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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帶石斑 Epinephe/us /anceo/atus 之人工繁殖

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外引進之鞍帶石斑作為養殖魚種之可行性並確立其人工繁

殖技術。此次用於實驗之鞍帶石斑為 4-5 年齡之種魚
,
以 H 仁G 及 LHRH-a 催熟並促進其

排卵
,
觀察其產卵習性、胚胎發育、以及在不同鹽度下予以孵化 , 所獲得之一些資料摘述如

下 :

一、鞍帶石斑以外生殖孔發育情形和賀爾蒙催熟效果推論其生殖季節應在 5-10 月。

三、賀爾蒙之注射劑量
,
在繁殖季節之前期 5 和 6 月時 'H 仁G 劑量約為 390�400 IU

/ 旬 , LHRH-a 劑量為 41 �42 μ g/I 嗯
,
中期 HCG 則可降為 350 IU/ 旬

, LHRH-a 降

為 38 μ g/I 旬
, 即可得到良好效果。

三、鞍帶石斑在注射賀爾蒙後 48 小時左右即開始產卵
,
雄魚會追逐母魚並跳躍至水面

,

追逐時間可持續 6 小時左右。受精卵為圓球型、分離、浮性之透明卵 ,
卵徑為 0.80�0.89

mm' 油球一個
,
其直徑為 0.18�0.19 mm

'
在水溫 28�29

�

C 下 , 19 小時 36 分孵化 ,

孵化之仔魚體長為 1.65::1:: 0.12 mm 0

四、受精卵在不同鹽度下之孵化率及一天後之活存率有顯著差異。鹽度 30 ppt 之孵化率

達 90% 為最高
,
而 O 及 5 ppt 組之受精卵沒有孵化。孵化後一天之活存率亦以 30 ppt 組

之 84% 為最高
, 20 ppt 以下之各組 , 則全部死亡。

闢鐘詞 : 鞍帶石盟 , 人土繁殖 ,
胚胎發育

鞍帶石斑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俗名龍膽或龍聾

石斑
,
日名為夕 ? 力 l' 英名為 Giant grouper' 在

世界上 ,
分布相當廣泛 (1,2) ,

但台灣附近海域數量稀

少 , 臨近的東南亞海域則常見其蹤跡 , 不過 , 由於該
區域之市場需求量大 , 導致漁民 i監捕 , 情況嚴重 , 近
幾年來產量銳減 , 以至供不應求 , 因此 , 在八年前 ,

新加坡之水產研究機構已將本魚種列為主要開發對

象 o

鞍帶石 J;Xl 在東南亞地區有「石斑魚之王」之雅稱 ,

Grant(3) 提及
, 在昆士蘭會梅、獲一尾標本魚 , 體重為

288 kg ,
根據 FAO 記載

,
其和 Epinephelus itajara

號稱為巨石斑 , 是世界上最大體型之石斑 (3,4) 。本魚

種是由屏東龍個貿易公司戴昆財先生自新加坡引進

試養 , 1995 年起 , 該公司與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台東

何源興 , 陳艾義 , 廖一久 (1997) 鞍帶石斑
/anceo/atus 之人工繁殖 , 水產研究 , 5(2): 129-139

Epinephe/us

分所技術合作共同開發
, 雙方經一年多之努力終於突

破瓶頸 , 利用賀爾蒙催熟種魚 , 並使其在池中自然產

卵受精 , 受精率及孵化率均達 80% 左右 , 而魚苗之

育成方式和台灣目前養殖之其他石班魚相類似 (5,6)
。

本魚種之開發成功
,
可能會對目前台灣之石斑魚養殖

產生影響
,
原因是本魚種之成長速度快 (第一年可達

1.2"'3 旬
, 第二年可達 4.8�9 kg) 、市價比較高 (每

0.6 kg 目前市價為新台幣 800'" 1,200 元 ) , 而主要

市場是在國外 (包括日本、香港、中國、東南亞國家

及南韓卜

截至 1996 年底為止
,
台灣已繁殖成功之食用魚種有

的種之多
(7) ,
年產值超過 10 億新台幣 , 在國際水

產養殖科技界居於相當重要之地位 o 本魚、種之種魚培

育及利用賀爾蒙進行催熟促使種魚產卵受精成功
,
意

義重大 , 可作為今後開發新魚種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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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產主脅著育

種魚分別於 1992 及 1993 年 , 由新加坡進口 ,
總尾

數為 110 尾 ,
體重約 20�40 kg 0 利用室外飼育池大

小為 60 x 40 x 3耐
,
水深為 2.8 公尺

,
以純海水養

殖 ' 採 24 小時流水 , 鹽度為 25�33 P阱
, 用二台

水車打氣
,
池水多呈青綠色或棕褐色 ,

透明度約在
0.6�1.2 公尺。繁殖期間每月換池一次 ,

非繁殖季節

三個月換池一次。餌料種類為目孔、沙丁魚、就魚等 ,

其中就魚投餵時腹中填塞軟性飼料 (包括鰻魚粉狀飼

料、綜合維他命、魚油、白魚粉、維他命 c 、蝦殼及

其他微量元素等 ) , 投餌量約為體重之 2�3%
' 投餌

時間為 16:00 前後 ,
每隔 3�4 天投餵一次。經五

年培育
,
體重達約 40� 110 旬

,
其中雄魚 25 尾

,

雌魚兒尾 ,
其餘生殖腺未發育或無法判定雌雄。

二、聲謂之教主害與λ工忽郭

鞍帶石斑之雌雄判別 , 在非生殖季節比其他台灣常

見之養殖石斑魚困難 , 一般而言 , 瑪拉巴石理之雌性

魚和鞍帶石斑者類似 (8) , 生殖器外觀較大、平滑、凸

出而且形狀較圓 , 內有三個孔 , 上為肛門、中為生殖

孔
,
下為生殖孔頭

,
生殖孔里暗紅色而向外微張 , 生

殖季節時腹部會膨大柔軟 , 自開口處有許多細紋向外

輻射 O 鞍帶石斑之雌雄有部份雷同之特徵 , 但是雄魚
的生殖器外觀明顯較大 ,

生殖季節中期時腹部則肥滿

柔軟 , 而且可輕易地將精液擠出體外 , 甚至在搬運過

程中 , 精液會自然流出。在產卵季節選擇成熟度較佳

之種魚
,
以其卵徑及卵黃蓄積程度為依據 ,

在卵徑達

0.4 mm 以上時 ,
以人類胎盤絨毛膜性腺激素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HCG) 及黃體激素

釋放激素類似物 (Luteinizing Hormone-Releasing

Hormone analogue, LHRH 叫 (9-11) 二種賀爾蒙混合使

用。經數次預備試驗及結果選定 HCG 之使用劑量約

在 350�400 IU/ 旬 , LHRH-a 之使用劑量約在 38

�42 時/ 旬
, 注射液以生理食鹽水配製 ' 注射量控

制在 1.5�2 α ' 視魚體大小而定。在背肌進行皮下

注射
, 並連續注射一天或二天 ,

雄性魚之注射劑量為

雌性魚之三分之- 0 HCG 及 LHRH-a 來源均為台北

市勤裕企業公司由中國大陸寧波製藥廠進口後再製

而成
, HCG 每瓶單位為 50,000 IU

'
LHRH-a 每瓶

單位為 1,000 μ g 0

三、 ;if !l� 及安J 臂'!JijJ, 之收集

種魚、經賀爾蒙催熟後的 �48 小時即產卵 ,
雄魚、會

追逐母魚、且有跳躍至水面之激烈動作 , 一般產卵時間

在十七時至隔天二時左右 , 產卵時間極長 , 催熟後可

連續產卵約三天。產卵量以第一天最多並逐日遞減。

鞍帶石班受精卵在海水鹽度 26 ppt 以上時為浮性

卵
,
可依此特性利用水車之轉動在水車後面裝設收集

網 (56 網目
,
長 10 公尺 x 寬 8 公尺×深 1 公尺 ) 於

水面
,
受精卵會隨水流進入網中而達到收集之目的。

準備 0.5 噸 FRP 桶注入鹽度 30 ppt 以上之海水

後、再將受精卵置入,
先以 32 網目之抄網除去大型

雜質及絲藻 '
待良質卵浮於中、上層 , 而未受精之死

卵及其他雜物則會下沈至底部後 , 以虹吸管吸出 ,
再

將好、壞卵分別收集稱童 , 以瞭解產卵量、上浮率及

受精率之關係。再將受精卵移至 60 網目之孵化網
(圓形

,
直徑 1.2 公尺

,
深度 1 公尺 ) 中

,
以流水式

少量打氣方式加以孵化。

四、胚胎之凌晨?還E

種魚、於下午開始產卵後 , 以 56 目之手抄網自產卵

池中撈取少量受精卵於培養且上 ,
置於投影機下觀察

受精卵之胚胎發育情形 , 並測其卵徑及油球徑。將約

1,000 粒受精卵移入 500 ml 燒杯中並注入乾淨海

水 , 利用吸管將受精卵吸至凹槽載玻片上 , 並將過多
之水分吸除 , 水量剛好蓋過受精卵為宜 ,

以光學顯微

鏡 40 倍觀察並拍攝其胚胎發育之過程 ,
同時

, 加以

記錄時間、水溫與胚胎發育之關係直到孵化後 12 小

時 o

E 、平 'I 句堂會度7 亡之展'fIt 輝形/

不同鹽度下之孵化情形 , 因考慮到誤差問題乃採重

覆試驗 , 將天然海水稀釋為鹽度 33 、 30 、 25 、 20 、

15 、 10 、 5 及 0 ppt 等共計八組 , 利用 2 I 之透明

燒杯 , 內裝已調好之各種不同鹽度海水 , 然後將 2-

cell 期之受精卵置於培養且中 , 於投影機下計數。每

一試驗組中放入 100 個受精卵 ,
不打氣置於室溫下

孵化 , 觀察受精卵在不同鹽度下所在燒杯之位置 , 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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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後計算各組孵化率
, 孵化一天後再觀察其活存之情

形
, 並加以記錄。

六、虛度對安J劈頭5之法;沈住房撿

各取 100 個受精卵分別放入上述不同鹽度及淡水

中
, 以觀察其浮沈性。

結果

一、盧布5 育

種魚在本研究開始進行之死亡率為 5�10%' 掘業

者指出
, 主要原因是腹部漲氣及撞傷致死。但從 1994

年底開始 , 定期投餵就魚 , 並在填塞軟性飼料後 , 每

年之死亡率降至 1% 以下
, 甚至 1996 年及 1997

年
, 並無死亡記錄。攝食 |育形和瑪拉巴石斑不同

,
當

工作人員推單輪車運送餌料至池邊 , 種魚、即隨人影之

移動而移動 , 投餌時會衝至水面搶食 , 為避免魚體受

傷 , 投餵時最好將餌料分散並且離池邊一段距離 , 以

避免種魚撞上池璧。

二、生瘤改善會產斯堡若再

未成熟之鞍帶石斑之性徵外觀不明顯 , 亦無法以體

重來分辨雌雄
, 但在正常情況下 ,25 kg 以上之種魚

之生殖孔在其生殖季節 (5�10 月 ) 會明顯地紅腫並

漲大
, 雄性魚、亦會有相同情形。雄魚和瑪拉巴石斑不

同的是其精液在此時期很容易受外力擠壓而流出 ,
而

且流出量往往超過 20 cc
'
雄魚體重會達 25 � 80

旬
,
和雌魚不相上下 0 1996 年 5 月 ,

開始針對種魚

進行賀爾蒙催熟注射 ,
如 Table 1 所示

, 5 月 14 日

上午抽取魚卵 , 發現部份已達第三級卵黃細胞

(Tertiary yolk oocyte) , 卵徑達 0.4 mm 以上
, 以

HCG 350 IU/kg 體重進行背肌注射 ,5 月 15 日上

午
, 抽取卵徑已達 0.55 mm 以上

,
以 HCG 350 IU

/kg 混合 LHRH-a 叩開 /kg 注射 , 5 月 17 日

08:00 左右 ,
發現自然產卵 , 收集卵量約有 2,400,000

粒
, 卵徑為 0.8�0.85 mm '

但沒受精係過熟卵。 6

月 10 日 08:00, 抽取魚卵
,
發現卵徑達 0.45 mm 以

上 , 改變 5 月份之賀爾蒙注射方式 , 以 HCG310lU

/kg 混合 LHRH-a 32 時 /kg 注射。 6 月 11 日 ,
再

檢查卵徑 , 結果已達 0.58 mm 左右
, 施以 HCG 400

131

IU/kg 注射 ,6 月 13 日 09:50 結果發現產卵
,
產卵

量為 4,200,000 粒
,
卵徑為 0.8�0.86 mm ' 仍然沒

受精
, 為過熟卵。經過三個月來之催熟失敗後

,
發現

本魚種雄性種魚之數量較少且精液量不足 ,
雖然雌魚

已達成熟
, 但雄魚毫無追尾之現象。 7 至 10 月 ,

將賀爾蒙注射劑量提高
, HCG 濃度範圍在 320�

4001U/1 嗯
, LHRH-a 濃度範圍在 35�45 時/ 旬

,

注射次數為 2 次 , 結果得到不錯之產卵及受精結

果
, 而且每月份幾乎皆可連續產卵三天 , 其產卵量大

都以第一天為最高 , 而後逐漸減少。叉 , 1996 年各

月份上浮與上沈卵之變化如 Fig. 1 所示。

1997 年之鞍帶石斑荷爾蒙催熟與產卵之關係如

Table 2 所示 , 基於 1996 年利用荷爾蒙催熟的經

驗
, 本年度改變為每月催熟次數為一次

, 每次一針 ,

而且利用 HCG 及 LHRH-a 之混合注射
,
其濃度

HCG 為 350�400 IU/ 旬 , LHRH-a 為 38�42 時

/ 旬 , 注射濃度取決於生殖腺中卵徑之大小 , 結果 5
�9 月催熟後皆有令人滿意之產卵成果 ,5 月份產卵

量為 7,790,000 粒
,
平均受精率達 81.25% ' 卵徑為

0.83 � 0.87 mm
'

7 月份以 HCG 380 IU/kg 混合

LHRH-a 40 時 /kg 注射 , 結果產卵量大增至

1 帥 ,500,000 粒 ,
平均受精率為 82.23% '

卵徑為

0.83�0.88 mm 。

三、丘吉符f/f!: 與胚胎發育

鞍帶石斑之受精卵在室溫下之胚胎發育如 Table 3

所示 , 受精卵為圓球型、分離、浮性、透明卵 , 卵徑為
0.8 � 0.89 mm

'
油球數一個 , 油球徑為 0.18�0.19

mm' 在水溫 28� 29
�

C' 鹽度 32�32.5 ppt 下
,
受精

48 分鐘後分裂成 2-cell 期 , 1 小時後分裂成 4-cell 期

(Fig. (A)) , 再 1 小時 12 分鐘後分裂成品 cell 期 (Fig.

(B)) , 再 1 小時的分鐘後分裂成立 -cell 期 (Fig.
(C)) , 4 小時 5 分鐘後進入桑實期 (Morula stage; Fig.

(D))' 5 小時 20 分鐘後進入囊胚期 (Blastula stage; Fig.

(E)) 此後囊胚層形成
, 而且逐漸擴大 ,6 小時 40 分鐘

後囊胚開始
, 覆蓋卵黃 1/2 (Fig. (F)) , 9 小時 6 分鐘後

囊胚完全將卵黃覆蓋
,
胚體形成 (Fig. (G))

, 1 0 小時 21

分鐘後胚口 (B lastophore) 閉鎖 ,
庫氏胞 (Kuppfer

vesicle) 及眼胞 (Optic vesicle) 出現 (Fig. (H)) , 體節

(Somite) 逐漸明顯 ,13 小時 30 分鐘後心臟開始跳動

(Fig. (I)) , 胚體亦有抽動之現象
, 18 小時 10 分鐘?到丕

體之螞動加速 (Fig. (J)) , 19 小時 30 分鐘時 , 卵膜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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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
, 並由頭部先出卵膜 '6 分鐘f釘子魚、孵出 , 體長約

Date

May

nHUj

Jul.

Aug.

Sept.

Oct.

Table 1.

Time

14

15

09:30

09:40

1 .65 mm, Fig. (K)) 。

The induced maturation and ovulation of E. lanceolatus in 1996.

Injection

No. dose (IV or μ!g)

II

HCG 350

HCG 300

LHRH-a 30

17

10

08:00

08:00

II

HCG 310

LHRH 且 a 32

HCG 4001.

、
3

、
4111

08:30

09:50

08:40

II

HCG 320

LHRH-a 35

HCG 320

LHRH-a 35

HCG 400

13 08:30

III

II

HCG 350

LHRH-a 38

HCG 400

LHRH-a 40

445641.1112

08:30

20:30

21 :10

21 :15

09:30

II

HCG 400

LHRH-a 42

HCG 400

LHRH-a 43

25 09:00

II

H 仁G 400

LHRH-a 43

HCG 400

LHRH-a 45

rb7/RUEJ

勻

414qL7

』

19:50

20:30

20:40

08:50

25 20:25

26 20:40

a : Over-ripe (spawned).

N : Naturally spawned.

( ) : Oocyte diameter in mm.

24 09:00

戶
、

Jrb7,

7-7
色

?-

20:10

20:30

20:30

23 08:40

24 08:30

No. of eggs

spawned (x1O00)

2,400

4,200

3,000

6,000

2,400

24,000

3,600

1,200

18,000

6,000

1,800

6,000

2,400

Fertilization

rate (%)

O

O

7-QUfo

勻

/fO

勻
/

no--A

斗7',OOQU

noqLFL3788

83

86

Remarks

0 (0.8-0.85)

0 (0.8-0.86)

N (0.81-0.85)

N (0.81-0.86)

N (0.81-0.86)

N (0.81-0.86)

N (0.81-0.87)

N (0.82-0.87)

N (0.82-0.87)

N (0.83-0.87)

N (0.83-0.87)

N (0.83-0.88)

N (0.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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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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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事

Oct軍5ep.Aug.Ju 書Jun.May

鼠繽紛f鴻章 b

pelagic eggs

Demersal eggs
仁3
餾

Seasonal variation in numbers of pelagic and demersal eggs of E. /anceo/atus in 1996.Fig. 1.

Remarks

The induced maturation and ovulation of E. /anceo/atus in 1997.

fertilization

m 把你}
No . of eggs

spawned (xl000)

Injection

No. dose (IV or f.Jf:)

I HCG 400

LHRH-a 42

Time

Table 2.

Date

16:0019May

N (0.83-0.87)

N (0.85-0.86)

81

83

7,000

790

17:10

19:50

17:00

可

l28

7-qL

咱

l HCG 390

LHRH-a 41

nHU)

N (0.83-0.86)

N (0.83-0.87)

80.5

82

28,000

3,500

16:40

20:10

17:30

八

U1IQU

7&

弓,
ι

1l

N (0.83-0.88)

N (0.83-0.88)

N (0.84-0.88)

81.5

81.8

83.4

140,000

21,000

7,500

H 仁G 380

LHRH-a 40

16:55

19:30

20:40

18:00

。

126

747
ι

7,hTS

uj

N (0.84-0.88)

N (0.84-0.89)

N (0.84-0.89)

82.3

83.6

84

160,000

25,000

10,000

HCG 350

LHRH-a 38

17:20

20:00

20:30

18:00QUQJnUF3

1l1.

勻
,
也

1l

Aug.

N (0.84-0.88)

N (0.84-0.89)

N (0.84-0.89)

83.5

84

84.6

85,000

6,500

2,400

HCG 350

LHRH-a 40

17 17:30

18 20:20

19 20:40

N : Naturally spawned.
( ) : Oocyte diameter in mm.

S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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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the E. /anceo/atus. (A) 4-cell stage, (B) 8 司 16 cell stage, (仁 )

32-cell stage, (D) Morula stage, (E) Blastula stage, (F) Blastodisc expands about 1/2 yolk, (G)
Embryonic formation, (H) Eye and kuppfer's vesicle visible, (I) Heart beating started, (j)Embryonic
movement, (K) Hatching 1.65 士 0.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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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可用虛度 7否符排聯ift

鞍帶石斑之受精卵在不同盟度下之孵化情形如

Table 4 所示。受精卵大約發育至 2�16 細胞期 ,

水溫 28� 29 �

C' 鹽度 33 ppt ' 皆浮於水面
, 只有

極少部份懸浮於中上層。鹽度 30 ppt 時
,
大部份浮

於水面
, 而少部份懸浮於中、上層 , 鹽度 25 ppt 時

會緩慢下沈 0 20� 30 分鐘後 , 大部份沈於底部。而

鹽度 20 ppt 以下之各組
, 則受精卵很快便沈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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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5 ppt 組及淡水組在4�6 小時後 ,
受精卵逐漸

變白。10 及 1 5 ppt 兩組 , 12 小時後 ,
受精卵部份

變自濁 , 而水質開始變惡。鹽度 20 及 25 ppt 兩

組之受精卵雖沈於底部
,
但並未有變白之跡象 o 受

精後 19 小時 30 分鐘左右開始孵化
,
以鹽度 30

ppt 組之平均孵化率 90% 為最高 ,
鹽度 33 ppt 組

之孵化率 88% 次之 , 5 ppt 及淡水組則不見孵化。

孵化後一天之平均活存率以 30 ppt 組之 84% 最

佳
, 其次是 33 ppt 組之 80% '

25 ppt 組之活存率

為 65% '
其餘各組則全部死亡。

Table 3.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fertilized eggs of E. lanceolatus.

Duration Water temperature

( τ j、

.',-mman',.
、

00:00 28.6

00:48 28.5

nunu-nu 28.5

01 :12 28.4

01 :23 28.4

。 1 :43 28.5

02:15 28.4

02:57 28.6

04:05 28.6

05:20 28.7

06:40 28.6

09:06 28.6

10:21 28.7

14:50 28.8

16:40 28.9

18:10 28.9

19:36 29.0

E 、 互會度對安綜'Pf/Z 主tn: 佐霸主亨

鹽度對受精卵之浮沈性試驗結果發現
,
水溫在 28

�29 �

C 下 , 鹽度在 30 ppt 以上時 , 受精卵皆懸浮
於水之中上層 , 但鹽度為 25 ppt 之組則在約 30 分
鐘內會慢慢下沈至杯底。 25 ppt 以下之各組則均皆快

速下沈至杯底 o

Development stage

Fertilized eggs (0.80-0.89 mm)

。 jl globule (0.18-0.19 mm)

2-cell stage

4-cell stage

8-cell stage

1 6-cell stage

32-cell stage

64-cell stage

Multi-cell stage

Morula stage

Blastula stage

1/2of yolk is covered with blastodisc

Embryo formation

Eye and Kuppfer's visible

Tail free from yolk sac

Optical lens distinct 19, somites

Embryonic movement, 25 somites

Hatching, 1.65 士 0.12 mm

討論

鞍帶石斑生棲在東南亞各國
, 包括香港、新加

坡、印尼、泰國、越南等海域, 當地漁民捕獲種魚

後
, 以活魚運輸方式先移至海上箱網蓄養

, 待種魚

開始攝餌、活力恢復後 , 再空運至台灣。由於捕撈、

蓄養、包裝、空運及檢疫通關等過程所帶來之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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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 會導致一些種魚之死亡 ,

因而使繁殖業者取得

種魚之成本提高。剛由國外購回之種魚大都有一些

明顯之外傷 ,
利用富來頓 (Furazolidone) 2 ppm '

連續藥浴三次後 , 皆可痊癒。有一次購入 30 尾種

Table 4.

魚
,
因故未能即時用富來頓予以消毒殺菌 ,

結果經

過二星期後 , 發現魚體發生嚴重潰腐現象 , 並有一

些種魚死亡之情形發生 , 後來經施用藥物後 , 病情
很快穩定 o

Hatching of fertilized eggs of E. /anceo/atus at various salinities.

Salinity

且eQ
33

Temp. ( 亡 ) No. of

ferti 佐証盟S

10028.5

30 28.5 nunu1

25 28.5 nunu1

20 28.5 100

15 28.5 100

nu 28.5 nunu1

5 28.5 nunu1

O 28.5 100

種魚進口後 , 在池中經三年之培育 , 部份雌魚已經

成熟
,
而雄魚在 7-9 月亦可輕易地將精液擠出

,
而

與赤點紅斑 E. akaara 之雄魚每次僅能擠出少量之

精液
, 只能治體壁流出一點點 (12)

相較之下
,
本種舟、

在產卵季節產精量算是豐富。此魚、種之雌魚、體重介於

30'" 11 0 公斤 ,
雄魚介於 34'" 120 公斤 ,

體型大小

差異並不大 , 此一情形和瑪拉巴石斑體長 110 公分

以下全為雌魚、, 125 公分以上全為雄魚 , 11
0'"

1 24

公分之間雌雄皆有 (此期為性轉變期 ) 之結果大不相

同
(13) 。一般石班魚類而言 ,

其性徵分化屬於雌性先

熟型 Protogynous hermaphroditism
(14) ,

在天然環境

下
, 賀爾蒙之分泌偏向雌性 , 雌魚變為雄魚之時間需

要很長(15,16) , Tan et al.(14) 指出
,
體重 11 公斤以上之

驢滑石斑 E. tauvina ' 或體長超過 74 公分者均為雄

魚 , Moore and Labisky(17) 指出 , Snowy grouper 之

雌魚係於四 ~ 五歲達性成熟 , 雄魚則最早都在七 ~ 九
歲

, 超過八歲時 , 雄魚之比例會增加
,
在 144 尾標

本中
,
僅有 27 尾為雄魚 ,

佔 18.75% ; 瑪拉巴石斑

E. malabaricus 捕獲標本 62 尾中 ,
雄魚 14 尾佔

22.58%(13) , 而本種魚在 109 尾中
,
雄魚、 18 尾佔

16.5% 。

使用賀爾蒙影響內分泌系統是操縱魚類生殖作

用常用的方法
(18) , 但是 , 如何去選擇適合之賀爾

No. of

replication

2

Hatching

rate (幼
Survival rate on

one day after hatching () 的

88 80

2 90 84

2 76 65

2 53

2 25

2 12

2

2

蒙及正確之使用方式 , 確是成敗之關鍵。在本次研

究 1996 至 1997 年中
,
利用 HCG 及 LHRH-a 三種

賀爾蒙催熟之結果發現
, 在不同季節、卵徑、種魚

成熟度、注射次數、注射濃度、兩針之注射間隔時

間等
, 都會對鞍帶石斑之排卵造成影響。 1996 年 5

至 9 月間 ,
於每月潮汐大潮來臨前 1"'2 天

,
以

HCG 及 LHRH-a 進行催熟結果 ,
發現 5 月及 6

月
,
因是在生殖季節前期

,
此時雄魚之精液無法如

生殖中期之 7"'9 月時容易擠出 , 晴示水溫若末達

28-30
�

C
' 鞍帶石班之雄魚成熟度不足

,
因為本魚

種在 11 月份至隔年四月間低水溫時期腹部柔軟及

膨滿現象明顯降低 , 雄性魚之精液無法藉由外力之

擠壓而流出 , 五月以後伴隨水溫回升
, 種魚之外生

殖孔及腹部柔軟度明顯改變。因此 , 對此顛熱帶性

魚類移到台灣進行人工繁殖
, 必須考慮到水溫之問

題。 1997 年以後 , 生殖季節來臨 , 雌魚之腹部明

顯柔軟及膨大
, 而生殖孔亦明顯潮紅 , 雄魚之腹部

亦柔軟膨大
, 精液易受外力擠壓而自然流出

,
使用

HCG 及 LHRH-a 催熟 , 雖然僅注射一針 ,
都有不

錯的產卵紀錄
, 而且受精率皆在 80% 以上 , 可見

種魚之生殖腺成熟度提高
, 則賀爾蒙注射劑量及注

射次數皆可減少 o 促使鞍帶石斑排卵較佳之條件為

以 7"'9 月為催熟時機
, 較青點石 J;lI 之 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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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俑魚魚、祖養成者 ) 延後 11川9例
)

。產卵之結果顯示 , 鞍帶石斑
之注射劑量 H 仁C 為 350�40 ∞OIU/k 均g , LHRH 圖

為 3兒8�4 位2 μ內g/k 均g 較為適當 , 而且注射一針即可

順利誘導種魚產卵。一般以賀爾蒙誘導成熟之過程

需較長期之刺激 , 過去均以利用多次注射來達成目

的 (20) , 但重覆操作容易造成種魚之緊迫 , 可能會

使賀爾蒙之效力降低及種魚產卵受到影響 , 為避免

此情況之發生 , 本魚種儘量減少爾蒙注射之次數 ,

使緊迫降至最低。目前 , 瑪拉巴石斑之產卵大都不

經由賀爾蒙之催熟而讓其自然產卵 , 其原因可能是

種魚已經成熟且適應養殖環境 , 不需外界注射賀爾

蒙就可自然產卵 ,
相信不久的將來

,
鞍帶石斑應也

可以達到這種地步 O

1996 年 ,
自然產卵之卵徑。 .8�0.89 mm

' 平

均為 0.85 mm 0 1997 年 ,
卵徑為 0.83 � 0.89

mm' 平均為 0.86mm ' 而 0.8-0.82 mm 卵徑較小

者 , 明顯減少 , 其可能原因為 , 種魚年齡之增長伴

隨成熟度提高、軟性飼料中營養之補充效果顯現及

荷爾蒙注射濟量、次數的減少 ,
因而

,
卵質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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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卵量亦增加 ,
尤其是 7 月份之產卵量增加 14.7

倍
,
而 8 月份增加 6.7 倍。其他石斑魚類之受精

卵之卵徑整理如 Table 5 所示
,
其中瑪拉巴石斑

(13)
、鎮點石斑

(15)
、會盧滑石斑

(21)
及青點石斑

(22)
皆

較鞍帶石斑之卵徑為大
, 而赤點石斑 (23)

及老鼠斑

之卵徑則較小。

鞍帶石斑之受精卵在 28� 29
�

C 下 ,
經 19 小時

36 分孵化 , 瑪拉巴石現在 22.2�25.6
�e 需 27 小

時 10 分
,
在 30

�

C 則僅需 19 小時 30 分孵化
(8) ,

可見水溫之高低決定孵化所需時間 o 因鞍帶石斑屬於

熱帶魚種
,
因此在 29�30oe 孵化

,
而其孵化率不受

影響
,
魚苗少有畸型情況發生

, 而瑪拉巴石斑在 30

℃孵化時 , 胚胎發育大都呈畸型 ,
活存率叉甚低

,

孵出之仔魚瘦弱 o 鞍帶石斑則孵化後之仔魚體長為

1 .65 mm
' 較瑪拉巴石斑

(13) 、鎮點石斑 (15) 、鱷滑石

斑
(21)
、青點石斑

(22) 及老鼠斑
(24) 等還小 , 但較赤點石

斑 (23)
為大 (Table 5) 。

將海水魚的受精卵置入不同盟度下孵化 , 其孵

化率隨鹽度下降而降低 , 花身雞魚 (27) 、黃錫鋼
(28)

Table 5. A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species of groupers of egg diameter, water temperature,
hatching time and fry length.

Chinese Hatching time Hatching fry

name (mm)

Eggs diameter Water temperature

(
"C) len 星的仰1m)

Scientific name

鞍帶石斑 Epinephe/us /anceo/atus 0.80-0.89

赤點石斑 Epinephe/us akaara 0.80

經形石斑 Epinephe/us sa/mo 日 ides 0.82-0.92

鎮點石斑 Epinephe/us amb/ycepha/us 0.88-0.91

鱷滑石斑 Epinephe/us tauvina 0.90

青點石斑 Epinephe/us (aria 0.90

赤點石斑 Epinephe/us akaara 0.7 -0.77

老鼠斑 Chromi/eptes a/tive/is 0.80-0.83

及嘉鱗魚
(29)
亦皆有此現象

, 同時 , 鹽度之高底亦

影響到孵化時間之長短 , 在低鹽度時 , 孵化所需
時間較長 , 如嘉鱗魚在水溫 21

�

C' 鹽度 30 P 阱
,

比在同一水溫鹽度為 35 ppt 時之孵化時間增加

65 分鐘 (29) , 鞍帶石斑亦有此結果。受精卵在鹽

Remarks
(hour)

28-29 19.6 1.65

25 24 曾 , 何 (1979)1.57

30 19.5 黃 , 顏 , 劉 (1987)1.7

22.8-23 湯 , 涂 , 蘇 (1979)43.5 2.0

27 23-25 Chen et al. (1977)1.7

27.8 1.65-1.7 葉 , 朱 , 丁 (1991)20.17

25-27 23-27 鵑 )11, 桶口 (1966)1.56

27 -28.4 湯 , 涂 , 蘇 (1979)22 1.8

度 30 P 阱
, 其孵化所需時間較 20 ppt 組減少約

20 分鐘 o 受精卵在鹽度 30 ppt 時
, 會浮於水上

層 , 33 ppt 以上時 , 除了每沒受精之卵外 , 皆會

浮於水面 , 而 5 ppt 以下之各組則全部下沈至底

部 , 與赤點石斑有相同之結果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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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s on the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Giant Grouper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feasibility of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the giant grouper Epinephelus lancealatus.

Experiments with HCG and LHRH-a injection were conducted to observe the spawning behavior,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hatching.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Spawning season extended from May to October.

Dosages of 390-400 IU/kg HCG and 41-42 時 /kg LHRH-a body weight were used for injection during the

early spawning season in May and June, and 350 IU/kg HCG and 38 時 /kg LHRH-a body weight in the mid

spawning season.

Ovulation occurred about 48 h after injection and once per month. After injection, males jumped as part of

chasing the females. The chasing behaviour lasted for six hours. The fertilized eggs were pelagic, spherical, and

transparent. They ranged 0.80-0.89 mm in diameter, and each had an oil droplet of 0.18-0.19 mm in diameter.

The fertilization rate was 80%. Incubation period was approximately 19 h 36 min at the water temperature of

28-29
�

C. The newly hatched larva was 1.65 mm in length.

Hatching rate of fertilized eggs and survival rate of newly hatched larvae varied significantly with salinities.

Hatching rate was highest (90%) at 30 p 阱 , but hatching failed at salinities ranging from 0 to 5 ppt. The survival

rate of newly hatched larvae was highest (84%) at 30 ppt. Newly hatched larvae did not survive at the salinities

lower than 20 ppt.

Key words: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Artificial propagation, Embryonic development

Ho, Y. S., W. Y. Chen and I C. Liao (1997) Experiments on the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giant grouper Epinephe/us /anceo/atus. ].
Taiwan Fish. Res., 5(2): 129-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