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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板鯨魚額之研究

第五報 燈籠棘絞發現於束港

鄧 ,J)(. 土

筆者於是7 年 9 月下旬在東港揉集深海沙魚兩種 , 均為我國尚未有記錄者 , 其中之小抹香骰 1 種

已發表於本研究第 4 報 , 另 1 種經詳查研究結果 , 除由尾緝長度稍大於頭畏 '@ 第 2 背儲位於腹牆基

底後端主較為後方 ,@ 上頭齒之側尖頂數較多 , 稍有不同外 , 大致與 Etmopterus lucifer 招同 , 其
中名由英名 Lantern shark 靚譚 , 而擬稱為燈籠棘駛。誰將其形態及分佈箏報告於下 , 以供參考。

燈誼韓鍛 Etmopterus Iu,cifer Jordan & Snyder

標本號碼 : 蓋灣省水產試驗所魚類標本第 3836 號

採集日期 : 民國 47 年 9 月 23 日

謀集地點 : 屏東縣東港漁村

漁場 : 小琉球西南海域 , 水深約 180 尋處

漁法 : 黑口 ( 東港俗稱臭魚〉底延繩釣

英名 : Lantern shark, Luminous dog-fish

日名 : 藤鯨 (7 夕夕夕 7)

俗名 : 背摘去 ( 東港〉

形態 : 體長〈助端至尾牆下業基底〕為頭畏〈助端至第 5 鯨孔〉之 3.7 倍 , 體高之 8.7 倍 ; 頭

長為眼寞長徑之 4.37 倍 , 助長之 4.5 倍 , 口前助長之 2.5 倍 , 兩眼間隔之 3 倍 , 前方 4 個體孔長

度之 26.8 倍 , 第 5 餌孔長度或噴水孔長徑之 17.9 倍 , 口寬之 3.1 惜 , 兩鼻孔間隔之 7.7 惜 , 第 1 背
餾棘長度之 13.7 倍 , 第 2 背牆棘長度之 4.6 倍。

體略伸長 , 輝幹部及尾部不側屑 ; 頭部稍平扁 , 略小於全長之 1/ 昂
, 自噴水孔向前漸次尖細 ; 助

妞而寓 , 寬潤至鼻孔 , 然後鈍尖 , 先端圍 ; 眼大略等。於助長 , 側位 , 無瞬膜 , 兩眼間隔寬 :自而凸出 ;

鼻孔略側泣 , 距呦端較盟眼賽前緣為近 , 後按其一鍾的遊離辦 ; 口星弧形 , 寬度小於口前助長 ; 口角

各具一鍾的屠裙 , 前方具一題而深的口角囊 , 後方有一鍾的口溝延至第 1 聽孔問隔前方 1/'1 處。上頭

曲直立 , 各齒具一較長的中央尖頭及 3 至 5 對翎尖頭 , 其尖頭數由中央齒漸次增加至第 7 側齒 , 然
後再逐漸減少 , 齒式為 12+1+12, 作用齒 2 至 3 列 ; 下頭齒倒扁 , 主尖頭幾乎成為水平 1Jj 錯 , 隨合
部稍昂起 , 曲式為 18+ 詣 , 作用商僅 1 列。噴水孔星半月形 , 位於眼後上方 , 其與眼之距離等於垂
直眼徑 ; 餵孔 5 對 , 均小 , 均在胸牆之前方 , 第 1 至第 4 把孔略為向大 , 第 5 肥孔較大 , 其噴水
孔長盤問大 , 最後兩飽孔較為接近。

兩背餾各具一硬棘 , 各棘均具兩條側溝 (Lateral groove) 。第 1 背縮小 , 起點時在自助端至第
2 背觸起點問之中央 , 其棘長度小於其餾高之一半 , 背撮圓形 , 後角突尖 ; 第 2 背鱗較犬 , 除棘外
之基底長度為第 1 背繭除棘長度之 1.4 倍 , 為兩背餾間隔之 5 倍 , 其棘長度略鎧於餾寓 , 為第 1

背膳棘長度之 3 倍 , 棘之起點在腹續接角宋端上方 , 牆之背韓凹 7 恨 , 後角突出。胸牆題而潤 , 後緣
時連第 1 、背餾棘起點下方 , 略星截形 ; 腹餾中庸大 ; 無臀稽 ; 尾牆上葉宋端下方有一洩缺刻 , 下業
不發達而潤圈。

體鱗墨剛宅狀 , 單尖頭 , 尖頂均斜向體軸後方 , 基底具 4 個尖頭而成為十字形 , 在全體倒以及背
面均排成稍規則的縱列 , 尾部者尤為顯薯 , 全體下面深黑色區域者均不規則的散佈。軀幹部側面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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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之上緣 , 稍有隆起稜 o

體側及背自星灰揭色 , 側線里暗灰色 ; 體側自胸插至尾牆前部有一淡白色縱帶 , 與下面的黑色區
域分開 ; 在腹緝遊離後葉末端尾部下面 , 有一黑帶橫跨至體之兩側 , 由其上端向體側之白色區域伸出
前設兩蝶黑色狹帶 , 前方超過腹餾起點 , 後方超過第 2 背緝遊離末端 , 在腹中線叉伸出 1 條黑帶延至

尾緒干菜起點 , 然後分叉向其兩側之後上方延長 ; 眼後至第 1 鯨孔之間 , 有 .� 不定形的灰白色斑 , ﹒並

有起小支線射向下額及第 1 鯨孔士下方 ; 需眼間隔中部亦有一污自斑。除各牆基底及尾賭宋端外 , 各
僑均為淡白色。

本種沙魚之肢窩具有發光器 , 在黑暗處能發光。
分佈 : 南非洲 (Algoa Bay 以及 Natal) 、阿根廷、東印度華島、菲律賓、日本等 , 我國尚

未有記錄 , 臺轉為初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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