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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紋笛觸稚魚對溫、鹽度及溶氧之忍受度

陳淑鈴﹒徐崇仁﹒盧民盆

Tolerance of Red Snapper, Lu tj. αTUl8 argent imacul at U8', Fingerling

to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Dissolved Oxygen

Shawu-Ling Chen, Chung-Zen Shyu and Min-Yue Lue

This experiment aims to establish the of red snapper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limit of tolerance to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dissolved oxygen.

1. It was found that the temperature range 15 � C - 35 � C is optimal for the growth

3. The Ie temperature, the the lethal oxygen for red

snapper fingerling.

4. At salinity 40�oo and 35%0' red snapper fry showed lower lethal dissolved oxygen.

It is apparent that salty environment is more optimal for red snapper fingerling.

Key words:Red snapper (Lutjanus argent�clatus ). Tolerance, Temperature,

Salinity, Dissolved oxygen.

前 當

銀紋笛觸 , 學名Lu 仰n 陷 argentimacula 他s (Forsskal) , 俗稱紅槽 , 屬笛鋼科。幼魚體側具
8 -11 條飽色橫儼紋故名 , 產於台灣北部以及澎湖惜岸岩礁區海塌 , 為生長於熱帶或亞熱帶的肉食性
魚類 , 可供食用 ( 沈 '1984) (陳 , 1986) (益田等 '1984) , 且其對鹽度適應力強 , 成長快 , 具經
濟價值 (吳和揚 , 1989) 。在目前推廣純海水養殖政策下 , 是值得推廣的養殖魚種。本研究即探討鎮
紋笛備在不同溫度、鹽度下活存的情形 , 及與水中溶氧量多寡之間的關係 , 藉以明瞭銀紋笛輛生長的
環境 ,

以做為日後種苗培育及養殖管理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向業者購買銀紋笛鋼苗一批 , 體重約 4.7-5.2 公克 , 體長 (i.4-6.7 公分 , 先經馴費十天 , 確定魚苗
健康後 , 再進行下列試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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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鹽度忍受度試驗 (Salinity tolerance test) :

首先調配不同鹽度的海水 , 分別為 0,5,10,15,20,25, 鉤 , 35 , 40
� / 00 。將魚苗置於圓型玻璃缸中

,

每組各放十尾
j
適宜打氣並餵食

, 觀察 5 天並記錄魚苗死亡情形
, 每種鹽度慷件與溫度互相組合分組

試酸。

位)溫度忍受度試驗 (Temperature tolerance test) :

將魚苗分置於水混為 10,15,20,25,30,35,40.C 之圓型破漓缸中
, 每組各故十尾 , 打氣並餵食 , 觀

察 5 天並記錄死亡情形。此項試驗在值溫槽中進行
, 溫度的調整以每 15 分鐘升降 1 .C 為限 , 避免因溫

度急速的改變對魚苗造成緊迫 (str 臨 ) (智和陳﹒ 1983) , 每種溫度均與鹽度互相組合分組試驗。
試驗中溫度的變化不超過 :to.5.C 。

由致死溶氣最試驗 (The lethal di 髓。 lved oxygen test) :

就銀紋笛鍋苗適合生存之溫度、鹽度進行在不同溫度、瞳度下 , 魚苗致死溶氧量之測定。試驗時
, 將魚苗 l 尾放入適當大小的呼啦瓶中

, 先將瓶內海水以氧氣打至過飽和 , 每種溫度悔件均進行重覆
試驗。耗氣量之測定裝置探密閉式 , 潛氧濃度以XERTEX (Analytical 4010 型 ) 摺氧禪j定攝制定

, 並以 SEKONIC RECORDER 記錄器連續記錄。本試驗所踩用的海水
, 皆經過細砂過油及幾夫的

嗶氧 , 其微生物呼吸量 (Microbial respiration) 的測定值姐:乎為唔 , 因屁 , 計算銀紋笛餌苗耗氧量
時 , 水中微生物呼啦量可以不予考慮 (趟 '1980) (Greenberg, et aI., 1981) 。魚苗致死溶氧量之

判定 , 以飽蓋不再張合為標導。
,

以上所潮得數據皆以生物統計學分析方法之變方分析法 (Analysis of Variance) (Mont-

gometry, 1976) 分析各組間是否有差異 , 如有差異則進一步以鄧肯氏新多變域試驗法 ( 趴mean's

new multiple-range test) (Duncan, 1955) (葉 , 1981) 加以分析比較。

結果與討論

(一)鹽度忍受度試驗 (Salinity tolerance test) :

銀紋笛觸苗在不同鹽度環境下之活存數及差異性 , 如衰 1 、 2 所示。由表 1 中得知 , 銀紋笛憫的
鹽度適應範圍很魔 , 不同的鹽度 , 有不同的活存數 , 在話是水環境中 , 魚苗的存活數低。而其活存數以
生物統計學變方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分析的結果 , 兒表 2 所示 , 各區集 (Block) 間有顯

著釐異性 (P =0.01) , 其F 值為 77.11. 再以鄧肯氏多變域制試法 (Duncan's multiple-range test)
了解值此間差興 , 由分析之結果得之 , 銀紋笛觸苗在鹽度 25% 輿30%0 結果無顯著釐異 ; 30% 。與 40

日品、 35% 。、 20 � / °。也無顯著差異 , 但鹽度 25 � / ω與40%0' 35%0' 20% 。比較 , 則其活存數 ( Sur-

vivals) 明顯的較佳 , 而鹽度 15 �

/00 、 10 � / 帥、 5 %
。、 0 % 。比前述 5 組有明顯的差異 , 其中又以 5

。“、 0 %0 ( 滾水 ) 的環境最不適合。由此結果可知 , 銀紋笛鋼苗遍存的鱷度範圈雖然膺 , 但仍以鹽
度高為較理想的生存環境 ,

其中又以鹽度 25% 。最佳。

仁)溫度忍受度試鞍 (Temperature tolerance test) :

銀紋笛輔苗在不阿溫度墳境下之活存數及差異性 , 如表 1 、 2 所示。由表 1 中得知 , 銀紋街糊的
溫度適應範間在 15.C-3S.C 之間 ,

不同的溫度 , 有不同的活存轍。而其活存數以生物統計學變方分析
分析的結果 , 見表 2 所示 , 各試項間有顯著差異性 (P=O.Ol) , 其F 值為 20.71 ' 再以鄧肯氏多變域
測試法了解值此間差異 , 由分析之結果得知 , 銀紋街綱苗在溫度 25.C 時 , 與其他各組有顯著性差異 ,

即其活存數窩。溫度 2 σc 及3S.C 無顯著性差異。而溫度 IS.Clt 前述 4 組又較不適合。由此結果可知
,

銀紋笛鋼苗適存的溫度範園在 15.C-3S.C 之間 , 其中以溫度 2S.C 最佳。

l三)致死溶氧量試驗 (The lethal dissolved oxygen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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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餅;)( 笛觸幼魚在不同溫度、鹽皮之環境下 , 第五天的存活數。
Table 1 Survival (no. of individuals) of the fin,rerling of uetjanus nebulosus at differ-

ent temperatur 甜 and salinities on the 5th day.

Teaperature ('C)

Survival
No. of individuals 15

Salinity ( 她 }

40 8

35 7

30 7

25 9

20 7

15 5

10 5

5 2

。 。

20 25 30 35

8 9 9 9

9 9 9 8

9 10 9 8

10 10 10 9

8 10 8 8

7 9 8 7

7 8 7 7

4 5 5 5

。 4 2 2

褒 2 銀紋笛網幼魚在不同過度、興度 , 活存數之顯著謹異性
Table 2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urvival rate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 倒 and

salinities for the fingerling of IJ4tjanus nebulosus.

Source d. f. S. s.

Block 8 262.1777778

Treatment 4 35.2000000

Error 32 13.6000000

Total 44 310.9777778

New 圖 ultiple range test

Temperature ("C) 25 30 20

Salinity( �沁 ) 25 30 40

35

35

M. S.

32.7722222

8.8000000

0.4250000

15

20 15

F.

77.11**

20.71**

10 5

underscored mean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O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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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遍存溫度、鹽度下 , 銀紋笛鋪苗之致死擂氧量測定結果 , 見衰 3 ' 由衰 3 中可看出 , 魚苗致死
溶氧量 , 間溫度的升高有上升的趨勢 ,

但鹽度則無明顯的差別。而其致死溶氧量以生物統計學變方分

析及鄧肯氏多變域 jIIj 試法分析的結果 , 如表益所示。就溫度而霄 , 各試項間有顯著差異性 , 其F 值為
23.16 。溫度 3S.C 時 , 其致死溶氧量與其他各組有顯著性差異。溫度 30.C 及2S.C 無顯著性差異。而溫

度20.C 及 lS.C 比前述 3 組之致死溶氧量有降低的過勢 , 即溫度愈低 , 致死溶氧量愈低。另由鹽度分析
的結果 , 各區集間也有顯著的差異性 (P=O.Ol) 其F 值為 3.41 。鹽度的。 / 帥、 350/ 帥 , 與 300/0 。、 250
恥、 200/00 、 150/0 。、 10 仇。、 50/00 、 00/00 比較 , 有顯著葦異 , 即鹽度 400/0 。與 350/00 之致死溶氧量

較低 , 表示銀紋笛鋼苗較能適應海水的環境 , 而鹽度 300/ 閩、 250/ 帥、 200/0 。、 ISO / o 。、 100/ 岫、 50/00

、 0 %
。各組之間 , 則無明顯的差異性。

有許多學者就許多魚種進行耗氧量方面試驗 , 結果各異。就臭都魚而霄 , 有結果認為能忍受
2 ppm 以下的潛氧量 (Lavina, et al., 1973) , 有的研究報告則認為 1 - 2 ppm�J 溶氧量對此魚而言感

受性強 (sensitive) , 而另有結果指出臭都魚在溫度 22.C 時能忍受 1.5h 間的溶氧量 ( 會和陳 , 1983
) 。權者試驗結果則認為臭都魚苗在 20.C 時 ,

能忍受O. 2ppm 溶氧量 , 且其耗紙率最高 , 忍受時間最長
( 陳等 '1989) ; i實體占在鹽度 300/00 時 , 能忍受0.3 時 /1 溶氧量 ( 陳和割 , 1988) 。本試驗結果

, 銀紋笛鋪於海水環境有較低的致死搏氧量 , 也較適合在海水養殖 , 此點可當作未來養殖之參考。

費 3 銀紋街鍋幼魚在不問溫度、鹽度之環境下 , 致死溶氧量。
Table 3 The lethal dissolved oxygen of the fingerling of Lutjanus nebulosu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 咽 and salinities.

Tellperature ('C)
Dissolved

oxygen (mg!l)

Salinity( 他 }
15 20 25 30 40

40 0.4 0.5 0.8 O. 9 1.2

35 O. 3 0.5 。 .8 0.8 1.0

30 O. 5 0.5 1.1 1.0 1.2

25 O. 5 O. 6 1.1 1.2 1.3

20 O. 9 1.0 O. 9 1.2 1.1

15 0.9 0.8 O. 9 1.0 1. 1

10 0.8 O. 7 0.8 0.9 1.0

5 0.7 0.8 O. 9 1.2 1.2

。 O. 9 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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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紋笛蝴幼魚在不同溫度、鹽度 ,
致死溶氧量之顯著差異性。

Table 4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lethal dissolved oxygen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 個 and salinities for the fingerling of Lutjanus nebu/ osus.

表 4

Source d. f. S. s. M. S. F.

Block 8 0.47044961 0.05880620 3.41 牢 *
Trea.tment 吐 1. 59733850 0.39933463 23.16 牢牢

Error 30 0.51732817 0.01724427

Total 42 2.58511628

Ne 冒 multiple range test

Temperature ('t) 35 30 25 20 15

Sa.linity( 他 ) 20 5 。 25 15 30 10 4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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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i 要

本試驗目的在探討銀紋笛鋼苗在不同溫度、鹽度下活存情形及其溶氧量之間的關係 , 所得初步結
果如下 :
1. 銀紋筒鋼苗適存溫度範圖在 15 至 35.C 之間 , 而溫度 35

�C以上 . 15 �C以下就不適合魚苗生長 ,
其中溫

度 25
�C為較佳生存溫度。

2. 銀紋笛鋼苗適存鹽度範圖以海水環境為佳 , 其中鹽度25%0 。活存數較高。

3. 溫度愈寓 , 魚苗致死溶氧量愈寓。
4. 鹽度 40% 。、 35 �/ 曲 , 有較低的致死溶氧量 , 顯示海水環境適合銀紋笛鋼苗的生存。

商才 辭

本試驗承蒙所長 II 一久博士之鼓勵及蔡昕皓、楊明道、吳銘圳諸先生之幫忙 , 本系同仁劉繼源、

周賢鏘、高明輝之協助 , 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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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銀紋笛劇對鹽度試蠟力強 , 成長快 ,
是相當具有發展潛力的養殖魚種。本試驗結果 , 銀紋笛鍋於

海水環攪有較低的致死溶氧量 , 也較適合在海水養殖 , 此點可當作未來養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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