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以下簡稱海生館）的研究團隊今年度又宣布完成了一種珊瑚礁魚類-帶

紋斑節海龍（又稱為黑環海龍）Dunckerocampus dactyliophorus 的「全球首次人工繁殖成功紀

錄」。此為全世界首次孵化繁殖及人工復育之技術開發，將可建立孵化繁殖、魚苗培育及形

態發育的基礎資料，以減緩人為大量捕撈之壓力，發展為水族貿易的一個新的生物來源，以

及提供目前正在從事海龍捕撈作業的漁民之替代的生計方式。

海龍屬於海龍科（Syngnathidae）之海龍亞科（Syngnathinae）魚類，全世界記錄5 4屬2 4 4種，臺

灣記錄1 5屬3 5種。主要棲息於沿海礁區、潟湖區及沼澤區等藻類叢生的水域，極少數可進

入河口域或淡水域，為小型稀見魚種。一般棲息深度不及5 0公尺。主要以微小之浮游甲殼

類為主食，具特殊生殖方式，屬於卵胎生（ovoviviparous），即雌魚將受精卵產入雄魚腹部或

尾部之育兒囊，而由雄魚保護受精卵直至孵化成小魚後方排出。

由於大部分的海龍具有極高的醫藥產值，且相關的人工繁養殖技術及學術報告仍付之闕

如。截至目前為止，僅有少數的文獻報告海龍在人工飼育條件下產卵，甚至於成功培育仔魚

至變態期的例子；此外，野生的海龍僅對會動的餌料有興趣，短期內無法適應餌料將會持續

消瘦，甚至於死亡，因此活存率偏低（一般小於5 %）。雖然俗稱楊枝魚的海龍還未面臨瀕臨絕

種的威脅，也未成為保育工作的主要目標，但由於中醫將海龍視為珍貴的藥材，加上世界各

地水族館的收藏，所以海龍十分搶手，每年捕撈、交易的數量在三千萬隻以上，導致海龍的

數量日趨減少。因此，應當發展水產養殖技術來孵化繁殖海龍，以增進我們瞭解其生態需

求，進而保育稀有及瀕危的物種，並可降低自然族群的採捕壓力。

帶紋斑節海龍主要分布於印度-太平洋海域，西起紅海、東非，東至所羅門群島，北至日

本，南至澳洲北部等海域，臺灣分布於南部、東部及小琉球等岩礁海域。成魚特徵為暗黃的

底色並從吻端至尾部都有暗棕色或暗紅色的間隔條紋，尾鰭呈紅色，白邊與中央的白點為特

色。最大體長為1 9 cm，一般是雄魚體型大於雌魚。活動於珊瑚礁區的洞穴和裂縫中，棲息

深度在5  ~5 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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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館又創新世界紀錄

 成功繁殖帶紋斑節海龍

▲ 圖1 . 帶紋斑節海龍屬海龍科魚類，身體為暗黃
的底色，並從吻端至尾部都有暗棕色或暗紅色
的間隔條紋，尾鰭呈紅色，廣泛分布於印度-太
平洋海域，為台灣常見的海水觀賞魚（林清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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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帶紋斑節海龍在人工環境下飼養可順利孕卵，其整年內皆有不定期的孕卵

行為發生，自2 0 1 3年4月1日至2 0 1 4年3月3 1日期間共產下2 4批仔魚，共產出2 2 6 9尾仔魚，並

成功培育四批仔魚，至出生後一百天時，共約培育出1 2 4尾體全長7㎝的稚魚（註1），平均活

存率約3 7%。同時也發現第一批子代（F1）飼養1 1個月（約3 3 0天），開始有配對繁殖的行為。

此外，研究團隊原本培育四種海龍，但只有帶紋斑節海龍成功，其他三種都告失敗，可見人

工繁養殖相當不易；其主因是海龍嘴巴小（口徑約為1 70  μm, 註2），又只吃活餌，極難餵食。研

究也發現海龍相當挑食，多次試驗後發現「橈足類幼生」大小適中、營養成分高，最適合當

海龍的主食。海生館研究團隊上述研發成果已於今（2 0 1 4）年9月1 2日至1 5日在南港展覽館舉

辦「2 0 1 4臺灣觀賞魚博覽會」中公開展示。本研究為首次完成帶紋斑節海龍成功培育魚苗

至稚魚期，甚至性成熟的成果，將來可應用於海龍科魚類的人工繁殖及商業化生產的重要參

考。

註1：稚魚的定義為仔魚的鰭條數達成魚的定數。
註2：μm微米=1 0 -4  cm公分。
註3：mm公釐（毫米）=1 0 -1  cm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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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 光學顯微鏡下的帶紋斑節海龍受精卵，
卵黃囊顏色為橘黃色，無油球，卵徑大小
約為1 .3 3 -1 .6 1 mm（黃浚瑜攝, 註3）。

▲ 圖5 . 出生後六天的帶紋斑節海龍稚魚，體全
長9 .1 8 -9 .5 4 mm，體表黑色素褪去大半，黃
體色和黑環開始顯現（黃浚瑜攝）。

▲ 圖8 . 出生後第五十天的帶紋斑節海龍稚魚，
體全長4 6 .0 5 -5 4 .1 2 mm，體表的黑環越來越
粗及顏色加深，眼睛已完全沒入黑環之中
（黃浚瑜攝）。

▲ 圖3 . 剛孵化的帶紋斑節海龍仔魚，體全長
5 .6 4 -5 .79 mm，具有一大的卵黃囊（黃浚瑜
攝）。

▲ 圖6 . 出生後第十二天的帶紋斑節海龍稚魚，
體全長1 1 .76 -1 2 .3 2 mm，身形趨於細長，背
鰭基部的黑環逐漸分離，頭部至尾部有越
來越多的黑紋逐漸形成（黃浚瑜攝）。

▲ 圖9 . 出生後第九十五天的帶紋斑節海龍稚魚，體全長
6 4 .9 6 -75 .4 1 mm，軀體持續增長（黃浚瑜攝）。

▲ 圖4 . 剛出生（孵化後第三天）的帶紋斑節海
龍仔魚，體全長6 .5 4 -6 .9 5 mm，並離開雄魚
孵育囊，卵黃囊消耗完畢，此時開始有攝
食行為（黃浚瑜攝）。

▲ 圖7. 出生後第二十天的帶紋斑節海龍稚魚，
體全長2 2 .1 7-2 4 .3 7mm，體長增加快速，黑
環不斷增加，吻部也形成三條黑環，下顎黑
斑消失，尾鰭已完全形成白底紅圈的樣式，
此時會群游活動（黃浚瑜攝）。

▲ 圖1 0 . 培育海龍所需的餌料生物－
橈足類幼生（呂明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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