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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沼蝦生物學初步研究

Preliminary Biological Study of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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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灣產缺水長臂蝦 , 棲息在台灣河川、山谷、湖沼及水庫 , 迄目前為止 ,. 已知的種類有 14 響到。

草蝦、哥哥團長關大蝦在台灣養殖成功並大量生產 , 而對本地產之日本沼蝦研究尚未全面進行 , 為握高
廣大滾水域生產高組蛋自賀 , 對於日本沼蝦的研究當刻不容餒。

日本沼蝦 (M.n 仰onense) 屬於廣溫性蝦頸 ( 5 ---3ZOC) , 分布廣 , 體型適中 ( 5 --- 9 em)

可食用亦可做釣餌及高組熱帶魚的活餌。為供應日漸需求並配合北部氣帳 , 但使日本沼蝦資源能充分
利用及進行企業化養殖 , 乃進行此種日本招蝦形質特性及蚤狀幼生變憊的研究 , 作為今後養殖及相關
試驗之基髓。

材料與方法

1. 種蟬的來源一於竹北分所 C區及Sl 捕獲之種蝦移入 (280 x 150 x 78cm) 水槽飼養 , 發現抱卵後移
入 (160 x 30 x 35cm) 之試酸槽孵化 , 並瀏量及記錄蝦的體長、體重及抱卵數。

2. 蚤狀幼生的飼育一待出現蚤狀幼生時 ,
移去母蝦計算並飼予鹽年蝦之無節幼蟲及觀察幼生之變態 ,

並記錄溫度之變化。

試駿廿一分別配好。沁、5 ./ 曲、 10'/ 帥、 15 �/岫四種不同壇分揖度試驗槽 , 放養50 尾蚤狀幼生 , 給予餵
食鹽年蝦之無節幼蟲 , 記錄並觀察其變態及活存事。
試驗叫一四組向前之試臨槽墟分過度為 10 � / 帥 , 各放聲 50 尾蚤狀幼生 , 分別以@未投餌@綠水 ( 內
會綠 it 及少數輸蟲 ) '@ 輪蟲@盟年蝦無節幼虫飼宵。記錄及觀察變顧及活存率。

另外種蝦卵徑的湖量及蚤狀幼生的觀察及照相 , 使用本所Nikon.6 C.2 之投影機及Vickets 顯微
鏡。



果

←}體長與體重之關係一囡踩據有部 t 身體型較小無法辨明其性別因此踩混合測定韓國體長與體重之關係
如國 1 所示 , 其體畏與體重的關傑式L=O.840W +36.187 .以過歸係數顯著性t 值幢定的結果 , 過
歸直線管成立 , 體重與抱卵數之關舔如圖 2 。母蝦體重介於 1卜14mg 體畏介於40-50mm 居多 ,

抱卵歡在35 卜4助最多 , 體長與抱卵敵之關係如國 3 。

t 均水溫在 19-23.O'C 條件下卵徑平均O. 75XO.56mm , 卵從起初的說綠轉成灰色 , 有增大的情形。而
蚤狀幼生在19-23.O'CSalinitYIO 叮回下發育天數和體長之關係如國 4 衰示 , 待變態至 Post larval

約需 28 天 , 此時體長介於2.17-5.24mm 0

臼蚤狀幼生在四種不同墟分濃度之飼育費憊情形 , 以 10 � /,ω活存率最高 , 約52% 願利變態為post lar-

val (國 5) , 而 5 �/ω有35% ' 15 仇。只有12% 完成變態為post larval 。

徊在蚤狀幼生飼以不同餌料對其變態之影響 , 以盟年蝦之無節幼蟲餌育者效果最好 , 至第八期有55%

的話
,

存單 ( 國 6) , 以輪蟲培育者至 13 天第四期死亡 , 而以轉水培育者至 15 天第五期死亡 , 無設餌
組至第 5 天全部死亡。

結
122'

liO

iOO

- -7 υ
{

日

5) ..
.

.
....

...

.....
εo

....,..
.、 .. .. .-. .

70

60

50

出
札F
白
白
』
VH

凶
-H

U

戶
口
。
自

丘
。

30

20

5045�o5025201510

(rng)

國 1 日本沼蝦體接與體重之欄係
Fi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length and bod,)'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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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 日本沼蝦體重與抱卵數之關係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berried egg and body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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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日本沼蝦體長與抱卵數之關係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body le�gth and the number of berried e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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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4 日本消蝦蚤狀幼生發育過程、天數與體要之關係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morphosis time (days) and body length (mm) in larval

stage. (I 9""23. 6.C s: 叩門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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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日本沼蝦幼生於不同墟分濃度中培育之活存率

The survival rate of M. niPponense larval cultured at differen t salinities.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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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6 日本沼蝦幼生以不同餌料培育之活存率
Fig.6 A comparison of the survival rate of M. n 字ψonense

diets.
zoea' cultured with various

實寸 論

由本試戰結果顯示 ,
日本沼蟬室內孵化餵育條件不同則有不同的結果 , 並影響變態期的長短 , 本

實驗溫度控制在 19 �C至23.6"C' 約 28 天育成後期蝦苗 , 此結果與 kwon&Uno 及游教授 (I)
所得相差

很大 ,
此或顯示飼育水溫是影響變態天數的最大因子。另外本實驗所得之卵徑及Zoea 大小均較前

二者實驗所得大 ,
但母蝦體最卸較 IJ 、 , 由此推論可能與產地有關迪。 kwon&Uno 及游祥平教授所

捕鐘之種嚴皆取天然河川或湖泊 ,
所以無論雌雄之體長、體重均較本實驗之種蝦大 , 抱卵數多。撮

Ro 出ard.S.R.
'

(1977) 圳在 Lake. kojima-ko 所得一年成熟之雄種幢幢重約 4.0""'15. 峙
, 體晨 6.7

""'11
公分 , 雌未抱卵約重2.3""'5.7 旬 , 抱卵者4.1""'6.9 旬 , 長約 5.9""'8.1 公分 , 而本試驗所得之

雄種蝦體長
6""'9 公分 , 體重 3.3""'6.5 旬 , 雌蝦3.6""'6.2 公分 , 重 1.0""'2.7 旬 , 抱卵則重 1.2""'3.

85'S" 。抱卵毆本試驗最多為1562 糙 , 最少 105' 此輿Ro 出ard 最多 3880
' 最少回8拉有顯著的差距。

Moshiko. k (1983) “
}

指出 ,
日本沼蝦生活於河口區的農祥所抱的卵亦比生活在河川上游的旅群

所抱的卵要多 , 且浮游期亦較長 ,
由於母攝抱卵的腹部空間有限 , 因此卵徑越大 , 所抱卵數越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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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為了縮短生活史而提早成熟
, 使得成熟體型亦有小型化的過勢 , 由於滾水水域環境的改變

, 使得許多滾水嚴類進化過程產生劇變 , 許多種類之淚水雖已能完全在滾水中發育 , 並不需要在會

墟分的水珊的 , 例如M. asj>erillum 及本省中南部及宜蘭地區的M.lo 增ipes (南手畏曹蝦 ) (S)
均可

在滾水中完全變態發膏
, 不需半鹹水 , 而 M. haincmense 傾向於卵極大

, 誠少蚤狀幼生變態期及縮

短變態時間
, 以適應生存的環境。所以人厲的移植及環境的變遷

, 使得滾水蝦寶寶無請在體型、生殖

和習性等各方面
, 顯示出種種之適應。

另外此嚴之蚤狀幼生在半浪鹹水中易培育
, 在純淡水飼育活存率很低 , 是否跟有化系統酵黨活動

, 或滲透壓輯節有關 , 有待進』步之研究。從國 6 顱示 , 量狀幼生用輪蟲飼育至第四期活存率只有

14% ' 何以如此 ?Zoea 期之幼生和揖胸頓有相似的攝食行為
, 如一方面可以糧食小顆拉食物 , 另

一方面則抱食大拉食物 , 非單一之攝食行為 , 是否沒有大位食物供Zoea 抱食所以死亡率高 ? 有待

進一步揉討。從Z8$1Jpost larval 死亡車也寓
, 是否需要降低溫份濃度或是生理因絮 , 諸多問題侖

待研究。

才高 要

一、日本沼蝦體畏及體重之欄標式L=0.840W +36.187

二、日本沼蝦蚤狀幼生 , 以在半說鹹水堪分濃度 10 %0 以鹽年蝦之無節幼矗培育
, 活存率及變態最好

。

三、董狀幼生的主要外部形態特徵分別為 : 第一期不具眼柄
, 第二期具眼柄 , 第三期具有尾柄和尾扇

, 第四期尾扇分內外 , 第五期腹肢有芽狀突起 , 第六期腹肢分內外肢 , 第七期腹肢分節 , 第八期腹

肢具有羽毛 , 蝦苗後期額角數為 6/1 '
第一、二對胸足形成鉗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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