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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西南沿肆海城重要經消蝦賴之生態學研究

大鵬灣熊蝦之向海酒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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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西南沿岸海域重要經濟蝦類之生態學研究 -][

大鵬灣熊蝦之向海 j回游 *

久 *.

Ecological Studies on Commerically Important Prawns from

the Coastal Waters of Southwest Taiwan-II

蘇茂森..﹒廖

Emigration of Penaeus semisulcatus from Dapong Bay.

Mao-Sen Su** and I-Chiu LIAO**

(Received June, 1987)

The emigration of Penaeus semisulcatus from Dapong
was investigated from August 1984 to April 1987.

The peak emigrations occurred from July to December. The prawns preferred to
emigrate at the new moon or full moon phases. Most of the prawns emigrated after
the May-June rainy season. The size (monthly mean carapace length) of emigrating
prawns ranged from 20.7 to 33.6 mm for the female and 20.4 to 29.6 mm for the male.
New emigrants occurred in June-Augus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atness
between sexes. The fatness in winter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other seasons for the female. The ovaries of all females sampled were undeveloped.
The rate of males with spermatophores was about 50% at a carapace length of
25 mm. For all specimens, the female almost equaled the male in number. However,
the female outnumbered the male when carapace length exceeded 30 mm.

southwest TaiwanBay in

雷

如前篇報告
(1)
所述 , 一般對蝦類 (Penaeid prawns) 在生活史中有一按期間喜棲息於河口或內

灣水域 , 並以其作為哺育場 (Nursery ground) 。大鵬灣為華灣西南沿岸海域之一大內濁 , 因此 , 調
查此灣生產之蝦類以及其向海泊游 (Emigration) 加入成蝦資源之實況 , 不僅可掌撞附近海域蝦類
資源之補充 (Recruitment) , 而且為發展蝦類栽培漁業 (Prawn ranching) 不可或缺的基礎研究之

緒

筆者等已完成大鵬灣之草蝦外游生態調查ω。本報告為筆者等針對另一重要蝦穎一一熊蝦 , 進行
類似調查研究之結果。有關熊頓在河口和內灣水域之生態研究 , 國外有 Price and Jones(S) '\

Price(f)

、 Tom et a1. C5)

'\
Mohamed et ai.

(8)
、 Staples et ai. 川、池宋 (8)

和倉田間等論文 , 但觀其內容皆甚
少論及熊蝦向海個游之過程。至於圍內關於此方面的研究則更為關如。

本報告針對大鵬灣所產熊蝦之外游期、外游與月齡及降雨量之關係、外游蝦之體型、軍構造、體

長典禮重關係、性成熟以及性比等方面加以探討 , 以作為今後從事此蝦種苗放流時之依接。

* 東港分所研究報告 A-82 (Contribution A No. 82 from the Tungkang Marine Laboratory)
料臺灣省水產試梭所東港分所 (Tungkang Marine Laboratory,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Tungkang, Pingtun 皂 , Taiwan, 92804) 一 11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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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芳法

本報告使用之觀獲統計資料與標本蝦之操取方法闊前報ω所述, 係自 1984 年 8 月至 1987 年 4

月 , 以張網在大鵬喝口定點採集而得。
樣本之揉集 , 仍以月齡5萬撮 , 亦師在調查期間每遇新月、上弦、滿月、下弦之日 , 郎委託持民揉

集一輛次。此外 , 為了估計外游量之日變化 , 1986 年 8"'12 月期間 , 每日踩集一網次。於新月、上
弦、滿月、下弦之日所採得之標本蝦 , 揖間研究室後 , 逐尾測量其頭胸甲畏 (Carapace length) 與體

重 (Body weight) , 並分辨性別與卵巢發育情形。最後再解剖蝦體操取胃內合物 , 並以 10% 中性福

馬林溶液加以保存 , 以供商後食住研究之用。為探討外游蝦之體畏典體重關係 , 1985 年 9 月至 1986

年 8 月謀得之標本 , 均加測體長 (Body length) 。叉為調查雄蝦之性腺發育情形 , 自 1985 年 11 月

至 1987 年 4 月揉得之雄蝦 , 則加以解剖脖精英囊 (Terminal ampoule)' 被牽精英 (Spermatophore)

發育情形。頭胸甲長與體長以游標尺捌壘 , 精度至 0.1 mm , 體重則以自動夫平秤量 , 精度至 0.01 g

至於降雨量係依攘中央氣象局所發行之農業氣象旬報
(10) 之資料。

本研究蒐集之資料亦使用 PC mi tac CS 6000 之統計軟體建擋 , 並進行有關之統計解析。

果結

一、外游期

以一組定置於灣口之張網於一夜之捕獲尾數作為外游量之指標, 結果如 Fig. 1 所示 , 其高畢外
游車於 7--12 月一設一拉出現

, 且初期之外游暈比後期為多 , 其中尤以 7 月和 8 月份最多。可見大

鵬潛之熊蝦之外游期為7--12 月
, 其盛期為 7 月和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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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 大鵬灣焦蝦外游之季節變化

Fluctuation in emigration of P. semisulcatus caught at Dapong Bay from 1984
to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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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游輿月齡之闢係

如 Fig. 1 所示 , 1984 年 8 月至 1986 年 12 月間 , 外游量出現共 28 次高盔值
, 其中位於新月

者 15 次 , 滿月者 8 次 , 上、下弦者則各為 3 次和 2 次。其次 , 由外游量與月齡間之關係變化 (Fig.

2) , 可君出外游靈之高盔多集中於新月或滿月或其前、後一、二日內。可見大鵬潛之熊蝦喜於新月或
滿月時外游。不過 , 在此次調查外游量日變化期間 , 於 1986 年 8 月 20 日韋恩颱風來襲

, 結果在颱
風過揖後 1 2 日出現大量的外游華 (Fig.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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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大鵬灣熊攝之外游量與月齡之關係
-Relationship of moon phase and emigration of P. semisulcatus caught at Dapong Bay.Fig. 2.

三、外游輿降雨矗立關保

Fig. 3 所示者為大鵬灣地區降雨量之旬變化及其與灣內熊蝦高盔外游期之對照關係。大鵬灣地區

之雨季為 5 6 月與 8 9 月。此次調查期間之三個年度資料均顯示灣內熊蝦在 5 6 月雨季過後開
始犬量外游。

四、外游悟之體型

如 Fig. 4 所示
, 外游蝦之月平均頭胸甲畏範圈 , 雖蝦為 20.7"""33.6 mm

, 雖蝦為 20.4 29.6 mm

; 月平均體重範圈 , 雖蝦為 8.2"""30.6 g , 雄蝦為 8.2 23.1 g 。換了 6 、 7 月份外 , 雌蝦之體型均比
雄蝦為犬。叉 , 無論雌蝦或雄蝦 , 皆以 2 月份之體型最大

, 其後隨著月份逐漸低降 , 至 7 月份為最低

值 , 然後再逐漸高昇至 2 月份連最高值。

一 113 一

五、外游軍構遍

Fig. 5 所示為外游靈之月別與雄雄別之頭胸甲畏與體重頻度分佈。

由 Fig. 5 可看出 1 5 月之外游畫係由體型較大者構成
, 可能為越冬晝。此期之雌蝦頭胸甲畏

與體重之型量分別位於 26 32 mID 典 14 30 g 。雄蝦則分別位於 24 31 mm 與 12 26 go 雌蝦

之體型比雄蝦為大。還些越冬華大多於 5 月份以前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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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月之外游蝦之主畫出體型較小者構成 ,
屬當年畫。頭胸甲長與體重之型量分別位於 20-22

mm 典 6--10 g. 。

9--12 月之外游車貝自由續留灣內之當年華構成。在 9 月份 ,
不論雌蝦或雄蝦 , 頭胸甲長與體重之

型量分別位於 21 --23 mm 與 8--10 g 。至 12 月份 ,
雌蝦之頭胸甲長與體重之型量分別增至 27--30

mm 與 16--24g' 但雄蝦則僅增至 27--28 mm 與 14--18 g 。

六、體畏輿體重關保

依撮 1985 年 9 月至 1986 年 8 月測得之體長與體重資料 ,
按秋 ( 9--11 月 ) 、各 ( 12--2 月 )

、春 ( 3--5 月〉、夏 ( 6--8 月 ) 季 ,
雌雄分別估算外游蝦之體畏與體重關係 , 可求得如 Fig. 6 與

Table 1 所示結果 , 各組關係均畢高度顯著 (p<O.O1 ) 的 Allometry 式關係 (11)
0

其次 , 以饗讀分析 (Covariance analysis)
(圳 , 進行雌雄間比較 , 結果各寧在剩餘變方 (Residual

variance) 均有高度顯著差異 (p<O.O1) , 耿季則在祖歸係數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有顯著差異
(p<O.O5) , 而冬、春二季在修正平均值 (Adjusted mean) 有顯著差異 (Table 2) 。

又以間接方法進行季節間比較 , 結果如 Table 3 所示 ,
除雄蝦在冬季與其他各季間在剩餘變方

有顯著軍官高度顯著差異外, 其他各組間則無顯著差異。
七、住處聽

此次調瓷期間總共接得 1645 尾雌蝦 ,
被查其卵巢發育情形 , 均未達成熟。

至於雄蝦之精古建設育情形 , 如 Fig. 7 所示 ,
頭胸甲長在 23mm 以上者開始帶有精英 , 25 lTIm

左右者帶有率為 50� 玄 , 26--33 mm 者則為 55--90% 。

E
c50

30

-40

20

'
。

(
即
)

←

ZOEB

〉

OOm

1�0

'---'- f4-0

4

&

」
10 。

ISO

~
4

....

A

A

10 。
4

'�OA

A

A

A

A{

伽

-M

nu

,59.AA4

1'A.
, 在6」

bO

150
&

A.
‘

-D-DAAJmatb

150
4

A..
ι
ι
ι?
」
ω

4{

削
」
」
ω

而
」
」
ω

“
iio

-�
140

G: Summer, Female

H: Summer, Male

LENGTH(m 吋

ρuwl
aeEl

hm

岫nbob
nn

﹒

1.Ir--TAPPPOFO

τ
』
官-e

BODY

C: Winter, Female

D: Winter, Male

A: Autumn, Female

B: Autumn, Male

外游焦蝦之季節與雌雄別體長與體重開係 ( 1985 年 9 月至 1986 年 8 月 )

Fig. 6. Relationships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by season and by sex, for P.
semisulcatus sampled from Dapong Bay from September 1985 to August 1986.

國 6

一 116 一



55

F

Vol. 14, No.1, 1987

外游熊蝦之季節與雌雄別體長 (X in mm) 與體重 (Y in g) 關係式
, Y==aXb

( 1985 年 9 月至 1986 年 8 月 ) 。

Table 1. Allometric relationship, 泣亡 ; 二 ;斗
body length (X in m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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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游熊蝦之季節別雄推開體長與體重開係之變積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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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與 Fa 為分別比
表 2

Summer

**

Spring

**

*

Winter

*

.*
RI

一 : Not significant.

* : Significant (p<0.05).
叫 : Highly significant (p<O.OI).

Autumn

*Fb

F.

性比以雄 / ( 雌+ 雄 ) 之比值表示。此次總共採得 3371 尾標本、性比為 0.4879 ' 經 f 測驗結

果 , 與 0.5 無顯著追異 (p>0.05) , 亦即表示雌雄蝦的尾數約略相同。至於性比興頭胸甲畏問之關係
, 如 Fig. 8 所示 , 頭胸甲長超過 30mm 者 , 雖蝦多於雄蝦。而性比之月變化 , 則如 Fig. 9 所示

, 除T 12---3 月份雄蝦略多外
, 在其他月份 , 雌雄蝦之尾數大致相同。

比八、性

一 117 一

論

由本研究得知大鵬潤之熊蝦新生軍於 6 月開始游出 ,7---8 月連最高盔 , 未游出者於 9---12/ 丹陸

續游出 , 少部份越冬後於 1---5 月游出 (Figs. 1 & 5) 。綜上所述 , 可判斷大鵬萬附近海域熊蝦之生

活史可大致歸納如下 : 母蝦於 2---4 月悶在外海產卵
f山 , 劫生隨著海流於 3---5 月間進入大鵬寓

, 接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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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游熊蝦之雌雄別季節問體畏與體重開係之變積分析 , 氏 , 凡 , F. 同衰二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of body weight and body length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pair of seasons, by sex, for P. s州 - �
- u- uy

Dapong Bay from September 1985 to August 1986

Winter

表; 3

Table 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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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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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4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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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一 : Not significant.

* : Signi 益cant (p<O.O5).
料 : Highly significant (p<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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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游雄熊顧之帶精哭出現率與頭胸甲長之關係 ' 圍內數字為揉按尾數( 1985 年 11 月至 1987 年 4 月 )

Fig. 7. The rate of occurrence of male P. semisulcafus, by carapace length, with

spermatophore sampled from Dapong Bay from November 1985 to April

1987. (Number indicates sample size).

個 7

息約 2""3 個月 ,
於 6""8 月成長至頭胸甲長 22 mm , 體重 8g 左右 , 開始向海個游加入成蝦責

有關對蝦類由河口、內潛水域向海泊游之機制 , 已有不少研究報告 f恥訓 , 從溫度、鹽慶、降雨
、潮智、月齡等方面加以探討 , 不過 ,

因地域、種類而有不同的結論 ,
顯示影響外游的因子頗為讀雜

。
5""6 月與 8""9 月為大鵬灣地區之雨季 (Fig. 4) 0

2""4 月大鵬灣口之水溫由 25
�C 左右逐漸上

昇至 2S0C 左右 ,
鹽度維持在 270,60 左右 ; 5

""6 月
, 水溫達到。C 左右 , 但鹽度接降至 15 弘左右 ;

7 9 月 ']j( 溫維持在 30""31 �C , 鹽度昇至 19""230,60 ; 1
0""

1 月 ']j( 溫遞降至 22 �C,
鹽度則維持在

30,...,310,60 。以上為前報 (I)

指出之大鵬濁水溫輿鹽度之月變化使概。由此可看出 , 熊蝦之幼生係於水溫
- 11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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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游鯨嚴之頭胸甲長別性比變化
, 圈內數字爵採敏是數 ( 1984 年 s 月至 1986 年 12 月 )

Sex ratio, by carapace length, of P. semisulcatus sampled from Dapong Bay from
August 19 個 to December 1986 (Number indicates sampl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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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9 外游熊睡之月別性比變化
, 圈中各點旁之數字2萬揉按尾數 ( 1984 年 8 月至 1986 年 12 月 )

Fig. 9. Sex ratio, by month. of P. semisulcatus sampled from Dapong Bay from August
1984 to December 1986 (Number indicates sampl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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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昇、鹽度略障時期進入夫繭JII' 按著兩拳之低鹽期留在轉向
, 於水溫和鹽度略昇時師大量向海個游

, 而部份於水湛遞降鹽度高時再陸續游出。上述事實顯示 5 6 月之雨季會引起灣內海水鹽度低降
,

不過 , 未促使熊蝦外游 , 但是 7 8 月
, 幼蝦畏至頭胸甲長 22 mm , 體重 8g 左右時 , 卸發生大量

外游。同潛之草蝦新生軍亦於 7 月大量外游 , 還些外游蝦之頭胸甲畏與體重亦分別為 22mm 與 8g

左右。此種現象或許表示此時灣肉之環境蝶件不過於此等體型之草蝦與熊蝦棲息
, 因此需向海個游 ,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使然
, 不過 , 二種蝦不約而同地向海潮游 , 這種現象的發生由於前因導致之可

能恃.較大。至於外游盛期後仍然留在灣內之熊蝦
, 大多於冬季前亦游出 , 則可能係水溫低降使然。不

過 , 以上各害的均有待進一步之研究。其次 , 1986 年 8 月 20 日韋思、颱風來襲 1 2 日後
, 有大量的

熊蝦外游 (Fig. 2) , 顯示颱風引起酒肉環讀之激變 , 迫使熊蝦外游。叉 , 熊蝦之外游華高聳大多於

新月或滿月時出現 (Figs. 1 & 2) , 同灣之草蝦外游軍高聳則於新月或上弦時出現 (1 川顯示熊蝦與草

蝦對月齡有不同之反應。
體長與體重關係可作為肥滿度之指標。此次獲得之結果得知各季之肥滿度在雌雄問均有顯著的美

異 (Table 2) , 顯示雌雄蝦之成畏模式有顯著不同。而季節閑之比較 , 則僅於雌蝦在冬季與其他季節
一 11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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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顯著的差異 (Table 3) , 此項結果意味著春、夏、秋季之大鵬灣環境變化不大 , 因此 , 未對熊蝦
之肥滿度造成顯著影響。

此次調查期間採得之外游雌熊蝦 ,
都未達成熟階段 , 但其中一部份已達最初成熟體型 (Biological

minimum size) , 亦即頭胸甲長達 28 mm (12)
以上 (Fig. 5) , 叉 , 酷和廖 (12)

發現大鵬灣附近海域
產熊蝦之產卵盛期為 2---4 月 ,

因此
,
灣內環墳可能不適於促使雌蝦達到成熟陪役。至於外游雄蝦中, 頭胸甲長 23mm 以上者 ,

部份己帶有精英 (Fig. 7) , 顯示促使雌雄蝦成熟所需之環境僚件不同,
此種現象亦發生於灣內之草蝦

(1) ,
唯 ' 草蝦之頭胸甲長在 30mm 以上者才帶有精賽的 , 可見雄性

熊蝦之最初成熟體型比草蝦為小。

由性比卦析得知 , 就全都外游蝦而言 , 性比近於 0.5 ,
亦即雌雄蝦的數量大致相同。但性比在頭

胸甲長 30 mm 左右有顯著的變化 , 頭胸申長 27---29 mm 者 , 性比小於 0.5 , 亦即雄蝦多於雌蝦 ,
頭胸甲長超過 30mm 者 , 則性比大於 0.5, 亦即雌蝦多於雄蝦 (Fig. 8) 。而熊蝦於成長達頭胸甲長
28.7 mm 以上時 ,

雌蝦之成長率較雄蝦為優 f圳 , 因此 , 上述性比之改變 ,
可能係由雌雄蝦間成長率

不同所導致。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可君出 ,
大鵬灣似為熊蝦之重要哺育場 , 主要哺育期為 4""'6 月。在灣內長成

之熊蝦於 7""'12 月向海洒游 , 加入成蝦資源。因此 , 將大鵬灣劃定為蝦類資源保育區 , 落實梅、業管
理 , 改善哺育場環頃 , 有教防止水污染 ,

然後有系統地在灣內實施種苗放流 ,
則必能確實提高熊蝦資

源的補充暈 , 進而增加沿岸海壤之熊蝦資源量 ,
展幾可邁向栽培漁業之新里程。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採討大鵬灣產熊蝦之向海潤游生態,
結果顯示 :

(1) 泊游期為 7""'12 月 , 盛期為 7""'8
月。

(2) 外游草之高畢大多於新月或滿月時出現。
(3) 外游蝦於 5---6 月之雨季過後開始大量向海個游。

“)外游蝦之體型 , 2 月時最大 , 7 月時最小。
(5) 1---5 月之外游室主要由體型較大之越冬軍構成 ;

6""'8 月者係由體型較小之當年新生重構成, 至於 9--- 12 月者則由韻宙萬內之當年軍構成。
(6) 按季節與雌雄分別估得之體長與體重關係均星高度顯著之 Allometry 式關係 ; 雌雄間比較 ,

在各季均有顯著差異 ; 季節問比較 ,
則僅於雌蝦在冬季與其他各季閱有顯著差異。

的外游雌蝦均未達成熟 , 雄蝦則頭胸甲長 23mm 以上開始帶有精英。
(8) 全體外游蝦之性比為 0.4879 , 亦即雌雄蝦的尾數約略相同 , 不過 , 頭胸甲長達到 mm 以上者, 則雌蝦多於雄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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