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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種蝦培育研究 -1
紅尾蝦育成至第三子代

林明男﹒了雲源﹒羽生 功

Penaeid parental shrimp rearing 一 I closing the

cycle of Pen α eUB peni c ill α tUB A lock to F3 generat"ion

Min-Nan L in. Yun-Yuan Ting and Isao Hanyu

This paper reports our parts of study on Penaeid parentaLshrimp rearing. We have closed the

full cycle ofP. penicillatus to F3 since 1986.

By means of unilate 叫 eyestalk ablation and spermatophore transplantation, the cycle had

been closed to F 3, and by means of. spontaneous matu�ation and spawning, it had been

closed to F 2 .
The growth seems to b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from unilateral

eyes talk ablation females and that from spontaneous spawning females by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for comparing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b and abjusted mean Taof body weight

and PLD (age after post larva in days) relationship.

2. The quantity of eggs obtained from pond cultured spawners of spontaneous maturation is

S泊1i;ar to that fro 函 - wild spawne 悶 , but the hatching rate is lower.

3. Porid cultured '86-F females spawned fr2m, the end of March �hile the 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increased above 22
�

C and 35ppt. The b�eeding season was from March toro'

November. Ponka females (ready to spawn in- Taiwanese) ,appeared abundantly from ApriII

to June in 1987. The breeding season'in the pond and in the wild is similar.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few Ponka females were found in the pond when salinity was

lower than 30ppt.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GSI of Ponka females fluctuated monthly. Showed as Mean

士 SE (range), GSI of pond cultured Ponka .females was 5.38 :t 0.42 (7.38-3.56), it is signi-

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10.36 :t 0.46 (13.22 - 6.50)] of wild Ponka females ( 正=8.16 > l'

5.

=3.19, p=O.OIO).

τhe artificial diet B with higher protein and lipid contain caused higher copulatal rate and

The activity of copulation was quite high from April to June. In April (

and May, the copulatal rate was 100% for '86-F
l'

Females cultured wi

spontaneously. There were no large-sized females found in the pond with high density of

10 PCS/m2, unless to ablate the eyestalk unilaternally, none of females from 趾gh density

could be induced to spawn.

better maturity.

6. th low 2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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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穹 當

紅尾蝦 ; 今毛對蝦 Penaeus ρenicillatus Alock , 據李& 游 ( 1977 ) r 本種蝦為南方系大型海蝦
之一 , 其分佈自台灣西岸經香港、麻六甲海峽、印尼 , 西至印度西岸、巴基斯坦南岸、馬達加斯加海
峽、亞丁酒、紅海地區 , 台灣則分佈於布袋、窩蜂、東港等西南沿海地區。」。紅尾蝦與華蝦同屬封
閉式雄性生殖補助器蝦巔 , 為台灣近年來新興養殖晶種。在台灣有關紅尾蝦之研究罔顧如下 : 摩 & 李

( 1972 ) 在其現則性絕食對蝦類影響研究中探用自行繁殖之「紅蝦 J ; r Red prawnJ 做材料 ,
但不

敢確定其為 P. ρenicillatus 還是 P. indicus 0 r 缸蝦J 一詞早見於台獨總督府輔之台灣語大辭典中
( 昭和 6 年發行 ; 193 日。在山村及在多田 ( 昭和 9 年 ; 1934) 之調查報告中記載有俗名為「紅蝦 J 之

蝦類 , 唯其學名記載為 P. indicus' 棍攘李 & 游 ( 1977 ) 及游& 陳 ( 1986 ) 在台灣尚未探到此蝦之標

本。唐 ( 1973 ) 在其對二尾地中自然成熟速報中聲稱「紅尾蝦 ( Penaeus penicillatus Alock ) 係指

台灣布袋地區所稽之紅蝦 , 以及東倦地區所稱之自棘 ,
因為此蝦之特徵為尾扇後半部帶缸搗色 , 所以

筆者被稱之紅尾蝦 J ' 根攝紅尾蝦 FAO 亦採車之命名為 Red - tail ( 武田 ; 1984) 。上述三尾自然成

熟之紅尾蝦 , 一尾體重 6].25 公克 GSI 8.99 , 另尾在產卵桶中隔夜卵巢消失。陳 ( 1984 ) 簡報利用

池中育成 16 月大紅尾蝦挨驗單眼柄酵導卵巢成熟並產卵 , 筆毅 ( Lin : 1986 ) 利用電擊摘取紅尾蝦

之精英做精英移殖並育出于代 , 所用之母蝦為自新打垮引進次成熟 ( Sub-maturation) 雌蝦經一段

時間的時聲再以剪單眼柄催熟卷 , 此外並對「交配激 J ( Copulatal fluid) 將精英在母蝦雄性生殖

補助器 ( thelycum) 中溶化為精激之功能首先提出討論。莊等 ( 1985 ) 對台灣 5 種養殖蝦的消化酵

素活性加以比較 , 發現紅尾蝦蛋自臨總活性最高。劉及黃 ( 1986 ) 分別以 84.74 %及 65.93 % 之活存

率完成紅尾蝦苗生產試驗。劉 ( 1986 ) 用統一草蝦及淚水蝦飼料對其成長做比較。劉 ( 1987 ) 觀察高

密度飼育的紅尾蝦 ( 123 尾 /ma ) 14 週其成長篇草蝦一傘 , 活存率切%' 張及丁 ( 1987 ) 祖j定氯對

紅尾蝦的毒性。綜觀上述可知尚無人對紅尾蝦種蝦培育進行研究。自 1985 年水試所台南分所在農委會

經費補助下與漁業局、宣蘭、嘉韓、台商、高雄等縣市故府合辦養殖示範工作以來, 紅尾蝦養殖巴漸
成一新興事業並受到團聽注目 ( Hopkins; 1986 ) 。目前繁殖蝦苗用種蝦皆捕自台灣西南部沿海 �
布袋及安平為大宗

, 每年 3-5 月為天然種蝦盛產期
, 6 月後鮮有價卵母蝦甚至空母亦入手困難 , 有

鑒於此筆者自 1985 年起進行種蝦培育研究 , 本篇報告至 1987 年培育.至恥之過程; 除比較各子代之成長

外 , 並就墟育雌蝦卵巢自然成熟及產卵加以觀察。

材料與方法

以引進海種蝦之年度編寫 ' 的及 ' 的三系子代 b

'85 于代 : '85-F1 之親代於 1985 年元月 26 日自高雄縣新打潛引進次成熟蝦經一段時日之飼養後
, 剪

驗單眼柄誘導卵巢成熟並以精爽移殖方控做出于代。
,

85 一 F) 中間育成至平均體重 0.014 公克在

1985 年 4 月 27 日放聲 , 育成種蝦後如前做出 ' 的一恥 , 經育成種蝦後如前述做出 ' 的一仇。

'86 于代 : 自布袋港引進優卵母蝦靠自然產卵育出 '86 一恥 , 將之育成種蝦後以剪眼誘導產卵及自然
產卵方式育出

,
昕一 Fa 子代。

剪眼催熟所用之飼料為文蛤、蚵仔及小蝦。水溫 27 土 1 'c' 溫分 33 - 36ppt 。

精英移殖方注仿照筆者過去發表之方法 ( 林及丁 ; 1984Lin & Ting ; 1986
, Lin ; 1986 ) 。

培育過程記錯水溫及車分。水深連照平野 ( 1980 ') 調整為透明度之 2 倍以防止分解層發生。透明度調

整在 60 - 35 公分 , 即水深調整在 120 -7 松分。抽水更換以透明度為指針 , 透明度下降則更換池水

使其 i回復。養殖期間至少維持一台水車。晨間底層溶氧若低於 3 ppm ftlj 至少更換% 之池水。

飼料 : 1987 年元月前投飼大成提供之中蝦飼料 ( artificial diet A ) , 元月後投飼 B 飼料 (ar�ificial



＼、可

2偈

diet B ) 'B 飼料此 A 飼料之蛋白質及脂肪含量寓 , λ、 B 飼輯之一般成分如表 1 , B 飼科配方如衰
2 , B 飼科霉諾大成全司雖遇。

Table 1

衰 1 人工飼料 A 、 B 之一般疲勞

Chemical compositiun of artificial diet A

In percentage.

& 8

A

Cru�e protein

36

Crude fat Crude fibre Ash Moisture
2.8 3 17 13

B 40.2 5.9 2.5 12.3 10

Table 2

衰 2 人王飼料:B 之配方

f'ormulation ,of artifidaldiet 8

(in .percentage).

flour 32

White fish meal 42
Squid live'r powder

Cod liver oil

5

2
Vito mix

Ca(H2P04)2
2

3. 生

投飼量 : 如表 3 , 在平均體重 16g 斟上後投飼體重之 3% 雌帽卵真發育之觀寮 .聲至成蝦後投網隨機

探樣 , 將淇 ( 1977 ) 之遁光雄蓋加以修正為凸角 (- Ponka ) 、厚仁 ( Gualeen ) �.�.N-NÁ ( Tioleen )

、薄仁 ( Perleen ") 、空母
( Kanber) ;

圈 1 0 除利用上法觀寮外觀之成熟外 , 並解剖各期卵雖以
計算 GSI 加以對照。

交配觀寮 : 聞機設網探樣並街照筆者〈林 ; 1987 ) 之方當加以被查。

本試驗報告之日齡自費態為復期幼苗算起並以 PLD 委示之。 .

結 果

各于代之成畏 : 自新連港引進次成熟睡眼握一授時日之蓄聲雀東j 用剪眼柄及精英移殖做出 ' 的 -
FI PL 10 體重 0.014 企克蝦苗 10 萬尾 , 在 1985.4.27 鼓聲於 0.8 haIh 池 , 密度為 10.41 尾 /rnZ,

:PLD 臼天時平均值重 6.88 公克〈本文用 PLD 取代 PL'PLD 寮示費路為後期幼 " 後之日齡 ; age
after post larva in days) , P LD 92 之平均體重為 7.19 公克 , 之後再起 4 其中間揖j定 , 在 '85.9.
20 PLy) 156 時其體量 ( 公克〉以Me8.l\ :t SE ( r:組Jge ) 表示 , 幢幢第 11.43 士 1.27 (16.29 -8.49

> ' 雌蝦 14. 的土 1.44 (17.70-11.01) � '86.1.8 PI:.D266 滑油 , 誰 20. 的主 0.60 ( 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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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衰 3 蝦體重及投餌率之關係

The rate of daily artificial diet supply.

Mean body weight (g)

below

above

1

1

2.5

6

9

16

1 & 2 : Ponka

3 : Gualeen j

4 : Tioleen j

5 : Perleen j

6 : Kanber 'j

Daily diet supply (%)

山
叫

yl

4

15

10

8

6

5

3

關

5 6

圖 1 透光檢產之外觀卵巢成熟期 j 1.& 2, 凸角 , 3. : 厚仁 , 4. : 中

ready to spawn.

nearly reap or reap stage.

late ovarian developing stage.

�arly ovarian developing stage.

underdeveloping ovarian stage and lor
spent female.

Fig. 1
仁 , 5. : 薄仁 , 6. 空母
Outlines of ovarian developing stage against the light,

named in Tai 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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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8 ) , 雌 23.58:t 0.59 C 30.42"-'15.70 ) 。清池檢查 295 尾母蝦有 17 尾交配 ,
交配率 5.76

% 0 ' 的一 FJ 缸尾蝦體重 CBW) 與 PLD 之直饒相關 :

雌雄不分之 �W=0.71+0.08 PLD C n=165 , r=0.8018) ; 闡 2 。

雄之 BW=3.60+0.06PLDCn=63' r=0'.5892); 圖 3 。

雌之 BW=-4.46 斗-o.10PLDCn= 郎 . r = 0.8938 ) ; 圈 3 。

'85 -FJ 情池後選擇 100 對大型種蝦 ( 雌蝦體重約 30 公克 ) 於 30-T 八角地蓄養 , 並利用剪除單眼
柄及精英移殖做出

,
鈞一恥 .11 萬尾 PLD47 體重平均 0.07 公克在 '86.3.22 放養經晒坪 2 個半月

之 Da 池 ,
密度 11.45 尾/ m2 0 6 月 20 日 PLD 136 時檢查 33 尾母蝦其中體長 10.23 公分 ,

體重

D

-10

PLD(days)示
oA

。另 3

7 本Ie

7布

30

20

10

-m-2
月

nu
4

」
MH-'-4品

'85-F2 , PLD:47-233
{ ‘ 86.3.22-'86.9.24 )

BW=-4.28+0.09PLD
(n:320, �=0.8882)

吉訶芳百

B:

兩

'85-F1 PLD: 10-266
{ ‘ 85.4.27- ‘ 86.1.8 )

BW=O; 71+0. 08PLD
(n=165, .r=0.8018)

A:

'86-Fl . PLD: 30-50.1
{ ‘ 86.4.10-'87.8.4 )

DW=-2.77+0.09PLD
(n=448, r=0.9670)

D:'85-F3 PLD: 40-149
{ ‘ 87.7.20-'87.11.6 )

BW=�3.18+0.08PLD
(n=145. r=0.9576)

c:

溫育紅尾蝦
,

85 - F 1 、

,
85 -Fa 、

,
85 - F3 及 ' 的 -F,圖 2

之體重 CBW) 與日帥 CPLD) 之直線相關

Rela�ion.ship b�t\veen body �.eight (aw) in grams and
age in days after postlarva (PL�D) of pond culture
Penaeus penicillatus of' 的-肘� '85-F2, '85- 的 and,

86';'FJ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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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j. C

n守一一τ'-- 可
, D

� 一訪0; 且 E

付方�JF
,. 一一一「話

A: 85-FI-Male, PLD: 96-266
{ ‘ 85.7.22-'86.1.8)
BW=3.60+0.06PLD
(n=63, r=0.5892)

c: '85-F2-DI-Male,PLD :233-318
( '86.9.24-'86.12.18)
BW=4.42+0.08PLD
(n=38, 1'=0.6062)

E: ‘ 85-F2-D2-�ale,PLD :170-233
,'86.7.23- ‘ 86.9.24)

BW=6.G3 吟"0.03PLD
(0=68, r=0.5015)

G: '86-FJ-D2 嗨 �I 旭 le,PLD :IJ6-50-t
{ ‘ 86.7.23-'87.8.4)
B"'=3.3-1+0.04PLD
(n=]13, v=0.9786)

I : ‘自 6-FI-D4- 刊 al 白 ,PLD :293-449
('87.1.21- ‘自 7.7. G)

BW=3.34+0.04PLD
(n=78, 1'=0.6985)

H

PL D(dol/S)

已-揖3 請T

率均

一-前6

3 祐

3 晶T
一

--'

f

現γ一-塌了

�b

詰E

I 咽 J

百吉 動
寫 �H

如
海,

阿。

B: ‘自 5-FI-Femnle, PLD: 96-266
( 電 85.7.22- ‘ 86.1.8)

BW=-4.46+0.10PLD
(n=68, r=0.8938)

D: '85-F2-DI-Female,PLD:233-318
('86.9.24- ‘ 86.12.18)

BW=-21.90+0.19PLD
(n=27, 1'=0.7322)

F: '85-F2-D2-Female,PLD:170-233
{ ‘ 86.7.23- '86 .9. 24)
B\\=9.86+0 ‘

02PLD
(0=73, r=0.2675J

..ll 'I:j(j-Fl- υ 2-female,PLD: I 16-5 υ 4
( '86.7.23-'87.8.4)
BW=-4.15+0.10PI,D

( n = 1 H;. r = 0 .9 i 4 日
)

J: 'S6-FI-04-Female,PLD:29 且也 l ﹒ 19
( ‘ 87.1.21-'87.7.6)
BW=-11.39+0.09PLD
(I 、 =71, 1'=0.756G)

紅尾蝦峰、雄子代之體重 CBW) 與日齡 CPLD) 之直鸝相關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weight (BW) in grams and age
in days after postl larva (PLD) of pond culture penaeus

,penicillatus of '8S-Fl, '8S-F2-:-Dl & D2, '86-Fl-P2 & D4,
by male and female.

闢 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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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 公克之一尾母幅有交配 , 交配率為 3 .03 % ' 6 月 25 日 PLD 141 時重 11.36 I 0.37 ( 16. 圳

--7.49 ) 受用率為 11. 769 屆 , 7 月交配率上升至最高率達茄%'8 月後開始下降 , 在 8 月 26 -- 9 月 �! ,I

日 ( PLD 203 -- 232 ) 投網探樣均無交配者 ; 仇。 9 月 24 日 PLD 233 清袖之雄蝦體重 14.78 I

0.31 ( 17.75--12.98 ) 公克 , 峰為 16.37 士 0 . 53 ( 19.92 -- 11 .84 -) 0 ' 的 -Fz 紅尾蝦於 8 II

22 日曹陷捕 250 對移入深 1 號 (Dt) 0.5ha 池中與 7 萬尾草蝦混養 , 當時之雄體重 14.40
、

I 0.40 (

16.70 -- 12.66 ) 公克 , 雌 15.82 土 0.29
( 17.43 --13.22 ) , '86.9.24 祖 11定雄體重增為 23.08 I

1.51 ( 26.00 -- 20.88 ) 公克 , 雌 23'61 士 3.59 (30.73 --19.13
) , '86.12.18 PLD 318 清他 kif

體重已達 29.89 土 O. 閱 ( 35.25 戶 21.49 ) 公克 , 雌 40.22 士 1.26 ( 51.02 -- 29.17 ) , 滑油時 N,

存 500 尾〈活存傘的%')
, 抽查 22 尾母蝦有 2 尾交配

, 交配率 9.09% ; 圖 4 。養在 D. 袖之蝦即 ' 的 l ﹒

-Fz -D. 移入 30 -T 八角池趟多 , 越多期間及結束時之活存率與交配率如表 4 ' 蓄養 150 對立 l

號池活存率最低僅 70% ' 其他蓄養 20 對各池活存率介於 85 -- 97 .5 % 。交配率 1 號地在 '87.1.2:1

清地時為 39.79 % ' 2 兢地在 2 月 5 日清油時為 7.69 % ' 3 -- 6 號袖在越多後於 '87.4.10 梭查 ,
怕

高交配率 55.55 % ' 最低為 23.80 % 。

放畫色於深 2 號油 (Dz) 之紅尾蝦凹
,

85 - F z - Dz 之體重與 PLD 之直競相關 :

雌雄不分 BW= -4.28 + 0;09 PLD ( n= 320, r:;:: '6.8882 ) ; 圖 2 。

雄 BW=6.63 + 0.03 PLD'( n=68, r =0.5015 ) ; 圖 3 。

雌 BW=9.86 + 0.02 PLD ( n=73, r=0.2675 ) ; 圍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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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Individuals of female examined

闡 4 紅尾蝦
,

85 - Fz 交配車費化
Fluctuations of natural copulatal rate of pond culture'
'8S-F2 red-tail 'shrimp, Penaeus ρ enicillatus A lock,

fed with artificial diet A.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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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八角駒
,

85 - F 2 紅瞎鴨體參後之情存輯、性此夜空間極

Table 4 Survival rate, sex ratio, 8;J1dcopulation rate of pond

culture ﹒

'85-F2 red-tail shrimp, Penaeus penicillatus

A lock, after overwintering in 30-T concrete experimental

ponds.

吋
﹒

*mo*nrn*

Initial* Terminational

['ate Individuals
Sex ratio
M :

F**

Date
Survival
rate(%)

Sex ratio
M : F**

Copulation
rate (%)

1 '86 300 1 : 1 '87.1.23 70 1-:1.14 39.79

2 40 1 : 1 2. 5 100 1:1.30 7.69

3 12 40

40

1 : 1 4.10 少 2.5 1: 1.31 23.80

33.334 1 : 1 4.10 80 1:3
5 18 40 1 : 1 4.10 85 1:1.12 5��55
6 40 1 : 1 4.10 97.5 1:1.43 26.08

. BW(
每

) : Mean:!: SE (ran 皂e)

Male. : 29.89 :t 0.50 ( 35.25 - 21.49 ), n = 33
Female: 40.22 士 1.26 ( 51.02 - 29.17 ), n = 22

**
M : mal e

F female

.** : 1.5.78 pcs/m for pond no. 1, 2.10 pcs/m for no. 2 - no. 6.

'85-F2-D2 之 BW 與 PLD 直踐相關 :

雄 BW= 是 .42 + 0.08 P L D ( n = 38, r = 0.6062 ) ; 圖 3 。

雌 BW=-21.90+0.19 PLD (n=27, r=0.7�122) ; 圖 3 。

'85 一恥大型雌蝦經剪除學眼柄及精英移植所做出之 ' 的一恥于代 , 在 '87.7'.20 PLD 40 平均體重
0.22 公克 11 ,000 尾放聲於中區 11 號他 (Mil)' 密度 3.7 尾 /m20' 的一 F 3 - Mu 聲至 '87.11.6

時雄蝦為 9.55:t 0.25 ( 11.59 --6.13) 公克 , 尚繼續培育中。計算 8 次中間測定之結果其體重與
PLD 之相關為 :

雌雄不分 BW=-3.18+0.08 PLD (n=145, r=0.9S76); 圖 2 。

198 碎自布袋選擇權卵凸角母嗯自然產卵下育出 ' 的一 E 丸 , 中間育成至 PLD 15 時在 '86.1.10

放養於中區弘 8ha 之 M1 祂 225,000 尾 ,
平均體重 0.028 企克 ; 0 '86.9.24 第 12 次測定時雄體重 12.61

士 a .29 ( 15.58 - 11. 17 ) , 雌 13.34:t0.2:> (15.06-11.09) 去亮 ; PLD 為 204 天 , 當日點
算 2, ∞ o 尾放聲於乾地曝晒 21 天之 O. 8ha D2 袍 , 密度為 0.2 尾;1m2, 另點算 15,000 尾與中間育成
PLD 152 天草蝦 ( 22.32 公克 , 2,000 尾〉混聲於 D� 裸地 , 放聲密度 2.12 尾 /m2 。與草蝦混聲郎

,
86 - F, - D4 經紅尾蝦在 PLD293 天時測定 ? 誰體重 15.25 j;:0. “ ( 17.78-12.78)' 雌 18.79

:t1.57 (30.95--13:40) 公克 , 草蝦當時僅探樣到 2 尾 , '87.4.1PLD369 時紅尾蝦錐體重 18.86

:to.81 (24.49-16.72)' 雌 20.82 士 0 .74 ( 25.00 - 17.73 ) 公克 , 當時巴無極探樣到車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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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 D 369 之紅嘻價交配率為 14.28 %' '87.5.7 PLD389 天雄轉重 20.30:t0.87 C 29.30--17.06
) , 雌 22.13 :t O. 閱 C 28.17 --13.09 ) 交配率的 %' 'R7.6.5 PLD418 天時雄體重 19.30 :t 0.53

C 22.78--14.48 ) , 雌 27.51 土 1.60 C 35.97 --18.14 ) 公克 , 交配率 90.91 %'
,

87. 7.6 P L D

449 天雄體重 21.36 士 0.66 C 25.11 --18.91 ) , 雌 33.69:t 0.45 C 35.85 --.31.42 ) 公克 , 交配
率為 0%' 在 8 月時由於附近民間養蝦揚急增 , 電力不足下 , 本地因夜間水車故障而造池。深 4 號郎

'86 - FI - D. 之體重與 PLD 直攝相關為 :
雄 BW= 3.34 +0.04 PLD C n= 78, r = 0.6985 ) ; 圖 3 。

雌 BW=-11.39 +0.09 PLD( n=71, r=0.7566) ; 圈 3 。

在M1 池育成至 15.02 公克後清點 2,000 尾單養於 Di 架泄自D '的 - F I - Dz 紅尾蝦其體重與 PLD 之相

關為 :
雌雄不分 BW= - 2.77 + 0.09 PLD ( n=448, r = 0.9670 ) ; 圖 2 , 前設養殖包括在內。 '86 → FI

一趴在 '87.1.1 之後改投 B 飼料其他管理方法不簣 , 雄蝦 BW=3.34 + υ .04PLDCn=78, r=

0.6985 ) , 雖 BW=-11.39 +0.09 PLD C n=71, r=0.7566) ; 圖 3 。

'a6-FI 一恥之交配置學如圖 5 ;; 在 '87.1.21 前為 0%' 2 月 23 日後交配率自 15.38 % 開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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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 在 4 月 7 日錐體重〈公竟 ) 23.24 士 0.52 (2�..78-21.73) , 唯 27.43 ::!: 0.98 ( 32.78-

22.96 ) 及 5 月 7 日幢幢重 ( 公司:!) 28.14 士 0.79 ( 31.05 - 25 .84 ) 、雌 39.51 ::!: 0.91(- 45. ∞- 25.30 ) 時測定 Dz 池中紅尾戴 ' 的一 FI 一 Dz 結果均為 100 %' 5 月底稍降但尚有 96.66 % ' 6

月 5 日降至 81.25 % ' 7 月底 -8 月 3 日降至 9 -'7 %' 8 月中旬文提高到 209 后 , 9 月 30 日滑油檢

查 91 尾母蝦吏配 .�'23.07%o '86-F,...;;Dz 在 7 月 6 日瀾定時幢幢軍 ( 公克〉已遠 28.80 士 0.91
( 31. 21 25 .78 ) , 雌 44.85:t 1.11 (52.57-38.66.) 比當時潛水蝦體型大。 '86 "':"'FJ -Dz 比 ,

'86 -F, 一趴長得快 , 前者在 PLD 444 時誰已遠 28.15 土 0.81 ( 31.63 - 21.98 ) , 雌 42.96 :t

0.74 (47.53-34.53) 比後者 PLD 449 雄平均 21. 詣 , 雌 33.69 遣大。

溫育紅尾 .暱之自然成熟]!Ii 卵 : 聲殖過程中 ,
'86 - FI -Dz 在 '87.3.31 首先發現 1 尾凸角母

蝦 ( PLD 365 ), 體長 15.30 公分 , 體重 46.81 公克成功自然產卵 20. ∞o 粒 , 孵化率助%' 育成蝦苗

'PLD 40 共 5'0 ∞尾 , 育成 . 50 % 0 ' 87 .11.12 蓄聲於 30-T 八角泊者有 2. 尾自然產卵 , 體畏 15.75

公分、盟軍 52.94 公克看產卵的 ,000 麓 , 孵化率 52.529 盾 , 卵徑 278.52 士 2.27 ( 290.4 - 264.0)

μ m, 體長 15.60 公分、體重的 .91 公克者自然產卵 1,000 粒 , 孵化率 0%' 卵徑 264.00 士 6.29 (

299 . 2 -. 246.4 ) μ m 0 ' 的 -Fz 在聲植試驗池中無卵巢發育成熟者 , 但租敢在 5 企頃之蓄水池 300 尾
, '86.9.19 情地捕灑 12 尾 , 有 3 尾產卵 , 卒均產卵數 200,000 ' 最高 240, ∞ 0 , 最低 140,000 孵化

率 649 話 , 最低 0.259 話 , 平均 32.41 % 0 '85 - F, 在養殖期間無擅自然產卵者 , 唯當時 ( '85.8. 。

在嵐目越多溝 1 號油發現有野生觀 10 尾 , 其中有 3 尾自然產卵 , 在深 1 輛草蝦泊中亦發現有野生紅尾

顧 12 尾 , 自然產卵 3 尾 , 連同上述共 6 尾自然產卵 , 最高產卵數 200,000 、最低 50,OQO, 平均 157,00 。

其中 2 尾孵化率 0 %' 4 尾孵化成功 , 最高孵化率 63.63 %' 最低為 29.16 % ' 平均 27 . 98 % ; III 5 0

卵真是發育拳簡費化 :

'85 -F, 及 '85 一扎在養殖過程投網檢直都僅發現空母 ,
'85 一趴在 PLD 114 、 124 - 125

、 156 共湖定 3 次 OSI 平均值 0.17 - 0.27 最高 0.38 , 最值 0.05 , PLD 124 -125 探樣的體型

比 PLD 114 小其 GSI 平均值亦較小。 '85 一扎在 PLD211 及 318 潰l定 2 次
, 前者 GSI 平均 0.22

後者 GSI O. 尉 , 前者平均體重 14.86 公克 , 後者平均體重 4().22 公克 ; 圖 6 、 7 。

'86 -F, 卵巢各成熟期變化用投網隨擴探樣並周光臨遁觀控檢查結果如圖 6
, 在 '86�10.15 -

'87.2.23 自P PLD 198 - 329 時 100% 為空母 , 3 月 31 日 PLD 365 開始發現有凸角母蝦唯佔極低之

比儕懂。.83 %' 在 4 月 14 自 PLD 379 之種自角母頓所倍之比倒急增割 22 %' 5 月 7 日時連第 1 次

高 �( 全年最高 �) 估 38.09 % ' 6 月 3 日 PLD 429 時急降為 6.06 % ' 6 月 8 日 PLD 434 時文提昇

到 22.22 % ' 6 月 16 日 PLD 442 時連第 2 次高學估 27.58 %'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依次自 11.76 %
、 9.52% 、 5% 而 :F 降 , 至 7 月中旬 PLD 4叩時已無極探樣到凸角母蝦 , 8 月 10 日投網轍查探到

3.14% 的凸角母蝦 , 9 月 30 日清祂浪費現有價卵凸角之母蝦。滑油接選擇 130 尾種蝦在 30 -T 之

八角地蓄聾 '11 月 11 日情地檢查雄 53 尾、雌 26 尾 , 活存 68.46 % ' 而凸角母蝦共有 3 尾佔 11.53

% 。

光龍還親當所分別之各卵巢成熟期之 GSI 如圖 7 之下半部 , 全年 ' 的 - F I - Dz 雄蝦之 GSI 以

Mean 士 SE ( range) 褒示其費化如圖 7 之上半部 , 在養殖期間聞自 '86.10.10-'87.9.30'4-
6 月有較高之 GS I , 7 月後之 GSI 則徐徐下降 , 9 月底之 GSI 仍然高於越多前 ( '86.10.15 ) 之

GS I o' 9 月 30 日揹抽後移到 30 一 T 八角抽蓄養者在 11 月 11 日測定之 GSI 高於上述 7-9 月聞所

禪i定者。各卵巢成熟期之 GSI ( 圍 7 下半部〉都有季節性之變化。空母 ( Kanber ) 之GSI 在趟多前
( PLD 198 ) 時僅 0.17

, 在越多後 PLD 379 -. 590 GS I 較高為 2.07- 0.55
, 厚仁者 ( Gauleen

〉與凸角者 (p'onka )ZGSI 除 6 月份外其間之差值均在 1 之內 , 薄仁者 ( Perleen ) 之 GSI 在 6

月之後無甚變化。中仁省 ( Tioleen ) 、厚仁者、及凸角母蝦之 GSI 全年有較大之起伏 ; 4 、 5 月

e



213

4的
妙。

15

盟

斜 , 且0 N-iZO HJJ
/NO N.11 N-II N-25 IMI N-16

125
25 N-61 N ﹒ω N. SO . N-21

F 蹲j

32q 365 37q 402

Ponka' ; ready to spawn.
Gualeen; nearly reap or reap stage.

.Tiol�en; late ovarian developing �tage.
Perleen; early ovarian developing stage.
Kanber ; underdeveloping ovarian stage and/or spent female.

Individuals of examined female.
Age after post larva in days.

重 1.4
‘:民誼品

PLD /q8

,7.1.21
]q6

.
甸
甸
回
口

42C1

N :
PLD:

Fig. 6
圍 6

I 86 -:- F J 紅尾蝦各卵巢發育期所佔比例之年變化

FI�ctuations o�o o�ariari developing stages of pond
culture red-tail shrimp, Penaeus -penidllatus A lock,
in percentages. From PLD 198 to PLD 590.

6

州
咱也

F

1Illi--T

5
、

'
叫O

Ili--

車“
附
一
liLtl

2-N~

till-
『

lZTl

AU
曲

、4.
U

卅
一

l141rl

','
、
',
、

收
一
、

It111ILA

←

le

hJ~Mn

aa
目,
自

'tz
ι

-4EESSs-

',.,vt

lk-
qJ..SE

ureiIll--L

芋,
hl
‘

打
魚

l
辛

--

m
一

“
哩

lflls

','
,、',特

6

4.,

旬,
‘

",ACBt' ↓2扭
o o

a

Kwa-w

竭

,an
、

',',

阿拉顧盼懈可
PL[): /q8 37C1 402 42q 0434 442

. iionkao"; ready' to"iiiiawn�-
�Gualeen; nearly 'reap or reapatnge.
1m ITioleeo; late ov_rian developing atage�
固 Perlee 的 early ovarian developing stage.
回 Ksobar I underdeveloping ovarian stage and/or spent female.

N : Individuals of examined female.
PLD: Age after post ,larva in days.

到

L
點
心
則

思
磁
帶
俐

,EUM

何

盔
M

初

具
臨
勵
叫
你

亂
臨
時

[

仰

圍 7 上 . I 的一 FJ 全年之卵鼻 GSI, 變化。下 : 各卵巢發育期之 GSI 全

年農 {p
Fig. 7, FluctUation of GSI .indicated 閏 Mean SE (ran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SI and o�ari� d�-;el�Pi;g-'�t;i;�f
pond culture 官 �-F.�_red-t.ail �hrimp', PenaeUs penicillatus
A lock, from PLD .198 to PL[)

.
590.



214

凸角之 GSI 介於 4-5 月之間
, 6 月升高到 6--8 之間 , 7 月叉下降到 4 左右 ,11 月中旬文提升到

5 左右。全年凸角之 GS I; 平均值為 5.38 最高 7. 泊 , 最低 3. 時 , 厚仁者平均 3. 嗨 , 最高 5.02 , 最
低 3. 泊中仁者平均 2.97 最高 4.30 ' 最低 2.14

, 簿仁者平均 2.65 最高 3.17
, 最低 2. 詣 , 空母平均

1.19 最高 2.07' 最低 0.14 ; 衰 804-5 月間 ( PLD 379 - 402 ) 之凸角母瞭遁光檢查如圖 8 。

85 一叭聲殖期間之水溫、墟分變化如圖 9
, ,

86 - F 1 則如圖 10 。

表 8 溫育紅厲擻 '86 -F1 各卵巢成熟期之 GSI
Table 8 GSI in Mean 土 SS (range) of virious ovarian

developin'g stages of pond cultured '86-F1 red-

tail shrimp, Penaeus penicillatus

PLD198 to PLD590 ('86.10.15-'87.11.11).

A lock, from

Ponka . Gualeen . Tioleen . Per leen . Kanber .

N=l1

(4.30-2.14 )

N= 10

2.65 ::!: 0.17

(3.17 -2.25)

1.19 ::!: 0.17

(2.07-0.14)

5.38 ::!: 0.42 3.99 ::!: 0.22 2.97 ::!: 0.22

(7.38-3.56) (5.02-3.33)

N=8 N=9 N=15

*In Taiwanese j

Ponka : ready. to spawn.
Gualeen : nearly reap or 問 ap stage.
Tioleen : late ovarian developing stage.
Kanber : underdeveloping ovarian stage. and lor spent female�

照片 8 箭有摺示§然成熟 '86 -FI 撫育欖卵凸魚之紅罵母噸
Plate 8 A rrows show spontaneous maturation of Ponka: females

( ready to spawn in Tai wanese ) of POND cultured

'86- 凹 ; red-tail shrimp, Penaeus ρenicillatus A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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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 論

本試驗自 1985 年元月 26 日起自高腎、新打潛引進次成熟轍歪 '87.7.20 育出叭
, 所用之方當均為

母蝦經單眼柄切除髒導產卵再加上精翼移植做出于代。男在 1986 年 3 月自布袋選擇儷卵凸角母蝦自然

產卵所育出之于代
, 將其育成種蝦後於 '87.3.31 自然產卵成功並育出恥。上述工作為自庫 (1973 )

發表池中 2 尾卵巢成熟所做之卵巢組織學之觀察連報以來首先完成之工作。 Penaeus 屬在國外方面

Aquacop ( 1975 、 1979 ) 利用剪眼柄踴導產卵並育出于代的有 P. monodon 至缸
, P. stylirostris

至叭 , P. vanamei 至恥 , P. merguiensis 至扎 , Beard et al ( 1977 ) 育成 P. merguiensis 至

仇。筆者在台商分所以剪眼柄跨導產卵並育至已有 P. monodon 及 P. vanamei
( 未發表〉。利用過

蝦剪眼誘導產卵但沒育出于代的有 : Arnstein & Beard
( 1975 ) ; 聽導 18 月齡 P..orientalis 產

卵 , Alfredo & Santiago ( 1977 ) ; 鷺導 23 月齡 P. m()nodon 產卵並孵化
, Halder ( 1978 ) ; 鬱

導 P. mono don 卵巢發育成熟
, Primavera ( 1978 ) ; 曹導 5 月齡 P. monodon 產卵並孵化。寄自然

成熟 ( Spontaneous maturation) 方面 , Moore et al ( 1974 ) 將海空母 P. californiensis 蓄聲

至產卵 ; 共產卵 8 尾 , 產卵數最高 63,000 粒 , 最低 1,500 粒
, 僅一次 4,500 粒者有 3% 孵化但到比

全部死亡 , Conte et al ( 1977 ) 在 O.lha 池塘中育成幢卵 P. stylirostris 及 P. setiferus ; P.
stylirostris 聲一年產卵 , P. setiferus 越多者可連性成熟。 Rodriguez ( 1981 ) 育處世成熟之 P.

kerathurus , Lumare ( 1984 ) 將中間育成平均 26.25 公克雌 P. ja, 帥 ni(;us 用 510 m' 抄質抽育成

價卵母蝦
, 其密度為 0.98 尾/ 平方公尺 , 筆者曾在台商分所 30-T 八角池及 8-T2f< 泥地育成次成

熟之海空母 P. japoni cus 至產卵〈未發表〉。由上可知本試驗將缸尾蝦育至 F3 對紅尾蝦而言是首次

成 -gJ;(' 的一凡、
,

85- F, 、 '85 一九 ) 而以自然產gp 方式育至 Fz ( ,
的一 FJ 、

,
86 - F. ) 在 Penaeus 屬

而言可說是一項突破。

于代聞之成長比較 : '85 -FJ 、 F. 、民是刺用單眼柄切隊及精英移植所育成 , ,
86 - F. 為海

蝦自然產卵所育成 , 雌雄不分之體重與日齡 ( PLD ) 直能相關之 b 值〈圖 2 ) , ,
的 -FJ 為 0.08 '

F, 為 0.09 , F3 為 0 . 08 , ,
86 - F J 為 0.09 , 以變積分分析其迴歸系數 ( regress ion COefficient

; Tb ) 之結果如表 9 '
,

85 - F 3 、

,
85 - F. 分別與 ' 的一 FJ 比較無顯著差異 (Tb<L96) ,

,
85 - F. 、 '85 - FJ 分別興

,
85 - F 3 相比較亦無顯著差異 ( Tb < 1. 96 ) , 由於各于代放聲年度

與季節不同其截區 ( adjusted Mean; τB 值〉均大於 2.57 都有極顯著差異 , 雖然
,

85 - F J 與 ' 的

-FJ 之間有較顯著之差異 ( Tb> 1.96 ) , 但大體上根捧上述之分析結果可以餌斷堪蝦單眼切除及
精英移植所育出之于代與海蝦自然產卵所育出之于代聞之成長並無顯著差異

, 故眼柄切除及精英移植
方注在紅胃蝠生產工作上可以認定為一可行之燼。

雌雄分別測定 , 閣成慨之體重與日齡之直飽相關問世間與異性問作比較
, 其結果如圈 3 及表 10 ;

異性間相較則日齡越大體重差異越大 ( 雌〉雄 ) , 經費積分分析結果τB 值除 ' 的 -Fz -D. 者無顯著

差異外 ( Tb= 0.51 < 1.96 ) , 其他皆有極顯著之差異。 '85 -F,-Dz 養殖密度最高為 11.45 尾/

m' , 在 PLD 266 時滑油雄體重平均 20.89 公克
, 雌 23.58 公克差異甚小。放聲密度小的 ' 的一 FJ

- D. ( O. 2 尾 /m' ) 其 PLD 越大雌雄聞之體重差異越大
, 比如 PLD 475 時

, 誰雖已有 28.80 士

0.91 (31.21--25.78)' 但雖已連 44.85 土 1.11
( 52.57 -- 38.60 ) 之大體型種蝦

, 可見上述
,

85 - F. - D. 異性問之 Tb 值無顯著差異可說是有較高之養殖密度所致
, 此情形亦可自 ' 的 -FJ 養

於不同密度之 D. 油 (
,

86 - F J - D. ; 2..12 尾 /m' ) 及 D. 油 ( ,
的 -FJ -D. ; 0.2 尾 /m' )

有極顯著之差異可見一斑。同性間分別比較 : 在雌蝦方面 , 以成長最好的 ' 的一 FJ -D. 與同屬第一

于代之 '85 -FJ 相比然顯著差異 (Tb=0.76 < 1.96 ) , 而 ' 的一 FJ 興 '85 - F. 聞封有極顯著差

( Tb=4.47 > 2.57 ) , , 的一 FJ 興
,

85 - F. 相比結果亦然。在雄蝦方面 , ,
86 - F J 一 D. 興 '85



Table 9

Tb
'85-F1

2.63..
0.73
NS

Ta 、

'85-F1

7.33..
8.19..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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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墟育紅馬相各子代之時重量與日輔直線相關之續積分分析結果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nce for comparing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b and adjusted mean T� of body weight and

PLOrelatioilship among '85-F, , '85-F2, '85-F3 and '86-

F, of pond cultured red-tail shrimp, Penaeus penicillatus

Alock.

'85-F2

LULUKUTTT

1.96, Ns: no significant
1.96, . : significant
2.57, .. : highly signific.ant

1.41
NS '85-F3

0.51
NS

0.34
NS

'86-F1-D2

'85-F2

4u*

」

A
『

g

qJ*-nv

叫

a-E

訓

,3-'1

'85-F3

29.23.. '86-Fl

-'-F, 汰
,

85 - Fz 一 0, 相比均無顯著差異 .'85-F, 與 ' 的一恥之間亦無顯著差異 , 綜合上述比
較結果可知在育至種蝦後蓄聲密度之差異對雄蝦之成畏影響較少

, 而對雌蝦之影響較大。紅尾

蝦之雄蝦在墟中比雌顧性成熟旱
, 誰蝦在平均 16.66 公克就有與雌蝦交配之行為〈發表中 ; 華蝦典缸

尾擷雜交研究 , 水試前試驗報告 ) .體重 20.89 企克的雄蝦 , 其精英一個平均 5.78mg .最大為 10.5

mg. 精于含量已高達 14.5 X.lO' 細胞數 '( 未發表 ) .故就種蝦培育而霄 , 為確保能獲得較大體草堂

之母蝦 , 以本試驗之結果而霄 , 以 0.2 尾/mZ 之放聲密度最佳 , 提高到 2.12 尾 /mZ 尚有令人滿意

之結果 , 但主提高聲 J 10 尾/mZ 則難獲大體型自然成熟之母蝦 , 必讀經單眼柄切除才能講導產卵。用
水泥抽蓄聲大體型之種觀噶廈影響活存碧輝亦很大

, 以 15.78 尾 /mZ 之噶廈蓄聲 34 天活存率僅及 70%

, 而以 2.10 尾 /mZ 之密度蓄養者卸高達 100 % ( 衰 4 ) 。

墟中之自然交研 ; 從 ' 的一 F, 全年交配單據動觀之〈圍 5 ) .的月底當 2lc 個昇到部℃
以上說開始有安配行為

, 在 4 月初 -5 月底交配率高達 100 %. 6 月切以前亦有 81. 25 9話
, 可見墟育

紅尾蝦在 4-:-6 月間有極旺盛交配行為
, 此情形與天然懷卵凸角母蝦之盛產期相符合 , 天然種蝦 ( 布

袋地區 ) 在 6 月後入手就感困難
, 而溫眠在 7 月之後交配置容就開始急降

, 雖在 .8-12 月亦能交配
, 但

並不旺盛 ( I 的一 F, ; 圖 5 ' '85. - F Z ; 圖 4 及表 4 ) .由此可見若欲全年生產蝦苗在 6 月後除了

必須靠墟蝦來提供種海外
, 並且必讀借重單眼柄切除及精裝移槌之方語才能彌補上述之缺點。

I 86 � F, 種蝦 3 月後 -9 月前都有凸角母蝦 , 在天然產卵期交配率高達 100% ' 而在 8-9 月



3.20 '85-.. �F�l�-&@ Tb< 1.96 NS
0.01 1.20 '85-F2 Tb> 1.96 .
NS NS -Dl- 0

�T�b�>�2�.�5�7Së
3.33 3.21 3.05 '85-F2.. .. .. �-�D�l�-&@
1.17 4.70 2.62 5.96 '85-F2

NS Sø���. .. .1 -D2- 0
1.35 4.47 2.51 5.63 0.51 '85-F2

NS 司長*

*
.. NS �-�D�2�-&@

0.46 8.92 1.53 7.31 2.87 2.96 '86-Fl
NS .. NS .. .. .. -D2-o
4,50 0.76 1.04 4.07 4.33 4.29 16.20 '86-Fl.. NS NS .. .. ..

** �-�D�2�-&@
1.97 8.03 2.49 6.71 0.34 0.84 4.78 9.39 '86-F 1

* *. * .* NS NS ** .* �-�D�4�-Sä
1.93 1.08 0.51 3.19 3.08 2.03 4.67 0.91

NS NS NS .. ..
* ** NS *. I �-�D�4�-&@

11.74 '85-.. �F�l�-&@

6.17 0.24 '85-F2 Ta <1.96, NS, not significant
*. NS D�- 0

Ta>2.57,
**

: highly significant
12.94 28.14 24.18 '85-F2.. �*n,�, .. �-�D�lv}&@

3.56 27.62 18.46 51.34 '85�F2Š^�,�. .* ..
** -D2., 0

7.73 32.45 21. 70 52.60 9.94 '85-F2.. .. *. *牟 *. �-�D�2�-&@
7.74 12.14 3.28 52.69 29.50 36.64 '86-Fl*. *. *. *. ** ** -D2-o
23.17 15.14 12.71 25.00 48.59 55.61 31.24 '.86-F 1*'. *1 ** .* ** .* ** �-�D�2�.�.�,&@
22.18 7.83 8.02 28.10 31.20 36.17 20.67 0.09 'e6-Fl.. *. ** ** �* .* ** NS -D4- 0
32.37 33.66 28.19 2.97 59.08 63.17 48.03 30.41 1€Ì�8�6�-�1Tu�,Så�,正U司L.. .. .. *. .* ** ** .*

**
I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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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Table 10

增育蛇尾嗯峰、推子之時噴興目齡芝 1軍總相開之糟糟分分析結果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for comparing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b and adjusted mean 'Ta of�body w;iih�-��d
�LD !�lat ionship among' 85-F 1- 0, '85-F 1- ♀ , '85-F2-Dl-
0 , '8�-F2-D 1斗 , '85-F2-D2 寸 -

,

"
- - - - -,

D2... 吉 , '86-Fl�D2- ♀ , '86-FI-D4- 古 , and '86-FI-D4- ♀ ,, ,

Alock.

Tb
'85-Fl- 0

Ta
'85-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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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亦有
20""-'

詢服 %此同季節間
,

85 - F 2 幾乎不交配之情形可說已經獲得相當程度之改善〈圖 4 、

5 ) ; ,
85 - F 1 之交配置學亦極為低下。 '86 -F1 典 ' 的 -F2 雖養殖年度不間 ,

但養殖地點相同 , 且
管理方法大致相間 , 水溫、溫分變化亦大致相同 ,

但何以會有如此大之差異 , 筆者推斷與飼料可能有
密切之關連 , 因為 '86 -Fl 移至訕地後部從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改投 B 飼料 , 而其蛋白質及脂質含量
比A 飼料高〈衰 1 ) , 此可能使性成熟獲得改善之主因 ; 根據 Lawrence et al (1979) , Adiyodii

& Adiyodii 在 1971 認為對於囑 Parathel phusa hydrodromous 及 Guary et al 在 1974 認為對蝦 P.
japoni cus 之性成熟與肝臟之脂賀堆積有闕 , Kulkarni & Nagabhushunam (1979) 測定海蝦 Para -

penaeo ρ sis hardwickii (Miers) 肝膜臟中之蛋白質、肝糖、及脂質含量在卵巢成熟時大量誠少 ,
產卵後叉上升 ,

手島 (1978 ) 對於甲鼓類營養需求強調必讀脂肪酸 ( essential amino acid) 之必要

性 , Middleditch et al (1979) 從蝦之成熟卵巢中發現脂賞中之主要脂肪酸為
C20' 及 CD 之高度不

; 飽和脂肪酸 (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 將大量含有上述成分之擅形動物 anne Ii d 在試驗室

中傲 P. stijerus 之補助飼料成功地誘導產卵 , Middl edi tch et al (1980) 認為 Penaeid 蝦之卵巢成

熟與無脊椎動物之間的食物網之必須脂肪酸聞之互相揖供有關 , Teshima & Kanazawa (1983) 發現

P. japonicus 之卵巢成熟與 tri g I yced des 之轉移有關 , Galois (1984) 在 P. indi ωs 之卵黃形成期

閱 ( dud 曙 vi tell ogenes is ) 測定蝦之組織變化亦提出與卵巢成熟有關而主要是 Phospholipids 及
triacylglycerols , Millamena et al (1984) 亦認為脂質移動與卵巢成熟有闕 , 主要為高度不飽和
脂肪酸 20 : 4 ω 6 ' 20 : 5 ω 3 及 22 : 6 ω 3 , 筆者以生蚵在水混池中飼育次成熟 ( 空母 ) P. japonicus

' 每日投飼 3""-'6 斤
, 經 3""-'4 次脫皮大部份母蝦懷卵凸角並產卵、孵化育成 PLD 20 之蝦苗 ( 未發

表 ) ; 蚵的總脂質棍攘 Yoon et al (1986) 高達 3.5% 。本試驗用較低蛋白質及脂質含量所飼之 '85

-F1 、巳交配置學低、自然成熟成績不理想 , 用同樣飼料培育 Fl 之自噸 P. vanamei 亦僅發現 1 尾母

蝦交配 , 而卵巢都停留在空母階使 ( 未發表 ) , 本試驗在 '87.2.23 瀾定
,
的一扎一恥之交配率發

現比往年提高甚多後在 '87.2.29 用 30 - T;d< 泥地選擇無交配之空母加以追試 , 結果與推詛u符合 ; 衰

11 及開口 , 投 B 飼科在 3 月 12 日測定交配率為 2.08%,A 飼料為 0%' 在 4 月 10 日測定 B 飼料為

46.82 % ( 55.55 及 38.09 %) 、 A 飼料為 26.87 % (28.75 及 25%) , 卵巢成熟方面 B 飼料亦比 A

飼半為佳 , 前者二組試驗中有 5 尾凸角 , 而後者僅有一尾凸角。
自 '85.8.1""-' '87.11.12 共有 12 尾溫育母蝦自然產卵成功 , 孵化率最高連印%' 產卵數最高達

264,000 ( 裴 5 ) , 此結果比投飼 A 飼料之完全產卵群之海空母再自然成熟下所產之最高產卵數

130,000 為高 ( 衰 12 - 2) , 比劉及黃 (1986) 報告凸角海紅尾蝦在 4 月份之產卵數 81,480 (27 尾

平均〉為寓 , 但此筆者所禪l定之平均 176,000 為低 ( 衰 12 一 1 ) , 而與劉及黃 (1986) 5 月份同時酒j 定

泊尾平均產卵數 133,000 相若 , 但比重在者所測定 9 月份之 92,401) 萬 , 比 6 月份 197,000 低 , 說整體而
言 , 琨育自然產卵數並不遜於海蝦。但堪紅尾蝦孵化盡管比海蝦為低 ( 裴 12- 1 , 及劉& 賣 1986) , 此
有待從飼料加以改善。

關於壇育紅尾蝦之卵巢發育情形 , 由
,

85 - F 1
( 衰 6 ) 及

,
85 - F 2

( 衰 7 ) 觀之 , 在越多前
PLD 越大則卵巢越發遣。進入天然產卵期時卵巢最揭發達 ,

過了天然產卵期則卵巢較不發連
, �p 進

入性成熟之體型後 , 卵巢之發達完全受制於季節而非 PLD; 圖 6 、 7 0 越多前 '85 一孔 , PLD 114

至 PLD 156 之 GSI 自 0.25 增到 0.27
, '85 - F2 PLD 211 至 P LD 318 其 GSI 自 0.22 增到 0.63

, 上述之母蝦均屬空母 , 用石措 5 μ m 切片及 H-E 染色並依洪 (1977) 之卵巢卵成熟期對廓屬仁癒

合期 ( fused nucleolus stage) 前之不成熟卵 ( 未發表 ) , '86 -F1 PLD 198 之 GSI 越多前僅

0.17 , 越多期間 PLD 296""-' 329 投網檢查 1009 皆是空母 , 3 月底 PLD 365 ( 剛好變態為後期幼蟲

滿 1 年 ) 開始發現有償卵凸角母蝦並已可自﹒然產卵 ( 衰 5 ) , 在 PLD 379 ( 4 月 14 日〉厚仁者

連個 5 話 , 凸角母蝦已超過 20% ' 在 PLD 402( 5 月 7 日 ) 凸角母蝦連第一次高攀佔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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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85
8
1

'86
9'
19

'87
3.31
&-

11.12

Table 5
表 5 撫育紅庸噸之南然產卵橄及孵化率

Spontaneous maturation and spawning of pond cultured

pond Note

........W&D

R5

D2
&

30-
T-2

.Wl. : Wintering pond no. 1 ( 100m x 4m x 1.5m ), R5: Reservoir,' 5ha.
PI : 0.5I1a, D2: O.8ha, 30-T-2 : 30-T RC pond No.2.. Juvinils introduced by chance from wild through water gates.

表 11. A 、 B 伯科對祖育紅尾帽安冒a. 之影響
The effect of' artificial diet A and B on the copulation

rate (幫 ) of, pond 'cultured red-tail shrimp,

Alock.

紅尾蝦 , 天然凸角海母蝦之 GSI.

GSI of wild gravid females of Ponka stage * of red-

tail shrimp, Penaeus penicillatus Alock. Data showed

臼 Mean:t SE(range).

spawn�rs of rea-tail shrimp, PetWeus penicillat ω

Alock. Data showed as Mean 士 SE (range)

size Eggs
gb

n

Me)

C

此
W
用

�.�. �

',
‘

',.
‘
、

ar
H

BL (cm) BW (g)
( x 1000)

14.65 主 0.66 41.20 士 5.95
(16.91 - 14.16) (63.86 - 27.00)

n=6 0=6

157 :t 3.40
(264 - 50)

n ='6

27.98 :t 10.22
( 63.63 - 0»

n = 6

16.09:t 0.57 57.18 :t 5.80
(17.25 - 15.49) (68.46 - 49.13)

n = 3 n � 3

32.41 :t 18.40
( 64 - 0.25)

n = 3

200 士 30.55
(240 - 140)

n = 3

15.55 土 0.13 49.88 :t 1.76
(15.75 - 15.30)(52.94 - 46.81)

n=3 n=3

40 士 30.00
(99- 1)

n = 3

34.17 �.Xë 17.10
(52.52 - 0)

n = 3

Table 11

PetWeus

pen;cillatus

Date Diet A Diet B

'87.3.12 o

'87.4.10 26.87. 46.82

費 12

Table 12

Date: '86. 6. 6.

Body length (cm)

Body weight (g)

GSI

2.08

16.93 :t 0.43 ( 18.78 - 13.71 ), n = 16

61.25 土 4.46 ( 83.42 - 29.53 ), n = 16

10.36' :t ,0.46 ( 13.22 '- 6.50 ), n = 16

* Ready to spawn, in Taiwanese.

221

..

'85-
F2

'86 斗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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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1

表 12 -1 布袋野生紅尾蝦之生殖力

The fecundity of wild spawners of red-tail shrimp,

Alock from Putai harbour.Penaeus penicillatus

Eggs ( x 1000 ) Average hatching
rate

Date Spawners
Total Average (%)

85.3.20
4.13

130 字 .. 208,000

7,925

160 50.22

45... 176 88.17

'86.9.2 5.. 462

Mean 土 SE ﹒

(range)
92.40 士 10.09
(130 - 11)

n = 5

Mean 士 SE
(range)
54.21:t8.14
(72.30 - 29.21)

n = 5

'87.6.6 12... 2,370 197.50 士 11.22 76.63 土 1.57
(260-140) (85.00-66.66)

n = 12 n = 12

. Pote kan in Taiwanese.
科 Size. Mean:tSE (range)

BL (cm) 13.16:t0.23 ( 14.19
BW (g) 33.30 土 1. 76 ( 38.00

艸
* BL (cm) 17.75:t0.44 (18.20

BW (g) 71.87 士 3.94 (75.81

、
、

.',
、
‘

.',

可

Jnu

、

B',
、

..JnuoutA2J

�.�.Sø

3ny

句

3ny--

-A

司
L

門
J

月
f

14

后
U

』
『

--

表 12 一 2 蓄養於 30 -T 八角水泥地完全產卵海母蝦再成熟之產卵結果

Table 12-2 Spontaneous re-maturation & spawning of wild sperit

females of red-tail shrimp,

Size

Date
BL

(cm)
BW
(g)

ISF (RSI) SR. m
扭

d

一
心+
一
、
η

e-1y

n-e

缸

"
叮

w
一

-ueam-SMb

qu-

P-w

∞g-ioE-MImxo(
Diet

'86.4.16 14.38 45.05
、
‘
‘',

﹒
且

,',
‘
、 130 A

'86.8.28 15.34 47.92
、
‘

'',..A
',.
‘
、

91
263� 14 土 2.23
(275.50-24 斗 .89)
n = 30

A

130 (2) 1.53

* ISF : lndividvals of spent females.
RSI : .individuals of re-maturation & spawning.
SR ; Spawning rate (%) = RSl/ISF x 100%.



Date

'85.8. 9

,
85.8.19

8.20

'85.9.20

Date

'86.9.2

'8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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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裴 6 ' 的 -F} 之 G51

GSI of '86-Fl, indicated 自 Mean:!:SE (range)

PLD (days)

114

124 -

125

:156

Body length
(em)

8.54 :!: 0.14
(9.00-8.38)

n=5

8.30 :!: 0.19
(9.20-7.56)

n=9

10.36 ':!: 0.35
(i 1.22-9.54)

n 罕4

Body weight
(g)

8.18 士 0.45
(9.78-7.34)

n=5

7.43 :!: 0.48
(9.65-6.06)

n=9

14.60 士 1.44
(17.70-11.01)

n=4

GSI

0.25 :!: 0.12
(0.75 -0.1 0)

n=5

0.17 士 0.02
(0.26-0.05)

n=9

0.27 :!: 0.05
(0.38-0.15)

n=4

Table 7

表 7'/
,
的一 Fz 之時 51

GSI. of '的 -F2, indi�ated 臼 Mean 士 SE (range)

PLD (days)

211

318

Body length
(em)

10.62 士 0.25
(11.45-9.99)

n=5

14.47 :!: 0.14
(15.68-13�6)

n=22

. Body weight
(ern)

、
‘

',

令

3/0

,
心

QU..

41

司
L

士

445

6h
河
民

8..I

-no

A
『'
ι

-aA',
‘
、

40.22 士 1.26
(51.02-29.12)

n=22

GSI

0.22 土 0.07
(0.51-0.11 )

n=5

0.63 :t ι0.05
(0.73-0.47)

n=5

滿一年 ( 實際日齡自產卵算起為一年文 10 天 ) 時已是進入天然產卵期第 1 個月來 ,
此可能意味著溫蝦

在家試驗之飼育儼件下要連一年齡才能自然成熟及產卵 ,
酷了年齡外 , 筆者亦考盧到紅尾蝦養成後是

否要經過越冬才能促進卵巢之成熟 ,
師說性成熟前後之環境因素來加以考量 ,

我們發現與溫度及墟分

有著密切之關係 ; 即越多後在水溫回升墟分提昇到 35 - 38ppt 時開始自然成熟並產卵。倉田 (1978)

指出 Pena 凹S 屬有在世成熟前成蝦個體有向外海做產卵移動之共遍性 ,
蘇及事 c'1987) 指出 P. monodon

之高攀外游群在 7 月與 10 - 12 月出現 , 其中一次在水溫高而溫分漸昇之時期 , 男一次在水溫遞降而
墟分高之時期 , 外游型體重範圈雌 13.1- 41. 7 公克 , 雖 10.8 - 32�9 公克 , P.semisulcatus 外游

期 7-12 月 , 外游時都未達性成熟階腰 , 其中一部分已達生物最小體型 ( BiolQgical minimum size

) , 誰蝦己帶有精英 , 在外海越多後 2-4 月產卵。紅尾蝦外游月份在 10 - 12 月 ( 與蘇茂森私人討

論 ) Potter et al (1986) 對於硬殼交配之Meta ρ enaeus dalli 之生活史做研究 , 發現亦有向深海移
動達性成熟之現象 , Macfarian 何必 Moore (1986) 指出龍蝦 Panulirus ornatus 開始向內聞移動時

有安配、卵巢成熟 ]f{ 排卵現象 , 母臣是在 3-15 公尺處產卵後才會在內灣出現 , Krishnamurthy 主 nd

Ganapathy (1985) 指出墟分對 P. indicus 之性成熟影響頗大 ,
在海洋環境 ( 全海水〉才能完成整個

世成熟 ( full sexual maturi ty ) ,Muncy (1984) 指出 P. setiterus 之產卵屬在 9m 裸墟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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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 27 ppt 之近悔
, Knowlton and kirby (1984) 亦指出 Palaemonetes pugio 勝

,可忍受極低之堪分

, 但成牌都要求至少半海水以上至全海水來產卵及孵化 , 很據金呎 (1982 ) , Joshi 在 1980 指出墟

分在 33 士 1 ppt 之 Parapenae 。如此 s t ylifera 之卵巢成熟度比低溫分者最範者為佳
, 由上之討論反觀

本試驗 , ,
86 - F 1 養在 Dz 袖之全年水溫及虛分變化圖 10' 越多前水溫漸降、墟分由 30 ppt 漸昇

, 在

2-5 月虛分維持在 35 ppt 以上變動 , 2 月 * 溫漸悶昇在 3 月時已在 21 - 25"C 之間
, 此時坦蝦已發

現有懷卵凸角者並已有母嗤可以自然產卵孵化
, 此與 Lumare (1984) 觀察爐育 P. japonicus 之結果

相同 ; 越多後水溫上昇至 22 "C 、溫分 38ppt P. ja ρonicus 之卵巢自然發育成熟。 '86 -F, 紅尾蝦在

Dz 池中於 4 、 5 月水溫繼續上升到 25 - 30"C 、溫分 36 - 38 ppt , 慎卵凸角母蝦所佔比例大增 , 在

5 月上旬出現全年之最高莓
, 在 6 月中旬墟分困雨季降在 30 - 35ppt 出現全年第 2 次高盔 , 6

月 -7 月中旬墟分降到 30 - 25ppt 時無挂採樣到凸角者 , 8 月極分上升在 30 - 35ppt 問叉出現凸

角者 , 9 月堪分下降到 30 - 25ppt 清抽檢查所有母蝦雖有中仁者但無凸角卷
, 清池後之空母移到 30

-T 八角水泥抽蓄聲
, 墟分自 30 ppt 上昇到 35ppt 時當時雖是 25 - 28"C 之 * 溫 , 月份為 11 月但文發

現有凸角母蝦並可以產卵、孵化
, 自上述我們獲得一個結論 , 已達種蝦 PLD 日齡及體型者雖在

天然產卵期間 ( 與蘇茂森私人討論為 3-9 月 ) , 在虛分低於 30 ppt 懷卵凸角母蝦將會大量誠少
, 故

如何在雨季中維持高爐知甘飼育環境可說是種蝦措育工作上之一項重要管理。
利用透光檢查卵巢卵之發育與 GSI 相對照 F 筆者發現除了各卵巢成熟期

( stage) 全年都有變

動外 ( 衰 8 ) , 凸角母蝦溫育者比海蝦天然者為低 ( 衰 12) , 前者 GSI 為 5.38 :!: 0.42 (7.38 -3.56

) 而海水蝦為 10.36:!: 0.46
( 13".22 - 6.50 ) , 但凸角墟母蝦自然產卵數如前述並不亞於海母蝦 ,

何以 GSI 有如此大之差異 (t=8.16>t'=3.19 P>0.010; 極顯著
) 是否由於卵徑大小不同所引

起 , 還是另有其他之原因存在值得進一步之探討。 3-6 月有大量凸角母蝦出現
, 故在這駛時期中利

用墟種蝦來大量生產紅尾蝦苗以供給春苗及秋苗做養殖生產工作
, 在技衛上應屬可行值得推廣亦期能

為台灣海產蝦顯建立完全養殖之基礎。

摘 要

本篇報導自 1985 年 - 1987 年之種蝦培育工作及育至恥于代之情形
, 除比較各子代之成長外 , 並

就壇育雌噸卵巢自然成熟及產卵加以觀察 :

-哼 Ij 用單眼柄切隊及精英移植共育出代號 '85 -F, 、 '85 - F2
、

,
85 - F 3 。以自然產卵方式共育出

,
86 - F I ' ' 86 - F 2

0 上述自然產卵與母蝦極限柄切除及利用精英移植方法所培育出之子代之體

重與變態為後期幼苗後之日齡 ( PLD ) 之直踐相關經費積分分析結果並無顯著差異。

三墟育自然成熟之母蝦其產卵數大體上不遜於天然海母蝦
, 唯孵化率稍為低下。

兵揖育紅尾帽 3 月底開始自然產卵
, 全年 3-11 月均可產卵 , 慎卵凸角母蝦大量出現月份為 3-6 月

與天然盛產期相間
, 處分低下之月份凸角母蝦所佔之比率亦低下。

同慎卵凸角溫育母蝦之 GSI 有季節性變化 , 全年之 GSI 以 Mean 士 SE
( range) 表示為 5.38 :!:

0 . 42 (7.38 - 3 .56 ) 比天然海母蝦 10.36:!: 0.46
( 13.22 - 6.50 ) 相比較有極顯著低下 (t =

8.16> t'=3.19 , P=0.010 ) 。

豆豆蛋白質的脂質含量較高之飼料其交配率及卵巢成熟較佳。 4-6 月溫紅尾蝦交配行為最為旺盛
, 4

、 5 月交配率達 100% 。

六密度 0.2-2.12 尾 /m2 下 , 可獲大體型之母 !暉
, 並可自然產卵 , 密度 10 尾 /m2 無法獲得大體型

母蝦 , 讀借單眼柄切除之方法才能誘導產卵。大體型母蝦以 15.78 尾 /m2 蓄聲 34 天活存率僅 705 話

, 以 2.10 尾 1m2 之密度蓄養則高達 100% 。蓄養密度愈高雄蝦與雌轍體型差異越小

,
反之則差異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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