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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部近沿海嘉臘魚之食性

吳全橙﹒簡春潭﹒郭慶老

Feeding Habit of Red Sea Bream (Pagrus m 吋or)

in Northern Waters of Taiwan

Chuan-Chen Wu, Chuen-Tan Jean and Chin-Lau Kuo

Seventy-five rE

through April 1989 in the fishing ground off Chin - Shan.

digestive system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are 臼 follows:

1. The SCWI of sample fish is low in the

0.25 to 1.00; N

anism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as found.

id sea bream were collected from December 1988

Stomach contents and

o

fishing ground off Chin - Shan

difference in the

rangmg

from composition 。 f food org-

2. Of the major

while

food orgamsms,

mollusks, crab, sea urchin

fishes and crustaceans were

stomach, and ophiuroidea were

mostly found in

the intestine

contents.

3. Based on studies on gill structure, length and shape of stomach

the number of pyloric caeca and other parts of visceral orga 悶 , red sea bream

can be considered a mixed food carnivore fish.

and intestine,

Key words:Red sea bream, Digestive system, Food habit, Northern waters of

Taiwan.

前 雷

魚類為了維持生存、成員、發菁、繁殖須捕食大量的食物以維持體內能量的群攝 , 但對於攝食某
一特定種類的適應性並非一成不變 , 而是隨著群聚結構的變動而改變 " 。

對於嘉j臘幼稚魚之攝餌生態
(2,3) 、成魚之食住帥 , 在日本已有相當的研究 , 其認為攝食食物之詞

成與體長大小、生活環境有闕 , 而台灣附近海域縷息的嘉臘魚雖有年齡成長(5,6,7) 、性轉變、性成

熟(8,', 圳等探討 , 但有關其攝餌生態則尚未研究。本研究即針對此種魚之消化器、胃內含物、餌料生
物組成等攝餌生憊進行調查 , 以為資源解析及推動本省北部爛額栽培漁業放流地點選擇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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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於民國 77 年 12 月至 78 年 4 月利用台灣北部金山、石門、富貴角附近海域作葉之延繩釣標本甜轍蜜

之痛臘標本為材料 , 作業時間為作業當日清晨 6 時至 11 時。 14 時返航後 , 立刻進行偏頭之種類靈定 ,

尾叉長、體重之潮量 , 並抽樣計75 尾 ( 體長範國 19.2'""'-'53.7cm' 雌魚 36 尾
, 雖魚 39 尾 ) 冰藏取回實

臨室進行食性等分析。

二、方法

新鮮之標本首先進行魚體形質測定 , 觀察口腔各部之構造 , 移開餌葷骨取出左、右兩邊之第一揖

弓 , 解剖完整的胃輯、腸腺 , 除去胃壁外之結締組織且以吸水紙眼除多餘的血水 , 經精密天平 (

SAUTER RE22 ' 軍敏度0.05g) 稱胃總重、姆總重後 , 剪聞胃鹽、幽門部、腸壁 , 分別取出胃內含
物及腸內合物 , 再稱胃壁軍及腸壁畫 , 並分別置於10% 之驅馬林被中。

經過一段時間後 , 將胃內合物及歸內合物分別盛於容器中 , 胡分成魚、貝、蝦、蟹及頭足等五大

績 , 再置於解剖顧徵鏡下儘可能分析其餌料生物種績。
一飯食性的研究皆以胃內合物輯查為主 , 胃內會物的調查計有出現頻度法 ( Occurrence

me 也od) .個體數法 (Number method) .優勢法 (Dominance method)
, 重量法 (Weight

me' 出od) .容積法 (Vol 凹ne method)
, 充滿度法 (Fulln 臼s me 也od) , 點數法 (Point method

) 等 (11. 圳 3) 。但研究中發現嘉)組魚腸內含物也存有許多詢未完全消化之餌料生物 , 故為了探討其餌料
生物組成 , 於分析胃內含物之同時亦進行腸內會物分析 , 本報告之胃內會物及腸內會物分析係踩定量
法及定性分析法 ; 定量分析法保以胃內含物指數 (Stomach Content Weight Index. 簡稱SCWI ,

即胃內含物重/ 體重 x 100) 及腸內會物指數 (Intestine Content Weight Index 簡稱 ICWI, 即腸

內會物重/ 體重 x 100) 費示 : 定性分析則踩出現頻度法及餌料生物重量百分法作比較。

結 果

一、消化器之解剖 ( 國 1)

(→口腔構造

由前上頓骨、主上頭骨與下額骨組成 , 開口型里筒狀或簡叉狀 , 上下爾頓齒相似 , 有 2 大犬齒及

2'""'-'3
列臼齒 , 內倒有較小的粒狀齒。

仁)館耙

揖耙短前端略平 , 長度為輯絲的地~ 沌 , 總耙數 13---17 ' 體體長之增加餌弓內側揖耙也愈短且平

臼食道與胃囊

咽頭齒下方為食道 , 食道短旦寬廣 , 與胃真無明顯的界限 : 胃壁較厚 , 當胃屢充滿餌料生物時胃
囊易變形 , 胃呈 V---y 字型。

回幽門垂

幽鬥垂短 , 有四片位於幽門部下方。
回腸

腸呈N 字型彎曲 , 由小腸及直腸構成 , 直腸租短末端為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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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臘魚之消化器官。 A: 上下頓齒 ; B: 總 ; e: 消化管之個j面 ; D: 餌料消化路徑。
Fig.l The dig, 個tive organ of Pagrus major.

A : upper and lower jaw teeth.

B:g 訕

e : lateral view of digestive tract.

D : path movement of food in digestive tract.

的肝臟

由兩葉片構成 , 左葉鞍右葉畏。
二、胃內含物研究

村定量分析

1. 雌雄魚胃內含物指數之月別變化

如國 2 所示 , 雌魚於十二月至四月之seWI 以 0.01--0.50 居多 , 以二月之0.5 最高 , 十二月之 o.
25 最低 ; 雄魚之 seWI 月別變化較大 , 以十二月之0.12 最低 , 四月之 1.90 最高。一般而言 , 本海產嘉
臘魚之攝餌重量指數均低 , 大揖在0 . 25'" 1. 00 之間

, 除四閱有較大差異性外 , 雌雄魚之 seWI 亦無顯

著的差異。

2. 體長大小輿攝餌量之關係

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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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雌雄魚胃內會物指數之丹別變化。
Fig.2 Monthly variation of SeWI values of Pagrus major by sex.

國 3 顯示不同體長之胃內含物與腸內含物重量指數變化
, 雖然兩者相關性不高 , 但不同體長之胃

內會物指數變化甚大 , 尤其體長大於 300mm 之大型魚 , 而腸內合物指數之變化則較為種定。
由標本體長頻度的分佈將標本分成二群 , �p 體長小於300mm 小型魚及大於300mm 之大型魚。由

圖 4 可知大、小型魚之 sew I皆以 0 . 01 "-'0. 05 馮主
, 但大型魚之 seWI 分佈則較小型魚為廣。

3. 餌料生物大小與口寬之關係
口寬之大小與攝餌生物大小有闕 , 一般而霄 , 以浮游生物為食之魚類其攝餌生物大小往往小於口

寬 , 而雜食性或肉食性之魚類其餌料生物大小往往大於口寬。國 5 顯示不同體長之嘉臘魚平均口寬闊

體長之增加而增大 , 最大餌料生物幾乎大於口寬 F 最小餌料生物略小於口寬
, 且不同體長之嘉臘魚對

於餌料生物大小並無顯著的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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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j定性分析

1. 胃內合物種類組成與腸內合物種類組成之差異

嘉臘魚之餌料生物出現數可歸納為魚類、甲殼類、貝頸、頭足類及海百合等大類 , 而其胃內含物
與腸內含物餌料生物組成也有顯著不同。

國 6 顯示胃內含物中餌料生物出現數主要以魚類、頭足類及及蝦類為主 , 海百合及貝類較少 , 而
蟹類及海膽則未發現 , 但標本係採自以鎖管為釣餌之延繩釣船 , 故頭足額有幅高之現象。依餌料重量
百分法分析 , 嘉臘魚之胃內含物主要以魚類為主佔餌料生物總量之84.6% 。

腸內含物之餌料生物出現數中 , 魚類及頭足類則降至 17% 以下 , 而在胃內含物中較少出現的貝類
、蟹類、海百合及海膽類則有顯著的增加。以上顯示魚類、甲殼類、貝類為嘉臘魚之主要餌料之主要

餌料 , 但較不易消化的貝類、蟹類、海膽針刺也可則於腸內出現。
2. 月別餌料生物組成

將胃內含物與腸內合物合併分析顯示十二月餌料生物個體出現以貝頡屑多 , 次為蟹類、魚類及蛇
尾額 ; 元月標本以蟹類、魚類較多 , 蝦頸、頭足頡次之 , 海膽類無出現 ; 二月餌科生物個體出現數仍

以蟹類、魚類及貝額為主 ; 三月除海膽及蛇尾額外 , 其餘魚類、甲殼類及貝類較為平均 ; 四月仍以蟹

類居多而海膽有 32% 之出現率 ( 圖 7 )

以上所示嘉臘魚之餌料生物以蝦蟹頸、貝類、及魚類為主 , 屬於頭足類的台灣鎖管因係為標本船
之釣餌其出現率有偏高之現象 , 而海百合類於十二月有36% 之出現率 , 海膽於四月有30% 之出現率

,

兩者之季節性變異較大。

Pi: Pisces60

Cr: Crab
IntestinesStomach

Shr: Shrimp�4.57
5 。

She:. Shell

Sq: Squid(

法
}

Su: Sea-urchin
4 。

SI: Sea-lily-

3 。

LFUZ
凶

Dg
山
自

h

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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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 Shr

闡 6 宵內含物與長內含物餌料生物出現率之差異。
Fig.6 Comparison in the percentage of weight and occurrence of food organisms between

stomach and int 飽 tine.

SuSI Shell CrPiSq Sbr SI Shell Cr Su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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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nd weight of food organisms in

monthly variation.

。 frequency of weight ﹒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Pi: Pisces, Shr: Shrimp, Cr: Crab, Sq: Squid, Sh: Shell,

Su: Sea urchin, Sl: Sea lily.

SuShSqShr ‘ CrPI

圖 7

3. 體長大小之餌料生物出現率

表一顯示嘉臘魚體長大小之餌料出現頻率 , 體長200 250mm 之主要餌料以 Galatheid 肘
,

Pisinae , Portunid 前 , Corystidae 等甲殼類及Epitoniidae 等貝類為主 , 而魚類、海膽類、海參觀、
蛇尾類則無發現 , 主要為攝食小型移動較緩之底棲性生物 ; 體畏 251--300mm 大致與 200 250mm 相

似 , 但開始有黨科魚類、海膽針刺及蛇尾頓等生物被攝食 : 體民 301--350mm 則以 Balanidac
, crab

, megalopoda 之甲殼穎、 Lucinidae 之貝類、黨科魚類及蛇尾額為主 , 尤其有51% 之個體有攝食蛇

尾類之現象 , 且部份個體腸部有砂碟泣鵲卵石出現 : 體投 351--400mm 之個體攝食申殼顯誠少
, 主要

以中型魚類為主 ; 401--450mm 仍以魚類為主 , 且開始有海鵬顯出現 ; 451 550mm 則甲殼類、貝顯

減少 , 主要以攝食魚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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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示 , 可依體長歸納為體長 300mm 以下之小型魚及300mm 以上之大型魚
( 國八 ) , 小型魚

有偏向於攝食小型底棲性之甲殼額及貝類之現象
, 而大型魚則以魚類、大型蟹類及海膽類為主食。

BL > 300mmBL <: 300mm 一一

間內 rcenlaQe of weiQht 閉..,. PercenlaQe of occurrence"
n. 一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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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 尾又長大小與餌料生物組成之變化。

Fig.8 Comparison in percentage of weight and occurrence of food organisms with size of

Pagrzts I1rzjor .

SuShr Stlell SqCrPi51ScShr SI\eII 5qCrPi

論

一般魚類食性之研究皆以胃內含物的調查為主
, 其調查的方式甚多。但本種魚之胃內合物重量指

數一般皆很值 , 除了胃內含物種額外 , 腸內會物亦可發現大豈不易消化之貝、蟹及蛇尾類等之殘留物
, 而此等腸內含物種類皆屬底棲性之生物 , 故由食住可種知體長 19.2 53.7 公分之嘉颱魚其為底棲性

。對於此等底棲性之魚類進行食物分析時亦可考慮其歸內含物種額為食性之參考。

依據成魚消耗食物的特性可將魚類分成草食住 (herbivorous) 、肉食住 (carnivores) 、及攝

食性 (predators) 等三群
, 肉食性魚頓一般以捕食無脊椎動物為主 , 而獵食性魚類則以捕食其他魚

類為主t叫。由本報告嘉臘魚之消化器官構造及其攝食種類之出現率
, 嘉臘魚應可歸屬於肉食性與獵

食住之魚績。

在自然界中魚類主要以棲息水壩較豐寓的餌料種類為攝餌對象
, 當棲息水峰餌料欠缺時 , 魚類也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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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選擇其攝餌 ,
因此胃內含物所發現之餌料也未必是其所嗜好之餌料 , 代回 0974)

(16)
也認為在

討論餌料的選擇性時必須個重。本海域盧嘉臘魚由胃內會物及腸內會物分析, 其攝餌以魚類、甲殼類
、貝類馮主, 而海鵬及蛇尾續則較有事酷性的變異 ,

因此此等餌科生物可親為金山附近海城產嘉颱魚
之餌料生物組成代發種而非其絕對種。

摘i 要

利用台灣北部延繩釣標本船轍擅之嘉臘標本七十五尾 , 進行口腔構造、總耙、食道與胃囊、幽門
垂、腸及胃內合物定量及定性分析。結果發現 :
一、金山、石門、富貴角附近海域產嘉臘魚攝餌畫畫指數不窩 , 以 0 . 25"" 1. 00 為主 ; 雌雄間無顯著

的差異。

二、不同尾叉畏之胃內合物指數變化甚大 , 體最大於30 公分之大型魚其SCWI 較廣 , {旦腸內食物指
數變化則較為種定。

三、餌料生物以魚類、頭足額、申殼穎、具穎、海鵬及蛇尾類為主 , 其個體出現數閻季節而異。
四、胃內會物之餌料生物以魚類、蝦額為章 , 而較不易消化的貝穎、嚴頸、海膽針刺則於膳內亦可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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