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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鯨之人為自然產卵及種苗大量生產試驗

呂明毅﹒周昱翰﹒吳純衡﹒林益于'1'1

Induced Spawning and Mass Production of the
Seedling of Yellow 圖 finned Black Porgy,

Acanthopagrus latus (Houttuyn)

Ming- Yih Leu, Yu-Han Chou, Chwen-Herng Wu, I -Chou Lin

To promote the techniques of natural spawning in captivity and mass pro-

duction, the seedling for yellow-finned black porgy (Acanthopagrus latus),

aged 4-yearbroodstocks, were induced to spawn in the indoor 100-m3 concrete

tank by treatment with hormone, Eight fry nursing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from 3 November, 1989 to 21, March, 1990.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female spawners could be induced to ovulate after treatment with either

500 LV. of Gonahormone (HCG) plus 0.25 mQ of Ovaprim or 0.5 mQ of

Ovaprim p 巴 r kilogram body weight of recipient fish. Spawning occurred

about 2-3 days after hormone injection.

The induced spawning tr 泊 Is were conducted from 2 November to 6 Decem ber

1989. The water temperature fluctuated between 18 and 25
� C during the

spawning period. The sex. ratio was I: 1. The average number of eggs collect-

ed per day was 356 x 104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eggs collected in the whole

period was 11,048 x 104 eggs. The rate of buoyant eggs was 83.6%.

Eight trials of mass larval rearing to the juvenile stage were conducted in

30- to 80-m3 tanks. A total of 44,173 juveniles of 9.6-29.4 mm TL. and
12,283 juveniles of 55.6-67.2 mm TL was harvested, for a grand total 56,456
juveniles. The average survial rate was 0.7% with a maximum of 1.8%.

Intestinal swelling frequently occured in fish larvae at 22-25 days after

hatching (5-8 mm TL), usually causing high mortality (over 80%). In addition,

cannibalism also resulted in mass mortality in 25-35 days old larval fish

(l0-15 mm TL) and appear to be attributable to problems related to size

variation.

2.

3.

4.

關鍵字 : 種苗、烏縣、催熟產卵、腹部膨滿症、互相殘食

Key words: Seedling, Acanthopagnts latus, Induced spawning, Intestinal swelling,

Cannib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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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鯨 Acantlwpagrus latus ( Houttuyn)
, 俗稱亦輯或赤翼仔 , 分布於西太平洋、澳洲、印度洋

、紅海及東非洲等水深 50 m 以下的沿岸、內窩仰 , 是量萬沿岸的高敵食用魚類。近年來因天然產量

有限 , 市場上供不應求 , 使其價格日益上漲 , 在本省已逐漸形成一種新興的養殖專業。產卵期約 9----

12 月間 , 與黑鍋 A. schlegeli ( Bleeker) 同為雌雄同體雄性先熟 ( protand ric hermaphrodite )'3)

,
多次產卵的魚類

E叫。其魚苗大都出現在沿岸的港商、 ?農場及淡海水交禮處
(5)(6) ,

因受天候及人為

因素影響頗鉅 , 所以探捕量常嫌不足 , 使養殖面積受到限制。
自 1971 年原田等的首先完成烏鯨人工催熟、自然產卵及孵化工作以來 , 有關利用椅葡蒙促進烏

鯨成熟、探卵 , 及其魚卵發育、仔稚魚形態變化等已有多篇報告的側的E圳 , 但大多是基聽之研究 ,

對於種苗生產一一仔魚餌育方面尚未能達到確立技術之地步。本試驗為 1989 年烏鯨繁殖季節中 ,
本分

所進行人工繁殖並順利育成稚魚之結果 , 冀能針對繁聽過程中種魚催熟、探卵、仔稚魚餌育等問題加

以研討 , 以奠定日接種商量產之基礎。

前

材料與方法

一、種魚購入與培育

1989 年 10 月 8 日及 11 月 16 日 , 自民間養殖場購入 4 齡種魚共 339 尾 , 蓄聲於直徑 8 m 、水深

2.5 m 之室內圓形產卵池中 ( 容水量 100 順水泥抽 ) 。平時係以自製擇性配合飼料投餵 , 早晚各投餵
一次 , 產卵期間併以生鮮釷蠣混合投餒。養殖用水是使用砂石過種況澱之海水。採流水式交換抽水 ,

每天維持 100 %的換水率。

二、人工催熟與探卵

種魚分別於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17 日
, 測定全長、體重且分辨雌雄 , 雖種魚選自按腹部有精潛流

出者 , 雌種魚貝。抽卵檢查卵徑大小及卵賞。由於雌性種魚輕按其腹部即有精液泄出 ,
且精蟲活力佳

,

故木需用荷爾蒙處理 , 僅單獨對雌種魚施以荷蘭蒙注射 , 以促進其產卵。 10 月 31 日共選出 50 尾雌種

魚 , 施以荷蘭蒙催熟 , 注射位置為腹腔 , 劑量為 1 地種魚注射 500 I.U. Gonahormone ( 中國化學製

藥公司出晶之 HCG ) , 加上 0.25 ml Ova prim ( 加拿大 Syndel 公司製晶 ) 0 11 月 17 日選出 100 尾

雌種魚 , 使用 OVapr im 0.5 ml / 地單位
, 行腹腔注射。

催熟完畢之種魚 , 繼續放聲於產池中 , 讓其自然交配產卵。產卵期間 , 於每日上午在溫水口處敷
設集卵槽 , 利用流水方式收集受精卵 , 計算採卵數及碎性卵 , 直至生殖季節結束為庄。試驗期間每日
均記錄永恆與鹽度變化。

三、仔稚魚餌育

將所收集到的受精卵 , 靜置於 500 I 之 FRP 桶中 , 去除其中的沉住卵後 , 再將胚體運動中的發眼
卵直接放入飼育槽中孵化。飼育水槽係使用 1 個室外 80 噸水泥油及 7 個室內 30-45 噸水泥地進行育

苗試驗。除室外地外 , 室內地皆以數合金加熱管維持水溫在 20 - 24 'c 間 ,
又室外地於放入魚卵時並

添加鶴藻水 Nann ochl oro 戶 zs sp. "
在仔魚孵化後 9-10 天前 , 以 11:: 水微量打氣進行試驗 , 之後開始部

份地吏, 是飼育水。一旦魚苗成長至 10 mm 大小後 ( 的孵化後 30 - 35 天 ) , 即開始每天逐漸按此至鹽

度 15 %011:: 。飼育期間 , 每天都定水溫、鹽度及 pH , 以供參考。
仔魚之給餌系列如圖 1 所示 , 孵化後第 2 天開始投餌牡蠣受精卵及擔輪子幼生 , 第 3 天發儕投以

線藻培養之輪蟲 ' 牡蠣幼生在第 10 天後停給 ,
第 18 天起除仍繼續輪蟲的投給外 , 男增投豐年蝦無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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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vae during the rearing period.

幼蟲及欖闢類 , 自 30 天後開始用配合飼料耳II 餌。飼育試驗結果時
, 將全部的稚魚取出計數

, 並抽樣取

出 30 尾稚魚
, 以 MS 222 麻醉後 , 在萬能投影機下測定其全畏。

Feeding regime for Acanthopagrus latusFig.!

果結

一、自然產卵

1989 年烏臨之產卵結果如表 1 所示
, 種魚平均全長 35.9 c 加 ( 30. 1 -- 39. 6 c 肯1 ) 、平均體重1,067

g ( 977 -- 1,421 g ) , 10 月 8 日購進之 112 尾種魚於 10 月 31 日注射催熟後第 2 天
( 11 月 2 日〉

夜晚首吹產卵 , 產卵數為 76 萬餘粒
, 水溫為 25 'c '

葡後連續產卵至 11 月 15 白
, 共產卵 1,615 萬餘

粒
, 好卵數 ( 擇性卵數 ) 為 1,436 萬餘粒

, 估此期間總產卵數 88.9 % ' 水溫變化在 23 -- 25 'c 之間
,

產卵時間約在每晚 10 -- 12 時左右。 11 月 16 日購進之 227 尾種魚於 11 月 17 日注射催熟後第 3 天
(

11 月 20 日 ) 開始產卵
, 至 12 月 6 日正共撈獲卵數 9,433 餘萬粒

, 好卵數為 7,804 萬餘粒
, 約估 82.7

%' 水溫變化在 18 -- 20 'c 之間
, 產卵時間大致在每晚 11 時左右

, 偶而發現產卵時間提早至下午 4 時

左右。

自 11 月 2 日開始產卵至 12 月 6 日產卵結束丘
, 本試驗中種魚產卵期達 35 天

, 產卵日數 31 天共

產卵 11 ,048 萬粒 , 好卵數為 9,240 萬粒
, 佔全部卵數之 83.6 % ' 壤卵數〈抗性卵〉為 1,808 萬粒

,

佔全部卵數之 16.4% 。平均日產卵數 356 萬粒
, 最高日產卵數 1,850 萬粒。產卵期間水溫變化介於18

-- 25 'c 之間 , 海水鹽度變化為 31 士 1%0 。每日產卵數、擇性卵率及水溫變化宮日圖 2 所示。 1990 年 2

月 4 日將全部種魚移至室外一分池中繼續飼聲。

二、種苗大量生產試驗

自 1989 年 11 月 3 日 -- 1990 年 3 月 12 日庄
,
使用 30 -- 80 噸的大型水槽共進行了 8 次育苗試驗

, 生產結果如衰 2 所示。可生產 9.6 -- 29.4 mm 的稚魚 44,173 尾
, 55.6 -- 67. 2 mm 的稚魚 12,283

尾 , 合計 56,456 尾 , 平均活存率為 0.7 % 。

使用室外 80 噸水槽的 No.2 ' 於仔魚孵化後第 8 天 I3P 因氣候不穩定
, 水溫晝夜溫差變化大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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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C ) .魚苗發生大量損耗。室內的 No.3 雖有加溫控制
, 因投與輪蟲過量 , 致使水質惡化 , 經緊急

換水後 , 於孵化後 15 天估計活存仟魚不足 5,000 尾而放棄。而 No.4 與 N叫分別在孵化後第少 23

天時發生腹部膨滿症 C intestinal swelling) C 圖 3 ) .使活存尾數念還誠少 , 經顯微鏡槍查可見仔

魚消化管內充滿未消化的豐年蝦及撓闢類等大型動物性浮游生物。

至於 NO.1 及 No.6
、 7 、 .在飼育至第 25 天時仍相當願利 , 目視估計活存尾數約 10 -- 50 萬尾

(

活存率 7 -- 40 % ) 。孵化後 20 天首見魚苗互相殘食現象 C cannibalism) .彼時尚不、激烈 , 僅有少

數成長較差的小型魚按多是較大個體的仔魚歌食
, 攻擊部位主要為眼部 , 但至第 25 -- 35 天時 ( 體長

10 -- 15 mm
), 大部分的魚苗已逐漸進入底棲生活的稚魚期

, 性貧食 , 五相癌食更為嚴重
, 每日因殘

食而損失之仔魚可高達上千尾。除成積較理想的 No.7 .經 105 天飼育結果 , 可得到平均全長 55.6mm

稚魚 10,500 尾 , 活存率為 1.8 %; 旦餘各袖之活存尾數 9,647 -- 23,820 尾
, 活存率 0.7--1.4% 。此

外
, 種苗收穫時 , 發現許多罹患脊椎前脅症 C lordosis) 的稚魚 , 可高達 10 %以上 , 以及少許的種

椎症 C brachiospondylie ) .約佔 1 % C圖 4 ) 。

� ...

圖 3 發生腹部膨滿症之烏鯨仔魚

Fig.3 Larval Acanthopagrus latus with intestinal swelling.

圖 4 罹患脊椎骨異常之烏鯨稚魚。脊椎前彎症
( 上 ) 興起軀症 ( 下〉

Fig.4 Vertabral malformation in juvenile of Acanthopagrus latus. Tbe u.即 er specimen shows

a lordotic condition and the lower one depicts brachiosPOl\y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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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期間 , No.4 、 5 、 7 的飼育水溫、鹽度、 pH 及換水率之變化情形如圖 5 所示。水溫的變化
範團介於 21 24 .C 之間 , pH 介於 7 . 9I 8. 22 間 ,

最初飼育水晶純海水 ( 鹽度 30 士 1 ) , 於孵化
第 40 日後 , 每天遲漸加淡水調節成為 50 %之海水〈鹽度 15.%0 左右 ) , 大體而言 ,

飼育水質對於仔稚
魚的飼養應當不成問題。

:.6.
E 間

在日本 , 烏鯨的生殖季節在 9 12 月仙 , 本省養殖烏綜則在 10 12 月的。 1988 年 10 月 9

日本分所會買入 100 尾烏棕種魚 ,
當時雌雄種魚皆相當飽滿 ,

但由鈴繁殖工作遲至 12 月中旬才進行 ,
種魚雖能自然產卵 ,

惟受精卵僅分裂至桑樞胚期 ( morula stage) 即全部死亡 ( 未發表 ) , 可知選
擇正確的生殖季節乃是人工繁殖成敗關鍵之所在。又烏鯨為多次產卵型魚類 , 多故產卵魚種以腹部擠
壓方式欲獲得大量的良質卵 , 較不可能 , 同屬蝸科魚類 ( S 戶 ridae ) 的嘉臘魚 Pagrus major ( Tem-

mick & Schlegel) (11)
、黑鍋〈叫及黃錫鋼 Spar ω sarba ( For ssk�l ) (13)

大部探用自然產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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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No.4 、 5 、 7 during the initial 60 days of the rearing trials.



/.]7

, 很少使用荷爾蒙處理 , 但如自然產卵的環境未盡適合或欲獲得提早採卵 ,
則非藉荷蘭蒙處理無法達

到目的。此次烏鯨種魚購入峙 , 已屆成熟階段 , 由於種魚移至室內產卵他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 在適應

期間
, 種魚攝食通常不甚積極或停止攝食 , 惟恐影響生殖腺之成熟 , 故探用荷爾蒙催熟 , 使其自然產

卵受精。 Akazaki 和 Hashimoto
(8)
曾以 Puberogen, Gona tropin 及 Synahorin 三種荷蘭蒙處理烏車宗

,

證實對於促進卵的成熟和排卵有數果 , 尤以 Synahorin 16.8 及 12.2 M.D. ( mouse unit) / g 魚體重

分二次注射或 Gonatropin 3.07 M.D. 乍一吹注射 , 卵的受精率及孵化皆良好。而本試驗以 4 齡種魚

, 施以魚體重每 kg 注射 500 I凡的 Gonaho rmone 加上 0 . 25 m 1 的 Ovaprim 或 0.5 ml 的 Ovaprim 單獨

使用
, 結果反應良好 , 於 11 月 2 日即採得第一批受精卵。

有關烏鯨產卵的適水溫及最佳雌雄配比 , 從未有人探討過。本試驗中種魚的產卵過程可分為兩個

階段 : 第一個階段 . 50 尾雌種魚和 62 尾雄種魚 ( ♀ 1 : 古 1. 24 , ) 於 100 噸產卵池中產卵
,
自 1989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15 日丘
, 共產卵 1,615 萬粒 , 平均日產卵數 115 萬粒 , 好卵數 ( 海性卵〉估 88.9

%' 產卵水溫 23 --- 25 .C 。第二階設 , 100 尾雌種魚和 127 尾雄種魚 ( ♀ 1 : 古 1.27 ) 亦於同一產卵

池中產卵
,
自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6 日丘

, 共獲卵數 9,433 萬粒
, 平均日產數 555 萬粒 , 好卵數佔 82.7

%' 產卵水混為 18 --- 20 .C 悶。試驗結果顯示 , 烏棕可能產卵水溫範園為 18 �-�-�-’�0� C '
自然產卵的雌

雄配比為 1 : 1 即可。

在 8 次種苗生產試驗中 , 以室內30 噸袖之育苗成績最佳
, 活存率 1.8 %' 但整體而言 , 各袖之育

成率皆未臻理想。育苗期間 , 適逢東北季風盛期 , 不但風力強勁且水溫偏低 , 對仔魚有不利的影響 ,

故露天的室外地於仔魚孵化初期間發生大量死亡 ; 室內地由於有加溫設備
, 水溫穩定 , 仔魚活存率顯

著地較高。

黑鍋及嘉臘仔魚罹患腹部膨滿症 , 已成為種苗生產上一大問題 , 目前尚無有放防 11: 對策。 Hirano

。 " 曾報告孵化後 20 --- 25 天的黑鍋仔魚因攝取過量的構胸頓及豐年蝦而造成大量斃死現象。最近曾

有報告認為腹部膨滿症是由種苗繁殖場餌料生物培養過程中細菌污樂 ( 特別是的 brio 屬的 alginoliti -

cus ) 所引起的 E叫〈的。 Yasunobu 等。η亦會發現孵化後 12 --- 20 天的嘉臘仔魚因消化管內充滿末

消化餌料生物而使腹部膨脹 , 仔魚斃死率高這個 --- 95 % ' 從病魚消化管雖可分離出多種
Vibrio sp.

細菌 , 但這些細菌的痛原性再說實驗卸不成立。本試驗中
, 孵化後 22 --- 25 天、全長 5---8 mm� 烏棕

仔魚亦發生腹部膨滿症 , 病魚的消化管內亦充滿未消化的撓胸頓及鹽年蝦無節幼蟲 '
體色變黑且行為

不活潑為其特徵 , 死亡率高達的 %以上。接 Yasunobu 等〈的推翻此症的發生可能和仔魚的消化吸收

機能不適有密切的闢連 ,
I1JD 此時期恰為後期仔魚變態到稚魚的過渡時期

, 也是小型的生物餌料 ( 如輪

蟲〉轉換成大型生物餌料 ( 如欖脾類 ) 之時期 , 故仔魚所攝食的餌料與其消化肢收機能是否合適 , 很

可能為此時期大量死亡之原因。然而
, 依照目前現有的仔稚魚期生理生態知識 , 實在很難加以斷定 ,

因此 , 有必要就烏童崇仔稚魚各成長階段中之攝餌生荒島、消化吸收機能等作進一步的研究。

種苗生產中男一值得注意的問題為互相連食現象
, 自仔魚後期末至稚魚期 , 國民長參差不一時 ,

大型魚常會咬殼或咬食小型魚 , 主要是攻擊對方眼部 , 此和嘉臘魚相制 (18)
。殘食主要原因可能為放

聲密度過高及同棲種苗闊的大小參差不齊。試驗中 No.1
、 6 、 7 、 8 由於互相殘食而使飼育期中的死

亡率頗高 , 之後成長情形雖很順利 , 但生產尾數僅約 54,000 尾 ( 全長 16.6---55.6 mm ) 。由此可知
,
互相殘食為魚苗誠耗之重要原因

, 如能選別大小分槽飼養 , 也許能提高育苗率 , 但此時期的推仔魚

體脆蜀 , 還不能簡別 , 只有僅量充分投餌 , 企求成長均勻來改善此一現象。

烏餘的養殖
(S )(19)(

向及人工繁殖
(4)( η (8)( 的“" 已有多竿歷史 , 惟關於種苗生產的育苗試驗則遲未

展開研究。本試驗已盡實 , 在烏餘的繁殖季節 , 只要調節水溫及配合生殖聽刺激素人工催熟後
, 自然

產卵的方挂十分可行
, 種苗生產成黨雖與大量生產目標仍有一設距離 , 但已有初步的成果 , 今後宜進

~ 步使種魚在產卵池中自然交配產卵 , 並對於育苗過程中的仔魚飼育環境、攝餌生態、殘食現象及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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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仔魚之防制措施等問題應作更詳細的探討 , 以提高育苗活存率。

摘 要

為確立烏鯨在人為環境中自然產卵及種苗大量生產之技術 , 本試驗使用 4 齡種魚 , 經荷蘭蒙催熟
後 ,ft: 室內 100 噸水泥地中自然產卵

,
且自 1989 年 11 月 3 日至 1990 年 3 月 12 日丘 ,

共實施了 8 次

種苗生產試驗
, 其結果如下 :

一、雌種魚經荷萬蒙處理 , 使用 Gonahormone 500 I.U.lkg 魚體重加上 Ovaprim 0.25 ml I 地魚體重
, 或 Ovaprim 0.5 mll 地魚體重注射腹腔 , 於注射後 2---3 天即可自然產卵。

二、本年度 (1989 ) 烏鯨產卵季節自 11 月 2 日至 12 月 6 日 , 產卵水溫 18 --- 25 'c ' 雌雄配比為 1 :
1 。每日平均產卵數 356 萬粒 , 共產卵 11,048 萬粒 ,

好卵數 ( 擇性卵〉佔 83.6 % 。

三、使用 30 --- 80 噸的大型水槽進行 8 次種苗生產試驗結果 , 可育出全長 9.6 --- 29.4 mm 的稚魚祉 ,173

尾 , 全長 55 . 6 --- 67.2 mm 的稚魚 12,283 尾 , 合計 56,456 尾 , 平均活存率 0.7 %' 最高僅 E垣 8

佑。

四、仔魚孵化後 22 --- 25 天 ( 全長 5 --- 8 mm ) 時 , 會發生腹部膨滿症 , 斃死率高達 80% 以上。此外

' 孵化後 25 --- 35 天之仔魚 ( 全長 10---15 mm ) , 因成長體型參差不一 , 互相殘食嚴重影響育苗
活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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