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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rata,

During the hatching period of Penaeus monodon, Penaeus penicil/atus.Alcock and Scylla

there were higher total bacteria number in hatching water when the hatching peri α1

was longer and the mass mortality might break out when the concentration reached IOs. Bacteria

Ic ι

有電 實

甲殼類的人工繁殖
, 早在 1968 年由華蝦開始

, 而後厲、紅尾蝦、砂蝦 �.�.{I , 至今在設備方面 ,

謂居世界之話。但對於此業者來說 , 都有一點共同的困擾 , 為何在人工繁殖期間幼苗經常會遇到突發

性的大革死亡 , 而且找不出確實致死原因
(1) (2)

。故本試驗乃針對有關細菌數在孵育水中之增誠變化情

形互為湖水中之一些讀境園子 , 以其找出其大量死亡之原因為何。

材料與方法

, 真本分所正在進行之人工繁殖草蝦、缸尾蝦、揖配合進行試驗。在車蝦之無節幼蟲期 ( Nauplius

) 、眼幼蟲 ( Zo 個 ) 第一期費服幼蟲第二期時、陳蝦期 ( Mys is) 第一期、後期幼蟲 ( Pos t

) 第一及第四天 , 共探樣五次。探求時間之決定以最容易發生大量死亡之時期探水觀查。
紅尾蝦則在眼幼蟲第三期 ,糖蝦期第一、二、三期 , 後期幼蟲第一天 , 共探樣五次。揖則在眼幼蟲
第一、二、三、四、五期 ::& Megalopa Stage 共採樣六次。除以土固定時期之探水外

, 如遇有突發

性之大撞死亡時 , 再加探求一次。
ζ探國之試 ;1( 首先測定水溫、鹽度、 pH. 然後在無富揖作下

, 以 0.85% 生理食鹽水 ( Normal

Salin) 稀譯成 10-1 、 10-2 、 10- a.. 10- ‘、 10-3 、 10-8 、 10-7 後 , 每一個稀禪讓以 1 c.c

攝菌過的 Pipette 取 0.1 c.c → 2 % NaCl BHI Plate. 共做三個 Plate' 以
.. L ..型玻璃樟將之

均伺塗抹後放至值溫箱 28'C 培養 18 - 36 小時後
, 計算總菌竅。

larvae

結果與討論

本次試驗結果如下 : 車離共探水 18 次
, 學君衰 1 。其中無節幼最期共探樟 3 次

, 其總菌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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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x 108 - 5.2 X 10' 。眼劫蟲第一期費眼幼蟲第二期時共探求 5 次 , 其水中總菌歡在 1.3 X 108

-3.1 X 10' 之間。聽蝦期第一期時共探 * 四次 , 其 * 中總菌數在 1.5 X 10' - 1.9 x 10� 之間。接
期幼蟲第一期共探求 3 次 , 其水中總菌歡在 7.0 X 108 - 6.4 X 10� 之間。後期幼晶第四期共探水三

次 , 其* 中總菌歡在 2.8 X 10' - 1.9 X 106 。

缸尾蝦共採水 13 次 , 舉著讀 2 。眼幼蟲共探永 2 次 , 其* 中總菌歡在 3.9 X 10' - 1.0 X 10� 。

臨蝦期第一期共探*3 次 , 其水中籠高歡在 2.5 X 10 ‘ - 6.4 X
10' 。聽蝦期第二期共探*2 次 , 其

水中總菌歡在 8.2 X 10 ‘ -1.lX10� 。陳蝦期第三期共探*2 次 , 其* 中鮑菌歡在 1.7 X 108-1.0
X 106 。接期幼蟲共探求 6 次 , 其* 中組菌數在 3.4 X 10' - 1.8 X 106 。

Table 1

表 1 掌蝦人工繁殖期間* 中之細菌數The Bacteria Number in the Hatching Water of Penaeus m"otWdon

Stages
Times

N* Z* M* P1* P4*
Bacteria number

6.7 X 108 1.3 X 108 9.4 x 10 ‘ Mass
inortality

6.4 x 1σ 2.8 x 10'2 9.4 X 108 4.0 X 108 1.9 x 10�

3 5.2 x 10' 9.7 X 108 1.5 x 1 σ 2.7 x 1� 1.9 X 106

4 1.0 X 108 2.5 X 108 Mass
mortality

5.9 x 10' 7.0 X 108 5.9 x 10'
(Mass mortality)

5 3.0 X 108 -3.1 x 10'

* N: NaupliuSj Z: Zoea2-Zoea3j M:Mysis1j P1:Post larva.e1j P4:Post larvae4

Table 2
表 2 缸尾蝦人工繁殖期間* 中之細菌數The Bacteria Number in the Hatching Water of Penaeus

ρenici llat us Alcock

Stages Z* M1* M2* M3. P1* P4*
Times Bacteria number

1 3.9 x 10' 6.4 x 10' 8.2 x 10' 1.7 x 1σ 1.1 x 10�

2 1.0 x 1O� a

nu.i文
n
。..E.A4

.w

nu4.Axnu-el
k-

nu'AX-EA..ia-

nu--X
F
、
JW-qL

Mass
mortality

3 6.3 X 108 5.9 X 10 ‘ 4.0 x 10' 6.1 x 10 ‘ 3.4 x 10'

* Z:Zoea1-Zoea2j M1:Mysis1j M2:Mysis2j M3:Mysis3j PI :Post larvae1;
P4: Post larva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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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共採水 6 次 , 參看表 3 。眼幼蟲第一期共探2K3 次 '2K 中總菌數在 5.5 x 103 - 1.1 X 10� 。

眼幼蟲第二期共探水 2 次 , 水中總菌數在 9.2 X 103 - 3.6 X 10� 之間。眼幼蟲第三期共探永 1 丟失
,

水中總菌數為 1.8 x103 。由以上結果來看
, 三種甲殼類人工繁殖期間的水中總菌數在 103 - 106

之間。

Table 3

歸人工繁殖期間 2K 中之細菌數

The Bacteria Number in the Hatching Water of

表 3

Scylla serrata

Stages

Times

Zl * Z2* Z3*

Bacteria number

2 5.5 x 103

3.6 X 105
(Mass

mortality)

9.2 x 103 1.8 x 103

1 3.1 x 10'

3 1.1 X 105
(Mass

mortality)

* Zl: Zoeal ; Z2:Zoea2 ; Z3:Zoea3

發生大量死亡時 : 車轍共探*2 次 , 均在後期幼蟲第一天 , 水中總菌數分別為 2.3 X 105 與

1.2 X 105 。紅尾轍共採水 2 次 , 1 次在後期幼蟲第三天 , 其2K 中總菌數為 2.8 X 105 , 第 2 次在後

期幼蟲第四天 , 其 2K 中總菌數為 5.8 X 105 。揖共操 210 次
, 在眼幼蟲第一天 , 其 2K 中總菌數為 1.7

X 105 。由以上三種幼苗的人工繁殖期間所探得的 5 次試水中 ( 請看表 4 ) 戶發現 5 次大量死亡時水

中總菌數詩 :占到 105 Bacteria / c.c. 。

表 4

Table 4

車蝦、紅尾蝦、攝大量死亡時水中之細菌數
The Bacteria Number in the Hatching Water of

P. monodon, P. ρenicillatus

serrata during mass mortality.

A \cock and Scylla

Kinds and Stage
Bacteria number

P. penici llatus

P3*

P. monodon Scylla serrata

P1 * Z5*

Times

1 5.8 X 105 2.3 X 105 3.5 X 105

2 2.8 x 1σ 1.2 X 105

* P3: Post larvae 3; P1,Post larvae1 ; Z5:Zoe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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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測定 � 中環境因子 ,� 迪、團度、 pH 、 NHt 中來探討其原因。因為酵育期間業者均是控制水

溫的 , 故 � 溫範園均在 30 士 1 'c 之間 ,
鹽度均在其適當的範園中 29 960 - 37 960 之間 , pH 值亦在適當

的範圍內 7.43 - 8.39 之間
, 而 NHt 則有個趨勢 , 愈到繁殖後期間含量愈寓 , 大量的換水則可有教

的降低其濃度 ( 結果請蠢蠢衰 5- 表 8 ) 。由表 8 的大量死亡時所取的水中 NHt 濃度興衰 4 的水中

細菌數對甲殼類幼生期的大量死亡創乎叉投有很明確的關係。

表 5 車蝦各期� 賞之變化
The Water Temperat 山 e, Salinity, pH and NH+4 of PenaeusTableS

monodon

Times
Temp 安 rature

( \JC )
Salinity

(960)

N'" 31.0 30.0

Z'"
(1)

M'"

29.0 29.0

29. ο 30.0

P'"

N'" 30.0 34 屯。

Z'" 29.1 32.0

(2)M'" 30.5 訕。

PI'" 30.0 32.0

P4'" 30.0 30.0

N'" 29.7 34.0

Z'" 29.5 30.0
(3)

M'" 30.0 31.5

PI'" 29.8 到 .0

P3'" 29.9 30.0

(4)

N'" 29.0 34.0

Z'" 28.6 36 心

(5)
M'" 29.6 33.0

PI'" 29.6 32.0

P4'" 29.9 34.0

pH

7.80

8.04

7.96

7.68

8.15

8.06

7.72

7.71

7.79

7.98

7. 臼
8.00

7.97

.

8.00

8.11

8.06

8.14

7.81

NH'+4
(ppm)

0.26

0.41

0.96

0.65

0.45

1.61

1.22

4.18

0.13

0.75

2.10

1 益。 2

3.00

0.05

0.06

0.38

0.41

0.26

'"
N:Nauplius ; Z:Zoea ; M:Mysis ; P:Post larvae ;P1:Post larvae;

P3:Post larvae3 ; P4:Post larva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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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尾蝦各期水質之變化

The 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pH and NH+4 of

A !cockPenaeus ρ en; ci Ila tus

Times Temp�rature
(Uc)

、

..',..A',..
、

(2)

Z' 28.5

(3) MI. 29.1

Pl. 29.0

Salinitv
( 960)

pH NH+4
(ppm)

36.5 8.27 0.3
37.0 8.39 0.1
36 已。 7.92 0.8

* Z: Zoea ; Ml: Mysisl ; Pl:Post larvae 1

Table 7

表 7 揖各期水質之變化

Scylla serrata

The 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pH and NH+4 of

Times Temp 妥 rature
( Uc )

Zl.
(1)

Z2.

29.2

26.4

Zl. 30.0

(2) Z2. 30.0

Z3. 30.0

(3) Zl. 24.0

Salinity
( 她 )

pH NH+4
(ppm)

35.0 7.93 1.21
31.0 7.90 0.01

30.0 8.00 0.10
30.0 7.98 0.02
30.0 8.01 0.04

35.0 8.08 0.17

. Zl : Zoeal ; Z�:Zoea2 ; Z3 : Zoea3

鯨觀此次以探求取樣的方法要來尋出大量死亡的原因很難 , 原因是無語完全本身來控制了解水樣
告來龍去眠 , 而取到真正的取樣水 ,

再加上讀書殖著對其攝作方法的方式或過程 ( 如 : 用藥、換水、其
且處理等 ) 的驢騙 , 不配合 , 更是1且礦本次試驗找尋原因的最大輔首。故建議以後如再進佇顛倒的研
E時 , 最仔是黨殖者典調查者是同一系列的工作軍事 ,

如是定可找零出大量死亡的原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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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表 8 草蝦、紅尾蝦、歸大量死亡時水質之變化
The 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pH and NH+4 of

Al ∞ ck andPenaeus monodon , P. ρ en.ici.llatus

P.monodon
(P.1 )

P.. mQnodon
(P.l)

P. ρenici /latus
Alcock (PA)

P. ρenici I latus

Alcock (P.3)

Scylla serrata
(Z.6)

Scylla serrato during mass mortality

Water
Temp 史 rature

( Uc )

31.0

31.0

29.0

28.5

30.0'

摘

Salinity
(

%0 )

到

32

35

35

33

要

pH

7.57

7.4 3

8.22

8.30

7.90

NH+4
(ppm)

o. 的

0.89

0.17

0.21

0.19

車蝦、紅尾蝦、輯人工繁殖期間 , 其水中的總菌數和飼養天數成正比 ,
愈到後期水中細菌數愈高, 當水中總菌數達到 10� , 即可能發生幼苗的大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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