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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台灣櫻花鉤吻鮭、耳石、年齡、成長 

 

一、  研究緣起  

台灣櫻花鉤吻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為

目前全世界勝存在亞熱帶的兩種鮭魚之ㄧ。由於族群稀少，

所以取樣進行學術探討的困難也因此增加。例如：魚類年齡

的判讀為各種研究的基本，但在本研究之前卻無任何確定台

灣櫻花鉤吻鮭年齡判定的文獻，因此台灣櫻花鉤吻鮭年齡的

鑑定顯然很重要。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實驗所使用的標本是採自雪霸國家公園復育中心的台

灣櫻花鉤吻鮭人工繁殖族群已死亡的標本，體長範圍自 4.7

～33.5 cm ，已知年齡為 6～30 個月，共計 155 尾。以二刀

法取出頭腔中的扁平石，再利用包埋劑包（ Fast Cure Epoxy 
Resin)混 合 攪 拌 調 劑 好 之 後 ， 倒 入 包 埋 模 具 中 ， 用 慢

速切割機切開包埋的耳石，研磨機及砂紙研磨標本使

明暗帶更加清楚，再利用解剖顯微鏡觀察明暗帶，並

測量耳石明暗帶間的距離。  
 

三、  重要發現  

    本實驗以扁平石的橫沏面作為年齡形質紀錄的主要依

據，與實際年齡做比較。耳石的輪紋以半透明帶形成時為輪

紋判讀的標準，得到耳石輪紋數與實際年齡之關係方程式 

 



  

 

為：OR＝-1.208+0.1584．AG，R2＝0.8456；耳石重與耳石輪

紋長關係方程式為：OW＝1.158+0.6152．OR，R2＝0.6637；

耳石長與耳石輪紋數關係方程式：OL＝2.297+0.3867．OR，

R2＝0.5595。並將年齡資料配合體長與體重的資料，依 von 

Bertalanffy 公式，並將得到極限體長為 52.17cm，若台灣櫻

花鉤吻鮭極限年齡為四歲，則極限體長約為 40cm。測量明暗

帶間距離與年齡關係式：AG=0.0229．OML + 2.2，R2= 

0.0115，無明顯的趨勢性，推測無法由耳石間的輪紋距離來

判別詳細的年齡。 

 

四、  主要建議事項  

    2004 年 7、8 月所發生的敏督利颱風及艾莉颱風使得溪

水暴漲，將舊有的復育池毀壞，造成 2001、2002 和 2003 三

個年級群嚴重損失外，也使得僅有的復育池標本全部流失，

使我們無法在養殖池中來得知它的最大年齡及取得標本。本

次實驗中樣本數太少，可能是我們無法由耳石間輪紋距離來

判斷詳細年齡的原因，往後在復育池自然死亡的魚體，可持

續進行耳石標本製作，更多數據進行分析，希望可以更明確

判斷出魚體的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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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osan landlooked salmom （ 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is one of the last two kinds of salmom that live in 

the subtropical zone.This is currently an endangered species in 

Taiwan.The natural population estimated have never exceeded a 

number of 5000 in the overall upstream habitats of Da-Cha River 

after 1990s.Sampling for age determination thus became a tough 

work without the support by artificially propagated population 

form the She-Pa Revserved Hatchery Station. 

However,documentation about the age of this species was 

limited,at most with estination from length data.Only those dead 

fish specimen removed from culture pound of She-Pa Hatchery 

Sattion were available for age determination. 

       

A total of 155 fish were sampled with total body lengths 

ranging from 4.7~33.5cm and with the known age  

ranging from 6~30cm months old.The biggest otolith ring（OR）

and real age（AG）was：OR=-1.208+0.1584．AG，R2=0.8456；whereas 

the realation between the otolith weigh（OW）and OR was：OW 

= 1.158 + 0.6152·OR，R2= 0.6637；and that between the otoligh length

（OL）and OR was：OL = 2.297 + 0.3861·OR，R2= 0.5595.The maximum 

length calculated from von Bertalanffy growth curve was 52.17cm.If the 

maximum age of this species were five years then the maximum length 

calculated would be around 44cm. 

 

Key word：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otolith、age、growth

 





 

前言 

 

台灣櫻花鈎吻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為

冰河時期遺留之陸封型族群，棲息於大甲溪流域上游的七家

灣溪，為公告珍貴稀有動物之一。近年來雖有許多計畫進行

復育，可惜接踵而來水文災害造成無法順利執行，台灣櫻花

鉤吻鮭的數目反而有日漸減少趨勢。以 1997 年為例尚有一千

多尾，而到了 2001 年連五百尾還不到（曾和楊，2002）。族

群稀少造成許多研究因為樣本不夠而不易進行，例如年齡的

鑑定。 

 

年齡鑑定（age assessment）被認為是研究魚類生物學

和生態學特性的基礎，也是分析和評價魚類種群數量變動趨

勢的基本依據（殷，1998）。通常來說年齡的鑑定方法有以

下三種：（1）利用標示放流，（2）採樣後繪製體長頻度分

佈圖，（3）透過計算魚體身上硬組織所形成的成長記號，來

判斷魚類的年齡，一般稱之為年齡形質法（age character）

（林和郭，2003）。前兩種方法因為水文災害的頻繁，或是

因為國家法律而無法進行櫻花鈎吻鮭的採樣。所以利用年齡

形質法來判斷其年齡，對於了解台灣櫻花鈎吻鮭等各種基本

生物學有相當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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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櫻花鈎吻鮭的年齡鑑定，最大的年齡與極限體型， 

至今仍是個難題。本實驗由耳石進行對於魚類年齡的判定，

主要是依據魚類在生長時，所在耳石上留下的紋輪來做判定

的。有關台灣櫻花鈎吻鮭年齡與成長的研究，我們將以年齡

形質做為年齡查定的方法，主要利用的年齡形質為耳石。耳

石形質方面來說，魚類年齡鑑定可信度遠高於其他形質,因

為耳石位於魚的頭蓋骨內部，不會受到外界損傷，故判定上

較正確。 

 

最近有關台灣櫻花鈎吻鮭的養殖資料紀錄中得之，在二

齡時容易大量死亡，推斷是因為繁殖期打鬥或產卵導致的大

量死亡，但由於仍有5%的魚群存活，我們對於台灣櫻花鈎吻

鮭的最大年齡，至今仍是個謎。但有了耳石及年齡之間精準

的對照數據後，我們可自捕獲(或自溪邊拾獲)的魚中，得知

台灣櫻花鈎吻鮭可以活多久，進而解開這個年齡之謎。台灣

櫻花鈎吻鮭最大體型記錄相對於現在的體型大很多，我們不

禁懷疑，到底是因為過去台灣櫻花鈎吻鮭的生活棲地尚未遭

至破壞，生活環境優渥，因此體型較大？還是因為近親繁殖

而導致目前的台灣櫻花鈎吻鮭體型較小？或是有些魚可以

活超過3歲?因此體型成長與年齡之間的關係可經由耳石研

判而獲得一些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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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困難點，由於 2004年7、8月所發生的敏督利颱

風及艾莉颱風使得溪水暴漲，將舊有的復育池毀壞，造成

2001、2002和2003三個年級群嚴重損失外，也使得僅有的復

育池標本全部流失。但我們仍盡力從一點點的線索中，解開

台灣櫻花鈎吻鮭年齡之謎。水溫、營養、水域等不同的生活

環境，會影響個體的成長。因此，我們養殖族群，清楚的掌

握其生活環境，例如水溫及營養等加以記錄。由於養殖族群

的年齡是確定的，與其耳石判讀的資料相對照，而精準的列

出年齡與耳石之間的相對應關係。 

 

本研究的目的即在利用年齡形質中的耳石來探討台灣櫻

花鈎吻鮭之年齡以及成長之間的關係，可以得知其基本生物

學進而進行更有效率的復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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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與方法 

 

3.1 實驗材料來源及處理: 

 

3.1.1 實驗動物：  

 
  本實驗樣本採自雪霸國家公園復育中心的台灣櫻花鈎吻

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人工繁殖族群。採樣的

樣本皆為在復育養殖過程中死亡的樣本，樣本以冰凍方式保

存，再近一步做解剖，由於採樣為隨機，所以樣本中有 2001

年級群以及 2002 年級群，採樣數為 155 隻。雖然魚鱗是最早

被當作判斷魚類年齡之形質，但鮭鱒魚類有克萊頓效應

（Crichton effect），即鈣質重新吸收的逆轉現象（1993，殷）。

所以，以鱗片當作判斷台灣櫻花鉤吻鮭年齡之形質不夠可

靠。耳石卻沒有再吸收的現象(1971，Pannella)，因此我們只

取台灣櫻花鈎吻鮭的耳石做為年齡形質。  

 

 

3.1.2 魚體測量：  

 
  在解剖取耳石之前，先將魚體予以編號、照相（圖 1），

並記錄總體長（TL，total length），以及標準體長（SL，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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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精確度為 1mm 以及體重（BW，  body weight）以電

子秤測量，精確度至 0.1g。 

 

 

3.1.3 耳石之取出與清理：  

 
  以二刀法將台灣櫻花鈎吻鮭頭蓋骨延著眼睛上緣橫切

開，切開頭腔內有成對的膜質迷路（membranous labyrinth），

而膜質迷路被腦及薄膜裹藏，由外部無法直接看見耳石的存

在（落合 , 1987），所以我們必須用 3 號鎳將頭腔內的腦、薄

膜和組織移除後（圖  2），就可看見膜質迷路。而我們將實

驗所需要的耳石扁平石（sagitta）（圖  3）（圖  4）從小囊

（sacculus）內取出（圖  5）。  

 

  前半規管（anterior semicircular canal）、水平半規管

（horizontal semicircular canal）以及後半規管（posterior 

semicircular canal），三個互相垂直的半規管和通囊構成了所

謂的膜質迷路（Hibiya, 1982.）。膜質迷路的通囊（utriculus）

有礫石（ lapillus），小囊（sacculus）有扁平石（sagitta），

壺（ lagena）有星狀石（asteriscus）（圖  6，圖  7）。三對

耳石中，最大的是扁平石（sagitta），最常被用來做為年齡

的判定；而另外兩顆耳石：礫石（ lapillus）以及星狀石

（asteriscus），質量太小，實驗操作上容易遺失，大都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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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因此本實驗只取扁平石做為實驗的材料。  

 

    耳石取出後，浸泡於稀釋的次氯酸鈉（NaOCl）水溶液，

即一般市售之漂白水（6﹪），30 分鐘後取出，目的在於溶

解其餘非CaCO3形成之組織。耳石取出之後，再以 90%的酒

精（CH3CH2OH）沖洗，沖洗之後，置於一般室溫下，等待

其乾燥。耳石乾燥後，以電子式游標尺測量扁平石（sagitta）

最長長度，精確度為 0.01mm；再以電子微量天平秤其重量，

精確度為 0.01mg。  

 

 

3.1.4 耳石包埋：  

 
  將包埋劑（ Fast Cure Epoxy Resin)混合攪拌調劑好之

後，倒入包埋模具中，再用鑷子將耳石放至填滿包埋

劑的空間底部，此時要注意，由於包埋劑在攪拌過程

中會有氣泡產生，必須將氣泡挑除，否則凝固後會影

響到耳石的標本品質。最後將包埋模具放入烘箱中，烘箱

溫度設定 60℃，放置烘箱中 12 小時以上。  

 

 

3.1.5 耳石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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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以慢速切割機（Buehler isomet low speed saw）將包

埋好的耳石切開，切開的部位為耳石之中心點以及

距離中心點 0.5 mm 之地方。  

 

步驟二：以熱融膠將耳石中心面固定在載玻片上。  

 

步驟三：使用研磨機，以 800 及 1200 號砂紙研磨。過程中必

須邊研磨邊在光學顯微鏡下觀察研磨的程度，以避

免研磨過頭，損壞標本。  

 

步驟四：最後以 4000 號砂紙細磨，使表面光滑，以利觀察。 

 

步驟五：在解剖顯微鏡下觀察耳石上的明暗帶，數其輪數。  

 

步驟六：以耳石核的中心為標準，朝上方、左方、右方、下

方測量其明暗帶間的最長距離並紀錄之。  

 

   台灣櫻花鈎吻鮭的耳石為左右成對，兩顆耳石間不會有

太大差異，但是為了求一致性以及減少誤差，所以本研究全

部採用台灣櫻花鈎吻鮭的右耳石來作為年齡查定的依據。  

 

3.2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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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直線迴歸方程式  Y=aX+b 來分析耳石輪紋、年

齡、體長、體重、耳石長與耳石重之間的關係，採用 SigmaPlot 

2001 Demo 軟體繪圖。並用年齡與體長以  von Bertalanffy 成

長方程式反推極限體長。von Bertalanffy 成長方程式介紹如

下 : 

 

Lt=L∞（1-e-k(t-to)
）  

 

Lt： t歲時之魚體長  

 

L∞：理論極限體長  

 

k：體長接近理論極限體長之速率  

 

t：年齡  

 

to：理論零體長之年齡  

在本論文中，我們首先求出體長與年齡間的關係，並以此找

到極限體長，再利用 von Bertalanffy 成長方程式求得其成長

速率。 

 

 

結果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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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耳石的形態與輪紋  

     
    台灣櫻花鈎吻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具有

三對耳石，分別是扁平石（sagitta）、星狀石（asteriscus）

以及礫石（ lapillus），扁平石（sagitta）為此三對耳石中最

大的一對耳石（Pannella, 1974），本研究以扁平石（sagitta）

（圖 4）為年齡查定的標本，此對耳石位於投蓋股後腦部的

小囊（sacculus），左右各一個，兩者外形並無顯著差異。  

 

    在耳石的成長週期中有較寬（fast–growth zone）以及

較窄（slow–growth zone）的成長帶交替出現，磨過的耳石

在解剖顯微鏡下會呈現兩種輪紋 :不透明輪（opaque ring）以

及半透明輪（ translucent ring）（Pannella，1974；Williams 

and Bedford，1974）。不透明輪以及半透明輪每年會在耳石

上交替沉積著，半透明輪為冬天形成的區域，而本實驗將這

個冬天形成的區域就當做一年（圖 8）。本研究對於台灣櫻

花鈎吻鮭耳石年齡之查定，曾嘗試使用全耳石來做為年齡查

定之依據，但全耳石在稍加處理後，其輪紋並不易觀察，因

此採用橫切過的耳石來推估年齡，應可以提供較清晰之成長

帶與輪紋計數（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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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耳石長、耳石重與體長、體重之關係 

 
    由於我們所採樣的樣本，有些是在繁殖期打鬥受傷感染

水黴而死亡，而受傷的魚多半有斷尾或是爛尾的情況，為了

怕有誤差的產生，我們對於魚體外觀的測量除了測量其全長

（ total legth，TL）外，還測量魚體的標準體長（standard 

length，SL）。我們將全長（TL）以及標準體長（SL）兩方

數據做比較分析（圖 10），全長（TL）與標準體長（SL）

的關係以  TL=Y0+a SL 表示之，計算全長（TL）與標準體長

（SL）之關係方程式如下：  

 

TL = 0.9012 + 1.082·SL，R2= 0.9925         （1）  

 

我們在方程式（1）中發現 R 值以及斜率皆趨近於 1，此結果

顯示全長與標準體長呈現正相關，因此體長的表示使用全長

（TL）或是標準體長（SL）並無差異性。不過為了求一致性，

之後討論與體長相關的主題皆用全長（TL）做為數據。  

 

    由耳石長（OL）與體長（TL）之關係得知，兩者為正相

關成長（圖 11），耳石重（OW）與體長（TL）也有相似的

正相關成長（圖 12）。耳石長（OL）與體重（W）雖為正相

關成長，體重在大於 300g 時，耳石長不再增加（圖 13）。

但耳石重（OW）與體重（W）卻為明顯的正相關成長，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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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於 300g 時，耳石重仍在增加（圖 14）。  

 

 

4.3 耳石輪紋與體長體重之關係  

 
    我們將處理好的耳石經過判讀後，觀察輪紋數（rings, 

RS）與體長（TL）、體重（W）之關係發現輪紋數與體長、

體重為正相關成長（圖 15，16），關係方程式如下：  

 

RS = 10.91 + 5.414 TL，R = 0.6754            （2）  

 

RS = 0.6697 + 77.30 W，R = 0.7244            （3）  

 

我們嘗試做耳石輪紋與耳石長、耳石重之間的關係，但發現

耳石輪紋與耳石長、耳石重之間並無趨勢性，這可能因為我

們樣本數太少，而誤差影響分析結果所導致。  

 

 

4.4 體重與體長之關係  

 

    體重（W）與體長（TL）之關係以  W=a TLb 表示之，

計算體重（W）與體長（TL）之關係方程式如下（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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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0.01947·TL
2.831 

                     （4）  

     

由標識（ tag）與歷史資料得知樣本的年齡，與本實驗紀錄的

體長利用 von Bertalanffy 成長方程式可求得其極限體長為

52.98cm，體長接近理論極限體長之速率（k 値）為 0.02972

（圖 18），其 von Bertalanffy 成長方程式如下：  

 

TL=52.98 （1－e-0.02972AG
）               （5）  

 

我們以此 von Bertalanffy 成長方程式帶入年齡，近而推估出

年齡（Age）與體長（TL）對照表（表 2），表格中顯示出

三齡魚之體長為 34.80cm，與我們實驗標本中最大的二齡半

魚體長 33.5cm 比較之下，顯示出為合理的推估。 

 

     

    台灣櫻花鈎吻鮭實際年齡是否可以活至 4 齡，我們至今

尚未不清楚，但我們可以從我們的 von Bertalanffy 成長方程

式中推估出 4 齡魚的體長約為 44.07cm，倘若我們可以自野

外溪中拾獲的魚體體長有這麼長的話，那我們就可推論出台

灣櫻花鈎吻鮭至少可以活至 4 齡。 

 

4.5 耳石輪紋與年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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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4.1 的方法進行耳石輪紋的年齡判讀後，與由標識

而得知的年齡進行比較（表 1 )。結果發現，當耳石三、四輪

時魚齡只有約 25.8 ± 2.30 與 30.3 ± 0.95 個月較理論值為低

（理論值應大於 24 與 30 個月)。這是因為當台灣櫻花鈎吻鮭

在大於二齡時，死亡率偏高而產生抽樣誤差導致。探討大於

二齡時死亡率偏高的原因，不外乎是繁殖期打鬥及產卵導致

的大量死亡所造成。  

 

由於變異係數的高低代表著樣本分佈狀況。當變異係數

低時，表示樣本分佈較窄，平均值代表樣本的準確率越高。

由表 2 可以看出隨著輪紋的增加，對於標識年齡的變異係數

便降低。這是因為耳石的核與第一個不透明輪的判別有困

難，所以將核與第一個不透明輪都判讀於 0 輪。又 0 輪的範

圍為 1～4 輪的兩倍（0 輪的年齡範圍為 12 個月，1～4 輪每

一輪為 6 個月)，所以變異係數較大為預期結果。  

 

由耳石輪紋與年齡的分佈圖可以得到櫻花鉤吻鮭的耳石

輪紋與年齡的關係式如下：   

 

OR = -1.208 + 0.1584 · AG   r
2
 = 0.8456      （6）  

 

其中 OR 為耳石所判讀的輪紋數，AG 為由標識而得知的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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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利用耳石輪紋所判定的年齡與實際年齡數比較，可得到

相同準確的結果（表 2，圖 19）。  

 

 

4.6 耳石重與耳石長與年齡的關係  

 

4.5 中，我們已經可以由判讀耳石輪紋準確的得知年齡。

但要將耳石製備成可以判讀的樣品，不但花時間，而且失敗

率高，所以找出較簡便的檢測年齡方式是必須的。由於耳石

重的測量簡單方便，所以不少研究是討論魚類耳石重與年齡

間的關係。故在此我們除了討論耳石重與年齡的關係外，也

研究耳石長與年齡的關係。  

 

由表 3 和表 4 我們可以清楚的除了可以看出隨著輪紋的

增加耳石重與耳石長隨之增加，而變異係數卻隨之降低。 由

於在 0 輪時，耳石重與耳石長數値都偏小，所以誤差相對較

大，因此變異係數較大。  

 

耳石重、耳石長與年齡是呈現正相關的關係。因此將耳

石重與耳石長對耳石輪紋作分佈圖得到圖 20 與圖 21，而其

左耳石與右耳石的長和重與相對應的耳石輪紋關係式如下：  

 

OW = 1.158 + 0.6152 · OR    r2  = 0.6637   左耳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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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 = 1.200 + 0.5523 · OR    r2  = 0.6300   右耳石    （8） 

 

OL = 2.297 + 0.3861 · OR     r2  = 0.5595   左耳石    （9） 

 

OL = 2.298 + 0.3632 · OR     r2  = 0.5125   右耳石   （10） 

 

其中 OW 表示耳石重(mg)，OL 為耳石長(mm)。而由這關係

式可以看出，利用耳石重或是耳石長來預測台灣櫻花鈎吻鮭

的年齡是可行，唯準確率較耳石輪紋判讀低。  

 

 

4.7 耳石間距長與年齡的關係  

 
   由 4.6 中我們已經確知了耳石長是可用來判讀年齡，但是

準確率卻較耳石輪紋低，為了可以更加精準的判讀，我們將

更進一步探討耳石輪紋間長度與實際年齡之間的比較。  

    

    我們將研磨好的耳石經過測量之後，把其中所得到的數

值去與實際年齡扣除 6、12、18、24 個月之後作圖(圖 22)比

較。得到關係式如下： 

 

 

AG=0.0229．OML + 2.2        r2= 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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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L 為耳石所判讀的輪紋間距長，AG 為標識再扣除 6、12、

18、24 或 30 而得的年齡。  

   由此關係式可以發現，扣除 6、12、18、24 個月，並無

明顯的趨勢性，推測無法由耳石間的輪紋距離來判別詳細的

年齡，也可能是因為樣本數太少造成誤差，而影響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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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Von Bertanlanffy 成長方程式推估年齡(Age)與體

長(TL)對照表  

Age(month) TL(cm)  Age(month) TL(cm)
1  1.55  31  31.89 
2  3.05  32  32.51 
3  4.51  33  33.11 
4  5.93  34  33.69 
5  7.31  35  34.25 
6  8.65  36  34.80 
7  9.95  37  35.33 
8  11.21  38  35.85 
9  12.43  39  36.35 

10  13.62  40  36.84 
11  14.77  41  37.31 
12  15.89  42  37.77 
13  16.97  43  38.21 
14  18.03  44  38.65 
15  19.05  45  39.07 
16  20.04  46  39.47 
17  21.01  47  39.87 
18  21.95  48  40.25 
19  22.85  49  40.63 
20  23.74  50  40.99 
21  24.59  51  41.34 
22  25.42  52  41.68 
23  26.23  53  42.01 
24  27.01  54  42.33 
25  27.77  55  42.64 
26  28.51  56  42.94 
27  29.23  57  43.24 
28  29.92  58  43.52 
29  30.60  59  43.80 
30  31.25  60  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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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耳石輪紋與實際年齡比較表  

輪紋年齡  

(ring) 
 
樣本數  

(n) 
 

實際平均年齡  

 (month) 

標準偏差  

(s.d) 

變異係數  

(coefficient of 

varience) 

0  5  6.6  1.817  27.53% 

1  82  14.8  2.000  13.53% 

2  20  17.7  2.012  11.37% 

3  12  25.8  2.301  8.94% 

4  7  30.3  0.951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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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耳石長與輪紋的關係  

平均耳石

長  
標準偏

差  變異係數  樣本數  
耳石輪

紋  

 (mm) (s.d.) 
(coefficient of 

varience) (n) (ring) 
左耳石      

1.72 0.49 28.49% 3 0 
2.71 0.27 9.96% 80 1 
3.1 0.39 12.58% 20 2 

3.41 0.22 6.45% 10 3 
3.77 0.18 4.77% 6 4 

  
右耳石      

1.95 0.55 28.21% 3 0 
2.67 0.3 11.24% 80 1 
3.1 0.36 11.61% 20 2 

3.28 0.21 6.40% 10 3 
3.73 0.3 8.04%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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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耳石重與輪紋的關係  

平均耳石

重  
標準偏

差  變異係數  樣本數  
耳石輪

紋  

 (mg) (s.d.) 
(coefficient of 

varience) (n)  (ring) 
左耳石       

0.86 0.5 58.14% 3 0 
1.82 0.34 18.68% 80 1 
2.27 0.39 17.18% 20 2 
2.77 0.38 13.72% 10 3 
3.96 0.55 13.89% 6 4 

 
右耳石      

0.92 0.55 59.78% 3 0 
1.79 0.33 18.44% 80 1 
2.2 0.38 17.27% 20 2 

2.66 0.39 14.66% 10 3 
3.69 0.55 14.91% 6 4 

 

 

 

 

 

 

 

 

 

 

 

 - 28 -



 

 

 

圖 1 魚體外觀形質的觀察、測量與紀錄  

 

 

 

圖 2 使用 3 號鎳將頭腔內的腦、薄膜和組織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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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取出耳石扁平石（sagitta）  

 
 

圖 4 台灣櫻花鈎吻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 

小囊（耳石袋 , sac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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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灣櫻花鈎吻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  

耳石(扁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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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各耳石存在之位置之一（David H. Secor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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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耳石存在之位置之二（David H. Secor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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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台灣櫻花鉤吻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耳石

所呈現的不透明輪（ opaque ring ）以及半透明輪

（ translucent ring），我們依據此來辨別魚的輪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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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台灣櫻花鉤吻鮭耳石輪紋之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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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總體長與標準體長線性回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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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耳石長與體長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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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耳石重與體長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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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耳石長與體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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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耳石重與體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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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輪紋數與體長直線回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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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輪紋數與體重直線回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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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體重與體長之關係方程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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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耳石重對輪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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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耳石長對輪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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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耳石間距長與年齡之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