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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研究石體生物學

彭弘光﹒劉富光

of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Biolog)
Acrossoche. 必'/s formosanus

n

Hung-Kuang Peng and Fu-Kuang Liu

Samples of Acrossocheilus [on η osanus were collected in the surrounding

waters of Tapu dam in Omei, Hsinchu from June 1989 to June 1990.

The body weight, total length, gonad weight of the samples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length and body weight was indicat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s:

Female W = 1.83 X 10-2 L
3.0964 (r = 0.9781)

Male W = 2.14 X 10-2 L3.O363 (r = 0.9786)

The monthly ct.lnges of both GSI and C.F. were similar, with the peak in

May. The spawning season is estimated from May to June.

The dominant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otal length and body weight are

8-14 cm and 8-16 g,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length of biological minimum size of female and male are 8-9

cm and 6.5-7 cm,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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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本省河川魚類資源豐富

, 向為沿岸居民主要之蛋白頭
, 其中不乏國人喜愛之魚種 , 如鱷魚、石館

等口〉。過去有關河川魚頭之研究
, 學衛機構與民間均以塵區魚為主 , 諸如個魚之生物學研究、人工繁

殖、受精卵之胚胎發育、魚苗培育及養成等一系列之研究均已獲得初步的成果閃閃
, 但石值之研究

資料則向付闕姐。有鑑於 i比
, 本研究乃針對石績之生物特性加以探討 , 以期建立養殖基本參考資料 ,

進而評估其養殖可行性和經濟敷益。

前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之魚類標本 , 係從 1989 年 6 月至 1990 年 6 月止
, 按月委請新竹縣峨眉鄉彭姓業者

在中興庄大埔水庫集水區附近以電器捕魚裝置捕獲之石艙
, 帶回實驗室後

, 捌其體畏、體重、生殖腺

童 , 以瞭解在自然生態環單中石籲體長、體重以及 GSI 之月變化 , 從而今u 定其生殖季節。生殖腺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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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I ) 及肥繡度 ( C.F.) 之捌定公式如下 :

as I (%)= (aW/BW) X 100

C.F.(9 屆 ) = ( BW /(BL)3J X 1000

式中 ow 為生殖腺重 ( g )

BW 為體重 ( g )

BL 為體長 (em )

為暸解體重與體畏的關係 , 可以 W=aU 衰示之 ,
式中 W 為體重 (g).L 為體長 ( 伽 ) .而 a 、 b

為常數。

結果與討論

一、體長與體重之關係

體長興體重之關係除了在生物學上研究具有重要性外 , 在族群解析方面 ,
體長、體重之相互換算

亦非常有參考價值
( 4)

。試驗分析 110 尾雌魚及 105 尾雄魚所得的體重對體畏的關係分別如圖 I 所示
,
其關係式如下 :

雌魚

雄魚

W= 1.83 X lO-zu.oe “

W= 2.14 X 10-zU.o3 目

(r=0.9781)

( r = 0.9786 )

式中 W 為體重 ( g )

L 為體長 (em )

二、生殖腺指數

生殖腺指數月平均值變化一年中以 9 月份及整年 3 、 4 、 5 月份較高〈圖 2 ) .雌魚 3--5 月份
之 aSI 值在 4.5--7.3% 閉 , 以 5 月份之 7.3 % 最高 ,

而雄魚 3--5 月份之 Gsr 在 3.5--4.7% 之間
。生殖腺指數一年中以 12 月份最低 , 雌魚為 1.2 鬼 ,

雄魚為 0.2 鬼。 6--8 月的生殖腺指數雌魚比雄
魚低 ,

其他月份則比誰魚高 , 但雌雄魚的 aSI 之月變化大致相似。生殖腺指數隨生殖臨之成熟、士曾重
而增大 : 當生殖腺指數由最高值而降低之際 , 即為產卵或排精時期的間 , 因此大埔水庫集水區之石
錯其產卵盛期推翻為 5--6 月 , 比個魚之產卵期 3--4 月的第晚。
三、肥滿度

肥滿度係反映生聽腺之成熟狀態
(7) 【 8)( 的 , 其一年中之月變化情形如圍 2 、圖 3 所示。雌魚以 9

月份之 25.8 % .童年 5 月份之 26.3 予答 . 6 月份之 25.99 屆較高 , 雄魚以 9 月份之 25.4 %及整年 5 月
份之 25 : 1 9屆較高 , 雌魚、雄魚之肥滿度均以 12 月份最低〈圖 3 ) 。由圖 2 及圖 3 比較 , 生殖臨指數
和肥滿度之月變化大致相似 ,

平均值均以 5 月份為最高 . 12 、 1 、 2 三個月較低 ,
即肥滿度最大時即

為成熟盛期 ,
而肥滿度達到最高開始下降時正是產卵開始。肥滿度在 12 月份及墾年 1 、 2 月最低 ,

可
能因水溫下降攝食能力降低所致。

四、體長、體重組成

體長組成在 6 -- 10 月份以全長 8 -- 10 公分者最多 , 約佔 46 -- 69 % .其次為全長 10 -- 12 公分
者約伯 20 -- 30 % ( 圖 4) � 11 月到整年 5 月份則以 10 -- 12 公分者居多 ,

約佔 30 -- 50 % .其改
為 8--10 公分者佔 14 -- 34 % 。經一年之測定各月份體長組成大都分佈在 8 -- 14 公分之間。體重分

佈主要在 8 -- 16 公克之間 ( 圖 5)'6--8 月份魚體重平均幾乎在 20 公克以下 . 9 月份到整年之 5

月份平均體重 20 公克以上之魚稍有增加 , 但所佔比率還是很低。本試驗所探集的石縮體型均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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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另有大型魚未在安捕獲 , 有待進一步調查探究。

五、體長與生殖腺

石績不論雌雄 ,
在繁殖季節都有追星出現 , 因此必額以擠壓腹部是否有自色精被從生殖孔泄出來

辨別其雌雄。此外 , 自然界中同齡之石縮雌魚比雄魚大 , 亦可藉此分辨雌雄。
石館卵巢重隨著其體長之增大而增加 , 但有些關係並不明顯 ( 圖 6 ) , 雄魚之精巢重亦隨著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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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繽體長與生殖腺軍閥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length and gonad weight of Acrossocheilus formosanus.

長之增大而增加 , 且較雌魚明顯 , 和個魚之情形撞類倒。
由本試驗調查發現石備雌魚之體型比雄魚大 , 其生物最小體型 , 雌魚大約在體長 8--9 公分之間

, 而雄魚貝。在體長 6.5 -- 7 公分之間。

摘 要

本報告所使用之魚類標本為 1989 年 6 月起至 1990 年 6 月 1上
,
在新竹縣峨眉鄉大埔水庫集水區附

近所探捕之石饋 , 帶回實驗室測其體長、體重、生殖腺畫等 , 其結果略述如下 :
1. 體長 ( L ) 與體重 (W ) 之蹦係式如下 :

雌魚

雄魚

W = 1.83 X 10-2 L'.O9&. ( r = 0.9781 )

( r =0.9786)w = 2.14 X 10-2 L 恥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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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殖腺指數和肥滿度之月變化極為相似且均以 5 月份最高
,

12 月份最低。推定產卵盛期為 5--

6 月。

3. 經一年之調查測定石體體長組成大都分佈在 8 -- 14 公分 , 體重分佈主要在 8 --16 公克。

4. 生物最小體型雌魚大約在體長 8--9 公分 , 而雄魚則在體長 6.5 -- 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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