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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類養殖池底棲生物相及其動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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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民益、徐崇仁

Ming-Yih Lu 、 Chung-Zen Sh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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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at the P. monodon culture pond and P. monodon

、 hard clam
polyculture pond of Tai.Hsi lab.,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In September 1989-

January 1990, five grab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pond per month, and in May 1990-

October 1990, five grab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pond per two week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CaPitella caPitata and Neanthes glandicincta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benthic

fauna of the P. monodon cuture pond.

(2)Capitella caPitata is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benthic fauna of the P. monodon and hard

clam polyculture pond.

(3)Occurence of benthic species and their counts from P. monodon culture pond were more

than that iri P. monodon and hard clam polyculture pond,

一、前言

近年來 ,
本省草蝦養殖事業發展頗為快速 ,

但自民國七十六年起蝦病日趨嚴重 ,
以致造成養

殖業者在金錢、精神上之慘重損失。農委會有鑑於此 ,
於是集結各學者專家之所長對養殖池現境

生態及其與病害關係進行整體研究 ,
一方面建立養殖泊之基鑽生 �f §資料 , 另一方面則期望能了解,

蝦病蔓延之基本原因。

底棲動物種類的變化通常可作為反映各水域底質璟境變化的最佳指標 (Wass, 1967) , 此外,
底屢動物可作為魚、蝦類之良好天然、餌料 ( 蘇 , 1988) , 因此在整個養殖池生態學上 ,

底悽動
物實掛演著重要的角色。本計畫目標即在調查養殖池內底棲動物的種頸、消長動態及其與底質璟
境 ,
單、混養他養殖型態等的關係 ' 以作為養殖管理之參考。

二、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於 1989 年及的 90 年間在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台西分所進行 , 選擇草蝦單養他及草蝦

、文蛤混蓋池各一池, 進行揉樣調查。 1989 年揉樣調查次數每月一次 f 自 1990 年改為每二星期
揉樣調查一次。揉樣時 ,

在每個養殖池四周及中央五個點各採樣一次 , 先以溫度計插入泥中測量
泥溫 ,

其後在竹價上以 Ekman Birge 揉泥器 ( 15cm * 15cm ) 揉取底泥 , 同時並以 WTW 氧化還
原電位讀.u 定儀量測氧化還原電位。所採取之底泥以 0.5mm 篩網篩洗後再以 10% 福馬林固定 , 攜回
實驗室檢棍、鑑定並計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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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1989 年 9 月至 1990 年 1 月草蝦單養池出現之底棲動物以多毛類 Capitella caPita 臼及

Neanthes glandicincta 二種為主
, 其中 Ca ρ itella capi ω ta 在 9 月出現最大量

, 共 258 隻 '10

月以後大致維持於 130 隻左右。 Neanthes glandicincta 則在 11 月有最大量 265 隻
, 12 月及

1990 年 1 月則維持約 140 隻 ' 且無論是底棲動物總量或多毛類總量都以 11 月有最大量 ( 表 l

草蝦、文蛤混養池出現之底棲動物在數量上大都均較草蝦單養池少
, 唯在 1990 年 1 月時大

量出現多毛類及貧毛類 ( Slavina appendiculata)
, 尤其貧毛類更增加至 2142 隻 ( 表 2) , 2

月時 , 文蛤已收戚 , 無法繼續做進一步之調查。
1990 年 5 月

, 因草蝦已陸續放聲 , 調查工作亦隨之展開。草蝦單養池出現之底棲動物如同
1989 年調查一樣 , 以多毛額為主體 , 其中早期以 Laonome tridentata 的量較多

, 但是 , 8 月 27

日以後 Capitella capitata 的量突然增加
, 成為主要優勢種 , 並且於 9 月 18 日出現最高量 ( 表

3 ) 。

草蝦、文蛤混養池出現底棲動韌的種頓和數量均較 1989 � 多 ) 從 5 月 23 日的採樣發現
,

多毛穎、端腳類和草蚊幼蟲 ( Chironomus longibbus ) 均出現較多量。但於 6 月 6 日採樣時
,

三者都已明顯的減少。 10 月 30 日揉樣發現多毛類 CaPitella caPitata 及 Neanthes glandicincta

又有增多的趨勢 ( 表 4 ) 。

自以上結果顯示 , 草蝦單養池比草蝦、丈蛤混養池出現之底棲動物無論在量和種類的變化均
較穩定 ( 圖 1 、圖 2 ) 。從養殖型態方面探討 , 草蝦單養池囡係密集式養殖

, 必需投饅飼料 , 草
蝦因此以飼料為主要餌料 ; 草蝦、文蛤混養池則因主要飼養種額為文蛤 , 因此 , 投飼魚盼作為文
蛤之飼料 , 因魚粉顆粒太細 , 草蝦無法攝取 , 因而必需以底棲動物為餌料 , 而導致大部份時期底
棲動物的量均少。又從張文炳先生提供之浮游動物資料得知 ( 圖 3) , 多毛類浮游期量的多寡對
下次採樣時多毛類之量有正面之影響。例如 : 幼生在 1 月及 5 、 6 月間大量出現 ( 閏 3) , 與草
蝦、文蛤混養池在 1 月及 6 月間大量出現多毛類 ( 圖 2 、圖 7 ) 的時間分別助合 , 可能是多毛類
繁殖期之故。

多次從養殖池揉樣測得的氧化還原電位值均為負值 , 尤其九月以後 , 單養池之負值更大 ( 圖
4) .這表示蝦類經過長期投餌及蝦額等之排泄物之污染已造成底質之惡化 , 而混養他則氧化還

原電位值負值較小 ( 圖 5) , 亦即底質較佳。依據本實驗調查 , 每當養殖池底質開始惡化 , 各種
底棲動物的量便逐漸減少 , 而多毛類尤其是 CaPitella caPi 扭扭便會逐斷是加成為優勢種。例如

: 1990 年 8 月 13 日草蝦單養他國底質狀況不佳 , 而施放亞羅康底質改良劑 , 8 月 15 日草蝦大

量死亡。 8 月 27 日採樣調查時發現多毛類 CaPitella caPitata 突然大量增加
, 並於 9 月 18 日有

最大量 ( 圍 6) , 且出現之蟲體約在 0.6mm 左右。當養殭池璟境受到一定程度的有機污染時
, 相

對地 , 提供了底棲動物生長所需之有機物。因此 , 出現之底棲動物種類逐漸減少 , 污染忍受度高
的種類如 C. capitata ' 貝日囡具有

(a) 生活史題 (b) 高的產卵率和畫體增殖力 (c) 分散能力大 , 等特點 (

菊池 , 1982 ) 。因此 , 當營養分充足時便能大量繁生。
從以上幾點可歸納影響底棲動物變化的因素有 : 付有機營養的供應克是與否。仁)繁殖季節。

已)獵食者存在與否。 ( 蘇 , 1988 ) 倒底質的好壞 ( 北森 , 1973 ) 。而本研究結果與上述四項影響

底棲動物變化要素比較 , 可歸納多毛類大量出現之原因為 : 卜)生態平衡受到破壞
, 多毛類未被蝦

子攝食而能大量生殖。仁j草蝦死亡後 , 沉底部份無法有敷清除 , 分解後提供多毛類豐富的有機營
養分。目蝦子分解後造成有機污染 , 嚴重破壞底質。於是 , 其他底棲動物無法繁生 , 僅有多毛類
Capitella ca, 戶 ita 拍大量出現 ( 圖 6 ) 。同時期的草蝦、文蛤混養池則無此一現象發生 ( 圖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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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論

養殖池底棲動物相之變化受繁殖季節及東境因子的影響 , 但當璟境污染到達某一程度時 , 璟
境便成為主要影響因素 ( 菊池 ,

1982 ) 。由本實驗多次調查得知 , 三個揉樣池中 ,
草蝦單養池囡

長期投餌及蝦類排泄物之影響 ,
致使養撞地底質受到相當的有機污染 ,

底棲動物中污染忍受度較
大的多毛額尤其是 CaPitella ca ρ itata 能利用豐富的有機物而大量生殖 ( 菊池

, 1982) , 草蝦、
文蛤混養池則除繁殖期外 , 底棲動物量均少。因此 ,

如何適當地保持底質生產力又不使受到污染

: 實在是管理的一大考驗。而檢 !現養殖他底棲生物種類、數量組成及變化 ,
可做為養殖管理的參

= 。

五、中文摘要

本研究於水產試驗所台西分所之草蝦單養油及草蝦、文蛤混養池進行 ,
分別從 1989 年 9 月

至 1990 年 1 月 , 每月揉樣一次。 1990 年 5 月至 10 月 ,
每二星期採樣一次。每次各揉五個樣本,

並湖水溫、氧化還原電位及調查其底棲動物組成及生物量。調查結果如下 :
(ω1) 草蝦單養池出現之底棲動物組成以多毛類 Cαa ρ抖it叫ell 缸ac. ωa吵戶戶i扭tωa 和 Ne.倪'anthe. 臼� gland. 品l,ωC

主。而在夏季底質璟境惡變時前者有突增的現象。
(2) 草蝦、文蛤混養池出現的底棲動物以多毛類 C哼的 lla caPitata 為主。
(3) 草蝦單養抽出現的底棲動物無論種類或量均較混養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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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 Sep. Oct. Nov. Dec. Jan

CaDitella caDitata 258 145 144 59 125

Polydora ciliata

Heanthes Rlandlclncta 1 265 157 139

Laonoae tridentata 1 3 l

Slavina aDDendiculata 3

Nysella ap.

Th i ara dQu.eti l
d. r 、

A8phipoda 2 4 3 4 2

Copepoda

Chironoaus lonRibbus . 18

unknown l

Total 279 153 416 222 269

s京ζ之間 1989 1990

Month Sep. Oct. Nov. Dec. Jan.

CaJUtella cap i tata 2 6 59

folydora ciliata 128

Heathes glandicincta 3

Laonoae tridentata

Slavina aooendlculata 2142

Nysella ap.

Thiara riaueti

A8phipoda 2 3

Copepoda 3 1

Chironoaus lonRibbus 9

unknown

Total 4 1 l s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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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一 : 草蝦單種地底撥動物量及種類組成月別變化

* 每雄本面積為 15ca x 15 咽 , 共 5 擻本之個體數燭台

*衰二 : 草蝦、文蛤混聲地底攘動物量及種類組成月別變化

....

* 每儼本面積為 15 咽 x 15ca. 共 5 儼本之個體數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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