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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枝頭投飼龍蝦之成長比較

何源興﹒陳益男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Spiny Lobster fed with heads of cuttlefish

Yuan-Shing Her and Vue-Nan Cheng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lobster fed with cuttlefish's head for four months.

This mainly to test the different sizes of spmy

The containers measured 1.5 x 2.5m2 and depth

While the salinity was kept at

the of the water was 1m.

The temperature ranged from 25 to 30DC.

during the experiment.

1. The highest

more than 400g.

33 ppt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survival rate IS 92% in cultivating P. hcmarus that body weight

2. The lowest mean coefficient of food is 17.92 in cultivating P. hcmarus and P.
peniC-i llatus that body wieght less than 100g.

3. The by proportional to the body weight duringmolting frequency was inverse

the experiment.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

of P. Jwmarus and P. penici Ilatus were 于 follows:

P. hamaru! : B W 軍 0.0233 CL2.218; R=O.8024
3.055P. penicillatus: BW=O.00O67 CL

weight (BW) and the carapace length (CL)

;n=25

; R=O.8789 ;n=25

�'Y words:Panulirus honurus and P. ρenicillatus, Coefficient of food,

Cuttlefish's head.

商討 書

近年來本省西部養殖輸業急速發展 , 尤其在彰化以南沿海地區 , 原本一些不利農耕之地 , 經轍民
的慘接經營和智慧累積 , 已化腐朽為神奇般地建立庸大的養媳主圈 , 為國家賺取大筆外祖 ; 但在東部

地區 , 養殖楓葉則成長緩慢且 , 除了受到地形地理上之限制外 , 養殖執照不易取得亦是因棄之一 , 致使
東部之養殖更趨向精緻化 , 而以養殖經濟價位之九孔和龍蝦2萬重心。

九孔之人工繁殖早已確立
(1)(2 】 , 但龍蝦人工繁殖截至目前為止 , 世界上並無成功之記錄。台東分

所亦投入龐大人刀、物力進行此項研究工作 , 但由於龍蝦幼苗期很長 , 變態緩慢且對餌料生物、水質

要求嚴苛 , 所以一直無法突破
{
的。目前龍蝦蓄養所需之種苗皆由論民自沿岸捕鐘 , 再進行蓄贅 ,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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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以俗稱背殼仔 (Panulirus 加maTUS ) 租船古蝦 (Panutirus penici, 胸悶 ) 為主t啊 , 但由於數
量不多 , 使種苗價格高昂。龍蝦蓄聲之飼料通常以新鮮或冷凍之下鱷魚控宙塵種類包括秋姑魚、狗母魚
、扁魚、花校、蝦類、體穎、貝額等

(1)(7)
0 飼料之價格及晶質闊捕撈季節之時期蓋異而變化很大 , 其

中以花往頭不僅價格合理 , 數量充裕 , 而且來觀禮定 , 因而本試驗乃以花住頭為投餵飼輯 , 期能了解
龍蝦攝食花技頭之情形及其成長的關係 , 進而探討花接頭對不同體位之龍蝦間增肉係數之差異 , 以作
為蓄養龍蝦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龍蝦之來源及處理 : 試驗用龍蝦是於民國 78 年 3 月至 4 月 , 在台東縣成功饋沿海由油民所捕
獲。選擇較常見且數量多 , 俗名為背殼仔 (P. homar 描 ) 及關自蝦 (P. ρenidllat. 凶 ) 兩種 , 經蓄養
於 3 x 8 x 1 m3 之四方池中 , 池中放入可棋躲藏之錯閱塑膠商管 , 進行少量流水 , 於每日下午 17:

00 投偎一次下雜魚 , 使龍嚴能適應池中生活。至 78 年 5 月 17 日選擇無任何外悔 , 活動力較佳者 , 測定
其體重及頭胸甲長後 , 以體重、種頭來加以區分在不同之四方形FRP 池中進行對花校頭飼料之成長

試驗。

二、各池之數量及種類 : 因各重量直閩中種嚴數目不定 , 因而無法將各池在數目相等情況下進行
試顱 , 且Panulirs ρenidllat; 削其數量較少 , 故僅能將大於100g 者合儕為一池。各地之數量、種額如

下 :
A池 : 為P. homarus 體重在400g 以上者 , 共 12 隻。
B 池 : 為P. homarus 體重在300--4 ωg 者 , 共 32 聾。
C 池 : 為 P. homarus 體重在200--300g 者 , 共 28 聾。
D池 : 為 P. homarus 體重在 10 卜 200g 者 , 共 72 聾。
E 池 : 為 P. homarus 體重在 100g, 以上者 , 共 37 聾。
F 池 : 為 P. homa" 的體重小於100g 者 10 聾和 P. penicillatus 體重小於 100g 者 14 聾 , 合計24 隻。
三、試驗池之環境 : 試驗乃在室內進行 , 試驗用水是經說澱之海水 , 水溫變化在 25--30 �C ' 堪度

33p 阱 , 水深保持在 1m 左右 , 給予適度打氣 , 使D.O 保持正常 , 底部放置 6 inch 鋸閱之盟膠商管長

度30--40an 者 10--15 個 , 提供龍蝦藏身之處。於每日上午 10: 00 測定水溫、墟度、 PH 、 D.O
' 以了

解水質狀況。

四、給餌及換水 : 於每日下午 17: 00 設餵切塊之花接頭 , 其數量視前一日之攝食量而定。在設餌
前先以海水稍加撞洗餌料 , 將眼部黑色素洗除 , 避免影響水質。在哪定體重、頭胸甲長之前後一天或
攝食不佳時則不投餌。每日投餌後各池給予流水 1 小時 , 揖水車約%--� 池 , 隔日早晨清除殘餌加以
稱重 , 以了解攝餌量之多寡 ,

進而決定當天之投餌置。在清除殘餌後先放掉約%池水 , 再給予注水9u
分鐘 , 使水質保持良好。

五、測定體重和頭胸甲長之時間和方法 : 每次經 20 個投餌日後進行測量工作 , 在室內陰涼處進行
。體重之測定是利用PM 4000 型電動天卒 , 上置一塑膠籃子 , 先予於歸零後再放入龍蝦 ,

讀出之克

數乃龍蝦之體重 , 並加以記錄。頭胸甲長之測定則利用游標尺進行 , 量取其兩眼間內凹之硬質胸甲至
頭胸甲後緣之距離

{
帥 , 並加以記錄。

結 果

一、表一是兩種龍蝦不同體位投餵花技頭飼料 , 四個月期間之成長差異比較表 , 而每一池之試驗
結果詳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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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 homarus 和P. penicill£lt; 他﹒控餵花技頭
, 經四個月後之成長差異。

Table 1. Effect on different growth parameters in P. homarus and P. ρ enici/latus fed with

cuttlefish's heads for four months.

note:1.

note:l.

A: Panulirus homarus > 4OOg; B: Panulirus homarus 3ω�400g

c: Panulirus homarus > 泊。 �300g; D: Panuliru: 雪 homan 的 l00�2 ωg

E: Panulirus penicillatus> l00g; F: Panulirus homarus and Panulir 悶 penicillatus < 100g

note:2.

1.: First time (MAY 17) ; 2. : Seco(1d time (MAY 17 to JUN 6) ;

3.: Third time (JUN 6 to JUN 28) ; 4.: Fourth time (JUN 28 t9 AUG 1) ;

5.: Fifth time (AUG 1 to AUG 29) ; 6.: Sixth time (AUG 29 to SE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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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池一放聲P. homarus 400g 以上之大型龍蝦 , 試驗開始共計 12 聾 , 至 9 月 21 日結束 , 總計死亡
一簣 , 活存率為92% .死亡原因乃脫殼後遭受殘食。每隻平均增重為 25.4 旬 . 6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

這段期間平均增重6.99g 為最多 , 而 6 月認日軍 8 月 1 日平均增重 3.21g 為最少。平均頭胸甲增長為 2

.97 間 . 5 月 17 日至 6 月 6 日道段期間平均增長 1.33 圖為最多 , 而 8 月 1 日至 8 月 29 日平均增長 0.17

圖為最少。總攝食量時 .815g'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連接期間攝食量4,llOg 為最多 , 而 8 月 29 日至 9
月 21 日攝食量2. 730g 為最少。平均增肉儼數為64. 嗨 . 6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增肉係數35.51 為最好 ,
而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增肉係數 116.3 為最蓋。試驗期間脫殼次數為 10 次 , 平均每隻脫殼0.83 次。

B池一放聲 P. homa, 甜甜。 400g 龍蝦 , 試驗開始共計:12 聾 , 至 9 月 21 日試驗結束 , 總計死亡
14 聾 , 活存率為56% .死亡之原因除脫殼後被撞食外 , 脫殼間雖亦為原因之一。平均增重為 22.51g

. 8 月 29 日軍 9 月 21 日這段期間平均增重6.92g 為最多 , 而 8 月 1 日至 8 月 29 日平均增重 2.22g 為最

少。平均頭胸甲增長篇 2.87 咽 , 以 8 月 29 日軍 9 月 21 日這段期間平均增長 1.73mm 為最多 , 而 6 月 6 日

至 6 月 28 日平均增長0.12 圖為最少。平均增肉係數為62.12' 8 月 29 日至 9 月 21 日這段期間增肉係數

26.57 為最好 , 而 8 月 1 日至 8 月 29 日增肉係數153.28 為最差。總攝食量為26,322g. 以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還段期間攝食量7. 290g 為最多 , 而 8 月 29 日至 9 月 21 日攝食量 3, 550g 為最少。試驗結束總

計脫殼次數為26 次 , 平均每隻脫殼。 .81 次。
C池一鼓聲P.homarus 200 300g 龍蝦 , 試驗開始放聲 28 簣 , 至 9 月 21 日試驗結束 , 死亡 5 聾 ,

活存寧為82% .死亡原因乃脫殼後遭殘食。平均d 聾增重為 52.4 旬 . 8 月 1 日至 8 月 29 日期間平均

增817.02g 為最多 , 而 6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平均繪畫4.65g 為最少。平均頭胸甲增長為 4.94 恤 , 以 6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期間平均增長 1. 41mm 為最多 , 而 8 月 29 日至 9 月 21 日平均增長0.58mm 為最少。總攝
食量為 28,02 站 , 以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期問攝食量 7,900g 為最多 , 而 5 月 17 至 6 月 6 日攝食量 4,
253g 為最少。平均增肉係數為24 . 69 �.Nå 5 月 17 日至 6 月 6 日道段期間之增肉係數 11.17 為最好 , 而
6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增肉儕數41.55 為最差。試驗結束總計脫殼次數為27 次 , 平均每隻脫殼。 .96 次。

D池一放聲 P. homan ω 100 200g 龍蝦 , 試驗開始共計放養 72 聾 , 至 9 月 21 日試驗結束死亡 20
簣 , 活存單為 72.2% .死亡原因有脫殼後遭殘食、體色龔自、脫殼困難 , 細菌感染致死等原因。平均
每聾增軍第 47.1 緒 , 以 8 月 1 日至 8 月 29 日期間增重 21. 93g 為最多 , 而 6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平均增
重3.27g 為最少。平均頭胸甲增長篇 7.51 阻 , 以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遺段期間平均增長2.15 圖為最多

, 而 5 月 17 日至 6 月 6 日平均增長 0.53 圖為最少。總攝食量為 39,820g. 以 6 月 28 日至 8 月
l' 日期間

攝食 9,700g 為最多 , 而 5 月 17 日至 6 月 6 日攝食 7,150g 為最少。平均增肉係數為21.2. 以 8 月 1 日

至 8 月 29 日增肉係數6.45 為最好 , 而 6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增肉係數33.79 為最差。試驗結束總計脫殼

次數為74 次 , 平均每隻腫IU.03 次。
E池一放聲R ρ闊的fllab 的 100g 以上者計 37 聾 , 至 9 月 21 日試驗結束死亡 4 聾 , 活存率為 89% .

死亡原因為脫殼後遭殘食。平均每隻增量為 30.61g' 以 8 月 1 日至 8 月 29 日遺段期衛平均增重 7.56g

為最多 , 而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平均增重 2.47g 為最少。平均頭胸甲增長 3.68 酬 , 以 5 月 17 日至 6 月
6 日期間平均增長 0.95II1II 為最多 , 而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平均增長 0.43 個為最少。總攝食量為 21,923

g. 以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期間攝食5,21lg 為最多 , 而 5 月 17 日至 6 月 6 日攝食 3,642g 為最少。平均

增肉係數為26.16 .以 �月 17 日至 6 月 6 日期間增肉係數 13.66 為最好 , 而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增肉係
數 62.07 為最差。試驗結束後總計脫殼次數為 42 次 , 平均每隻脫殼 1.14 次。

F 池一放養P. homa, 協和P. ρenid/latus 100g 以下者共計24 隻 , 至 9 月 21 日試驗結束死亡 3 隻 ,

活存率為88%. 死亡原因乃颱風來聽吹落排水管 , 以致池水溝i完 , 所幸及時發現 , 經緊急強救使死亡
攝至最低 , 死亡之三隻全為 P. ρenid/latus 。平均每隻增重 43.7 裙 , 以 6 月 28 日至 8 丹 1 日期間平均
增重 18.41g 為最多 , 而 8 月 29 日至 9 月 21 日平均增重 3.84g 為最少。總攝食量 1萬 13,641g. 以 6 月 28

日至 8 丹 1 日期間攝食 3,598g 為最多 , 而 8 月 29R 至 9 月 21 日攝食 1 .630g 為最少。不均增肉係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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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92 ' 以 8 月 1 日至 8 月 29 日期間增肉係數8.46 為最好 , 而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增肉係數32.56 為最

差。試驗結束總計脫次數為 39 次 , 平均每隻脫殼 1.625 次。
二、P. homarus 和R ρ enicilla 仰,體重與頭胸甲之關係 :

P. homarus 之體重與頭胸甲之關係如國 I-A' 迴歸式為 : Y = O.O233X 2.2
代

Y = Body weight; X = Carapace length 。

P. ρenidllatus 之體重與頭胸甲之關係如國 1 一 .' 姐歸式為Y = O.OOO67X3. 咐 , r=O.8789, n=25

r=O.8024, n=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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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P. pen 的illatus 和 P. homar 路之頭胸甲長和體重的關係

Fi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apace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P. penic:illalus P. hi 朋ar ω .
note:
.: P. ρenidllatus 110---220g

Y = 0.67 X 10-3X3.055

A: P. homa 叫s 110--- 220g

Y =0.0233X2.218

Y=body weight

;r = 0.8789 ;n = 錯

;r = 0.8024
x = carapace length

n=25



斗3.2

言寸 言侖

一、台東地區龍蝦蓄養所需下雜魚皆由高雄、基陸三大港供應
, 除運輸路程遙遠成本提高外 , 鮮

度亦會受到影響。而台東本地有花校冷凍加工廠 , 加工過程中對花技頭皆拔除而未完全加以利用。本
試驗乃將花枝頭處理後投餵龍蝦

, 雖然增肉係數和鄭 (1978) 所投餵之南極聲: 、蝦類、下雜魚還堂的
, 但其攝食情形良好 , 嗜好性佳 , 使用花扭頭當輔助餌料而加以利用 , 對於東部下雜魚取得不易之情

形有所助益。

二、東部另外一種可做為龍蝦餌料者為體類 , 在定置網大量捕獲時 , 部分供做柴魚用 , 其餘呵供

餌料利用 , 揖肉率較花拉頭為佳 , 但其缺點為體內含油畫寓 , 每當切塊投餵時水面會告油潰產生 , 水
中有機物增加、水質惡化、 D.C 降低等 , 對小面積之蓄養並不適合 , 相較起來在小面積之蓄養花校頭

比醒額更為理想。

王、龍蝦對花授頭之攝食情形不論大小或種類皆很理想 , 只是其增肉係數有所差別 ( 表一 ) 。結

果看來以 300g 為一明顯之分界線
, 大於300g 龍蝦之增肉係數值皆很大

, 而且均在60 以上
, 未滿300g

之龍蝦則小於 30 .且隨體重之誠少而增肉係數與澈。其中以100g 以下之F 組 17.92 為最佳 .F 點i 中R
homarus 試驗開始之平均體重 57.69g , 至試驗結束後為 134. )妞 , 4 個月中平均增重57.6 峙

, 而且

penicallatus 試驗剛開始時平均體重為61.5 裙 , 至試驗結束後 1 萬91. 袍 . 4 個月平均增重僅 29.77g 0 D

組和E組為暈暈介於 100---200g 之三種龍蝦 .D 組為P. 如marus 試臨開始平均體重為 143.95g' 至試驗

結束後為 191.1 尬 . 4 個月中平均增重47.18g' 而E組試驗結束後平均增重30.61g' 就增肉係數D 甜 1

為 21.2 而E 組為 26.16 .由以上之比較可以很明顯看出 P. homarus 對花校頂之平均增重和增肉係數均

較R ρenicillat 師為佳。

四、試驗中死亡原因以殘食為主因 , 其次是脫殼困難、脫殼後死亡、體色變自、組菌感染等原因
。 paul (1981) 對養殖龍蝦之死亡率與脫殼死亡之併發症有所揉求 t間 , 建議在飼料中添加 soy led.

thin 7.5% .可以減少死亡率 , 而在本試驗中因投餵花往頭 , 而無法舔加。各組活存率以A組92% 為

最佳 , 其次是E組的89% ' 而就兩種龍蝦比較則以 P. 仰的CUI 甜甜之84.31% 較P.homarus 之 74.03% 為

佳 , 可見 P.homarus 殘食或脫殼死亡率較為嚴重。鐘 (1981) 就空間對 PJafJonic 削之成長影響試驗

中 , 就成長情形來看龍蝦受空間影響甚小 , 但對高密度蓄養是否造成嚴重殘食 , 則需進一步探討川
。而在F 組雖然活存率僅為88% ' 但其死亡原因乃試驗期間颱風來龔將排水管吹落

, 幸好及時發現而

加以搶救 , 僅導致 P. penicillatus 三聾死亡
, 而 P. homarus 則全部安好

, 可見F 組若無意外發生將可

達100% 之活存率。從水管道吹落事件看來R ρenicillatus 離水時間太長易導致死亡
, 而且 homarus

則有較嗤之耐性 , 故在活蝦搬運或測量體重、頭胸甲長時需特別小心。
五、投餵花枝頭有一好處即是在池中的存在時間可較其他下雜魚、蝦、貝類為長而不腐敗

, 其他

下雜魚則會因解凍而使肉質崩壤
, 使水質變惡。故在小面積蓄餐時需謹慎投餌 , 避免殘餌的發生 , 在

現場之蓄養或研究單位並無利用人工飼料之投飼或研究
, 而在幼龍蝦飼料conklin 0980) 利用添加

Lecithen 製作純化飼料 , 投飼幼龍蝦的天期間得到理想之活存率
{
叫。所以今後應加強對人工飼料之

開發
, 以取代投餌下雜魚 , 減少養殖成本。
六、以目前花校頭價格每公斤 15 元左右

, 來餵飼龍蝦 , 每增加 1 公斤龍蝦重需餌料成本約325 元

( 增肉係數以 25 計算 ) .而目前龍蝦價格每公斤約 1,300---1,400 元
, 所以養殖成本似乎偏高 , 但本次

試驗乃在室內小池中進行 , 易造成殘食或攝餌不均不足的情況 , 其次營養亦不太充足 , 若以現場較大

面積蓄養加以餌料充足營養足夠
, 當可降低增肉係數 , 殘食情形亦可減少 , 相形之下養殖成本亦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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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捕i 要

本試驗之主要目的在於控偎花校頭對不同體位龍蝦之成長比較
, 試餘期間為 4 個月。飼育水槽為

1.5X2.5m2, 水漂 1m' 試驗期間水溫範圈 25 30.C ' 海水堪度為 33ppt 。結果摘要如下 :

1. 飼育P. hot 船 ,明 > 是OOg 之A池得到最高之活存率為92% 。

2. 飼育P. homarus 和 P. ρenicillatus < 100g 之F 池其增肉係數最低為 17.92 。

3. 試數期間脫殼頻率和體重成反比。
4. P. homar 悶和 P. ρenicilla 郎其體重和頭胸甲長之關係式如下 :

P. homarus: BW=0.233CL2.2l8; R=0.8024; n=25

P. penicillatus: BW =0.00067CL3 岫 ; R=0.8789; 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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