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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鱷魚於不同生態璟境、放養密度之養成試驗

黃家富﹒揖弘吉

Culture of Japanese sea bass, Lateolabrax japonil ωs, at different

stocking densities and ecological envir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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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七星鱷魚為本省高經濟價值之魚類之一 , 目前由於滾水魚魚價偏低 , 致使滾水魚過經營困難 , 淡
水養殖意願低落 ; 而七星組魚屬於廣墟性魚類 , 可飼養於滾水魚池中 , 提快了滾水養殖業者一種高蚊
益的經濟養殖魚種 , 本省混水養殖業者以往僅利用其擴食特性 , 來控制池中接群密度 , 以提高魚池中
之養殖魚頡晶質與生產量 ; 近年來由於養殖按衛的發展 , 養殖方式也由租放式遁入高密度集約養殖 ,

為建立高密度生產設衛而進行此試驗研究。

前

材料與方法

一、不同放聲密度與成長之試驗研究

選取七星鱷魚體長約為 11.24 公分 , 體重平均為22.04 公克和體畏平均 15.92 公分 , 體重平均為 50.
5公克之兩種體型者 , 飼育於3.3m' (約一坪) 大小之水泥試驗池中 , 分別鼓聲 20 、 40 和60 尾 , 每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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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組以二軍覆進行 .踩流水打氣方式培育四個月 ; 試鞍期間每過投餵六天 , 週目不控餌 , 每 R 飼 ,. 二
次 , 投餌量踩任意攝食 , 飼餵至不攝食飼科為止 ; 控餌後岐集殘餌及抽除底部之排洩物 : 試驗期間每
月制定魚幢幢畏、體置 , 以暸解魚體成畏之情形。
二、不同生態環境與成長之試驗研究

選取體畏約 12.4 公分 , 體重約 27. 船克之七星鱷魚 , 分別飼養於竹北分所與馬陵費轉場之 FRP 試

驗水槽中 , 每試驗水槽中放鬢如尾魚 , 試驗地亦採流水式養殖 ; 試臨期間每遇投飼六日 , 設餌量採任
意攝食 , 投飼至不攝食為止 ; 每遇定期抽除底部排洩物 ; 試毆期間每月 1 串j定魚體體長、體重 , 以瞭解
魚體成長之情形。

Table Mean

表 l

Growth and

七星鱷魚於不同密度中之成長情形

Fe 吋 Utilization 間a ba 蟬 ,Lateolabn 位1
j 妙。" 的訟 . in the different densiti 閏 .

Initial No. of fish/3.3mr

Final No. of fish/3.3mr

Mean Body Length ( em )

Initial
Final

Mean Body Weight ( g )

Initial
Final

Mean Gain Weight ( g )

Survival rate ( % )

Feeding Intake ( g )

Feed conversion rate
2

Mean gain ( % )

3
Feeding rate ( 草 /day )

4
Special Growth Rate ( 草 )

of small Japanese

Treatment

2 3

20 40 60

18 30 42

11.27
19.45

11.31
18.96

11.19
17.75

22.16
91. 52

22.24
88.13

21. 89
66.11

68.56 65.89 44.22

90 75 70

118.6 168.7 127.8

1. 73 2.56 2.89

3.09 2.96 2.02

1. 74 2.55 2.42

1.18 1.15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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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 1 七星鱷魚 (小型 ) 於不同密度中之成長曲線

Fig. 1 The Growth r 甜pon 甜 of small Japanese sea ba 甜 ,Lateolabrax j,砂anicus,in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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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 七里鱷魚 ( 中型 ) 於不同需度中之成長出緝
Fig.2 The Growth r個pones of media Japan 個eseab 個s,Lateolabrax ja, ρonil'us,in different
stocking densiti 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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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ean

表 2 七星組魚於不同密度中之成長情形
Growth and Feed Utilization of media Japan 目e sea

icus . in the different densiti 個 -
ba 曲 ,Lateolabrax different densiti 倒﹒ Jt 妙。"

Initial No. of fish/3.3nf

Final No. of fish/3.3nf

Mean Body Length ( cm )

In it ia I
Final

Mean Body Weight ( g )

Initial
Final

Mean Gain Weight ( g )

Survival rate ( 草 )

Feeding Intake ( g )

Feed conversion rate
2

Mean gain ( 鬼 )

3
Feeding rate ( 鬼 Iday )

Special Growth Rate
4

( 寫 )

Treataent

1 2 3

60

39

15.89
22.50

50.08
111. 21

61.12

65

174.19

2.85

1.22

1.8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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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35

15.97
24.03

15.86
22.24

50.93
137.95

50.48
103.58

87.02 52.37

90 87.5

169.69 151. 87

1.95 2.90

1. 71 1.04

1.50 1.64

0.83 0.60

Feeding Intake
3: Feeding rate = 7

Initial weight + final weight

2Feeding days
Final weight

4: Special Growth Rate = Ln -:-
Initial weight

Feeding days 1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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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不同放聲密度與成長之試驗研究

七星鱷魚為強肉食住魚類 , 嗜食活餌 ,
經馴餌後嗜食人工飼料 ,

可以以高密度集約養殖 ' 為求較佳鼓聲密度而進行此試戲。

七星組魚平均體重為 22.04 克與50.5 克之試驗魚 ,
分別分組以不同密度放聲於試驗水泥地中 , 以

相同的飼料飼育 4 個月 , 其成長結果顯示 , 在不同體型上略有差異 ; 在體型較小之試驗魚組 , 依放聲
密度由低至高 (即20 、蚓、 60 尾/ 坪 ) 其魚體平均增重依序 2 萬68.56 克、 65.89 克和44.22 克 ; 活存盡管
為90% 、 75% 和70% ' 餌料係數為 1. 73 、 2.56 及2.89 : 日開成長率為 1.18% 、 1.15 和0.92% (表一 ),
由國 1 中可知 , 於試驗期間 , 魚體於密度20 尾/ 坪組之成員:最佳 , 活存率最高 ; 而在密度40 尾/ 坪

組者 ,
其初期成長和高密度 (60 尾/ 坪) 組者相似 , 但自第 2 個月起 , 該組試驗魚陸續死亡 , 累計為

10 尾 ,
使其成長逐漸增加 ; 而在高密度組之成長雖試鸝魚亦有陸續死亡 , 但鼓聲密度一直高於是O尾/

坪 ,
成長一直最差。另外在中型試酸魚部份 , 其成員依肢養密度由低至寓 ,

其魚體平均增重依次為87
.02 克、 52.37 克和 61.12 克 ; 日問成長率為0.83% 、 0.6% 和0.66% : 其活存率為90% 、 87.5% 和65%
; 餌料係數為 1.95 、 2.90 和2.85 : 由表二、圖三中可知 ,

其成長以低密度 (20 尾/ 坪) 組者為最佳 ,
而 40 尾/ 坪輿60 尾/ 坪組之間的成長並無顯著性差異 ,

其推測由於高密度組之死亡率高達 35%
' 活存尾數為 39 尾與中密度組之活存尾數 35 尾相近 , 致其成長相似。

二、不同生態環攪之成長試驗研究

選取平均體重 27.88 克之七星鱷魚 , 分別飼養於平地 ( 竹北分所 ) 與高山區 ( 海按 1000 公尺之馬
陸費轉場 ) 之盟鋼試驗水槽中 , 每一水槽放聲20 尾 , 其成員結果顯示 , 七里姐魚於竹北分所與馬龍費
轉場之不同生態環境下 , 其成長有顯著性的差異 , 其魚體平均增重依序為 86.52 克與52.25 克 : 日間成
長率分別為 0.94% 與0.7% : 而活存率在試驗期間分別為97.5% 和92.5% (表 2 ) 。由國 3 之成員曲
線 , 亦可明顯的表示 , 其雨不同生態環境之成長差異。

表 3 七星鱷魚於不同生態環境下
(竹北分所與馬陸養轉場 ) 之成長情形

Table 3 The effed of different enviroment on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sea bass,Lateola-

brax �帶。" 的俗 ,in Chupei branch and Marlin-trout-pond.

地 區 付北分所 馬陵喔 , 擊過
Place Chupei Branch Marlin Trout Pond

魚聾平均體重 ( 公克 )

Mean Body Weight ( g )

初畫 ( Initial)
起重 ( Final)

魚體平均擅長 ( 公分 )

Mean Body Length ( cm )

初畏 ( Initial)
告書長 ( F i na I )

平均增重 ( 公克 )

Mean Gain Weight ( g )

活存車 � % )
Survival rate ( 草 )

日間成畏車 ( 草 ) :::}

Special Growth Rate ( % )

27.89
114.38

27.88
80.13

12.44
23.58

12.38
19.21

86.52 52.25

97.50 92.50

0.94 0.70

Final Weight
*1: Special Growth Rate = Ln -:- Feeding days X 100�

Initial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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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3 七星鱷魚於不同生態環境中 (竹北分所與馬陵養轉場 ) 之成長情形

Fig. 3 The Growth resp  ¬ mes of Japanese sea ba 圈 , lJateolabrtlZ japonicus. culture in Chu-pel

Branch and Marlin-Truot-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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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才 論

七星組魚為揖﹒食住魚 , 喜食活餌 , 故早期養殖主要分佈在中北部混水魚過中 , 與草魚、鱷魚、鱷
魚、吳郭魚等混贅 , 利用其擴食特性來控制池中下雜魚及吳郭魚等之養殖密度 , 因此 , 一般的放養量
不多 , 產量有限 , 又平時無法捕售 , 僅能配合情池時才出售 , 未能供應與滿足市場整年之需求 , 經濟
利挂有限 .為因應此情況及隨養殖技術之發展 , 於中南部沿海地區 , 有業者抽取字說海水行集約式單
聲之發展 , 可於全年任一時期捕撈出售 , 以增加產量和提高利潤 , 其養殖面積已逐漸增加。在此有些
業者由於該魚價格寓 , 常有盲目放聲之情形 ,

放費量視魚苗價格高低來決定而無一定準則。實質上 ,
集約方式養殖之單位面積放聲量端視水源之水量、水質、魚池設施、管理方法、餌料之質與量及魚體

大小而定 ; 在王(2) 和回村 (4) 曾提到之放聲密度約每平方公尺 3'-""5 尾
, 而在本試驗結果中以每坪20 尾

(約每平方公尺 6 尾 ) 為最佳 , 其結論與胡0) 所提一股集約式養殖放聲密度在每平方公尺 5---8 尾為

宜者相同 , 也與玉、回村所提相近。目前市場需求之魚幢大小約在 450'-""1 ∞0 公克之需求量最高
, 故

在每坪 20 尾聲成一年之魚可達上市體型 , 以此放聲密度在每公頃可放費遠6 尾 , 產量約30 公噸 ,
以目

前市價而言 , 總值在600 萬元以上 ,
對目前淡水魚類市價偏低及沿海蝦買賣養殖頻傳疾病而不接之情說

下 ,
七星圖魚值得業者有計章之養殖。

七星鱷魚之最適混度為 20'-""25
�C ' 其生長溫度極限最低為35 �

C' 最高為35.5
�

C (黃(3» , 故可知
其耐寒力很強 , 為瞭解是否適合萬冷山區之養殖 ,

特將七星組魚分別飼育於平地區之竹北分所與高冷

山區之馬酸養轉場等兩種不同生態環境中成長 ; 其結果顯示牢地地區之竹北分所飼養之魚體成長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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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問成長輩可連0.94%/day 0 推測影嚮生畏之最大決定因無為水溫 ; 因在試驗期間 , 馬陵聲轉場

之平均水溫在18 土 2"C 間 , 而竹北分所組之平均水溫為 24:t: 2"C 間
, 顯示平地地區較高冷山區有較佳

的養殖水溫 ; 由此可知 , 七星組魚餌育於高山冷水地區並不符合經濟效益。至於高山冷水地區之魚體

組成與平地地區之魚體組成之差異比較
, 頁。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擠i 要

在本試驗中 , 七星鱷魚以每坪20 、的、 60 等三種不同放聲密度飼有於流水式試驗水槽中
, 經 120

天之試驗 , 當結果顯示 , 無詣魚體增草、餌科儕、數、日間成長率和活存率均以鼓聲密度每坪 20 尾者為

最佳 ; 而實際上 , 七星鱷魚以高密度集約養殖方式養殖 '
其單位放聲量因依水揮之水量、水質、魚池

設施、管理方法等因素而定 , 而放聲密度以每坪20 尾講理想的參考標準。

七星撞魚分別飼養於竹北分所與馬陵養轉場之兩種不 i司生態種境下
, 雖然七星鱷魚具有很強的耐

寒能力 , 但飼宵於高冷山區之魚體成長較平地區之魚體成長為慢 , 而且高冷山區之魚體易感染水徹菌

疾病死亡 , 故七星鱷魚並不適合高山冷水地區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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