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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期發育及育苗研究

摘要

花軟唇 Plectorhinchus cinctus 屬石鱷科 Haemu Iid 前
,
其受精卵之卵徑介於 0.78 至

0.82 mm 間 ,
為浮性的透明卵

, 內有單一油球 ,
油球的直徑為 0.21 mm' 在鹽度 31 ppt 時

,

呈半沉浮的狀態。在水溫 26-28"C
'
鹽度 31 ppt 的條件下

,
約 21 小時開始孵化 o 剛孵化

不久軀幹伸直時、孵化後 24 及 48 小時的仔魚 ,
全長分別為 1.67 mm 、 2.6 mm 及 2.8

mm' 孵化後第 3 天
,
約 62 小時

,
全長為 2.8mm' 開始有攝食的動作。在水溫 26-29 。亡 ,

鹽度 30-32 ppt 下
,
經 42 天的培育

,
仔魚的平均全長為 36:tl0.l mm' 平均體重為

0.94:t0.78 g" f子魚在成長的過程
,
體色有明顯的變化

,
由孵化後的透明體色逐漸變成黑色

,

12 日齡時除尾柄及賭部外 ,
整個軀幹佈滿黑色素

, 30 日齡時 ,
有些仔魚的體表已經開始

出現條紋
,
顯現出鮮豔的體色。投餵魚苗的餌料

,
包括巨牡蠣 C間的 ostrea gigas 的受精卵

,

輪蟲 Brachionus plicatilis 、豐年蝦 Artemia spp. 、撓足類 Copepod 及赤尾青 Acetes spp. 。

關鐘詞 : 花軟唇
,
初期發育

,
育苗

花軟唇 Three-banded sweetlip Plectorhinchus cinctus

叉名加吉 , 屬石鱷科。石鱷科 Haemulidae 魚類全世

界約有 17 屬 175 種
(1)
。台灣產的石鱷科魚類有 4

屬 19 種
,
其中 Plectorhinchus 屬有 11 種

(2)
。

花軟唇分布於印度洋北部至日本問之沿岸海域 ,
為

亞熱帶和溫帶淺海底層性之魚類 ,
喜棲息在岩礁海

域 , 特別是島嶼附近居多 , 除生殖季節會群集外 , 平

常皆分散在岩礁的海域活動
(3,4)
。據漁民表示 ,

花軟唇

在每年 2-4 月間的生殖季節
, 於台灣南部之值春至

茄定間的沿岸海域捕獲量比其他的季節高 ,
顯示該魚

種有明顯的生殖群集現象。近年來其捕獲量已明顯的

降低
, 顯示其資源量已急邊枯竭當中。

本報告旨在描述此魚種的初期發育、體色變化和生

態習性的關係、育苗的過程及討論魚苗培育的相關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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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軟唇種魚的來源
, 為在生殖季節時 ,

向漁民購買

在東港附近海域所捕抓獲的成熟野生種魚 , 輕人工催

熟
,
以人工授精的方式獲得受精卵

(5)
°並採受精卵

0.3-0.5 克 , 計算其卵數 , 以估計每公斤的卵數。受

精卵在 0.5 噸的 FRP 桶中進行孵化
,
孵化受精卵的

水溫為 26-28
�

C
' 鹽度 33 P 阱

,
並輕微打氣

,
打氣量

以使受精卵能在孵化桶中保持浮動為原則 , 孵化的過

程採止水式孵化 , 而見沉卵的數量 , 不定時將沉澱的卵

抽除
, 並在受精卵發育至原腸期時 ,

以 100 目的浮

游生物網 , 將受精卵撈至另一放置新鮮海水的桶中 ,

在受精卵發育至後期階段 , 再將受精卵分配至育苗桶

中 o 胚胎及仔魚的發育過程中 , 定期以解剖顯微鏡測

量其大小
, 並拍照不同發育階段之外形變化。

二、仔互有按育

人工培苗為利用 0.5 及 1 ton 的 FRP 纖維桶及

室外 50 及 100m2 的砂質底池塘。為比較桶子或室

外池的育苗活存率
,
將在 FRP 纖維桶培育川 O 天

的仔魚 , 移入室外 100m2 的砂質底池子培育
,
以利

中後期仔魚的水質管理
, 室外池子的上方以 75%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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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率的黑色 PE 網布遮住約 80% 的面積 , 以防止強

烈的陽光照射育苗池。育苗桶的水位 ,
在育苗之初

,

保持正常滿水位的 70-80% 左右 , 隨著仔魚的成長 ,

逐漸添加扁藻 Tetraselmis sp. 藻水及新鮮的海水 ,
使

水位逐漸升高。培育仔魚所使用的餌料依次為牡蠣

Crassostrea gigas 之受精卵、輪蟲 Brachionus

plicatilis 、豐年蝦幼蟲 Artemia spp. 及撓足類

Copepod
' 成長至變態中的魚苗

, 開始投餵剃碎的赤

尾青 Acetes spp. 生餌。

結果與討論

一、胚胎即發置于

花軟唇未受精之成熟卵粒群 , 外觀呈淺黃色 , 但
在顯微鏡下或燒杯中觀察單一卵粒時 , 呈透明狀。

受精卵之卵徑約為 0.78 扎 82 mm' 以 0.8 mm 卵

徑的卵居多 , 其卵徑和種魚的年齡、體重及產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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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有密切的關係 ' 油球直徑約為 0.21 mm °卵徑

為 0.8 mm 的受精卵每公斤約 2.6 百萬粒
,
受精卵

在鹽度 31 ppt 中懸浮於水層中 ,
低於此鹽度則全部

沉於底部
,
在水溫 26-28

�

C
' 鹽度 33 ppt 下

,
受精

卵在受精後 48 分鐘
, 開始進行第一次有絲分裂 ,

為

2 細胞期 ,
往後約每間隔 15 分鐘分裂一次

, 6.5 小

時後進入原腸期 , 21 小時後開始孵化 (Table 1 及

Fig. 1) , 在 2 小時內
,
所有的胚胎均可孵化完畢

,
在

24-25
�

C 下 ,
約需 24 小時方可孵化 o

一
一、 f于可侖的影 j替身7笠、 ffit. 長反 2 位 (恭溫

26-29 �c ' 虛度 30-32 ppO

花軟唇在仔魚的階段
, 和其它魚類比較起來 ,

成

長相當迅速
, 商業化的生產約 1 個月左右 , 即可

忍受捕撈或篩選的操作 , 放養至養成池 , 各不同階

段仔魚之形態變化、 (Fig. 2) 餌料的投餵程序、水

質管理 (Fig. 3) 及其習性分別描述如下。

Table 1.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three-banded sweetlip Plectorhinchus cinctus

7月ime after fertilization Water temperature

( 亡J的 :min}

nununu 26

0: 48 26

門
Unu1 26

nu1 26

1 : 24 26

3: 00 27

5: 00 27

6: 30 27

8: 30 27

9: 30. 27

12: 00 28

16:00 28

21:00 28

Descriptions

Fertilized eggs

2-cell eggs

4-cell eggs

8-cell eggs

16-cell eggs

Early morula

Blastula, germ ring appeared

Gastrula

Early neurula

Formation of body, andembryonic

Kupffer's vesicles appeared

Heart-beat began. Few pigment appeared at the

optiC

abdomen zone

Formation of auditory vesicles

H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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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three-band 已d sweetlip Plectorhinchus cinctus.

A: Two-cell stage, B: Morula stage, 仁 : Gastrula stage, D: Developing embryos, E: Developing
embryos before hatching, F: Hatching l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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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at larval and fry stage of three-banded sweetlip

Plectorhinchus cinctus.

A: Newly-hatched larvae, B: Three-day old larvae, C: Six-day old larva, D: Twelve-day old larva,

E: One-month old fry, F: Two-month old 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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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management:

Increase the water level Water volume

change

10-20 %

161

Flow-through

Feeding scheme:

Green water (Tetraselmis sp. or Nannochlopsis s 阱 , 1-3 x 10' cells/m l)

Oyster embryos (20/ml )

Rotifer (3-5 1m!)

.

Artemia (3-5/ml)

--'-
. . . .. . L .

'---'

。 事 10 15

Culture period (days)

Copepod

Minced small shrimp (Acetes spp.)

. .
20 4025 30 35

Fig. 3. Feed supply and water management scheme in larval rearing of three 七 anded sweetlip

Plectorhinchus cinctus.

第 O 日齡

孵化後的仔魚 , 體呈半透明狀 , 此種體色對游泳能

力尚弱的仔魚具有保護色的作用。剛孵化之仔魚全長

約為 1.67 mm '
有一個大卵黃囊 , 油球在卵黃囊的前

下方
,
仔魚、懸浮於水中

, 腹部朝上 , 頭部作的度朝

下傾斜
,
賭尚未分化

,
呈原賭狀

, 仔魚、偶而作短而急

速的游動。

第 1 日齡

在水溫品 -28
υ

C1" 孵化後 24 小時
,
仔魚全長已

達 2.6 mm' 此時仔魚的胸賭原基已經開始出現
,
其

他的賭尚未分化 , 呈原賭狀 , 胸賭較早分化形成 , 可

能有利於仔魚維持在水中的平衡及方位調節。因為卵

黃囊中的卵黃逐漸被吸收
,
故仔魚的體形顯得修長

,

隨著打氣的水流飄浮在水層中
,
僅偶而作短暫的 i推

動 , 仔魚的體表開始產生一些不連續的銀黃色斑點 ,

由水面觀之清析可見。

第 2 日齡

孵化後的小時 , 仔魚的全長為 2.8 mm' 長度沒

有明顯的增加 , 顯示由母體而來的大部份內在性營養

在第 1 日齡時
,
大部份已經被利用

,
此階段僅胸賭

已長成 ,
其餘各賭維持原賭狀

, 眼睛已經開始產生黑

色素 , 但尚未能維持正常的游泳姿勢
,
故尚未能攝

食。

第 3 日齡

孵化後第 3 天
,
約在 62 小時

, 仔魚的全長為 2.8

mm' 此階段的仔魚已經可以維持正常的游泳姿勢
,

且遇外物接近 , 會迅速的避開
, 仔魚一般均集中在打

氣附近的中上水層中
, 此乃因為打氣會造成水流的循

環
, 產生一個水流較不滾動的水域

,
仔魚、大部份均集

中在該處。仔魚的軀幹有三個黑色素斑紋 , 分別為眼

後之背部、j由球處之背部以及肛門處之背部 , 黑色的

斑點隨著仔魚的成長 , 由上述三個黑斑點 , 逐漸擴

大
, 隨成長一直擴散至整個軀幹。

第 6 日齡

仔魚的全長已達 3.6 mm' 從水面觀之 , 由於眼後

及油球處之背部的斑點擴大融合為一
, 故僅剩三個黑

色的斑點。仔魚的游動 , 會間斷性的轉向
, 覓食的行

為相當明顯
, 此階段尚攝食輪蟲

,
故仔魚間的體形差

異不大。

第 12 日齡

第 12 日齡的仔魚全長已達 5.8 mm' 其體表的顏

色除緝部及尾柄外
, 軀幹部位已經有濃密的黑色素

,

全長 5.2 mm 的仔魚
, 軀幹的了半佈滿黑色素

,
黑變

後的仔魚
, 其眼框的銀色素更加明顯。在室外的培養

池
, 此階段的仔魚開始傾向分布於底部較黑暗處

,
顯

示仔魚體色的變化和其生態習性有密切的關 f 系
,
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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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仔魚 ,
因密度較高及打氣較密集之故 ,

無法明顯

表現此種習性。此階段仔魚的成長差異 , 已經明顯的

增大。在桶子的環境下 ,
如果水色太淡 ,

仔魚會有依

壁或撞壁的行為。

第 18 日齡

仔魚已成長至全長 13 mr 洞
,
如果投餵撓足類 ,

少

數成長較為迅速的仔魚
,
背部開始會出現褐色的體

色 ,
此階段仔魚的成長極為迅速 ,

並分布於底層居
�
二:Y 0

第 24 日齡

仔魚已成長至全長 16 mm' 仔魚間的成長差異更

為明顯 , 開始發現有殘食的現象 , 被喙死的仔魚、沉於
池底

,
不易察覺

,
故此階段應盡量投餵充足的餌料 o

第 30 日齡

最大的仔魚已達 25 mm
' 身體之黑色素已經擴散

至尾柄末端 , 故魚苗之體色為深黑色 ,
有趨向底層生

活的現象 , 往後在 2+ 月齡內
,
十1} 逐漸轉變成與成魚

相似的鮮豔體色υ此階段仔魚較能忍受篩選過程及搬

池的緊迫 , 應在此時篩選區分大小 ,
以提高仔魚的活

存率 , 篩選大小後
, 約一週左右 ,

即可以出售或移至

養成池繼續飼養 O

第 42 日齡

此階段仔魚的平均全長為 36:1:10.1 mm
' 平均體重

為 0.94:1:0.78 g
,
此時的仔魚如果營養充足 , 體色相

當鮮豔
,
稍大後體色再變為較淡的顏色。在商業化的

魚苗生產 , 所使用魚苗培育池為室外池 ,
如果魚苗培

育期間 , 水溫均在適溫範圍 , 約 1 個月左右 , 成長

較為迅速的魚苗 ,
即可出售

,
篩選後

,
分出成長較慢

的魚苗 ,
則需培育 35-40 天

,
方可出售 O

據漁民表示
, 在一般的非生殖季節 , 可以利用垂釣的

方式
,
在岩礁海域釣獲此魚 , 而拖網漁船在非生殖季

節時
,
亦可在岩礁的附近零星捕獲此種魚類 , 但生殖

季節時
,
在遠離岩礁的特定海域

,
拖網漁船即能大星

捕獲此等魚類
, 顯示此種魚類在生殖季節時有離開岩

礁海域
,
群集至離沿岸不遠的海域犀卵之習性

, 以利

其後代在餌料較為充足的治岸及河 r-! 地區獲取食

物 o 仔魚在初期的階段 , 體色透明 , 在成長的過程中

逐漸改變體色 , 以適應不同的棲息環境 , 仔魚的軀幹

之體色為何會逐漸變為黑色 ,
再改變為鮮艷的體色

,

可能為生存在天然海域的仔魚 , 於成長的河口或治岸

水域
,
遷移至適合幼魚、成長的岩礁海域間 , 必須經過

泥砂質底層的暗色海域
,
為適應環境所形成的黑色保

護色 , 1 + 個月齡的魚苗 , 逐漸變成鮮豔的體色
,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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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經遷移至岩礁或珊瑚礁的海域有關 ,
此等魚苗為

適應不同的棲息環境 ,
演化出適應環境的多樣化體色

作為保護色
,
以增加生存的機會 , 不得不今人嘆服。

一一三
�-+ ←

二二、在 J 丘7

孵化後第 3 天 ,
約 62 小時 , 仔魚之全長為 2.8

mm' 可開始投餵牡蠣受精卵及以 150 網目的浮游生

物網篩選出的小輪蟲
,
並加入少詐的扁藻藻水。仔魚

是否已經會開始攝餌 , 可由仔魚眼睛的黑色素是否已

經生成及是否能正常游泳 ,
作為開始投餌的依據

,
開

始攝餌的仔魚會不斷的左右轉向 , 並作短距離的前進

游動 O 仔魚的成長甚為迅速 ,
第 9 日齡的魚苗

, 全

長已經可達 4.3 mm
' 除了繼續投餵輪蟲外

,
亦開始

投餵剛孵化的豐年蝦無節幼蟲 ,
第 13 天時

,
發現在

桶中飼育的仔魚之肛門有黏性絲狀物質 , 偶而二尾 ff
魚會纏繞在一起 , 此現象可能和仔舟、攝食豐年幼蟲

蝦
,
造成消化不良令關 ,

囚為室外 100 川的池子之

仔魚
, 立在沒有發生此種現象。到第 19 天 ,

亦就是投

餵悍,年蝦幼蟲後的第 10 天時 , 開始發現 FRP 纖維

桶中之仔魚會在水中打轉
, 並大量死亡 ,

而 100m2 之

室外池則安然無萃
,
經連續死亡 4-5 天後

,
所剩下

的仔魚移往室外 50 m2 之砂質底池子 , 並兼投撓足

類 , 幸存者會恢復正常 , 故可推論為僅投餵豐年蝦幼

蟲 ' 營養不足
, 導致仔魚大量死亡 O 桶中飼育的仔魚 ,

由於發生此現象 , 在搬移至 50 m2 的砂泥質底的池子

後
,
僅獲得 300 尾魚苗

,
活存率約為 0.5 %' 而 100

m2 的池子
,
魚苗的活存率則達 18 % ' 約 2,000 尾

包苗 o

仔魚成長至 20 天後
,
由於個體間的成長差異增

大
, 體長相當懸殊

,
嚴重的殘食現象亦是造成活存率

低下的主要原因 O 海水魚苗的成長差異太大
,
在後期

階段
, 會因殘食而嚴重降低活存率。造成海水魚苗成

長差異的因素
, 包括仔魚密度太高、因光線或育苗設

備的不適
, 影響仔魚的穩定性 , 間接影響仔魚的正常

攝食 , 此外 , 餌料不足、太早投餵豐年蝦幼蟲或撓足

類等亦容易造成魚苗成長的差異。在大量生產花軟唇

魚苗的過程中
,
初期階段的仔魚之活存率均相當高

,

但在後期階段的魚苗如果沒有篩選
,
會因殘食

之故
, 嚴重降低魚苗的活存束。青甘穆 Serio/a

quinqueradiata 在第 23 日齡後亦開始會出現殘食

的行為
(6) ,
此種殘食的行為在第 33 日齡後會逐漸降

低
, 改為群游的習性

, 此種殘食的習性並和水溫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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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的強弱有密切的關係
(7)

。

關於海水魚仔魚攝食豐年蝦幼蟲後發生仔魚死亡

的現象
,
在培育其它海水魚額的魚苗亦有類似的現

象
, 例如臭都魚 Sig 凹的 lineatus 仔魚

,
其頭部的顏

色在開始轉變為棕色的變態期時
,
如果以太多未滋養

的豐年蝦幼蟲投餵仔魚時 , 會發生仔魚旋轉的現象 ,

嚴重者會造成死亡
, 減低投餵量或停止投餵豐年蝦幼

蟲時
, 仔魚的旋轉症或死亡的現象即可避免

(8)
。以沒

有經過高度不飽和脂肪酸滋養的豐年蝦幼蟲所投餵

的金臼鱷仔魚
,
在變態前會造成 93% 的死亡率

(q)

。經

更進一步的實驗証明 , 金目鱷仔魚在第 20 日齡起 ,

開始更需要攝取高度不飽和脂肪酸
, 仔魚活存至第

23 日齡時 , 活存率會明顯的下降
, 至第 27 日齡時

會完全的死亡
,
當發現仔魚開始死亡時

,
即開始投餵

含有高度不飽和脂肪酸的豐年蝦幼蟲
,
在 2 天內即

發現仔魚不再死亡
, 如果在開始出現死亡的前 2

天
,
亦即第 20 日齡時

, 開始投餵滋養的豐年蝦幼蟲
,

即可以避免仔魚的死亡
(10)
。此項研究結果顯示

,
海水仔

魚在變態時需要由食物中攝取充足的 EPA

(Eicosapentaenoic ac 肘 20:5n-3) 及 DHA

( Decosahexaenoic acid, 22:5n-3) ,如果食物中不含有這

些營養成份 , 仔魚、將顯現異常的游泳行為
, 並可能在不

久後即死亡 O 本實驗發現 FRP 纖維桶中之花軟唇仔魚

在第 19 日齡時有大量死亡的現象
,
在室外培育池的仔

魚
, 可能因為有較多的天然餌料可攝食

, 則沒有發生此

種現象
,
因此

, 可以說仔魚、發生大量死亡的現象
,
跟投

餵營養不足的盟年蝦幼蟲有密切的關係。

在培育海水魚苗的中期後
, 所使用的餌料最主要為

撓足類
, 本試驗因有投餵一些撓足類在室外培養池

中
, 故魚苗的成長及活存率均比在桶中培育魚苗高。

商業化培育海水魚苗
, 所使用的構足類均收集自半淡

鹹水的池子
, 因池子的藻相隨季節之不同有極大的差

異
, 藻類營養成份的不同

, 會影響濾食此等藻類的撓

足類等動物性浮游生物之營養成份
,
間接影響攝食此

等撓足類的魚苗品質。在低鹽度池中收集的撓足類
,

如果收集撓足類的過程中 , 附肢嚴重斷裂 , 投放至鹽

度較高的仔魚培育池後
, 活存率不高 , 如果投餵太

多
, 會敗壞水質

, 尤應特別注意。此外 , 如果撓足類

被鐘形蟲嚴重寄生後
, 活動力差

, 會沉於池底
,
不易

被仔魚攝食
, 亦應注意。

培育海水魚苗時
, 常在育苗池中加入微細藻類

,
加

入微藻的功用為穩定水質
, 藻類可作為輪蟲的餌料

,

維持輪蟲的營養 , 並降低透明度 , 以增進仔魚在育苗

163

桶中的穩定性 , 維持仔魚的正常攝餌行為 , 使仔魚的
成長趨於一致。在育苗桶中加入擬球藻
Nannochloropsis oculata 可以提高 15 日齡內的鳥

魚仔魚之活存率
(11)
。常用於加入育苗池中的藻類為扁

藻 ' 擬球藻及等鞭金藻 Isochrysis spp. ' 其對海水魚

苗所需的營養以擬球藻的含量最高 o 而且藻類如果在

育苗池中過度的草生或是突然的衰敗死亡
, 會惡化水

質
, 反而會影響仔魚的活存

, f子魚與藻類的關系 , 猶

如船與水
,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也

, 在育苗池中加入

藻水的育苗方式之另一缺點為 , 增加培養藻類的人力

支出。此外 , 培養藻類所添加的營養鹽
, 如尿素及硫

酸氯等鹽類 , 在未被藻類充份吸收前
, 隨藻類移入育

苗池中
, 亦是影響水質的負面因子。

桶式及一般室內型硬池式的育苗 , 在放入受精卵

峙
, 水質管理的策略之一 , 為育苗桶的水位

,
可僅保

持正常滿水位的 70-80% 左右
, 以保留一部份的空

間
, 育苗的過程中

, 可以逐漸添加藻水及新鮮的海

水
, 因為仔魚在初期的階段相當細小

, 不易換水
,
育

苗之初
, 如以過濾網置於育苗池中

,
將育苗水抽出池

外
, 置換新水

,
恐將{子魚、吸附在網上

, 故在仔魚、初期

的階段
, 可以採逐漸添加新鮮海水及藻水

,
增高水位

的方式
, 以降低因投餌等所導致水質惡化的程度

,
待

仔魚稍大後再採流水式的方式換水
, 但在初期階段 ,

水位如果太低
, 亦不易觀察仔魚攝餌的狀況。

育苗期間
, 雖然育苗桶中僅投餵綠水及輪蟲

, 但仍

然發生相當多的纖毛蟲 '
由於纖毛蟲體形小且游泳速

度快
,
仔魚不易將其攝食

, 織毛蟲增殖速度叉快
, 其

密度每毫升可達數百隻以上。由於纖毛蟲的發生
,
會

造成藻類迅速被纖毛蟲攝食殆盡
, 如果沒有繼續再添

加足夠的藻類
, 貝 |歸宿蟲因缺乏食物

,
會降低營養的成

份
, 仔魚攝食此等輪蟲 '

會有不利的影響。除了上述

現象外
, 纖毛蟲尚有可能消耗飼育水中的溶氧及敗壞

水質
, 但由本實驗的結果觀之

, 纖毛蟲除了與輪蟲爭

食藻類外
, 似乎末發現織毛蟲對仔魚有立即且直接有

害的影響 O

育苗的系統一般可分成室內及室外型
, 均各有

其優缺點 (Table 2), 室內型的育苗環境因較為穩

定
, 故在育苗的初期階段

, 仔魚的活存率較高
,

但在育苗的中後期
, 因水質控制不易

, 常常導致

魚苗的死亡
, 室外型的育苗系統剛好相反

,
故融

合兩者的優點
, 在魚苗的初期階段

, 以室內型的

方式培育魚苗
, 培育 7 -10 天後再移至室外池培

育
, 較能提高魚苗的活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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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張賜玲

A comparison of indoor and outdoor syst 巳 ms in marine finfish fry production

Attributes

Survival rate at early larval stage

Feed supply and water control at

late larval stage

Larval growth

Fry quality

Production cost

Filamentous algal growth

謝辭

花軟存得以繁殖成功
,
由衷的感謝東港漁民顏志鵬先

生
,
熱心的將捕獲的野生種魚運至木所東港分所進行人工

繁殖研究
,
並培育出魚苗。其次

,
尤應感謝前東港水產職

業學校實習生張煙博同學
,
在晚上十一點左右巡視待產的

種魚時
,
將水面的氣泡誤視為種魚、已經產卵

,
催促筆者進

一步檢而且種魚,
得以將第一尾花軟唇種魚成功完成人工授

精並孵育出魚苗。此外 ,
並感謝本分所蘇惠美博士提供的

藻種
,
以利仔魚培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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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and Larval Rearing of Three-Banded
Sweetlip Plectorhinchus cinctus

Abstract

Three-banded sweetlip Plectorhinchus cinctus belongs to the family Haemulidae. The fertilized eggs are

transparent and their diameters range from 0.78 mm to 0.82 mm. The eggs contain a single globule which has a

diameter of 0.21 mm. In salinity of 31 p 阱 , the fertilized eggs are suspending in the water column. At water

temperature of 26-28
�

C and salinity of 31 ppt, the larvae hatched at 21 hours after fertilization. The total lengths

of the newly hatched larvae, 24 hours and 48 hours old were 1.67 mm, 2.6 mm and 2.8 mm, respectively. The

larvae of 2.8 mm in total length were found to start first feeding at about 62 hours after fertilization. At water

temperature of 26-29
�

C and salinity of 30-32 p 阱 , the mean total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the 42 days old fry

were 36 士 10.1 mm and 0.94:t0.78 g, respectively. The body coloration changed with the growth from transparent

in newly-hatched larvae to deep black color in 12 days old and turn gradually to yellow-brownish color after

one month old. The feeds for larvae include oyster C 叮叮 ostrea gigas embryos, rotifers Brachionus plicatil 侶,
Artemias spp., cope pod and small shrimps Acetes spp.

Key words: Plectorhinchu5 cinctu5, Early development, Larval r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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