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長 : 頭 長

認叫尾叉長 : 頭 長

體 長 頭 長 8.551 �3�.OF 3.5a

體 長 : 體 高

呵呵呵岫
�8�.Tb�6 3.75 �4�.�É

體 長 : 眼 徑

體 長 : 尾 柄 高

體 長 兩背餾問

頭 長 助 長

呵呵叫
3.760

叫叫叫
3.50

頭 長 : 眼 種 6.69.

頭 長 : 眼 隔

|筆 者|中 村 民|大 島 民|背 木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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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地產陸封鱷魚的形態與生態

土!k鄧

處於亞熱帶圈的臺誨 , 有冷水性桂魚之天然棲息存在 , 最初於民國 6 年 (1917 年 ) 被背木起雄於
大甲溪上游發見時 , 美國魚類學專家喬丹 (J ordan) 亦不相信 ; 後於民國 7 年 (1918 年〉接到大島正

滿之詳報及魚圈 , 始認為蛙轉類分佈上之一大奇蹟 , 而與大島民共同發表為新種 , 定名為畫灣蹲 ( 通

稱高山轉 ) Salmo formosanus Jordan & Oshima (1919) 。

民國 23 年 (1934 年 ) , 大島正滿根據後來所得標本之研究 , 及其採集之報告 , 以兩點重要理由
, 即 C一〉鱗丹構造完全與 Onchorhynchus 屬相同 ,

C二〉體側有紅色斑點 , 而改名為基灣桂魚
Onchorhynchus formosanus (Jodran & Oshima\ 。

民國 24 年 (193,5 年 ) , 大島正滿親自到大甲溪上游採集多數大小活的標本 , 始確認該魚體側並
無紅色斑點 , 鱗井之露出部〈頂部說先端部〉並無生長線而平滑 , 根接這兩點及其他重要特徵 , 認為
與日本北部所童的蛙魚相同 , 學名亦再改為 Onchorhynchus masou (Brevoort) 。

大島正滿除對於蓋萬蛙之分類研究外 , 亦有生態方面之調查研究 D 民國 26 年 (1937 年〉、上野盎

三研究臺灣蛙之食住及其寄生蟲 , 而報告其寄生識之種類與日本產蛙魚之寄生蟲大都相同。
民國 27 年 (1938 年〉與儀喜宜與中村廣苟 , 再經長期而規模較大的調查研究 , 而就 :其分飾、生

物學、濤、獲方法、保護等 , 作有系統而詳盡的報告。
民國 47 年 10 月間 , 筆者與省報管處說副處長、鄭技士枝修、木試所楊鴻嘉君宜地深入大甲溪

上游 , 調壺基灣蛙魚之形態與生態 , 網捕大小 73 尾標本。誰將研究結果 , 報告於下。

間。

態

頭畏之4.20 倍等於全長 ,3.96 倍等於尾叉長 ,3.48 倍等於體長 ; 體長為體高之 3.56 倍 , 眼徑
之 14.35 倍 , 為尾柄高度之 9.3& 倍 , 為兩背緝問隔之 5.60 倍 ; 頭長為助長之 4A1 倍 , 為眼徑之 3.43

倍 , 為閉眼間隔之 4.12 倍。 ( 附表一〉

形(-)

率比音:體(1)表



背﹒ 鱗 �I�-�I�V�.�8�-�1�2^sWG�1�0�.�7 �1�3�-�1�4^sWG�1�3�.�1 1.111
臀 請 �1�-�1�.�9�-�1�1^sWG�1�0�.�3 �1�2�-�1�3^sWG�1�2�.�7
胸 插 I �.�9�-�1�3^sWG�1�2 �1�4�-�1�5^sWG�1�4�.�1
腹 躇 I.6� �8^sWG�8 �9�-�1�0^sWG�9�.�2 I .8
側 線 鱗 數 �1�1�8�-�1�3�0^sWG�1�2�3�.�3�+�5�-�9 128
臨 把 數 �1�1�-�1�4�+�7�-�8^sWG�1�1�.�8�+�7�.�3 8-抖。

筆 者 中 村 民|大為民|背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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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繕僚 , 側線鱗 , 總耙測定比較﹒

背緝分校軟陳 8 至 12( 平均 10.7) ; 臀緝分校軟條 9 至 11 ( 平均 10.3) ; 胸膳 1 單慷 9 至 13
( 平均 12) 分枝軟蝶 ; 腹鯨 1 單條、 6 至 8 ( 平均的分校軟條 ; 側線麟數 118 至 130 C平均 123.3)
加 5 至 9 個 ; 幽鬥鞏數 37 至 66 ( 平均 46.5) ; 臨耙數 11 至 14 加 7 至 8 ( 平均 11.8 加 7.3)
( 以上棍搏的尾標本測定 ) ; 總皮架 13 ( 根樣 2 年魚標本 1 尾 ) ; 脊椎骨數 61 個 ( 模樣 1 年魚標
本 1 尾 )o( 附表二〉

擅長而做 r 屑 , 背部較腹部稍彎曲 ; 眼隔部強團凸帝 , 助組 ( 幼魚〉說鞭長〈丘克魚 ) , 其孔每側具 2 f宿
在眼前方 ; 助部中央 , 互相接近 ; 兩鼻孔間具一發達皮裙 , 上頭接端達眠之後方 ;1=1 斜位 ; 于頭其一
層稽。兩頭間長 , 耳其不等 ; 口蓋膜沿上觀主骨內緣達眼集中央 , 口蓋骨與鐵骨之配置 , 星小字型 ; 兩
頭齒為犬齒狀 , 均具 1 列 , 縫合部無齒 ; 舌前端有一﹒缺刻或無 , 舌面兩側各具 1 列鉤曲 ( 每到 5 至
7 齒 ) , 向後彎曲 , 兩列問尚有小齒 � 無 ; 鉤骨前部稍徵隆起 , 其 2 列鐵骨喝 , 而達眼寞前緣 , 每河
約 8 齒 , 往狀部為平坦 , 向後有數條皮溝而達口控後緯 ; 口蓋骨齒為 1 列。 ( 的國 2)
前聽蓋骨後撤稍突出 , 餌蓋骨後緣圓形 ; 最後總瓣後下方有一大裂孔 , 提惚發達 , 總耙小而屋 ,

近尖端兩側約有 3 個棘狀突起。 ( 附闊的

沿下頭兩下韓各側約有 7 孔粘液孔。胸牆後績稍圓形 , 背插外話時為平在 , f;支清基底部有一絲鞘
; 臀館外館為探凹形 ; 脂餾上緣圓形 , 其.下車費為平直; 尾餾後緣空空λ。
側麓 �8 體中部 , 前方星徵渡狀。背i當前方鱗丹起於距眼睛中部與白 i司長之後芳。體蟬i 為長驚喜3 倍

, 核心部偏 ,快基部 , 沿按心 f拓者 3 至 10 條環狀線 , 基部環狀線平有侵入頂部。 ( 的圍的
新鮮體色為黃灰色或賞梅色, 沿側線部有 8 至 12 個 , 其背方有 5 至 9 個陪背褐色棉圓形斑仗

L-

5cm

國 (1) 畫灣蛙 Onchorhynchus masou (Brevoort) ( 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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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園 (2) A. 口蓋骨與錫骨之配置狀況 ;

圖 (3) 總耙形狀〈原國〉

B
B. 舌爾與下頭齒〈原圖〉

B

國 (4) A. 雄 1 年魚之盟鱗×約 SS( 體長

131.3mm) ; B. 雌滿 1 年魚之體鱗×約 30

〈體長 143mm) ( 原闊〉

CPa 叮 mark) "
側融于方有前後一列規則敢不競則的同色斑點或全無

, 腹部星鉛白色 , 兩頭後半部

、前總蓋骨及腹部均有徵小黑色點 , 體背方星蒼黑色 , 有瞳孔半徑大之黑色圖斑點散在 , 亦有侵入背

牆基部者 , 此等大小形斑敵及斑點 , 在生植時期還漸不明武消失 ; 幼魚各錯均星淡灰黃色 , 成熟魚各
餾均帶黑褐色 , 腹續與臀攏先端星淡白色 , 背爾先端淡灰色 , 頭部黑揭色。 ( 附國 1 及表 3)

〈二〉 生 態

a, 棲息環曉

大甲溪上游之高山地質, 均由易於削剝的黏板岩及砂岩所形成 , 洞床甚少泥質 , 如逢豪雨 , 溪水
漲漏 , 溪水仍為清剖 , 河床坡度及水流速度較為緩和 , 水溫均在攝氏 16 度以下 , 求量週年充沛 , 河

床兩樺樹木繁茂 , 陸棲及71< 棲昆蟲類構成該溪流域之主要動物鑫 ; 有此夫然良好的要素 , 所以桂魚能
移繁殖而生存。

b, 習性

﹒適合水溫: 桂魚之棲息適合水溫 , 通常均在攝氏 10 度以上至 15 度左右。大甲漠上游各水系之

水溫 , 夏季均可保持攝氏 16-17 度以下 , 冬季水溫降下 , 桂魚棲息流壤亦隨之擴大。〈附大甲溪上
游略間的。



質 目 |性別| 變 真 範 圓 均

P��I�J 線 鱗 直立
8 I ll9-128 122.7
♀ ll8-129 123.9

背 餾 歌 條 數
8 I-JV.8-12 1.10.5
♀ I -JV.I0-12 Qð�1�0�-�1�2

胸 鱗 軟 條 歡
8 1.9-13 1.12
♀ 1..12-13 1.12

腹 鱗 軟 條 數 s 1.8 1.8
♀ 1.6-8 18'

臀 錯 軟 條 數i 8 1-).9-11 1.10.2
♀ 1-1.10-11 J!l.1O.3

說 耙 數
8 ll-13 + 7-8 12 +7.4
♀ 11-13+7-8 11.7+7.3

幽 鬥 垂 數
8 25-44+ �9�-•ê�=�3�8�-�6�6 Š[�.�3�+ 17.3=48.6
9 23-34+ 13-23=37-52 28.4+ 16.8=45.2

全 長
8 97.5-247 127.7
♀ 96-267.6 124.8

種 長
s �8�1�-�2v„ ll4.7
9 78-230.5 �1v„�.�5

尾 叉 長
8 bÛ�.�5�-�2�3�9 �1R0�.�3
♀ 89.1-257.5 ll7.5

駒 長
8 4.9-21 8.0
♀ 4.5-15 6.4

限 徑
8 6.8-11.6 7.7
♀ 6.1-10.9 7.4

兩 眼 間 隔
8 7.-19.7 9.7
9 �6�.�8•€�.�1�8�.�3 8.6

頭 長
8 23.3-66.6 •ê�.�5
♀ 23.7-58 29

體 高
8 22-62.5 v}�.�4
♀ 22.4-54 28.8

尾 柄 高
8 9-24.6 12.3
♀ 9-23.2 10.97

問 背 倍 間 隔
8 14.5-38 20.2
♀ 13.4-43.3 8.6

a

H!i 聽 起 部 至 臀 續 起 部 8 1�40.8 21.6
♀ 15-45.9 20.2

0��I�.�!�J 線 上 方 橫 提 數 8 5-9 6.9
♀ 5-"0

7.1

R6�! 線 全 部 橫 斑 數
8 8-11 9.5

♀ 8-12 9.9

但1 線 下 方 橫 斑 數
8 0����5

♀ 0��~Sf0��-�1�0�)

隅 角 部 懼、 耙 長 度 8 J..5-3.5 2.3
♀ 1.6-3.9 2.J.6

生 殖 腺 8 未熟妞,完熟2
♀ 未熟前,完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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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健各部位讀tl 定表

註 : 幽鬥垂敏以右側較多
, 左側較少。

雌性朱熟生殖腺為 1O.2mm 至16.6mm, 平均為 12.9
。

測定尾敏共言i"
的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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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湖
犬
山

心 ,他
抽山

六月1漠上 ib;: 時間

合歡換與 )有湖溪合斑點附近之水摳 , 往往超過攝氏 17 度以上 , 因此 , 該地點以下流域 , 少見蛙魚
; 而可見多數冷水性之鯽魚 Varicorhinus tamusuiensis (Oshima) I 俗稱齊口挨 j 及石假 Across-

ocheilus formosanus tRegan) I 俗稱石斑」帶兩種魚類 , 此兩種魚類在大甲溪上游常有棲息 , 其中
細魚一種是能移與蛙魚共同棲息的唯一種類。

食住 : 攘上野益三報告 , 在桃山溪調查結果 , 均攝食昆蟲之水接幼融為主 ; 其中 , 毛翅甘
(Leptoceridae) 之幼蟲達 233 石 , 椅翅日 (Perlidae) 之幼蟲占 17Jb' 蟬聯 (Baetidae) 占 13J 百 ; 陸

接品品均為膜翅日 , 其中以臨之一種竟達 17 鬼。

*'
級性徵 : 生植期之雄魚 , 其關部比較的仲長 , 為 i眠徑之 1.5 至 1.9 倍。

性比 : 自體長 78mm 至 230.5mm 之 63 尾個體解剖觀察結果
, 雄者 24 店 , 雌者達到后

, 百分比為推者 38.1%' 雌者 61.9 % ' 性比為雌魚 100 : 雄魚 61.53 。

建卵 : 畫灣蛙為喪失降海性而保持幼魚型的陸封性魚類
, � 生期間均有具備陪揭色斑蔽

(Parr mark) , 該 Parr mark 在生殖時期逐漸不顯 8 月
, 體色並不一。產卵時期約在 10 月上旬至 11

月下旬之間 , 在此期間並無顯著的產卵啟動 , 而在溪流中深淵下方的砂碟採面可見隨處產卵。生殖強
迫常由大形魚早期成熟 , 小7位者稍遲成熟。體長 143mm (滿 1 年魚〉之孕 �rJ 數為 178 個

, 其卵徑約
4.4mm ; 體畏 230.5mm (2 年魚〉之卵徑約 5.3mm , 孕卵數約 750 個左右 , 卵為分離沈性卵 , 而星

探 Wi. 色 (Formalin 固定色 ) , 各 �11 粒均成熟。

成的 �能魚 (1 至 2 年,.\(\ ) 體最為 146.7 至 209mm
, 正1 體長 131.3 以下至 78mm 未成熟幸眾 ( 均

1 年魚〉之平均體長為 100.9 土9.913mm, 生殖臨i均未發達。雌魚之生殖巢
, 均有肉眼可以認知程度

的卵粒 , 其長皮為 10.2 至 16.6mm 範間
, 平均為 12.9mm 。成熟雌雄也麟

, 共露出那已被皈依 '
, 甚至己變為普遍體鱗之半形 , 未成熟體鱗之生長線發育正常。

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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