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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魚仔稚魚培育試驗

彭弘光﹒揭弘吉

Feeding Experimerit on the Fry of Varicorhinus tamusuiensis

Hung-Kuang Peng and Hung-Ohi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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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Best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using cladocera.

2. Fry fed with shrimp feed had much better survival rate ( 92%.) than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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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魚 Varicorhinus tam 削u 仰的釘在天然河川中直接群很多 , 除為山區居民肉頸蛋自源之一外 , 近
年來更為山灑垂釣之對象魚 , 本分所在人工繁殖及養殖方面已進行種魚值熟、受精卵胚胎發育及人工
配合飼料養殖試擻 , 而在仔稚魚之培育 , 以何種初期餌料為佳尚未見有所研究。
個魚在天然河川中主要以岩盤上的附著矽藻為食

(5
川偶而也會捕食溪中浮游幼盒 , 本分所利用於

河川踩捕剛孵出不久 , 體長 1 公分餘之魚苗 , 在水按箱內作初期餌料培育試驗 , 以明暸其胡期最佳餌

料 , 供爾後業者參考。

材料與方法

魚苗一採自台北縣新店漠上游福山地區 , 摟息於溪邊靜水盧剛孵出不久 , 體長一公分餘之魚苗 ,

探捕後帶回分所實驗室測定體長、體重 , 並分五組每組三軍極作初期餌料培育試艙。
餌料一培育用初期餌料分為綠水、輸蟲、水量、鱷魚飼料及掛飼料五種 , 綠水固定在分所較肥之

池水謀取 , 輪蟲則採捕海水輪蟲後先予以漠化再投餌 , 水量在所內養殖池採桶 , 鱷魚飼料及卦飼料為
現成品。

試驗方法一捕獲之魚苗帶回實驗室 , 放龔於水槽 2-3 天穩定後測定魚苗體長、體重並分放於面

積30x60cm' 水深24cm 之試驗水槽 , 每水槽25 尾 , 必為五組 , 每組三重複進行試驗 , 初期飼料分為
總水、輪蟲、水蛋、鱷魚飼料及掛飼料五萬 , 每天上下午各投餌一次 , 盡量使魚飽食 , 每天清除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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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餌及河物並測定水溫 , 試驗期間維持一定的水深以 11: 水打氣方式培育 , 每隔 10 天每水槽逢機撈取魚

苗 5 尾測定體長、體重以明瞭其成長 , 試驗期間二個月。 4

結 果

本試驗自 3 月 12 日開始至 5 月 10 日為止 , 為期60 天 , 其間水溫變化在 14--26
�C之間 , 以 3 月份最

低水溫 14
�C為最低 , 5 月份之最高水溫26 �C為最高。

試驗期間仔魚成長情形如圖 1 所示 , 在五種初期餌科當中 , 以飼育水量者最佳 , 飼育綠水者最差
, 試驗結束時體長、體重願次為飼育水蚤者 4.58 公分 , 0.897 克 ; 飼育掛飼料者 3.52 公分 , 0.418 克 ;

飼育鰻魚飼料者3.18 公分 , 0.346 克 : 飼育輸蟲者3.16 公分 ,
O. 267 克 ; 飼育綠水者 1.58 公分 , 0.031

克。

試駿期間最初 20 天各試驗組魚苗之成長差並不很大 , 205 天:以後成員差異較明顯 , 尤以飼育水蛋和
總水之間魚成長差異最大 , 試驗給了時前者魚體長 4.58 公分 , 約為後者魚體長 1.58 公分之 3 倍 , 飼育
齡飼料、鰻魚飼料和輪蟲者相差無幾 , 試驗絡7 時體長在3.1--3.5 公分之間。魚體重之增加和魚體長

之成長相似 , 即在初期20 天相差很小 , 體重均介於0.01--0.07 克之間 , 20 天以後差異較明顯 , 試驗結
束時飼育水量組之魚體重平均 0.897 克 , 為綠水組0.031 克之 30 倍左右。

本次試鷗在培育初期 20 天 , 約體長 2 公分以前 , 飼育水蚤和輸蟲者成長稍好 , 20 天以後飼育水蚤

者成長特別快 , 在 40 餘天魚體長已達 4 公分
, 而飼育綠水者魚體長在試驗初期為 1.25 公分 , 結束時為

1. 閻公分 , 成長很有限。
仔稚魚培育其活存率以飼育人工飼料者為佳 , 飼育浮游生物者較差 , 以飼育齡飼料之活存車 92%

最高 , 飼育綠水者僅 12% 。

費 1 個魚仔稚魚培育情形
Tablet R 個叫“ of fry rearing of Varicorhinus film ωuiensis.

Kind
of

feed

Green
water Cladocera RotHer

Eel
feed

Shrimp
feed

Area

( cm2)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Number of
25 25 25 25 25

fish stocked

Ini tial total

length ( cm )

Initial body

weight ( g )

1.25 1.25 1.25 1.25 1.25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Final total

length ( cm )

Final body
weight ( g )

Average body
� 0.022weight increased

( g )

Survival ( 弦 )

1.58 3.16 4.58 3.18 3.52

0.031 0.267 0.897 0.346 0.418

0.258 0.88 日 0.337 0.409

12 60 56 6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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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2 不同餌料培胃圈圈魚仔稚魚成長情形

Table2 Comparision of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eed on the growth of

tamusuiensis.

Rearing

Kind period
of . (day)

feed

Green

Total
length

( cm )
Body
weight

( g )

wa.ter

Total
length

RotHer ( cm )

Body
weight

( g )

Clado-
cera

Total
length

( cm )

Body

weight
( g )

Eel

feed

Total
length

( cm )

Body

weight
( g )

Total

、
‘

','

,nt1j

tah

gcygg

n.d.-

erkoer-

-BW

pm

--drehecur-

O

1.25

0.009

1.25

0 . 00 9

1.25

0.009

1.25

0.009

1. 25

0.009

10

1.30

0.016

1. 76

0.038

1. 70

0.044

1.48

0.028

1.50

0.031

20

1. 35

0.013

1.96

0.056

2.10

0.069

1.64

0.026

1.80

0.045

言寸

30

1.36

0.017

2.28

0.106

2.64

0.179

1. 76

0.06.1

2.26

0.115

論

40

1.46

0.024

2.64

0.142

;.26

0.339

2.30

0.101

2.72

0 . 1 86

50

1. 52

0.022

3.10

0.222

4.42

0.802

2.64

0 . 1 92

3.14

0.339

Varicorhinus

60

1.58

0.031

3.16

0.267

4.58

0.897

3.18

O. 346

3.52

0.418

本次試驗期間水溫介於 14 26"C 之間
, 而緝魚喜好低溫水域 , 水溫超過25

�C以上時個魚不能適

應
{
剖 , 而此次培育試驗水溫只有 3 天超過25

�

C' 其他均在2 壘。C 以下 , 適於個魚苗之生活。
一般魚苗之初期飼料以動物性浮游生物之輪蟲或水蚤最佳 , 本次試驗在培育初期 20 天體長 2 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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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 , 以飼育水蚤和輪蟲之成長較其他各組好 , 以後飼育水蚤者成長特別快 , 在 40 餘天即達體長 4 公

分 , 較陳等所培育曾國魚苗 1 個半月體長 2.5 公分
(3)
為快 , 而飼育輪蟲 ' 峙飼料和鰻魚飼料在飼育45 天

雖亦遺體長 2.5-- 3 公分 , 但比投飼水量組成長慢 , 投飼雄水者可能因植物性浮游生物不譚個魚仔稚
魚之攝食 , 試驗終了體長約 1.6 公分 , 因此簡魚仔稚魚之培育還是以水蚤為佳。

飼育輪蟲者在 30 天左右其成長反而較飼育卦飼料者為慢 , 至試驗終了時體長比飼育鰻魚飼料和卦
飼料者還差 , 是否為輸蟲個體小 , 在魚苗尚小時適其攝食 , 使魚苗較大時反而不適其攝食所致 , 有待
進一步研究。

鰻魚飼料和扑飼料雖取得容易 , 但投於水中 , 易溶解使水混濁影響水質為其缺點。

攝i 要

利用綠水、輸蟲、水量、鰻魚飼料及掛飼料等五種餌料做錯.個魚仔稚魚培育之切期飼料經試齡結

果顯示以飼育水蚤組魚苗成長最快 , 試驗期間的天平均體長由 1.25 公分成員至 4.58 公分 ,
順次為血卡飼

料組3.52 公分 , 鰻魚飼料組3. 閻公分 , 輪蟲組3.16 公分 , 綠水組 1.58 公分。試驗結束時之活存率以飼

育齡飼料者 92%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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