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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蟹初期幼生之觀察

書!l 富光

Ear l y1arvaIDeve lopmen t of Cr imson crab , Rani na -ran z n α

〈L innaeus 〉

Fu-Guang L iu

Cr imson crab,Rantna ranima,has becom an high-PE-i Ce sea food in Taiwan,IEot

on1y due to the increasing demand ,but ai SO the dec l in izzg marine resources .
order to unders tand the -feas i bi l i ty of se

ovigerous females of Cr iEElson crab were bought and can-i ed to the laboratory.

hatched larvae were fed wi th natipi ius Artemia but few of thmIwere r 個rdto fmrth

stage .Duri zuz24.day reari ng period ,the t emperture and 詞 Unity were at the range

of20.2.24.5 。 C and 33.8.35.49 后 ,respect i vely.

In this paper,the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were observed and the distigui 品-
ing charac ters were al SO descr i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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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蟹屬旭蟹科 , 俗稱費扒擋。外觀頭胸部前寬而後唔 , 整個背部是團甄狀突起 , 額棘為三角形 ,
兩側各具三故錯齒狀突出物 , 外個分為二艾。眼柄可伸縮自如。鉗胸掌平屑 , 上喜歡有二棘 , 下緣具有
五杖錯涵。軀體星鮮 , 區之缸褐色 , 一般市售擅長在 10-30 公分

(1}
。

旭蟹分佈範圍很廣 , 由日本以商 , 起台灣、印度至南非等地
{2}{3)

通常在 10-50 公尺深之海

底可捕獲。本省之漁期為 4-6 月下旬。在澎湖地區 , 每年報季盛期 , 其產量雖鹽 , 但價格仍然昂貴
,
的每台斤 400-500 克 , 實第一高級海鮮 {4)

。

惟近年來 , 天然捕獲量日益擴少 , 加以需求量日增 , 使得其價格愈趨高潭。有錯於此 , 本試驗乃
著手研究旭盤人工孵化育苗之可行性 , 以建立自鐘聲殖之基本事考責料。

材料與方法

在沿擇地區捕獲之旭蟹 , 挑還數尾懷抱發眼卵之種蟹 , 連問試蹟室 , 放置在 1ton 塑膠桶內 , 水
深保持在 30~50 公分左右 , 水溫約為 20.2~24.VC , 墟度則雖持 33.8~35.4% 之間。孵化

期間 , 給于適度的打氣 , 每天酌于換水 , 儘量避免驚嘴 , 並將剔除的壇卵抽出 , 以保持乾樺的水賞。
大約在 5 天後 , 幼苗陸讀擠出 , 孵化完暈 , 才將種置移出。幼苗形賀詞定後 , 以鹽年蝦無節幼暈

飼育。投飼期悶 , 注意情臉費餌及死苗 , 每天以投影攪觀寮幼苗發育之費鸝情形。每隔三天探攝一次
, 並以福馬林圈定 , 俾便以顯徵鑽來描繪及翻定各期劫苗之形質與特擻 , 再比較其間之差異。

結 果

此次育苗試擻 , 共飼養 24 天 , 經觀寮翻定的錯果 , 已發育成長至 Zoe 梯四期。第 IZK 脫殼期間



, 約在孵化後第九天發生 , 即孵化九天後 , 總態為 Zoea E 期 , 以後在第十六天、二十三天分別進入
Zoeam 、 EJ 期。各期幼苗之形態頭li定及其區別特徵 ,

如衰 1 及表 2 所示 ; 而各期幼苗尾節變化則列

如表 3 。至於各期幼苗較明顯的鑽態情形茲分別描述於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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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蟹幼苗形態捌定表 1

Morphological measurements of cultured larvae of Rant-nu ram-n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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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蟹各期幼苗之區別特鑽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arvae ,RGnim mFUna-

表 2

IVEII

Table 2

期別
Stages

觸角外肢
Exopod of antenm

29-32

20-22

21-25

14-15

14-16

lO-l l

6

4額角外肢 (I),

Exopod of maxilipede
(E 20-24

14-16

15-16

12-13

11-12

7-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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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節後內緣

posteromedial margin

of telmn

14-166-8//尾扇外肢
Exopodof theuro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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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蟹各期幼苗尾節變化情形

Development of tels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atvah Ranim ranim.(rnrn)

表 3

IVIIIII

Table 3

＼＼＼期別
＼＼＼ Stages
項目、、＼
Items 、＼、

14.14+14.146.13+13.68+83+3
棘式

Spinal formula

2.732,372.192.II
局長

Length of telson

尾寬
WIdth of tels ∞

3.11

0.76

2.88

0.96

2.52

1.08

2.27

1.20尾叉長
Length of tdson fork

8876
前側棘數
No.of

卸 terolateral spine

b

d

Zoea I(fig.1,2,3,4,5)

旭蟹幼苗之第 2 觸角 ( 第 1~ 第 4 期 )

Second antenme of Ranimrani 徊 ,
a:in stage u b:IU c:E ;d: 取

國 2

Fig.2

旭蟹第一期幼苗

Fig.1Stage I Zoea of Rmina
ranim.Scale line for 1mm.

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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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蟹幼苗之第 2 額闢 ( 第 1~4 期

)

Second maxilliped of Ranim

c: 血 ;d:I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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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旭蟹幼苗之第 1 顛歸 ( 第 1~4 期 )

First maxilliped of Rumina rani 閣 ,
a:h stage k k E :c:E ;d:IV.

國 4

Fig.3 Fig.4

圖 5

Fig.5

旭蟹幼苗之揖節 ( 第 1~4 期 )

Telsons of Ranim rani 間 ,a:in Stage I;b:E :c:-IE;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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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頭胸申佈滿羽狀小棘 ,
具有很長而帶小刺之額棘、胸甲之背棘稍短 , 與額棘幾乎連成棘線 (

稱為棘間距 ) 。因而使得幼苗看起來早「入」字形 , 並在額棘興背棘各有一缸色帶紋。頭胸甲兩倒另
有二個棘

, 但均較前二者短小。此外 , 頭胸甲背部前、後緣各具一突起。
眼具眼柄 , 第二觸角內肢有一小棘 , 其尾端長有一蝶羽狀剛毛 , 在此棘之旁 , 另有鋸齒狀之長棘

' 其外肢延長而扁平
, 末端有 6 棍羽狀剛毛。

第 1 顫胸內肢分為五節 , 縱座節 (Ischium ) 至掌節 (Propodus) 分別具有 3:2:1:2 之剛毛

。指節 ( 也ctylus) 末端具 4 綠長剛毛 , 其外緣另有一鍾剛毛。外肢分二筒 , 末端具 4 羽狀游泳剛毛

。

第 2 觀胸內肢分為 3 筒 ,
第 1 、 2 節各具 1 條剛毛 , 第 3 筒 ( 即最後 1 筒 ) 其 3 條剛毛 , 其中間

削毛稍短。外肢情形與第 1 數腳相同。

尾筒如刀叉狀 ,
每文管外緣上有前側棘 (Anterolateral spine )6 杖

,
後棘 (Posterior spi-ne

)3 枚及內繳削毛 3 棍。

Zoea H (fig 2 、 3 、 4 、 5)

體型比 Zoea I 大許多 , 棘閒鐘也變畏。第 2 觸角內肢之溺狀剛毛變鐘 , 外肢之剛毛敏增至 14. 枚

第 1 數胸內肢自座節歪道主節之削毛數分別為 3:2:1:20 指節宋端具有 6 剛毛。外肢末端有 11

條羽狀游詠剛毛。

尾節叉臂上 , 外像前側縣教與 ZO 曲 I 相同 , 但形狀顯得較種小。內像剛毛數攪得種小。內緣剛
毛續為 8 棍。

ZO 旬 IE(fig 2 、 3 、 4 、 5)

體型繼續增長 , 額棘與背棘開始出現第 2 儷缸色帶赦。第 2 觸角外肢的弱狀剛毛數增為21 條。

第 1 輯關內肢曲直節至掌筒之剛毛敏均為 3, 指節末端具有 7 旗剛毛 , 外肢末街具有 16 條羽狀游

泳剛毛。

.第 2 頭關內肢沒有多大變化 , 外肢前衛 f Proximal segment ) 有 1 鋒剛毛
, 而在未筒 (DistaI

Sezment) 則見有 15 條羽狀剛毛。

尾節突臂內緣剛毛數為 13: 另外 , 已長出尾扇 (1Jrpod) 附有 6 條剛毛。

7oea nr(fig 2 、 3 、 4 、 5)

第 2 觸角的肢聲聲大 , 外肢羽狀剛毛增至 29 條。

第 1 頓關內眩
, 由座節至掌節之剛毛數分別為 4:2:3:5; 指節宋端具有 9 條剛毛。外肢末筒

具有 20 條羽狀游泳剛毛。

第 2 顫關內肢與前 3 期相同 , 外肢前節具有 4 條剛毛而其末節具有 20 綠羽狀剛毛。

尾節文臂內緣剛毛數為 14, 尾扇剛毛亦增至 14 條。

言寸 論

觀察旭蟹幼苗發育的結果 , 各期幼苗可以觸角外肢、頭角外肢、尾節後內錄、尾扇外肢等剛毛數
之變化特徵來區別。觀魚 , 發育愈到後期 , 剛毛數愈多。剛孵出的旭蟹幼苗 Zoea I, 比起石蟹頓 (

Charybdis spp.), 倒如 : 斑紋石蟹 (C.feriata) 或梭子蟹頡 {Portunus spp.), 倒如 : 深海

梭于蟹 {P.petagicus) 俗稱台灣截或抄截 , 以及缸星梭于蟹 (P.sanguinolentus) 俗稱三點仔等
,
不但體型大得多 , 其他個躲開距 (Spizmto szme) 、碩棘 (Rostal spine

) 、背棘 (Dorsal )

spine ) 、側棘 (Lateral sp 虹Ee) 、頭胸申 (Carapace) 等方面 , 也都有顯著差異 (5~7)
。至於

觸角 (AMenzm) 、額角 (Ma 泊1ipede) 、居節 (Telson ) 、屠扇 (Uropod ) 等形態變化情形也差

別甚大
(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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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ai 在旭蟹及其相關種額的幼生觀察中曾指出 , 不同的蟹頓 , 其幼苗形雷特徵的發育情形 , 不
可能步調一致。因此吾人不能憑某一蟹類幼生的形質特徵來與已知種額的幼生作比較 , 樣而推定其發
育期別。。。由於本試驗亦以旭蟹作材料, 故所觀察各期幼苗特饋的結果 , 與 Sakai 之報告大致相罔 ,

惟體型及形質測定較大 , 是否與供試蟹之地蛾性或體型大小有關 , 則有待進一步的會賞。
試驗期間水溫約在 20.2

。 ~24.fC 範圍內 , 此與 Sakai 所做旭蟹幼苗培育之水溫 28
。 ~290C

相去甚達。因此 , 幼苗發育成長較嚴慢 , 脫皮之間隔時間也較長 ,
前者平均 7~8 天脫殼一次

, 而後
者則為4~5 天。因而 , 整呦茵之活存率影響很大。陳 (1980) 在揖苗培育之試驗中發現 , 在 3OOC 下 , 孵化
15 天後 , 開始有 Megalopa 出現 , 若 26

。 C 時 , 孵化 17 天抬出現 Megalopa
ω , 他並指出 , 揖苗以

26 。 C 之活存率最佳 , 而 22OC 時 ,Zoea 在第 2 期部全數死亡。另外 ,azg 在 24.5
。 ~31.5 。 C 下 ,

零苗在孵化 18 天出現 MegalopaO 車。由此可見 ,Zoa 之發育成長及活存率與水酒有很密切的關係。

在鹽份濃度方面 , 此次試驗鹽度為 33.8~35.4960, 而 Sakai 則用 16~17%, 顯然 , 鹽度高得
很多 , 對於幼苗之滲透壓調節、脫殼等均極為不利。可能半鹹水較適於幼蟹幼苗之發育成畏 , 值得參
考借鏡。

至於飼料方面 ,Brick 認為以鹽年蝦飼育尋苗比輪蟲有較高的活存嚀。。。另外 ,Biford 飼育蜘
蛛蟹 (Libinia emarginata) 幼苗 , 也有相同的結果 , 本試驗同樣以豐年蝦無節幼嵐投僵旭蟹幼苗 ,
在理論上 , 應不成問題。

Sahi 發現幼苗在第 3 次蛻變後 , 死亡率有突然增加的現象 , 此與本試驗所得結果一致 , 即在第
E,1V 幼苗期時 , 出現危險期 , 幼苗均發現大量死亡之情形。借此次試驗未能將幼苗培育成幼蟹 ,

希望今後
,
能在水溫、鹽度及種蟹的健康等方面多加研究改進 , 並配合餌料、密度、水質的控制 , 相

信完成整個幼苗的戀憊 , 應該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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