。本試驗中
,
在產卵過程中每隔 2

或 3 日追縱卵質 1 次
, 測定卵的受精率、孵化率及

孵化仔魚之活存率
, 以受精率、孵化率及卵黃囊期

結束時仔魚活存率三者之乘積定義為卵的生產力 ,

以卵的生產力高低作為卵質好壞之標準 ' 結果如 Fig.
8, 產卵前期之末了及產卵中期之卵質較佳。松浦等
(18) 亦有類似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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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P
TAIWAN

九::/

Natural Spawning and Quality of Eggs in One Female Red Sea Bream, Pagrus

major

Abstract

A pair of 6-year-old red sea bream (Pagrus major) and two 4-year-old male were stocked in an indoor

concrete tank with a dimension of 6 X 5 X 1.5 m. The spawning pattern and quality of eggs of the 6-year ﹒ old

female was observed in this study. It has spawned 18 times during February 27 to March 26, 1992. Of which,

the spawning in the two periods of February 27 to March 5 and March 12 to March 17 were happen daily,

indicating that the red sea bream was multi-spawning species and would spawn daily.

The total number of eggs spawned during the entire observed period was 8,878,100, a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eggs spawned in a day was 898,000. Fertilization rates were ranged from 98.04% to 100% and

hatching rates from 66.5% to 96.0%. The highest hatching rate was observed in the middle of spawning period.

Productivity of eggs (fertilization rate X hatching rate X survival rate at the end of yolk sac period of hatched

larvae) was also examined herein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highest productivity of eggs was happened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spawning (March 3 - March 12). Average diameters of spawned eggs ranged

from 0.919 mm to 0.969 mm. A negative correlated relationship (r = -0.7746, n = 16)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average diameters of spawned eggs and the water temperature on the day before spawning. The growth of

the broodstock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3 to March 31 was suppressed completely and the average body

weight decreased an 1.89%.

Key words: Red sea bream, Natural daily spawning, Quality of eggs, Productivity of e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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