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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蝦氧消耗量之研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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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

蝦之吸收也像魚類尼l輯、為主要器官 , 使水中之溶解氧經總之微血管行氣體交瘓 , 而達到呼吸之目的。
蝦對於水中溶解氧量比一般魚類來得敏感 , 研以魚池泛地時池中蝦均向池邊舞 , 而也先魚而死亡。故

一般養魚 ?也均依此現象故預防池塘之泛池 , 筆者會量得直目魚泛頭之氧量為 0.1351ccj L 而大型竄目魚死
.

亡之氧量為 O.lccjL 以下 , 昕Q1 蝦之致死氧量比此為高 , 對於今後本省發麗養蝦業對於池中係持池中最
低氧量不得未加考慮 , 以免造成無謂損失 , 在日本對於班節蝦已有相當之研究 , 其在 23c 之氧消耗量為 ,

0,077 0.13' 生ccgm hI' 但本省對於主要養殖蝦、草蝦、沙蝦均無此類之研究
, 筆者近來從學於養蝦之工 -

作 , 有鐘於此故特對於此點加以研究 , 以供參考。

本實驗材料是利用從他摺帶回草蝦 ( 體長 5-l1cm) 體重為1.5gm-8.5gm 者 ) 沙蝦 ( 體畏6-10cm

、體重 2-6.3gm 者〉然後放養於室內大琨璃水箱及水泥池中鹽度 2 吻。左右 , 打氣每天給跟人工餌料 , 此
餌料可能缺乏天然餌料中之但進棠, 以致在此培養中之蝦均不見長
大 , 而其體長也比一般地中者來得黑一點。供試驗之鹽度7.1< 為取自

風目魚墟中 , 然發放置於值觀器中加熱至 BOoe 一小時間後殺死水

中生物 , 再加臥過溫後用自來水沖淡至昕需之鹽度利用比重法測定
?是換算鹽度。

/ 利用大玻璃水槽容量 (20L) 盛裝研需試驗鹽皮水 , 並利用自
動加熱器控制 7.1< 溫 , 然後將供試驗蝦放入使其略為適應後將帶褐色
蹟口描〈容量 1 L) 放入琨璃水槽中 , 同時將供試驗蝦放入廣口括
中 , 然後用梅皮管故廣口搞中之水於氧氣測定摳 , 利用 Winke's

method 法測定廣口瓶之水溶解氧 , 然後於'71< 中用據皮瓶塞住殖口
, 使規中無氣泡存在 , 並將揖塞上之像

皮管吳住 , ( 如圖一〉經-小時後再振海以使水中溶解氧均句再由塞上兩橡皮管夾住 , ( 如圖 --) 經一小

時後再振﹒高跟使水中溶解氧均句再由賽上兩棲皮管吸71< 於氧氣測定揖再加 Q1 測定溶氧量 , 由前後兩次測定
之差即為氧消耗量。

付禮重與氧消耗量主關保 : 利用各種不同體重之蝦串通入於上述之製制中 , 其玻璃水稽之水 , 使其一
定溫度 300e 一定鹽度30 諾。測定一小時之氧消耗量。

已溫度與氧消耗量之闢係 : 於大放璃水槽中再放小琨璃 71< 槽 , 容量:10L 小故璃水槽為置供試驗水8 。

此 , 而大琨璃水槽供放置冰水 ,
尼l 供控制供試驗水溫度之用。試驗時先將試驗水放置冰櫃中冷部後再取出

加同鹽度7.1<30%0 使其成為 17,5 °。同時大琨璃水缸置冰水 , 以免試驗水因受璟境影響而溫度變化太大 , 試
驗中溫度變化不超過士 0,5 加盟時則除利用加熱器加熟 , 有時一部份利用恆溫箱加熱再放入試驗水以加快
調整其溫度 , 試驗進行是由低溫度。開始而至高水溫 ( 17,5 �20 。、鈞。、 30 。、話。 e ) 蝦類耐高溫情形種

種類而不同在草蝦為鈞。C 沙蝦為錯。C 但其如突遇訝。C 之水溫旬也不通而死亡 , 其耐恆溫鵲14,5e 但突

遇 6
� e 水溫也會發生死亡 , 試驗蝦為由室溫取出後慢慢使道應至低水溫時才加以試驗。
目鹽度與謂消耗量之關係 : 取一定體重之蝦放置於一定體重溫度 ( 室溫〉下蝦由水箱中取出後先放

置30 諾。中開始試驗後以次放入高聾度中 (35 、鈞、 45%0 ) 中試驗低鹽度也由30%0 開始而遠漸講話、 m 、 15

、 10 菇。每一鹽度中試驗時先使蝦適應15 分至20 分。

來不會本拿皮管

二、材料及才法

、軍商工輛;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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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致死之氧量 : 取不同體型之蝦放置於-定鹽度30% 。海水中並已於封閉 , 然後關察其活動情形至不
舒而死亡時 , 測定其廣口括中海水謂量。

三、結果及討論

水中溶解氧之消耗量主要由水中之生物及有硬鞠質昕消耗昕致。本試驗研做之測定其他生物及有機物

質昕消耗者均不考憶 , 其密封閉廣口站防治耗均觀昕消耗者。
魚類之氧消耗量有週目性之變化 (Clauren 1936,"Takea Oya and Masaokimata 1938) 本試驗

之別是工作均行於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 , 在跟頭是否有述自性之變化均不考憶 , 同一種魚類在冬天、夏天
測定值也有不同〈回村扭曲〉本試驗甜定值均在四月間後測定 , 故本試驗有否影響也不用毒黨。

"r. 體重與氧消耗量之關係 :

草蝦之氧氣﹒消耗量由體重8.3gm 之,0.2142cc/gm.hr 至 2. 53gm 之O. 5150ccjgm. hr 之間 , 雖有昇
揖不同 , 但乃趨向於體重誡輕而增加 ( 表一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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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草蝦體重與謂消耗量之關係

體 長 體 軍 氧消耗量

10.3cm 8.3 gm O. 剖 42

8.5 4.69 9.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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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0.4051

2.93 0.4' 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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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草蝦體重與氧消耗量之闊係
抄蝦之氧消耗量由體重5.0gm 之0.2328ccjgm.hr 至2.665gm 之0.3647ccjgm.hr 之間 , 在本實驗

中其氧消耗量雖有增加誠少之不規則發生但乃叮見體葷減輕而謂消耗量民而增加之現象 ( 表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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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沙蝦體重與氧消耗量之關係

體 長 體 鞏 氧消耗量

7.8Cni. 5.0 0.2 招8

8_1 4.8 0.2063

6.4 2.665 0.3647

O 2 3 4
'w'ei,ht of body 9m

5 6

圖 3. 沙蝦體重與謂消耗量之關係
魚類對於氧消耗量 , 小型魚種比大種魚消耗來得多 , 而同一種類也隨著體重之增加而其氧消耗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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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減少 , 但在蝦類此種現象有點不規則 , 尤尼l沙蝦 , 但乃可看出其關係來 , 在沙蝦之蛇種現象可能受其
新陳代謝影響昕致。因動物在新陳代謝旺盛時需氧量增加民之則減少。

氧消耗量隨著體重之增加而減少 , 此種現象可能因一個生物體本身爵維持最基本之新陳代謝必需有
一定量之氧量 , 研以一個小型生物體雖然比同種的大型生鞠體小 , 而此種小也及體軀乏小而已 , 其他器官
一乃是一樣, 即以昕需氧量並不比大型的少 , 垃l致其每19m 體重研消耗量韓東得比大型者來得多。

2. 溫度與氧消耗量之閱係 ;
草眠之氧消耗量由 17.5

�

C 之0.1360ccjgm hr 而隨溫度之增加而高至鈞。C之 O. 3897ccjgm. hr 而
溫度昇高而漸趨緩慢〈見圖四〉

溫 度 17.5

表三沙蝦與氧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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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溫度對草蝦謂消耗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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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溫度對抄蝦氧消耗量之影響
動騙性之謂消耗量隨著水溫之昇高宙漸趨緩慢 , 例如溫度對於吳郭魚氧消耗量之影響 ( 見圖六陳榮

-才���
蝦於低溫度時靜伏不動 , 而隨著溫度之增加 , 而運動也見增加 , 水中之溶解氧隨著溫度增高而減少

, 但其血液使含氧飽含量研需之氧分壓反而增增加 , 故為維持其血中之氧量不得不增加增加其組與水之接
觸面積 , 且致新陳代謝為之增加 , 氧之消耗量也因之增加。

3. 鹽度與氧消耗量之關係 :

草蝦之氧消耗量隨鹽皮之增加而減少 4 其由 10% 。之 0.2945 ccjgm . hr. 而遠漸減少至 45 諾。疇
。 .1810ccjgm. hr. (表五〉其在低鹽度之氧消耗量站差甚大 , 在高鹽度此種現逐漸銳減 (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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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草蝦氧消耗量與鹽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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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獻之氧消耗量隨鹽皮之增加而辦少 , 現象較草轍來得不明顯 , 而其昇陣也較不說則 , 其在油站。最
高0.1932CC 而使逐漸降低至 30%0 又昇窩搗亂再造成-高學後又下降45% 。仿為全鹽度最低者 0 .1233ccj gm

hI'
( 表六 ) 但其現象乃有成高鹽度惡漸降于之勢 ( 圖八〉

表六、沙蝦度消耗量與鹽皮之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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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ABHVSHANAM & R. SAROTINI. 1963) (表七 ) Artemia Salina (ELIASSENl952)
.Mytilus ednlis (SCBLIBPRR 1955) P. Varisns (LOFTS 1956) 等均有此種現象。

。 15 20

平

表七、龍蝦在低鹽度氧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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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草蝦體重與致死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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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鹽度抄蝦氧消耗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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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顧沒有對於體派之鹽度調節的擻龍 , 昕跟
他是屬於一種狹鹽性 (Stenoha Line) 在水族箱

中草蝦之最避之鹽份濃度需15-40 臣。而沙蝦為1045
←45%0 ( 連使國1966) 但草蝦在價時間內仍可在 10

一封臣。生活 , 昕且由且以鹽皮之減少而使氧消耗量
增加之現象 , 可能是由於體內受體外滲透壓之影
響。 -

4. 致死之氧量 :

草蝦之致死置在O.8905ccjL , 即行致死。而有的即在0.3499ccjL 才會死亡 , 其致死氧量隨著個體
而有不同 , 平均量為 0.6195jL 0 ( 表八、圖

九)

15 ?is 有0 45. 50 ‘

表八、草蝦之致死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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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9

3.630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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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

1.85

。 .6839

0.8 筋。
0.3499

0.8905

0.5367

0.4511

均 0.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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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蝦之致死氧量在 0.5686ee/L 即行死巴 , 而有的即在0.3192ee/L 才行死亡 ( 表九、圖十〉研以沙

蝦致死氧量比草蝦低。

草蝦沙麒氧消耗量之研究

長 | 體重 | 致死氧齡的

O.6r

體

0.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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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10. 沙蝦體重興致苑氧量
蝦類對於最低致死氧量 , 由於其生理狀態之不同 2 而有不同 , 而在筆者試驗助費現殼軟者其致死之

氧量均此一般硬殼者來的寓 , 尤以剛脫皮者對氧量更比一般來的敏感 , 而病者也比活讀者來得寓;0 :..

.蝦類如剛發現其因氧氣不侈 , 而剛死亡者〈此為蝦已翻倒雖用東西去勸他也不助者 ) 把其放存新鮮
之水中 , 又有復活之現象 , 訢垃l養殖蝦類如無法造成流水式其在水溝蔥準備好新鮮的水 , 以備因氧氣不移
時進行急救以免造成重大損失。養殖蝦在薩永計算流水式養琨節蝦 , 其認為池中之最低保持氧量為 2ee/L

但依攘上述之試驗所得草草蝦在1.2ce/L, 沙蝦在.1cejL 就叮保持眠不會因氧氣不移而死亡之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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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試驗是故廣臼揖裝草蝦沙蝦之中型蝦 , 以 Winkle's 'method 之方法即被l 得之氧氣消耗量 -

2. 蝦之氧氣消耗量隨著體重乏誠體而增加 i 而其每小時每克昕消耗� 羈量為 O.2eb 以主 , 而主事瞋比沙
蝦還來得高一黨。

3. 蝦之氧氣消耗量隨著鹽度之增高而減少。
4. 蝦之氧量消耗量隨著溫度之昇高而其消耗量隨之增加。
5. 草蝦之致死氧量從每 1L 之0.89 臼 ee 開始發生死亡 , 最低可耐至 0.349gee/L 沙蝦比草撮低一點從

1L 之0.5 的6ee 開始麓生死亡 , 最低可耐至 0.3192ee/L 0

昕割草蝦致死氧量比沙蝦寓 , 即草蝦對於氧氣之缺乏較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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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gentheStudy

、 .

consumption of Grasson

shrimpmonodon and Sand

Net,apeneus monoceros.

shrimp. Peneu$

e

By Yun- Yuan Ting

ABSTRACT

monodon andvarious conditions by Peneus1. The rates of oxygen consumption in

metapeneus monoceroS Were measured by exPosing the mediaanimals to the

within a brown bottle. Winkl's dissolved在:etermine theused toMethod Was

oxygen.

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aller PraWn has a higher rate of oxygen consumption.

The average rate is about O. 2c. c./g. Wet wt animal. The rate of oxygen
."

consumptiQri of P. monod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 monoceros.

rise ofwith the'-3. The PraWns shows an increase of rate of oxygen consumption

water temperature of the medium.

4. The rate of oxygen consumption medium isdecreases when the salinity of the

increased.

5. The lethal tolerance of dissolved oxygeo are 0.3499 to 0.890-5 c. c.jl for

. P.monodon and 0:3192 to 0.5686 c.c./l for N. monoc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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