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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蝦苗繁殖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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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of the Fleshy Prawn, Penaeus Chinensis Kishinou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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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蝦主要產於湖海與黃海 ( 武間 1984) , 為中國大陸主要養殖品種 , 與台灣萃蝦、斑節蝦、紅
尾蝦同屬於大型之重要海產經濟蝦額。其體色為淺灰色 , 全身散佈細小之深灰色斑點 , 額角長且細 ,

第二觸角星紅色 , 尾扇里暗黃線色 , 成蝦肉貴鮮羹 , 殼薄 ,
活力強

, 與台灣紅尾蝦略相似。根據在產
地所得資料 , 其最適溫度為20.C-30.C" 適應墟份範圍在 2 40p 阱 , 為廣溫廣堪性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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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報告自 1989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2?- 日止
, 利用 2.5 噸玻璃織維桶 , 從事大正蝦苗繁殖之過程 ,

以供今後從事繁養殖 , 推廣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種蝦培育 :

試驗種蝦如揖種蝦培育研究 -VI 、 T 等 ( 發表中 ) 所述之 3 尾 , 編號No.2, No.4 , No.6 母蝦 ,

置於2.5T 及0.5T 玻璃纖維桶中培育 , 每天投飼新鮮文蛤及五鬚攝肉 , 水溫18-22
�C ' 墟份34"'35p 阱

, 培育至產卵。
蝦茁繁殖 :

將所得之卵 , 收集水說 , 以 2.5T 破璃纖維桶 , 水靈 1.5 噸 , 水溫 18"'20
�C ' 墟份 34"'35ppt 孵化

。蝦苗培育期間 , 控制水溫逐漸上升至 26 �C, 變態後期幼蟲第三天時 , 中止加溫 , 使其水溫興室外相
近。後期幼蟲第五天移至室外水泥地 2mx4mx1m 繼續培育。蝦苗眼幼蟲期 (1"'3) 期 , 水溫
控制在20"'22

�C ' 褲蝦 (1"'3) 期 23"'24
�C ' 後期幼蟲 (1- 3 天 ) 25"'26

�C 。

餌料生物 :
蝦苗培育期間 , 主要餌料生物為海水綠藻 (Tetraselmis sP.) 、矽藻 (5 誨的的nema costatum

) , 及盟年蝦之幼蟲。上述綠萬、矽藻均於室外 , 以 2.5T 玻璃纖維桶培育至 100 X 1O3cell/ml 以上的

密度時 , 每天投飼 4"'5 次
, 交替使用 , 投餵量以 3"'4 小時能攝食完為度。每日添加水量2001 至水

量 8 分滿 , 轍蝦期時 , 更擴池水 x 量 , 並且抽底 , 以保持水賀。

結果與討論

本次試驗種蝦 3 尾 , 在無脫殼 , 未剪眼柄處理下 , 共麗卵 12 次 , 每尾平均 � 卵歡264 X 103 粒 , 最
高 451 X 103 粒 , 最低 122x103 粒 , 其孵化率平均87.95% ' 最高 99.00% ' 最倍66.50% ' 比過育紅尾
蝦平均產卵200 X 103 粒 , 平均孵化率之 32.14% 為高 ( 林等 1988) 。與祖宵草蝦平均產卵300 X 103 粒

, 平均孵化率9.35% 比較 (林等 1989) , 則產卵數略少 , 而孵化率則高出甚多。故大正蝦不失為一種
良品種。

如表 l 所示 , 受精卵在水溫 18 20 �

Cr.�24"'30 小時孵化 , N anplius stage 共 6 期 , 水溫 20""22
�C

, 約52""54 小時 , Zoea stage 共 3 期 , 水溫 22""23
�C ' 約 5 6 天 , Mysis stage 共 3 期水溫23""26

�

C' 約 3"'4 天
, 自受精卵至後期幼蟲歷時約 12'" 15 天。蝦苗各期別與閱 (1967) 、會及鄭 (1980)

相同。閱 (1967) 指出全期水溫 18""20 �C ' 約 21 天 , 24.3 �C ' 約 15 天 , 與本次試驗相近 , 又根據阿 (

1967) 水溫對其影響甚大 , 其最適宜水溫為訕。Co 另大正蝦受精卵之孵化率與水溫有密切的關係 ( 表
2) , 水溫在 18""22

�C孵化率相當高 (93-99%) , 但水溫提升至 26
�C以上 , 則孵化率顯著低下 (28

""35%)
, 而變態至今�ZI 活存率亦甚低下 ( 0 "'48%) , 故大正蝦不適合高溫下孵化。

將孵化率高於 95% 所撞得之 4 拉無節幼蟲培育至 Ps 後期幼蟲 , 其活存率最高 64.0% ' 最低 13.67

%( 表 3) , 計算衰 3 之結果知平均活存率為 34.45% ' 共育得後期幼蟲Ps420 X 103 尾。

本次大正蝦苗繁殖 , 混合投飼矽藻 ($ 如 letonema costatum) 、海水線藻 ( Tetr. ωelmis sp.) 及

單年蝦幼蟲 ( 表 4) 0 Zoea stage (1 - 3 ) 期投飼矽藻及給 i蜓 , 其濃度 4
""

12 X 103cell/ml , Mysis

stage (1 - 3 ) 期 1
""

6 x 1O3ccll/ml 與 Emmerson (1980) 用 Tho,lassiosiran weissflogil 投飼 P.

imdi, ιm相同 , 均獲得高的存活率。自眼幼蟲 (ZI) 至輝蝦期 (M1) , 其存活率高達的""96 % ' 1比與

紅尾蝦投飼的結果一致 , 對j 及頁[ (1986) 。一般蝦茁繁植均叫矽藻為主要餌料 (Hudinaga 1942
' 丁

及連 1966 ' 賣等 1967 ' 黃等 1969 ' 黃 1971) 。悶 0967) 認為 Skeletomema costatum 適合當做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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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之幼生餌料。另間內及福所 (1984) 以輪蟲的培育來判斷 , 認為T etraselmis sp 有很高的餌料價值
, 林等 (1988 ) 曾用此種藻類培育出蝦苗。本次幼生期之高話

,
存率可能與混合使用上述三種藻類有關

。另根據庫 (1970) 草蝦苗在攝蝦期 , 每尾每日約攝食鹽年蝦幼蟲50 尾 , 後期幼蟲 Pj-PS 約需 80 尾 ,

而本次育苗 , 雖在轉蝦期最高僅投餵 18 尾 , 後期幼蟲最高僅投 56 尾 , 但尚可達 64.0% 之存活率 , 所以
大正蝦之盟年蝦幼苗用量比草蝦節省。

表 1

Stage Temperature

("c)

Hours

ha tching 18 -:, 20 24 '
、d 30

NI → ZI 20
'
、M 22 52 ,, 54

ZI → Zz 22 ,, 23 42 ,, 44

Zz → Z3 22 ,, 23 46 ,, 48

Z3 → MI 23 ,, 24 44 ,, 46

MI → Mz 23 ,, 24 24 '
、回 28

M2 → M3 24 ,, 25 24 ,, 28

M3 → PI 25 ,, 26 24 ,, 28

表 2 大正蝦在不同水溫孵化率與Zl 活存率

Table 2 Hatching and survival rate of P. chinensis in different water temperatur 甜﹒

tempera ture

( .c )

Ha tch ing

rate ω
Survival rate 仿
from N I to Z.

引起iter

18 93.06 97.98

20 99.00 98.00

22 98.98 94.99

22 97.76 93.99

26 35.52 48.89

28 28.9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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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大正轍苗N. 飼育至 Ps 之活存率
Table 3 Survival rate of P. chinensis from N. to Ps ﹒

Naupl ius ( X 103)

NI

Survival

→ Ps

rate ω

250 64.00

441 29.22

287 30.93

302 13.67

衰 4 大正蝦苗各期投餌盤及活存
Table 4 Feeding of P. chinensis different larval stages and its survival rates.

Larve Feeding ﹒ Survi val

stage No
(X103 )

T S Total
A

rate ω

103 cells/ml

2. 245 2.8 1.8 4.6 96

22 240 5.0 2.9 7.9 95

23 238 8.1 4.6 12.7 94

M. 213 4.2 2.4 6.6 85

M2 200 0.8 0.8 1.6 3 80

M3 195 0.1 0.1 18 72

PI 188 37 68

Ps 160 56 64

※ T:Tetraselmis SP.

S:Skeletonema costatum.

A:No. of Artemia consumed per larva p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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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i 要

本次繁殖試驗利用引進之墟育種蝦 3 尾 , 在無脫殼剪眼柄處理下 , 利用 0.5T 玻璃纖維桶 , 順利
產卵、孵化 , 並育成的 42 萬尾 , 茲將結果摘要如下 :

一、大正蝦種蝦 3 尾 , 共產卵 12 次 , 卵數共計3.17X 1伊拉 , 每尾一次平均產卵 264 x 1伊拉 (451

X 103 122 X 103) , 平均孵化率87.9596 (99.0096 66.5096) 。其孵化率均比過育革蝦、紅尾蝦高
, 而產卵數則比紅尾蝦高、比華蝦略低。
二、孵化率與水溫有密切的關係 , 水溫在 18 22 �

C時孵化率相當高 (93-9996) , 但水溫提升至
26

�C以上時 , 頁。孵化率顯著低下 (28 3596) , 而變態至 21 活存率亦甚低下 ( 0 4896)

大正蝦自受精卵至後期幼蟲 (PI) 約需 12 15 天。 N1 Ps 之活存響 ,
Zf" 均3 是 .4596 (6 是 .00 13.

6796) 。所用的幼生餌料為混合之 Skeletonema cos 的 tum 、η traselmis sp 及鹽年蝦之無節幼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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