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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西南沿岸海域重要經濟蝦類之生態學研究 -I

大鵬灣草蝦之向海 j因游*

蘇茂森..﹒廖一久"

Ecological Studies on Commercially Important Prawns from

the Coastal Waters of Southwest Taiwan-I

Emigration of Penaeus monodon from Dapong Bay.

品'lao-Sen Su** and I-Chiu LIAO"

(Received June, 1987)

The emigration of Penaeus monodon from Dapong Bay in southwest Taiwan was

investigated from August 1984 to April 1987.

The peak emigrations occurred from April to December. Most of the prawns
emigrated during 1-2 months after the rainy season. The prawns preferred to emigate
at the new moon or the first quarter moon phases. The size (monthly mean carapace
length) of emigrating prawns ranged from 25.0 to 39.0 mm for the female and 24.6 to

34.5 mm for the male. New emigrants occurred mainly in March, July, September

and November.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atness between sexes in spring.

For males, the fatness in winter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other

seasons. The ovaries of all females sampled were undeveloped. The rate of males

with spermatophores was about 50% at a carapace length size of 36 mm. For all
specimens, the male significantly outnumbered the female. The sex ratio changed

with size,' the female outnumbering the male when carapace length exceeded 45 mm.

雷

一敵對蝦類 (penaeid prawns) 在生活史中有一段期間
, 郎仔、種蝦期 , 喜棲息於河口或內潛水

域 , 並以其作為哺育場 (Nursery ground) 。在哺育場生活一段期間成長為幼蝦後 , 剖開始向海祖游
(Emigration) 加入成蝦資源恥 " 。由哺育場游出加入成蝦資源之過程為資源補充 (Recruitment)

之關鍵階股。因此 , 有關遺芳面的訊息實為發展蝦頭栽培器、業 (Prawn ranching) 不可或缺的基礎

資料帥。

為發展畫濁的蝦類栽培融業
, 畫灣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以畫灣西南沿岸海域作為模式海域 , 積

極展開一系列的基隨調瓷研究。大鵬轉為此海城之一大內濁
, 因此 , 調主灣內重要經濟蝦類之生態以

及其向海祖游之型式 , 實有其意義。
本報告以大鵬灣產草蝦為研究對象

, 探討其向海潤游之時期、外游與溫度、鹽度、月齡及降雨量
之關係 ' 以及外游蝦之體型、軍構造、體畏與體重關係及性成熟與性比等

, 俾便掌擅有關資料 , 以作

輯

* 東港分所研究報告 A-81 兢 (Contribution A No. 81 from the Tungkang Marine Laboratory)

" 臺灣省水產試 , 車所東港分所 (Tungkang Marine Laboratory,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Tungkang, Pingtung, Taiwan, 9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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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商後從事草蝦種苗放流之依撞。

材料與方法

本報告使用之標本係於 1984 年 8 月至 1987 年 4 月 , 按月於新月、上弦、滿月及下弦等日
( 1986 年 8 12 月間增為每日 ) , 在大鵬周口定點 (Fig. 1) 以張網 (Fig. 2) 據集而得之草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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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1 大鵬灣口據接地點
Dapong Bay, showing sampli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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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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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研究使用之張網
Fig. 2. Filter net used in this 5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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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網為一種定置網具 , 由袖網、漏斗網輿袋網三部份構成 f肘。本研究使用之張網規格 : 柚網畏
33m' 中段高 2.5 m' 網目 2.8 cm

j 漏斗網長 12m' 網口直徑 7m' 網目 1.5 cm ; 袋網畏 3m

' 由 4 個團鐵環支樓 , 最前環直徑 0.7 m' 最後環直徑。.5 m' 網目 0.8 cm , 鐵環內側連有類位活瓣
之網斤 , 以防 1l: 己入網之轍獲物逃逸。

樣本之採集 , 係委託漁民為之 , 每次探集於該自下午 5 時左右架綱 , 璽日凌晨 4 時左右收網。架

網時 , 於定點以竹竿固定袖網輿袋網之宋端 , 網口向轉內 , 二斤袖網以 60. 角度強閱。於新月、上弦

、滿月、下弦之日踩得之標本蝦 , 擠同研究室後 , 逐尾測暈頭胸甲畏 (Carapace length) 與體重

(Body weight) , 辨別性別並記錄卵巢發育情形。最後解剖蝦體 , 據集胃內含物 , 並以 10% 中性福

馬林溶液加以保存 , 以供幫後食性研究之用。為探討外游蝦之體畏與體重關係 ' 於 1985 年 9 月至 1986

年 s 月所採得之標本 , 皆加測體畏 (Body length) 。文為調查雄蝦之性腺發育情形 , 自 1985 年 11 月至

1987 年 4 月探得之雄蝦 , 均加以解剖脖精爽囊 (Terminal ampoule) , 槍查精英 (Spermatophore)

之有無。頭胸甲畏與體畏以游標尺測量 , 精度至 0.1 mm , 體重則以自動天平秤量 , 精度至 0.01 g 。

其次
, 自 1985 年 1 月至 19�6 年 2 月

, 於揉集日之下午 5 時左右 , 使用 WTW LF 191 型手

提式溫度鹽度儀觀測揉集定點之水溫典鹽度。至於降雨量係依撮中央氣象局所發行之農業氣象旬報之
資料側。

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均使用 PC mi tac CS6 ∞0 之統計軟體建擋
, 並進行有關之統計解析。

38

果結

一、外游期

以定置於灣口之一組張網於一夜捕獲之草蝦尾數作為外游量之指標, 結果如 Fig. 3 所示。 1984

年 8",,12 月間
, 有三搜逐漸遞減的高量外游畫甚至于別於 9 月上、下切與 10 月中旬出現。 1985 年則於 7

月中甸、 10 月下旬與 12 月上旬出現逐漸遞增的商品位外游靈。至於 1986 年 , 高畢外游軍貝。分別於
4�5 月、 7",,8 月與 11 12 月出現。由此可君出大鵬灣草蝦之外游期為 4",,12 月 ,

不過 , 高雄外
游輩出現之時期與數量

, 在不同年度間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二、外游與水溫和鹽皮之關保

Fig. 4 所示者為 1985 年 1 月至 1986 年 2 月間大鵬轉口之月平均水溫輿鹽度變化。 2 4 月 ,

水溫由 25.C 左右逐漸上昇至 28.C 左右
,
鹽度則推持在 270/;0 左右。 5 6 月 ']J( 溫維持在 30.C

. NEW MOON

0 FIRST QUARTER MOON

。 FULL MOON

<> LAST QUARTER MOON

呵。 o
p
﹒、

學﹒

z
CJ eo
z
、、-凶
Z 60
、.
。
z
、..
ω 40
,..
z
〈
0::
。 20
2
凶

J

咽 3 大鵬 , ‘革蟬外游之季節變化
Fig. 3. Fluctuation in number of P. monodon per net per night caught at Dapong Bay

from 1984 to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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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 , 但鹽度驟降至 15 弘左右。 7"""'9 月 ';7]( 溫維持在 30, ,31
�

C' 鹽度昇至 19 23% 0 10 1 月
,

]j( 溫遞降至 22
�C,

但鹽度則維持在 31% 。

上述期間草蝦之高畢外游畫係於 7 月與 10, ,12 月出現
, 其中一次在水溫高而鹽度漸昇之時期 ,

另一次則在水溫遞障而鹽度高之時期。

三、外游輿月齡之關保

如 Fig. 3 所示 , 1984 年 8 月至 1986 年 12 月間 , 外游暈出現 27 次高畢值 , 其中位於新月者
13 次、上弦者 6 次、滿月者 5 次、 r 弦者 3 次。叉 , 由外游量與月齡聞之關係可看出 , 商品展外游
畫大多於新月、上弦或兩者之間出現 (Fig. 5) 。可見大鵬潛之草蝦喜於新月或上弦時外游。不過 ,

在此次調查外游暈目變化期間 , 於 1986 年 8 月 20 日韋思、颱風來聾 , 結果在颱風過境後 1,,2 日
,

出現大量的外游軍 (Fig. 5) 。

四、外游輿降雨矗立關保

Fig. 6 所示者為大鵬灣地區降雨量之旬變化與灣內草蝦外游高星之對照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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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蝦在雨季中之外游量少 , 但在
雨季過後 1,,2 月

, 卸出現高轟外游輩。

五、外游蝦立體型

如 Fig. 7 所示 , 外游蝦之月平均頭胸甲長與體重範圍 ,
雌蝦為 25.0, ,39.0 mm 與 13.1, ,41.7 g

, 雄蝦為 24.6 34.5 mm 與 10.8, ,32.9 g 。除了 1 、 11 與 12 月份外 , 雌蝦之體型均比雄蝦大。而
且 , 除了 2 月份外 , 雌雄蝦之月平均體型雖然起伏不定 , 然而變化之傾向卸大致相同。

六、外游軍構遺

Fig. 8 所示者為外游靈之月別與雌雄別之頭胸甲長與體重額度卦佈。

由 Fig. 8 可看出 , 4 6 月有少量新生畫出現 , 但主外游軍係由頭胸甲長 20 40 mm
, 體重

-9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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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6 大鵬灣草眠之高通屋外游期與降雨量之關保

Relationship of rainfall and peak emigration of P. monodon caught

at Dapong Bay.

8 44g 者構成。 7 月之主外游軍由頭胸甲畏 16 30 mm , 體重 4 12g 之新生軍構成。 8 月有少

量新生畫
, 而主外游軍則由頭胸甲畏 20 46 mm , 體重 4 56g 者構成。 9 月之主外游軍由頭胸甲哇

20 40 mm , 體重 4 36g 之輩構成。 10 月又有少量新生畫出現
, 但主外游軍由頭胸甲長 34 “

mm' 體重 24 40 g 者構成。 11 12 月之外游軍由頭胸甲長
20 32 mm , 體重 4 20g 立新生軍

與頭胸甲長 38 48 mm , 體重 44 64 g 立軍構成。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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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雌雄至于別估算外游蝦之體長與體重關係 , 可求得如 Fig. 9 與

Table 1 所示結果 , 各組關係均呈高度顯著 (p<0.O1 ) 之 Allometry 式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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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以變積分析 (Covariance analysis) 的進行雌雄間比較結果 , 餘春季之護本在修正平均
值 (Adjusted mean) 有顯著差異 (p<0.05) 外 , 其餘各組種本問均無顯著差異 (p>0.05) (Table

2) 。

叉 , 以同種方法進行季節開比較結果 , 如 Table 3 所示 , 除雄蝦在冬季與其他各季閑在剩餘費
方 (Residual variance) 有顯著差異外 , 其他各組闊無顯著差異。

八、性成熟

此次調查期間總共踩得 560 尾雌蝦 , 檢查其卵具發育情形 , 結果均未達成熟。
至於雄蝦之精英發育情形 , 如 Fig. 10 所示 , 頭胸甲長在 30mm 以上者 , 開始帶有精英 ,36mm

左右者帶有率為 50%, 40mm 左右者帶有率增至 75% 。

一 10 。一



Autum F 1.14 3.03 0.99 124.75**

M 1.15 3.03 0.99 148.39**

Winter F 0.98 3.06 0.99 77.75**

Sx�f 1.08 3.04 0.99 102.93**

Spring F 1.11 3.04 0.99 116.73**

[T�f 0.80 3.10 0.99 86.68**

Summer F 0.94 3.08 0.99 131.02**

M 1.04 3.05 134.5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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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Monthly carapace length composition (left) and body weight composition (right), by
sex, for P. monodon sampled from Dapong Bay from August 1984 to December 1986
(Number indicates sample size)

國 8

外游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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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 Y=aXb, of body length (X in mm) and
body weight (Y in g) for P. monodon by season and by sex sampled

from Dapong Bay from September 1985 to August 1986.

表 1

r

一 101 一

b

b **: Highly significant (p<O.OI)

a
(X 10-5)

t: Test of significance of

Sex

: Regression coefficient

Season

r



Vol. 14, No.1, 1987
43

.。

'\10
誌古

A

A

.
A

誌冒

啥。
誌百

....

....

4

....

荷E
...

咕。
-'-
詰古

也&

A

、',mm,E
‘

全
咐

::

釘

mNE
』

'
』YDOB

ι
ι
白
色

&

44

咐
」
ι

A

商
』

4AA

紡

A

A

4

市百.
L

」

4

由
」
﹒
-

AL

ι
」M

ι
由

44
A&LM

晶
晶
』
帥

.。

㜰

hHwan-Auwnu--sa-3

2MLEe-

凶
曇
〉
。
。
個

3 。

1,0

咕。
�. , .

15 。

恥
」
申 站。

C: Winter, Female
D: Winter, Male

A: Autumn, Female
B: Autumn, Male

G: Summer, Female
H: Summer, Male

圖 9 外游草蝦之季節與雌雄別體長與體重關係 ( 1985 年 9 月至 1986 年 8 月 )

Relationships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by season and by sex,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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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pring, 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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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外游草蝦之季節別雌雄間體長與體重關係之變積分析 , 氏 , Fb 與 F" 為分別比
較剩餘變方、迴歸係數與修正平均值之 F 值

Table 2.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for comp 也 ring the residual variance (
民 ) ,

regression coefficient (Fb) and adjusted mean (F,,) of body weight
and body length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P. monodon

sampled from Dapong Bay from September 1985 to August 1986.

(

一立一十一←

裴 2

SummerlngWinterAutumn

F,

*

Fb

一 : Not significant. : Significant (P<O.O5)

一 102 一

F.



Journal of the Fisheries Socicty of Taiwan

外游草蝦之雌雄別季節間體長與體重關係之變積分析
,

F" Fb, Fa 間表二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of body weight and body length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pair of seasons, by sex, for P. monodon sampled from
Dapong Bay from September 1985 to August 1986.

表 3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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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游雄尊蝦之精2庭帶有率與頭胸甲長之關係 , 圍內數字為採援尾數 ( ] 985 年 ]] 月至 ]987 年

4 月〉

Fig. ]0. The rate of occurrence of male P. monodon, by carpace length, with spermatophore
--H�

sample size).

面的

比

性比以雌 / ( 雌+ 雄 ) 之比儲表示。此次總共採得 1198 尾標本 , 性比為 0.4674
, 經 f 測驗結果

與 0.5 有頭著差異 (p<0.05) , 表示雄蝦比雄蝦為多。如 Fig. 11 所示 , 在頭胸甲畏 14�43 mm 範

圈
, 其性比與頭胸甲畏閱墨起伏變化 , 頭胸申長在 �17 、 23 、 35 及 43mm 前後者 , 性比低於 0.4 以

下 , 亦師表示雄蝦多於雌蝦。不過 , 頭胸甲畏超過的 mm 者
, 雖蝦轉而多於雄蝦 , 而頭胸甲長達

48mm 以上者幾已全為雌蝦。性比亦隨季節而有變化
, 如 Fig. 12 所示 , 除7 1,2 與 4 月份外 ,

性比均小於 0.5 , 亦即表示除了上述 3 個月份外 , 外游車之雄蝦多於雌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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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討

本研究使用之標本蝦係於大鵬灣口以張網採集而得 , 因探集地點近出海處 ,
文架設之張網之網口向灣內 ,

故捕鐘之草蝦可鹿為向海泊游之蝦。

依攘蒐集之梅、護統計資料顯示, 大鵬脅之草蝦於 4",12 月向海泊游。至於外游靈高屋出現的時期
則隨年度而不同 , 1985 年為 7, 10 及 12 月 , 1986 年為 4, 5, 7, 8, 11 及 12 月 (Fig. 3) ,

此種現象可能意
謂著大鵬灣內草蝦之外游係受頭境因子的影響。有關 10",12 月聞出現之外游軍高是可能與水溫有闕 ,
因為該時期正值夫鵬潛水溫下降 ,

因此 7]( 溫之低降可能為促使灣內草蝦外游之原因之一。至於4 5 月與 7",8 月亦出現大畫外游現象 ,
然而其原困則與水溫似無關係 ' 表示尚有其他因于影響草蝦的外游。Pu1!en and TrentCs) 指出美國 Galveston Bay 之 P ﹒ setiferus 於 10 12 月水溫低降時外

了
,
去了

,
上述研究者之一之 TrentC9) 卸指出同潛之民位 teeus 係於叫月之高溫期移出。

Racek 一發現澳洲東部河口城之 Metapenaeus macleayi
於雨季低鹽期外游。而 DaWll) 與 Ru1!oCIZ)

從滲透壓的觀點認為降雨引起的鹽度低降並非促使 M ﹒ macleayi 外游的主要因子 ,
反而水位高漲、

水流加速、底質受攪動等變化才是導致 M. macleayi
外游的重要因子。 Coles and Greenwood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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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河口域蝦類的外游與水溫、光週期、光照度、混濁度等之變化以及性成熟均有關係。 Sta-

pIes CH.15) 研究澳洲 Carpentaria 灣之 P. merguiensis 生活史 ,
發現河口域劫蝦之外游量以及外海

成蝦之捕獲量與降雨量有密切的關保 ,
並建立以降雨量預測漁獲量之攘式。由此可知 ,

影響河口、內

濁水域產蝦類向海潤游之困票很多 , 其生態機制甚為復雜。
此次發現大鵬灣內草蝦在雨季游出不多 ,

而在雨季過後之 1 2 個月 ,
有新生外游畫出現 ( Figs.

6 & 8) 。降雨引起的鹽度低降並未立刻促使灣內草蝦外游 ,
表示雨季之灣內生態環境有利於草蝦幼

蝦的成長 , 因此推測雨季是灣內草蝦的成長期 (Fig. 6) 。雨季過後游出的新生萃 ,
在 7 月份者其頭胸

甲長與體重之型量位於 20 22 mm 與 4 8g; 11 月份者其頭胸甲長與體重之型量則位於 22 26

mm 與 8 12g (Fig. 8) 。此表示灣內草蝦成長至此等體型後部開始外游 , 至於是否表示此時的周
內環境 ,

不適合此等體型的草蝦生長 , 則有待進一步之操討。不過 ,
隨著成長 , 蝦類在生理和生態上

之需求皆隨之有所改變 , 雌種內、外因素可能就是促使灣內蝦外游的關鐘因子。
其次 , 由本研究得如灣內草蝦大多於新月或上弦時外游 (Figs. 3 & 5) 0 Motoh UO)

調查菲律賓
Batan Bay 崖草蝦之外游與月齡之關係 , 亦發現有類似現象。 CopeIand(17) 指出美國德州之 P.
aztecus 大多於滿月時外游。 Inversen and Idyll CIO)

、 FussC 叫與 Idyll et al. 他的報導美國佛州之

P. duorarnm 於新月時游出。可見蝦類對月齡之反應因種穎而不間 , 草蝦則喜於暗夜里活動。
體長與體重關係可作為肥浦度之指標。由此次調查結果得知除了春季外 , 雌雄蝦之肥滿度無顯著

差異 (Table 2) 。又季節間肥滿度之變化 ,
除雄蝦在冬季與其他季節間有顯著差異 (Table 3) 外 ,

其他則均無顯著差異 , 此項結果顯示春、夏、秋季之大鵬灣環境變化不大 , 因此 , 未對草蝦之肥滿度
造成顯著影響。

自大鵬灣游出之雌草蝦 , 最大者體重違 96 100 g (Fig. 8) , 但均未臻成熟。而於東港沿岸海域
捕獲之雌草蝦 , 體重在 81 g 以上者 , 部分已達成熟 C21) 。此種現象顯示母蝦無法在大鵬灣內遇到成熟

階段 , 原因何在 ? 值得進一步追膝。至於雄草蝦 , 頭胸甲長達 36mm 左右 , 已半數帶有精英 (Fig.

10) 。而上述之性腺成熟在雄、雄間有所差異現象 , 顯示雌、雄蝦欲達成熟所需求之環境條件不同。
由性比分析得知 , 就全部外游蝦而言 , 雄蝦多於雌蝦。而池中養成的草蝦亦有雄蝦多於雌蝦的現

象CZ!) 0 造成此種現象之因素 , 究竟是遺傳上的差異 ,
或是因成長過程中雌雄蝦活存率不同所導致 ,

尚待進一步之探討。而性比在頭胸甲畏的 mm 前後有顯著的變化 , 在 41 43 mm 範圈 , 雄蝦多於
雌蝦 , 而在 45mm 以上則轉而雌蝦遠多於雄蝦 (Fig. 11) 0 LiaocU) 指出草蝦於成長遺體重 28.51 g

( 頭胸甲長 38 mm ) 以上時 ,
雌蝦之成長率較雄蝦為優。故上述犬型蝦之性比旱雌蝦多於雄蝦之現

象
, 可能係由於雌雄間成畏率不同所引起。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 , 顯示夫鵬灣為草蝦之理想哺育場。灣內孕育的草蝦於 4 12 月間向海祖游加

入成蝦資源。因此 , 將大鵬灣劃為蝦類資源保護區 , 嚴禁水污染 , 加強其漁業管理 , 並於雨季之前有
系統地在灣內實施種苗放流 , 則必能確實增加草蝦的補充量 , 進而增加成蝦資源壘 , 實現蝦類栽培漁
業之理想。

46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鵬噶廈草蝦之向海泊游生態, 護得如下之結果 :
(1) 外游期為 4 12 月

, 盛期在 1985 年為 7 、 10 及 12 月 , 1986 年為 4 5 、 7 8 及 11 12 月。

(2) 外游軍高輩在水溫高、鹽度漸昇之時期與水溫遞陣、鹽度高之時期出現。
(3) 外游軍高崔大多於新月或上弦時出現。

(4) 在雨季中外游量少 , 但在雨季過後之 1 2 月內 , 出現外游畫之高囂。
(5) 外游蝦之月平均頭胸甲畏與體重範園 , 雌蝦為 25.0 39.0 mm 與 13.1 41.7 g , 雄蝦為 24.6......

34.5 mm 與 10.8--32.9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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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7, 9 與 11 月份出現新生外游車 , 其中 7 月份之盡量最大。
(7) 外游蝦之體長與體重問均墨高度顯著之 Allometry 式關係 o 雌雄間之比較 , 僅於春季有顯著

差異 ,
至於季節聞之比較 ,

僅雄蝦在冬季與其他各季間有顯著差異。
(8) 外游雌蝦均未達成熟 ,

雄蝦在頭胸甲長 30mm 以上開始帶有精英 ,36mm 者之帶有率為 50 克。
(9) 外游蝦之性比為 0.4674 , 郎雄蝦多於雌蝦。不過 , 頭胸甲長的 mm 以上者 ,

ftU 雄蝦多於雄
蝦。各月之性比 , 除了 1, 2 與 4 月份外 ,

雄蝦均比雌蝦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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