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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報告為 1982 年高屏溪河口海域
, 及 1982 年 11 月至 1983 年 10 月濁水摸河口海域

, 實施稚魚、網

表層踩集所得之結果。其要點如下 :

一、高屏溪河口海域 :

1. 每月揉集一次 ,
共得魚、卵 12000 個 , 仔稚魚、 112 種 2135 尾。仔稚魚、中

, 日本黨是優勢種 , 其他朦

科、寬燈籠魚、大眼闢科、假虎科、精科、屆里銀帶練、青沙驗及短膳燈籠魚等皆有多量出現。

2. 仟稚魚的種類數和尾數皆以春季最多
, 夏季少 , 及至秋季和冬季又有增多的趨勢。冬季的仔稚魚 ,

以日本黨、大眼擱科、青沙帳為主 o 春季裹
, 日本質佔極大優勢 , 其他寬燈籠魚、最多科及蜻科等也

有多量出現。到了夏季
, 屆里銀帶練是優勢種 , 其次以印度銀帶輝、假虎科為主。及至冬季 , 大眼

擱科、屆里銀帶髒佔多數。

3 高屏溪河口海域之仔稚魚 , 出現期間短之種類較多 , 出現期間長之種類較少。

4. 魚卵之分顯街有困難。其出現量 , 冬季和春季多 , 到了夏季顯著誠少 , 及至秋季 , 又有增多之睡勢 o

二、濁水溪河口海域 :

1. 每月探集一次 ,
共得魚、卵 5904 個 , 仔稚魚、 22 種 2145 尾。仔稚魚中 , 屆旦銀帶鯨是優勢種 , 其次

是創髒屬。驅虎科、韋歇醋、青紗帳和石首魚科也多量出現。

2. 仟稚魚的種類數冬春二季多而夏秋二季少。出現之尾數冬季最多、夏秋兩季次之、春季最少。冬季

以創鯨屬、組虎科、石首魚科和左醉科為主 ; 春季則以韋歇繃、創鯨屬、屆里銀帶廳和日本質佔多

數。夏季之f于 1桂魚中 , 目里銀帶締約佔一半 , 其他青沙帳、服虎科、鼠銜魚、科也有多量出現。秋季

里 , 屆里銀帶會劇古極大優勢 , 其他鰻虎科、青 j少酸和石首魚、科有較多量之出現。

3. 濁水溪河口海域之仔稚魚 , 出現期間短之種類數較多 , 出現期間長之種類數較少。
4. 魚卵出現量冬季最多、夏季次之 ,

春秋二季最少 O

戶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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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接與濁水溪河口海城仔稚魚之出現

-=CI

我國為因應世界各臨海國家相繼設立 200 裡經濟海域之新情勢
,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推行台灣沿

岸水產資源調查及開發利用研究計劃
, 以加強台灣沿岸水產資源之開發與利用。高屏溪與濁水溪河口海場仔

稚魚之研究承該研究計劃經費之資助
, 其目的在瞭解高屏溪和濁水溪河口海場出現那些種類之仔稚魚 ,

出現之數量多少以及在一年中之季節變化怎樣等
, 希望逐漸建立基聽資料 , 以供將來水產養殖用新魚、種

之開發、水產資源保護與管理上之蓋章考。同時對瞭解魚類早期生活史各階段
, 在形態和生態上之變化亦

將有所助益。本文主要報告 1982 年於高屏溪河口海壩
, 及 1982 年 11 月至 1983 年的月於濁水摸河口

海域 , 所揉集仔稚魚之種類 , 出現之數量以及季節變化情形。

前

材料與方法

所用的材料為 1982 年間 , 於高屏溪河口海域及 1982 年 11 月至 1983 年 10 月
, 於濁水摸河口海壩

( 圖 1 ) , 以漿油動力饒 , 實施稚魚桶的表層採集所得之魚、卵、仔稚魚。每一調查站 , 每月探集一次 ,

共 12 次。使用的稚魚、網
, 以網絲直徑 O.2mm I 網目 0.4 mm 之紗龍網製成。其口徑 1.3 m' 網尾開口

25 cm 0 曳網時 , 部分網口鐵環露出海面 20 -- 30 cm ( 圖 2 ) 於白晝以 2 節的速度踩集 10 分鐘 O 每次

曳閑之濾水量互有差異 , 故以一次曳網濾水量為 a
將各次曳網換算成噫水量 800 ma 之探集量。

採集的同時測量水溫。

標本在現場以 5% 福馬林固定 ( 圖 3 、 4 ) , 揖罔研究室後加以選別 , 計算魚種別 , 測定全長 , 繪
製仔稚魚形態特徵圖。魚、卵、仔稚魚之標本以 70 %之酒精保存於屏東農專養媳科。

本研究有關仔稚魚種類之鑑定
, 畫E 考內田、水戶、 Ozawa 、陳、 Delsman 、松原等對仔稚魚和成魚

所描述之形態特徵 O

果結

一、仔稚魚種類之組成

1. 高屏淒河口海鐵
1982 年 , 每月接集一次 , 所得仔稚魚、種類數 , 總尾數及其種類組成 ,

如圖 5 所示 0 112 種、 2135 尾

仔稚魚之中 , 日本質幾佔半數 , 是優勢種 O 其次體科、寬燈籠魚、大眼擱科、假虎科、精科、屆里銀帶

蝶、青抄驗、短賭燈籠魚等之仔稚魚合佔四分之一強 , 多為沿岸性種類。

2. 濁水摸河口海域

1982 年 11 月至 1983 年 10 月 , 每月踩集一次所得仔稚魚、種類數、總尾數及其種錯組成 , 如圖 5 所

示。 22 種、 2145 尾仔稚魚之中 , 屆里銀帶喜劇古 40 多后 , 是優勢種。其次是創歸屬之一種仟稚魚 , 佔 21

%0 另外顯虎科、韋 {t 蚓、青沙酸和石首魚科之一種合佔 24 % 。亦即濁水溪河口海績之仔稚魚多為沿

岸性種類。

二、魚仰、仔稚魚之季節雙化

1. 高屏溪河口海域

踩集高屏溪河口海域魚卵 , 仔稚魚的同時 , 測量水溫之結果 , 1 --12 月份分別為 21.7
�

C 、 23.0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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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 e 、 24.0oe 、 27.3

� e 、 26.5
� e 、 28.4 � e 、 29.8

� e 、 29.6
� e 、 27.1

� e 、 27.4 � e 、 23.5 � e 0 因 1 月
之水溫最低 , 故定 12 -- 2 月為冬季 . 3--5 為春季 . 6--8 為夏季 . 9 -- 11 月為秋季。魚、卵個數、仔

稚魚種類數、尾數及主要稚魚、尾數之季節變化 , 如表一所示。魚卵方面 , 分類上尚有困難 , 只看總卵數
之變化。高屏溪河口之魚卵 ,

冬春兩季最多 , 夏季最少 ,
及至秋冬又有增多之趨勢。亦即水溫由低升高

之季節 , 魚、卵之出現量最多 , 水溫由高降低之季節次之 , 而在高水溫之季節 , 魚卵之出現量最少。

仔稚魚方面 , 春季出現仔稚魚、之種類數和總尾數最多 , 共有 53 種 1416 尾。其次是冬季 , 出現“
種 343 尾 , 秋季 31 種 266 尾。夏季之出現量最少 , 只有 24 種 110 尾。冬季出現之仟稚魚中 , 以日本質

較多 , 佔 15 % 。其次是大眼綱科佔 12 %. 青沙駿佔 10 %. 短鰻燈籠魚、佔 9 $話 , 沿岸魚類佔多數。到

了春季 , 日本黨繼續出現而且數量顯著增多 , 佔 77 $皆是優勢種 , 其次是穆科 , 佔 7 $后 ,
寬燈籠魚、佔 5

%. 蜻科佔 4 予答 , 亦以沿岸性魚類佔多數。夏季峙 , 仔稚魚、之種類數及尾數顯著誠少。其中屆里銀帶蟬

較多 , 佔 27$ 右 , 其次是驅虎科 , 佔 11 %. 印度銀帶瞭佔 10 佑。秋季裹 , 大眼觸科較多 , 佔 19%. 其

次是屆里銀帶際佔 10 $右 , 由夏季至秋季均有出現。青眼魚、屬及粗皮擱屬之仔稚魚、則各佔 5% 。今就各

季節主要仔稚魚之出現期間之長短加拉 i 整理 , 貝 Ij 出現期長達 8 個月斟上者只有大眼擱科。出現期 5--8

個月者有皓科、寬燈籠魚、組虎科、青沙驗、鼠銜魚科、左蝶科。出現期 5 個月以下者有日本質、精科

、屆里銀帶勝、青眼魚屬、短嬉燈籠魚、擱科、四齒鮑科、除了寬燈籠魚及短繕燈籠魚以外之燈籠魚科
、 m 度銀帶瞧 , 除上述以外之銀帶蝶屬、租皮擱屬、鬼頭刀、黑壁魚、隆頭魚、科及實伊脫蹦等。亦即高
屏溪河口海場之仟稚魚 , 出現期間短之種類較多。

2. 濁水溪河口海域

採集濁水摸河口魚、卵、仔稚魚的同時, 測量水溫之結果 . 1 -- 12 月分別為 18.3 � e 、 17.9 � e 、 18.7
。 c 、 20.2

� e 、 28.7
� e 、 29.7

� e 、 29.8
� e 、 28.2

� e 、 29.Te 、 27.9 � e 、 21.2
� e 、 22.8

� e 。今以水溫較低
的 1-- 3 月定為冬季 , 則 4--6 月為春季 . 7--9 月為夏季 . 10 -- 12 月為秋季 O 魚卵個數、仟稚魚種

顯數、尾數及主要稚魚尾數之季節變化 ,
如表二所示。魚、卵總數之季節變化 , 以冬季出現量最多 ,

夏季

次之 , 春秋雨季最少。

仔稚魚、方面, 冬季出現之種賴和尾數均多 , 共有 12 種 625 尾。春季出現之種類雖多 , 尾數則少 ,

有 12 種 431 尾。夏季出現 8 種 560 尾 , 秋季出現 8 種 523 尾。冬季之仔稚魚中 , 創歸屬最多 , 佔 58%

'
其次是假虎科 , 佔 19 $話 , 石首魚科佔 7 彩 , 左肝科佔 6 予答

, 多是沿岸性魚類。到了春季韋歇繡多量

出現 , 佔 36 彩 , 其次是劍鯨屬 ,
自冬季繼續出現 , 佔 28 形。屆里銀帶髒佔 13 多話 , 日本黨佔 8%0 亦以

沿岸性魚類為主。進入夏季時 , 屆里銀帶鯨多量出現 , 佔 51 %. 其次是青沙艘 , 佔 18 $右 , 假虎科則佔

10� 步 , 沿岸性魚頓佔多數。到了秋季 , 屆里銀帶總繼續多量出現 , 佔 93 % I 其次是體虎科和青沙駿各佔

2 � 石 , 亦以沿岸性魚類佔多數。

于? 就主要仔稚魚、之出現來看 , 屆里銀帶蝶幾乎全年出現 , 而以夏秋兩季為盛產期。劍瞭屬之出現期

很短 , 冬季是盛產期。假虎科之出現期很長 , 亦以冬季為盛產期。韋獻繃於春夏兩季出現 , 春季是盛產

期。青沙駿之出現期很長 , 夏季是盛產期。石首魚科、右胖科、腦科之盛產期是冬季。日本質出現於春

季 , 鼠銜魚、科於夏季多量出現。今就各季主要仔稚出現期之長短加以整理 , 則出現期長達 8 個月以上者

有屆里銀帶蝶、組虎科。出現期 5--8 個月者有韋歐捕、青抄脹、石首魚、科和風街魚科。出現期 5 個月

以下者有創髒屬、在研科、日本黨、餾科、大眼擱科、寬燈籠魚、星沙艇、灰海荷姐、河厭科、沙艇、

台灣玉筋魚、、資伊脫捕、石距魚屬、實珈海龍、黑星銀會共等, 亦即濁水溪河口海域仔稚魚之中 , 出現期

間短之種額佔多數。

茲就 1982 年全年於高屏漠河口海域及 1982 年 11 月至 1983 年 10 月於濁水溪河口海域
, 實施稚魚

網表層所得之結果
, 比較如下 : (1) 高屏漠之魚卵總數絢濁水溪者之 2 倍。 (2) 兩河口海域之仔稚魚總尾數

大約相等。 (3) 高屏漠河口海鐵出現之仔稚魚、種想數絢為濁水溪者之 5 倍。 (4) 兩河口稚魚、魚、種百分組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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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小間。高屏溪河口海域之仔稚魚中
, 日本黨幾佔半數 ; 濁水溪河口海場則以屆里銀帶蟬

, 佔 40 多右 , 是

優勢種。其次是附屬之一種仔帥、佔 2 阱。 (5) 兩河口海面出現之仔稚帥 , 均以出現期間短之種類佔

多數。(6) 兩河口所出現之仔稚魚均以沿岸性魚類佔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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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各 魚卵

種推魚數 2300 2400 700 2000 600 50 600 400 200 1200 1100 600
稚稚種恥

、蓋骨魚魚
18 17 15 49 35 7 14 15 22 19 24 34是由慰。台們

尾

數 數
46 114 972 246 198 41 38 31 136 81 49 183

臼 本 黨 52 950 4 10

穆 科 l 是 77 12 6 6 10

寬 燈 籠 魚 15 3 58 6 4 6 9

大 眼 網 科 3 4 2 4 3 36 12 2 35

蝦 虎 科 32 5 8 4 8 11

蜻 科 57 2

屆 里 銀帶瞭 21 9 24 3

三包 眼 魚 28 7 7向

Z且 沙、 駿 35 10 3 7 3門

短 膳 燈 籠魚 2 32

鼠 銜 魚 科 2 3 9 2 4 11

左 蝶 科 3 12 2 3 3 5

闢 科 30

四 齒 純 科 3 2 20

燈 籠 魚、 科 4 5 9

銀 帶 輝 4 2 7

花 狗 母 5 4 2 4

灰 海 荷 組 2 4 8

租 皮 擱 12

鬼 頭 刀 3 5 2

印 度 銀 帶 勝 4 9 2

左 魯平 科 1 2 5

黑 踅 魚 8

伊 脫 車間 l 7

隆 頭 魚、 科 2 3

表一、高屏溪河口一次曳網所得魚卵數、稚魚種顯數、稚魚總尾數及各種稚魚尾數之月別變化

( 198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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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齒 科

純 科 1

直屬 科 3

腦 科 2

鋸 吻 海 龍

Brama sp. 3

銀 漢 魚

鱷 蜥 體 3

仙 女 魚 2 2

金 鱗 魚、 科 2

璧 魚 科 l

Scopelosaurus sp.

角 魚 科

鰻 目 1

白 帶 魚、 科

石 斑 魚
2

鑼 齒 科 l

金 梭 魚 1

黑 星 銀 拱 2 2

蛇 會星 科

日 本 海 蝴 轍
2

矢 狀 海 蝴 轍
2

七 星 魚

不 明 種 類 7 14 4 4 15 7 4 9 37 12 20 46

續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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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83 1982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給
各

種
1920 1320 720 245 6 9 321 180 943 220 20

稚
魚 串串

2 5 11 10 3 6 6 8 8 2 6 5

尾 尾
數 數 12 19 594 186 174 71 182 305 79 4 467 52

屆 里 銀 帶 際 11 9 58 77 193 17 453 34

創歸屬的一 種 360 120

鰻 虎 科 116 3 17 27 11 4 5

=b.
獻 繃 153 4 12 4�

三金三

沙 綾 l 2 3 48 27 28 4 5門

石首魚科的一種 41 14 2 3

左 會平 科 39 2

日 本 黨 34

鼠 銜 魚 科 2 8 16 2

自由 科 13 6

大 眼 網 科 5 哇

寬 燈 籠 魚 6 2

星 沙 鰻 7

灰 海 荷 6 2

四 齒 純 科 5

黑 星 銀 拱

沙、 脹 2

」函、 灣 玉筋 魚口

伊 脫 自闆

石 斑

實 珈 海 龍

不 明 種 類 8 5 14 2 38 24 7 2 4

表二、濁水溪河口一次曳調研得魚卵數、稚魚種類數、稚魚總尾數及各種稚魚尾數之月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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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A] Elops 旦旦出且里, 但 .3mm; [B]Dussumieria 且且主 , 16.0mm; [C-D] Spratelloides

gracilis, 6.6mm, 9.4mm.

ELOPIDAE

A. 夏威夷海鰱 Elops 旦坐坐旦旦 (FORSSKAL) , 本標木類似鰻目魚類之幼期 , 屬於狹首

型 ( Leptocephaius ) , 唯後者尾體不分叉 , 前者成二分叉 o 全長 34.3mm 時背膳基數 21 ' 臀

嬉基數 13 '
皆未連定數。臀賭較背攜小 , 而且臀轄的前端位於背體之後端下方。肌節 65 節

,

肛門位於第 58 肌節之下。消化道與肌節腹緣之間有黑色素胞分佈。領上有銳齒分佈。

DUSSUMIERIIDAE

B. 尖杜民組 Dussumieria 且盟主 CUVIER & VALENCIENNES, 全長 16.0mm 之個體
, 背體與臀睛上下對稱。背鱷 12 膳條 , 臀繕 16 繕條 , 皆未達定數。肌節 61 節 , 肛門位於第 47

肌節下方。體側及頭都有黑色素胞分佈 o

C.-D. 灰海荷鱷 Spratelloides 巨型坐立 ( TEMMINCK & SCHLEGEL), 全長 4.6mm

時 , 肌節的節 , 肛門位於第 36 肌節下方。消化道及尾緒有少數黑色素胞分佈。全長 6.6mm

時 , 肌節的節 , 肛門位於第 37 肌節下方。背賭基己出現 , 臀攜基則尚未出現。消化道有少數

黑色素胞分佈。全長 9 Amm 之個體 , 臀賭基巳出現 , 背膳 10 鱷條 , 未連定數。肌節的節 ,

肌門位於第 37 肌節下方。體之腹側、梢化道及尾緒有黑色素胞分佈。

nh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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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起巨型 Ii 旦旦旦旦壁壘 [A] 6.0mm; [B] 7.0mm; [C] 8.8mm; [D] 10.0mm; [E] 12.7mm.

ENGRAULIDAE

A-E. 日本黨控巨型且s 旦旦旦旦 TEMMINCK & SCHLEGEL, 全長 6.0mm 之個體 ,

肌節的節 , 肛門位於第 29 肌節下方。臀攜起端位於背賭基後端之下方。背鱷 11 體條 , 臀繕 14

體條 , 皆未達定數。消化道有色素胞分佈。全長 12.7mm 之個體 , 背輯 15 轄條 , 臀瞎 16 賭條

。在一次課集 950 尾中 , 29 尾能見到釀。除鏢可見與不可見之外 , 肌節數和鱷之特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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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A-D]Stolephorus 主主 3.3mm; 8.9mm, 1l.0mm, 22.9mm; [E] Stolephorus indicus,

17.6mm; [F] Stolephorus gommerson 泣 , 6.4mm.

A-D. 屆里銀帶鱗 Stolephorus tri (BLEEKER)
, 全長 3.3mm 之個體 , 肌節 41 節 ,

肛門位於第 25 肌節下方。消化道有少數黑色素胞。背膳未出現。 8.9mm 之個體 , 肌節的節
, 肛門位於第 26 肌節下方。背賭 13 賭條 , 臀嬉 13 嬉條 , 皆未達定數。臀賭起點在背膳基底
下方。背膳前有一小棘。 22.9mm 時 , 肌節的節 , 肛門位於第 26 肌節下方。背膳 13 賭條 ,

臀髒 14 膳條。腹髏已出現。體之腹緣及尾牆有黑色素胞分佈。

E. 印度銀帶勝 Stolephorus i 旦坐旦旦 s V AN HASSEL'! 、 ,
全長 17.6mm 之個體 , 肌節的

節 , 肛門位於第 25 肌節下方。腹膳已出現。背牆的膳條 , 臀鱷 19 膳條。無色素胞分佈。

F. 孔民銀帶梅Stolephorus commersonii( LACEPEDE) , 全長 6.4mm 時
, 肌節 39

節 , 肛門位於第 28 肌節下方。背臀嬉基已出現。腸管中殷有一談黑色素胞。由肌節特徵及產

地推定本標本為孔民銀帶膝。

附圖 4. [A]Chlorophthalmus s 恥 , 4.0mm; [ 副主旦旦旦s 延旦旦旦 , lO.2mm; [C] 旦旦e 旦控旦旦 ,

5.3mm; [D] Synodus variegatus, 10.0mm; [E]Scopelosaurushcedti, 6.2mm; [F] 旦旦r ﹒

巴虫2 型旦旦控 ,3.8mm.

CHLOROPHTHALMIDAE

A 青眼魚之一種 Chlorophthalmus S 恥 , 全長 4.0mm 之個體
, 肌節 37 節 , 肛門位於第

13 肌節下方。上下官員有細齒分佈。胸膳小 , 臀嬉則未出現。黑色素胞除體腹緣外 , 少有分佈。

STOMIA TIDAE

B. 鱷蜥膳 Stomias affinis GUNTHER, 全長 10.2mm 之個體 , 頭部扁平 , 眼球星楠圓

形。肌節 40 節 , 肛門位於第 26 肌節下方。領上有細齒分佈。背膳 11 膳條 , 臀膳 12 賭條。臀

賭起點位於背轄後端下方。尾柄部及尾膳有少數黑色素胞分佈。

AULOPIDAE

C. 仙女魚且血s 且也旦旦 ( GUNTHER) , 全長 5.3mm 之個體
, 肌節的節 , 肛門位

於第 14 肌節下方。口傾上有細齒分佈。沒有標。腹錄有少數黑色素胞分佈。胸膳頗大。背臀

體尚未出現。根據上述特徵 , 本標本屬於仙女魚科。又接臺灣脊椎動物誌記載 , 臺灣產仙女魚

科魚類 , 僅一屬一種 , 故本標本極可能為仙女魚之稚魚。
SYNODONTIDAE

D. 花狗母益堅坐5 旦坐旦旦� (LACEPEDE) , 體形細長 , 全長 10.0mm 時
, 肌節目

節 , 肛門位於第 41 肌節下方。腹蟻有 7 個半圓形的大黑色素斑。尾體有多數小黑色素斑分佈。

背臀繕尚未出現。下台頁有細齒啡列。

NOTOSUDIDAE

E.Scopelosaurus 垃坐且 , 只踩得一尾 , 全長 6.2mm 。肌節目節 , 肛門位於第 18 肌節

下方。尾柄都有多數黑色素胞呈一帶狀分佈。背臀膳崗未出現。 ;;$: 種魚類尚無中文名稱。

HARPODONTIAE

F. 小膳鍊齒魚 Har 且坐旦旦些且生 ir GUNTHER, 全長 3.8mm 時 , 肌節 57 節 , 肛門位

於第 38 肌節下方。沒有標。體腹個分佈少數黑色素胞。胸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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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A-C]Neoscopelus 旦控旦控 , 3.2mm, 5.1mm, 5.8mm; [D-F] �半且盟垣旦旦 ,4.5mm,

7.9mm,8.7mm.

MYCTOPHIDAE

A-C. 短膳燈籠魚 Neoscopelusm 主且生 ir MATSUBARA, 全長 3.2mm 之個體
, 肌節

32 節 , 肛門位於第 11 肌節下方。體腹蜂有十多個黑色素胞分佈
, 尾膳則有一個分佈。全長

5.1mm 之個體
, 肌節 32 節 , 肛門位於第 14 肌節下方。口頭上有細齒排列。全長 5.8mm 之個

體 , 背牆基數 8 .脂膳已出現
, 臀賭基數 12 。臀輯之起點位於背膳基末端主後方。體腹緣有

5 個黑色素胞分佈 , 尾繕基部也有分佈。
D-F. 寬燈籠魚 Di 盟惶2 蛀虫s GILBERT. 全長 4.5mm 之個體

, 肌節 35 節 , 肛門位於

第 15 肌節下方。胸鱷小型
, 背臀鱷尚未出現。尾柄腹側有一黑色素胞分佈。全長 7.9mm 之個

體 , 頭部增大 , 體高也增大。肌節 34 節 , 肛門位於第 14 肌節下方。體腹側有 2 黑色素胞分佈

。背鱷13 膳條 , 臀膳 15 繕條。臀膳起點在背牆基底後端之正下方。臀膳基底與背鱷基底間長
, 或略長 , 或略短。全長 8.7mm 之個體 , 頭部及體高更為增大。背鱷 16 攝條 , 臀鱷 14 膳條

。口韻
,
上有細齒分佈。

附圖 6. [A]Ben thosema 旦旦旦旦 , 6.8mm, [B] Ophichthidae gen. sp., 5.2mm; [C]Trachyrham

垃旦旦立坐虫 , 17.0mm; [D]Holocentrus sp., 4.2mm.

A. 七星魚 Benthosema pterota (ALCOK) , 全長 6.8mm 之個體
, 肌節 36 節 , 肛門

位於第 1 是肌節下方。背嬉 9 膳條 , 臀膳 15 鱷條。脂牆已出現。臀攜基底顯然比背臀基底長。

消化道之背、腹倒及頤部有黑色素胞分佈。

OPHICHTHIDAE

B. 蛇鰻之一種 Ophichthidae gen. sp., 全長 5.2mm 之個體 , 體倒扁而細長。明尖上下

台頁各有數隻針狀齒。肌節100 節以上 , 肛門位於第 73 肌節下方。體腹側有 7 個黑色素胞排成

一列。本標本屬於狹首型稚魚。

SYNGNA THIDAE

C. 鋸吻海龍 Trachyrhamphus 笠立旦旦旦 ( TEMMINCK & SCHLEGEL), 全長 17.0mm

時 , 軀環 22 置 , 尾環 44 環。背賭下體瑋數 4+2 。背嬉 28 賭 (蝶 , 臀鰻 4 嬉條 , 尾鱷 8 膳條 o

頭部後方第 4 軀環之背側有成對皮質突起 , 尾部也有兩對突起。肛門後方之尾部有棕色素之斑

環 4 個。尾膳有許多色素斑點分佈。

HOLOCENTRIDAE

D. 金鱗魚之一種 Holocentrus sp., 本標本全長 4.2mm' 頭部大 , 體側扁。吻端向前方

突出。後頭部中央和前總蓋骨隅角郡突出 , 形成長大的棘 , 屬於 rhynchich thys 型稚魚。關蓋

骨上隅部、眼上都、前總蓋骨邊緣和頭部下方也有棘。肌節 32 節 , 肛門位於第 11 肌節下方。

消化管有黑色素胞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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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 [A] Mugilidae gen. sp., 10.5mm; [B] AlIo 且且a 區監控豆 , 3.2mm; [C] 主且旦旦旦 S 卦 ,
12.0mm; [D-F] Scombridae gen. sp., 4.6mm, 5.2mm, 8.0mm.

MUGILIDAE

A. 輔之一種 Mugilidae gen. sp., 全長 1O.5mm 之個體 ,
全身分佈黑色素胞 , 但在背側

、體正中央腹側各有一較深色之縱走帶。肌節無法數計。第一背繕 4 棘 , 第二背繕 l 棘 8 軟條
。臀蜻3 棘 8 軟條。腹牆有 6 軟條。

A THERINIDAE

B. 銀摸魚在旦旦旦 ta 且旦控且 (GUNTHER), 全長 3.2mm 之個體 , 頭部稍圖 , 魚體
倒扁而細長。肛門位於體之前方 , 在第 6 肌節下方。肌節 45 節。黑色素胞分佈於頭部和消化

道。背餾、臀鱷及腹餾皆未出現。

SPHYRAENIDAE

C. 金梭魚之一種起垃旦旦asp., 全長 12.0mm 之個體 , 吻郡突出而且長大。價上有尖
齒。肌節無法數計。第一背鱷 4 棘 , 第二背嬉 10 軟條。臀膳 10 軟條。腹餾已出現。第一背緒

之起點在胸繕後端上方 ,
而在腹牆基底略後。黑色素胞分佈於尾部、側線下方之軀幹部、上下

領及眼之後方。

SCOMBRIDAE

D-F. 舖科之一種 Scombridae gen. s卦 , 全長 4.6mm 之個體 ,
魚體頗為細長 , 肌節 40 節

,
肛門位於第 9 肌節下方。背臀嬉尚未出現。黑色素胞分佈於下傾前端和消化管背側。前總蓋

骨內緣 1 棘 , 外緣有 3 棘。長至 5.2mm 時 , 頭部增大 ,
背臀繕基出現。黑色素胞分佈於下台頁前

端、後頭部、消化管及尾部腹緣。兩頓有銳齒。前總蓋骨內緣有 3 棘 ,
外緣有 5 棘肌節數不變

。 8.0mm 之個體 , 第一背膳 7 棘第二背膳 15 軟條。背傭後方之小離膳基已出現 , 體基數 6 0

臀嬉 13 膳 (蝶 , 其後方之小離膳基數 5 0 腹輯也已出現。前師蓋骨內緣 4 棘 , 外緣有 6 棘。上台頁

尖齒發達。明端、後頭部、第一背緒有黑色素斑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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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8. [A] 旦旦區巴基 � sp., 6.3mm; [B-C]Corvphaena U 旦旦[. 4.6mm, 9.3mm; [D] 生盟主
sp., 4.5mm.

TRICHIURIDAE

A. 帶魚之一種 Trichiurus S 恥 , 全長 6.3mm 之個體
, 魚體細長而側扁 , 頭部頗大。尾部

肌節無法確實數計
, 全部肌節 150 節以上 , 肛門位於第 20 肌節下方。背體起端有 4 棘出現。

黑色素胞極少 , 僅下台東前端有少數分佈。

CORYPHAENIDAE

B-C. 鬼頭刀 Coryphaena h且巴巴� LINNAEUS, 全長 4.6mm 之個體
, 魚體側扁而細長

。肌節32 節 , 肛門位於第 17 肌節下方。全身除尾端以外
, 披覆黑色素胞。背轄尚未出現。

9.3mm 之個體 , 尾輯、臀鱷及背鱷開始形成。前總蓋蓋骨有 4 棘。體側有 10 黑色橫帶出現。

肌節無法數計。

BRAMIDAE

D. 旦旦且是 sp., 全長 4.5mm 之個體 , 頭部圓而且大。肌節 47 節 , 肛門位於第 16 肌節下

方。胸鱷頗大。背膳 30 攝條 , 臀膳 19 膳條
, 皆未達定數。腹牆已出現 , 喉位。前總蓋骨有 2

棘。黑色素胞分佈於頭部及軀幹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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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9. [A-D] Carangidae gen. sp., 2.6mm, 3.6mm, 4.0mm, 7.8mm; [E] dorsal view of c.

CARANGIDAE

A-E. 穆立一種 Carangidae gen. sp., 發育初期體頗組長 , 以後體高漸增 , 頭部增大。肛

門忱於僻、體中央下方 , 在第 12--13 肌節下方。全長 2.6mm Z 個體 , 肌節 27 節。背臀賭尚未

出現。魚體除尾端外 , 被覆黑色素.胞。3.6mm 之個體 , 前總蓋骨外語有 2 棘。 4.0mm 之個體
, 前鯨蓋骨 4 棘。背臀賭基已出現。體背側的黑色素成兩列分佈於背中線兩旁 0 7.8mm 之個

體 , 背膳 8 棘 , 24 軟條 , 臀蟑 2 棘 20 軟條 , 腹緒也已出現。高屏摸口 , 穆科仔稚魚 , 除本種

外 , 另有數種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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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0. Mene maculata, [A] 3.2mm; [B] 3.5mm; [C] 9.2mm.

MENIDAE

A-C. 眼眶魚 Mene maculata (BLOCH & SCHNEIDER)
, 全長 3.0-3.5mm 之個

體 , 頭部頗大。腹--吉體側腹橡有 10
個黑色素胞分成一列。背臀蟑崗未出現。

9.2mm 之個體 , 體高大幅增加。體側腹緣之黑色素胞消失。後頭部、背嬉基及尾柄都體制有

10 個左右之黑色素胞分佈 o 背鱷 3 棘 44 軟條
, 臀鱷 33 軟條。腹繕延長為絲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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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

附圖 12.

[A-C] Priacanthidae gen. sp., 2.3mm, 3.7mm, 4.2mm; [D]Ephinephelus sp., 6.0m 瓜

PRIACANTHIDAE

A-C. 大眼憫之一種 Priacanthidae gen. sp., 全長 2.3mm 之個體
, 後頭都已生成雞冠

狀大棘。肌節 24 節 , 肛門位於第 7 節下方。背臀繕尚未出現。總蓋骨內緣有 3 棘 ' 外線有

2 棘 o 胸膳基背倒有一黑色素胞。 3.7mm 時 , 黑色素胞除胸膳基背側外 , 消化道、體側腹偉

也有分佈。肌節 26 節
, 肛門位於第 7 肌節下方。下頓有細齒揖列。眼土方有棘。長至 4.2

mm 時 , 背臀賭出現。背賭 22 鱷條
, 臀鱷賭 14 條 , 皆未達數。肌節 26 節 , 肛門位於第 8

肌節下方。跟上方之棘增犬。總蓋骨內緣 6 棘
, 外緣 7 棘。

D. 石斑之一種 Epinephelus sp., 全長 6.0mm 之個體
, 魚體頗為細長 , 第一背緒已相

當長大 , 有 7 棘。第二背膳也已出現。腹緒頗為長大
, 棘相當發連。臀嬉尚未出現。肌節 23

節 , 肛門位於第 7 肌節下方ρ總蓋骨內緣 4 棘 ' 外緣有 5 棘。黑色素胞分佈於下領前端、消

化道、尾部腹個l 及後頭部。除本種外
, 另有兩種出現。臺灣產石斑之稚魚分類 , 目前尚有困

難。

[A-D] Sill ago japonica, 3.0mm, 4.8mm, 7.3mm, 15.6mm; [E-G] Sparidae gen. sp 吋

4.0mm, 6.8mm, 8.8mm.

SILi.,A G INID AE

A-D. 青沙駿 Sillago japonica TEMMINCK & SCHLEGEL, 全長 3.0mm 之個體
,

肌節日 5 暉 , 肛門正芸芸了2 頁盲亨方。黑色素胞分佈於消化管腹側約 10 個
, 尾部腹側絢 15

個 , h-:;0,� 背側 1 個。生長到 4.8mm 時 , 尾部背側之黑色素胞增至 2 個 , 尾柄部之體側正中

線有 Z --, 3 個黑色素胞。肌節數無改變。 7.3mm 時 , 第一背鱷 5 棘 , 第二背蟑 1 棘 21 軟條

。臀狀 2�; 體條。 15.6mm 時 , 第一背攜 6 棘 , 第二背緒 1 棘 21 軟條。臀鱷 1 棘 23 軟條。

尾柄叮之黑色素胞 , 背側有 3 憫 , 體側正中線 l 個 , 腹側 4--5 個。臀牆基部絢有 20 個黑

色素L 排成一列。

SP ARIDAE

Z-G. 憫之一種 Sparidae gen. 叩門全長 4.0mm 之個體
, 肌節 29 節 , 肛門位於第 11

肌節下方。背臀膳尚未出現。黑色素胞分佈於上下官員前端及第 18 -- 22 肌節之尾部上、中、

下方。 6.8mm 時尾郡之黑色丹: 胞顏色加深。體高增加 , 肌節 32 節 , 肛門位於第 13 肌節下

方。背賭 9 棘 18 軟條。臀膳 18 軟條。黑色素胞輿 4.0mm 之個體相間外
, 頭頂及後頭都有

多數出現。 8.8mm 之個體 , 肌節已無法數計。體背側之黑色素胞向前後延伸成列而分列於背

牆基兩旁。尾柄鄧之黑色素胞分佈於中央部之體側。腹緒已出現 o

一 100 一



附圖 12

-101 一



F

附圖 13

nLnu



附圖 13. [A] 旦旦� 且已丘 , 18.5mm; [B-D] Call ionymidae gen. sp., 1.8mm, 4.2mm, 6.1

mm; [E-F]Entomacrodus jighti, 3.2mm, 17.0mm.

TERAPONIDAE

A. 花身難魚旦旦旦旦旦垃 a ( FORSSKAL ) , 全長 18.5mm 之個體 , 體呈楠圓形 ,
背賭 8 棘的軟條臀膳 12 軟條。腹牆已出現。黑色素胞分佈於頭部、體腹側較多。後頭部及

軀幹背倒共有 6 個黑色素距。背嬉棘條上有一黑色素斑。腹膳每一賭條基郡均有黑色素胞分
佈。

CALLIONYMIDAE

B-D. 鼠銜魚之一種 Callionymidae gen. sp., 全長 1.8mm 之個體 , 魚體祖短 , 頭部頗
大。肌節無法數計 ,

肛門位於魚體中央下方 , 4.2mm 時尾體已漸形成。背膳 10 軟條 , 臀緝
8 軟條 , 皆未達定數。腹牆已出現 ,

喉忱。黑色素胞出現於軀幹之背腹側及體側中線 , 各成
一縱列 , 腹部也有分佈。成長至 6.1mm 時 ,

魚體稍呈細長而縱扁 , 各膳皆已生成。本科稚魚
之分類困難。

BLENNIIDAE

Z-F. 費伊脫蹦 Entomacrodus lighti ( HERRE), 全長 3.2mm 之個體 , 魚體細長。
肌節 34 節肛門位於第 10 肌節下方。背腹膳尚未出現。胸緒之下半都有黑色素胞分佈 c 腹部

背側也有黑色素胞分佈。尾部前方起至尾端附近之體腹緣每一肌節各有一黑色素距點啡成一

縱列。生長到 17.0mm 時 , 仍有此一縱列色素斑。胸膳下方之賭條仍有黑色素胞分佈。腹膳
已出現 , 喉位 ,

有黑色素胞分佈 o 頭部也有黑色素胞分佈。背膳 27 繕條 , 臀攜 17 膳條。肌
節 33 節 , 肛門位於第 11 肌節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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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4. [A-B] Gobiidae gen. sp., 3.5mm, 6.3mm; [C-D] Labriidae gen. sp., 4.0mm, 6.8mm.

GOBIIDAE

A-B. 假虎之一種 Gobiidae gen. sp., 全長 3.5mm 之個體
, 魚體細長。肌節 26 節

, 肛

門位於第 9 肌節下方。悄化道背側可看到騁。腹部背側有
2 黑色素胞 , 尾部腹側有 5 黑色素

胞分佈 o 背膳尚未出現。 6.3mm 時 , 背臀牆已生成 , 各有 8 體條。鏢仍然可見。肌節數與

3.5mm 之個體相同。黑色素胞只分佈於尾端腹側。本科稚魚、向有數種其他種類出現
, 分類上

尚有困難。

LABRIIDAE

C-D. 隆頭魚之一種 Labriidae gen. sp., 魚、體細長而側扁。全長 4.0mm 時
, 肌節 24

節肛門位於第 12 肌節下方。背臀餾均未出現。無黑色素胞分佈。長至
6.8mm 時

, 肌節 23

節 , 肛門位於第 10 肌節下方。背膳 20 體條
, 臀賭 13 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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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5.

附圖 16.

[A-C]Sea tophagu ♀ argus. 3.0mm, 4.0mm, 5.5mm; [D-F]Acanthurus sp., 2. 甚mm,

2.9mm, 3.2mm.

SCATOPHAGIDAE

A-C. 黑星銀拱 Sea tophagus argus ( LINNAEUS)
, 全長 3.0mm 之個體 , 魚體頗細

長。肌節 26 節 , 肛門位於第 12 飢節下方。背臀禧崗未出現。腹攝相當長而且大 , 有黑色素

胞分佈。頭部及腹部有黑色素胞分佈。尾部腹緣有 3 黑色素胞。長至 4.0mm 後 , 頭部增大
, 體高增加。關蓋骨後上方有祖大的棘。後頭部生成組大的棘。眼背側之棘發連。肌節 23 節
, 肛門位於第 13 肌節下方。長至 5.5mm 時 , 肌節已無法數計。黑色素胞僅分佈於頭部和軀

幹部。腹膳頗大 , 有深黑色素胞分佈 o 背膳 13 膳條 , 臀牆的膳條 : 皆未達定數。
ACANTHURIDAE

D-F. 組皮憫之一種 Acanthurus sp.
'
全長 2.4mm 之個體 , 肌節 24 節 , 肛門位於第

9 肌節下方。消化管背側有黑色素胞分佈 O 尾部中央有一大黑色素輩。 2.9mm 時 ,
頭頂部及

頰部有鋸齒狀棘。下官員前端有黑色素胞分佈。及長至 3.2mm 時 , 頭部急速增大 , 頭頂部之

棘成雞冠狀 o 頰部前方之棘也增多。尾部中央之黑色素叢分裂為二。腹膳已出現 , 背臀嬉則

尚未出現。吻端突出 , 有如管狀。粗皮細稚魚除本種外 , 另有一種出現。

[A] Tetraodontidae gen. sp., 4.0mm; [B] S ∞ rpaenidae gen. sp., 3.5mm: [C] Triglid-

的 gen. 耶 ,4.7mm; 心[D叫] 些迫且2c 咄he叮i廿ro叩pht泊th岫1旭aIm叮mu此1
TETRAODONTlDAE

A. 四齒純之一種 Tetraodontidae gen. sp, '
全長 4.0mm 之個體 , 魚體圓鈍 , 已具備

四齒純科魚類之外部形態特徵 o 除尾部外
, 體披短棘。胸賭背側之軀幹部 , 黑色素胞分佈較

多 , 其他部位少有分佈。胸賭 11 攜條
, 背嬉 7 嬉條 , 臀賭 14 賭條

, 皆未達定數。本科稚魚

除本種外 , 另有數種出現 , 分類上有困難。
SCORP AENIDAE

B. 她之一種 Scorpaenidae gen. sp. ' 全長 3.5mm 時 , 肌節 25 節 , 肛門位於第 8 肌

節下方。後頭部有一對大棘 o 鯨蓋骨上也有棘。胸繕頗大 , 有黑色素胞分佈 , 其他部位無黑

色素胞分佈。背臀賭尚未出現。

TRIGLlDAE

C. 角魚之一種 Triglidae gen. s 卦 , 全長 4.7mm 時
, 魚體頗為細長。肌節 31 節 , 肛

門位於第 7 肌節下方。胸緒大。黑色素胞僅分佈於腹部背側及軀幹腹緣。背臀賭尚未出現。

DACTYLOPTERIDAE

l 埃比蘇飛角魚 Ebisinus cheirophthalmus( BLEEKER) 全長 3.5mm 時
, 肌節數

鈍 , 肛門位於第 3 肌節下方 , 鯨蓋隅角部及總蓋後上方有大棘。黑色素胞少 , 分佈於尾部腹

側 , 尾末端背側及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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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7.

附圖 18.

Bothidae gen. sp ﹒

, [A] 4.7mm; [B] 7.0mm; [C] 13.2mm; [D] 22.0mm.

BOTHID AE

A 心.左膝之一種 Bothidae gen. sp. '
魚體偏扁 , 全長 4.7mm 時 , 肌節 36 節 , 肛門

位於第 9 肌節下方。頰部前腹據有錯齒狀棘。背臀嬉基已出現。背膳第一攜條伸長。右眼尚

未轉到左側。7.0mm 時 , 體高增加 , 背膳 83 賭條 , 臀膳 58 籍條。及長至 13.2mm 時
, 背

嬉增為 88 梧 (蝶
, 臀膳仍 58 鱷 1碟。腹膳己出現。肌節 36 節。 22.0mm 之個體

, 腹膳延長。

背膳第一軟體之黑色素胞旱斑馬線狀分佈。背體 95 賭條
, 臀緝的膳條 , 皆未達定數 O 本科

之稚魚 , 除本種之外 , 尚有其他數種出現 O

[A] Cyoglossidae gen. sp.
'

5.3mm ; [B-C]Bregmaceros 旦旦旦旦 , 4.0mm, 4.5mm;

[D] Phr 且已旦旦!.J 15.2mm.

CYNOGLOSSIDAE

A. 左評之一種 Cynoglossidae gen. sp., 全長 5.3mm 之個體 , 魚體細長 , 肌節 36 節 ,

肛門位於第 8 肌節下方。背膳最前端 4 體條伸長。腹腔部下方膨脹突出
, 消化管旱數岡轉。

黑色素胞分佈於腹部 , 後頭部及尾部後方之體側正中線 O 尾部腹蝕自前至後 , 有黑色素胞分

佈成一列。本科稚魚 , 除本種外 , 尚有一種出現。

BREGMACEROTIDAE

B-C. 日本海細嫩 Bregmaceros 旦旦旦旦 ( TANAKA) I 全長 4.0mm 之個體 , 魚體

頗為細長
, 肌節目節 , 肛門位於第 14 肌節下方

, 胸繕頗大 , 高位。腹膳已出現 , 喉位。黑

色素胞分佈於消化管背側、後頭部及尾部體側正中線
, 多成叢分佈 o 長至 4.5mm 峙

, 背臀

膳條出現。後頭部之黑色素叢分裂為二。腹購延伸長大。海蝴轍稚魚
, 除本種外 , 矢狀海糊

糊亦於同一時期 ( 11�12 月 ) 在高屏溪河口海域出現
, 與前者比較 , 後者於全長 3.7mm 時

, 第一背體及腹攜已出現而且頗為長大 ; 後頭部及尾部之體側正中線無黑色素叢分佈。
ANTENN ARID AE

D. 黑壁魚 Phrynelox nox ( JORDAN) , 全長 15.2mm 之肌體
, 口大 , 開於頭部前

端。體表粗糙 , 長石研狀皮質突起。肌節數無法數計 O 胸膳 11 軟條
, 腹膳 5 軟條

, 臀賭 7

軟條。第一背繕有 3 離棘
'
第一棘旱觸手狀。第二背賭 1 棘 11 軟條。關裂位於胸膳臉部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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