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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南沿海紅斑赤蝦稚蝦分佈及季節變化

吳全橙﹒李長縈﹒徐崇仁

Seasona l di s tr i bu t ion and abundance of the juvenile

of whiskered ve l vet shHEmp 〈Me t αpenaeopS E S b α rb α ta 〉

-ZEE the wat er s of f southwe s t ern Ta i w an

chum-Chen wth Chm-Yein Lee and Chung-zen Shyu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f i ne the seasonal abuz 抽血e of jweIdle shrimp

and the habi tate of M.barbata.The materi al of benthi c fauna were col l ected by

Agassiz Beam Trawl which was towed by R 斤 "HAI-HONG',o f TaI

Research Inst i tute in southwestern waters of Tai wan from

wan

1985.A t zhe same t imh bot tom sedi ment s were

spring loaded grab Cdefinite area 1/2Orn2).

5genera,1lspec ies of penaeid were fomd.The M.barbata isdmpredominant

spec i es and i t Ilarvae were caught from depths ofl7m to43 恥 The p 自k abudMIce

exi sted in the waters 4.6mi l es of f the coast from TOIlkang t o Fan -L i a0,and

distr i buted in depths of 28.35meter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 s of grain-s i zh

most of the sediments in these areas are of sandy mud .
Seasonal abundance of juveni l e was determined ,and abundance was h i ghe s t

(30.25ind./1,ooomOin winter ,they aggregated in the waters 5.6mi les off

coast of Fan-Liao.Summer was the next and the abundance was 21.69izzi/1,o ωm2.

The range of b倒y length di str ibuted wide ly in spring and summer ,but narrower

in the autumn 剖吋 winter .

Juiy,1984to Apri l ,
sampled by S i m t h -MC In tyr e

the

前 雷

蝦類產量在本省小型拖網漁業中伯極重要之地位 , 有關本省拖網漁業中 , 蝦額資麗之種頸、分佈及
體長組成立時空襲化 , 吳 (1980 、 1984) 脅利用標本船作業資料與魚市屬撩樣方式完成調壺 , 得到
了胡步的結果。由於目前本省小型拖網漁船作業蝦類使用網兵之網目範團保第 1.2 吋至 1.5 吋〈約

38mm~5Omm 〉 , 其漁獲最小體長約為 4.5 企分
,
因之

,
在解析蝦額資轉動態上 , 極為關鍵的蝦類 .

成長過程中初期的棲息變動將無挂瞭解 , 本報告係針對此需要 , 以西南海域實施其稚仔期之地鐵分佈
典出現季節性之調查 , 將可助於本海城蝦類資灑之評估、保育與管理措施基礎資料之建立。

材料與方法

於安平至相寮距摩 1.2~6 裡河口績 , 還定 21 個觀調站〈圖 1 〉
, 以 Agassiz 生物探集用椅網

實施四航次的底接生物調查 ,
分別於民國 73 年 7 月 12 日 ~14 日、 10 月 9 日 ~11 日

, 民國 74 年元

19 日 ~22 日及 3 月 29 日 ~31 日實施 , 以代表該海攝夏、秋、多、春四季的生物出現情形 , 並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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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1 台灣西南海域稚蝦採集位置

Fi g.IS amp l i ng s t a t i OIls f or juveni l e shr imp i n the wa t er s of f

southwes tern Ta iwan-(Depth i s mea sured by me t er .)

季航次以 Szni th-MC I zztyr e 採泥器實施底質鵲蓋一次。

Agas s i z 生物採集用俯禍 , 係依撮本所試驗船“海鴨頓 " 船輯之大小而改裝
, 其框畏 2 公尺、

框高60 公分
, 星“ D " 字型

( 照片 1 紛
, 網地由四片尼龍網融合且分內、外禍 , 外網網目 2 公分 , 內

稍稍目 4.5mm, 網地全長 22.5 公尺 , 以 2.5~3 節速度順風拖曳 IO~15 分 ,
該禍可貼著海底移

動以收集海底生勒 ( 日本海洋學會 ,1970), 起潮後將底接生物分離甲殼類及其他類 , 分別以9sjg

之酒精晨,5 克幅為林派保存 , 待返港後帶間貨驗室分析 ,
推蝦類之鑑定係依撮林 (1982) 、 Takeda

1982) 、 Cook (1966) 、李 (1979) 、 kubo(1949) 等賀料為標車 , 其密度之分佈係依攝下
列公式而推佑 :

D=N/2V t � 1000( 係數 2 為精寬 2 公尺。 )

D: 紅班赤蝦出現密度
, 單位 : 個體 /1,OO0 平方公尺。

N: 出現個體數。單位 : 尾。

V: 拖曳速度。單位 : 公尺/ 分。
t: 拖曳時間。單位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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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plat e IA

照片 IA Agass iz 生物操集用輸網起網情形

照片 1B 史民採混器外型
Eau li ng cont i on of Agass i z Beam Trawl .
Smi th and MC I ntyre spr i ng ﹒ I oad i ng grab.1B

底泥撮集係以小型 S M 採集器 ( 軍約 30 公斤
, 日本東京離合社攝入 , 採集範圈ν2oma. 〈照片 I

B), 當探泥器揚起後 , 數量於甲拉上之台架 , 打開操泥箱 , 觀蓋堆積物表面顏色 ,
以溫度計插入 ,

制定底質溫度 ZK 箱底至堆積翱委面之漂度 , 底貴經照像後 ,bT2 以 0.5mm 網目前分其底棲生物
, 另持

以塑膠袋封存 ,
帶岡實驗室測定其含水率並以前分法實施粒度分析 ( 謙田 ,1a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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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蝦類之種類組成

海填內出現之甲殼類個體計 13,924 個 ,
佔總漁獲個數之 25.33 話

,
而對蝦額 (PEIEae i d ) 之個

數文佑甲獸類之 32.073 話 ,
顯示對蝦類在本梅攬生態上佔有相當的地位

, 四航次出現之對蝦巔計有 5

屬 ll 種一爛額管鞭蝦 (S -Prominent ts) 、巴比亦蝦〈 A4.barbeens ts) 、紅班亦轍 (M.

ba ta ) 、鷹爪糙對蝦 (T.cuyui rotr is ) 、澎湖糙對蝦 (TE pescadOFcens i s ) 、哈民接對

鹹 (P.hard 叫 ck i i) 、揚頓接對蝦 (P.cornuta) 、刀頓棋對蝦 (P.cu l t i ros t ri s) 、凝

獨角新對蠟 (M.afftnis) 、獨角新對蝦〈 M.monoceros) 及馬氏新對蝦 L M.mas ters i i)
, 全年各站出現之種類組成如表 1, 顯示以紅斑亦蝦最為優勢 ( 估對蝦頓總出說數之 78.54 結 ) 。次

為揚額接對蝦〈 12.7695 〉
, 而獨角新對蝦最少。

有關台轉海峽作業之小型拖網漁獲轍之種類計有 6 屆β種 ( 吳 ,1984), 與本次調查安平至紡

寮沿岸稚蝦出現之種頓大致相間 ,
但巴比亦蝦與馬民新對蝦則不馮小型拖輔之主要漁獲物 ,

巴比赤蝦

與缸謹赤蝦在外型上極相缸 ,
可由頭胸甲後側激近腹部處發音器排列形狀及睦起脊個數、雌雄交接

轉之構造而辨識 ,
是否因使用制吳方式之不鬧而造成的結果 , 尚待進一步的探討。

ζ紅腫赤蝦之分佈 :

海攝內缸瑾亦釀稚蠟季節之分佈狀況如闡 2, 春季時高雄以北海攝臉與違港外側區 (STI8) 之外
, 幾乎皆姑出現 ,

高雄以南水壩則以東港溪口附近〈 STLSTl52K STI6) 與率芒臨附近 (STII~

STI3) 為至少 ,
全海攝平均出巍量僅 7.23ine/1,o ∞咐 , 夏季融少數翻船品 (STUST42KST5)

, 萬多萬少皆有分佈 ,
但仍以東港至率芒溪外個j水攝為多

,
秋季與夏季分佈略間 ,

但安平至輿連港外

側之出說個體略增 , 而多拳一蟬分備較少 , 但率芒換外側站 (STIz ) 則有大量的出現 , 連 439.4

i 凶/1,oood 。一般而言 ,
高雄以閹割站 (ST6~ST16) 較高雄以北油站 (ST I~5 及 STl7~

217 為多 , 而東港至都芒摸外側海填 (STI2~STl6) 其出現密度最高 ,
平均達 66.68ia 叭 ,ωm3 且

與部份蝦類混合漁擾。

三三體長分佈 t

各站全年出現紅車赤蝦之體畏組成如圍 3 所示 , 內側水域 (STI~STI1), 膝下話題水漠北側 (

ST8 〉出現少部份體畏 6 企分以外 , 其餘各站體長組成皆在 5 公分以下
, 而外測站水蟻 (STI2~

ST20 〉其體長分佈範圈較膺 ,
大型者可連 83 至分 , 下淚水演北側 (ST8,STI5 及 STI6) 其體長分佈

略呵
, 主要以 4 企分以下居多 , 少部份可達 7 公分

, 東港澳至碧輝芒演外側 (STII~STI4), 其體

長主要分佈於 3 公分以下
,
自食 STl3 外 , 最大體長僅達 5 企分。

吳 (1984) 由月別體長組成 , 推估台灣海峽產之紅班赤蝦一年中其補克群之加入可能有 2 次
,

一為 12 月 ~2 月 , 男一為 6 月 ~8 月 , 本次調查區內單位面積缸瑾赤最稚嶺之密區分佈 , 發現冬、夏
雨季之量也較春、秋雨季為寓 ,

夏季量多可能為秋拳之加入
, 品與魚市場調查的缸瑾赤報之出現盛期

相倒 , 雖然缸瑾品糧在本海壩各由l 站或多或少皆有出現 , 但仍有其摟息海域。
四、個體數及體畏組成之季節變化

缸斑赤蝦稚頓之出現個體數各翻站平均值之季節變化如衰 2, 顯示冬季出現量最多 , 其單位面積
可違 30.25indA' 。∞咐 , 夏季次之 (21.69in4Amom2) 、春季最少

, 僅 7.23.in ψ勻 ,ooo do

下激水漠北側出現之缸EE 赤蝦季節體長分佈如國 4, 顯示秋、多雨季出現之個體數較春、夏雨季

為少 , 且體長也較小 , 多拳體長主要於 10 棚 ~27.5" 間 , 春季星雙蜂型 , 一為 7.5 棚 ~-18 閻明一

為 30 間~47.5 間 ; 夏寧主要為 20 酬 ~37.5 酬 , 部份個體可達 7 。 ", 而秋季則以 12 棚~28" 居今
,
全年體長分佈範圖為 7.5 個~7 。 ", 而以 20 間~40 岫為主。

ba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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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區內體長組成之季節變化。 (@ 區衰安平至按中港內側水域
,

@區表安平至援中港外側水域
,@ 區衰鳳鼻頭至前寮內側水壩

,

。區表鳳鼻頭至相寮外側水域。 )

Sea SOIlald i s t r i but i on of body l ength of Af.bar ba t a i n

each subarea.(a r ea A:i nner a rea of An-P i n t o Yua rn
-Tung Gaang,area B :out er ar ea of An -Pi n t o Yua rnaTung

Gamg,area C:i mer a rea of Huhag-Bir ﹒Toui to Fang Li ao

area D :out e r a rea of Huhng-B i r-Tolli t o Fang Li ao.)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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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溪至率芒溪外側體長分佈如圓 5, 其體長分佈仍以春、夏兩季較壤 , 冬季以 12 棚 ~25m 為

主
, 最大體長 42.5 酬 , 其中第十三站於本季無出現 , 而率芒漠外閱 (STI2) 則有大量的出現 ,

但體

長皆於 4OM 以下 : 春季則星多峰型 , 而夏季主要以 7.5m~18 血為主 ,Zo mF~22.5m 次之 ,
秋季

亦以 7.5~27.5M 為主
,
部份體長可達 5OMO

若將調查水域以高雄為界分成南、北兩區 , 各區內外側體長分佈如圍 6, 顯示秋季時各小區皆有

分佈
, 多季時各小區雖有分佈 ,

但主要以東港至相寮外側海域 (D 區 ) 居多
, 春、夏兩季開始有大型

蝦出現
, 但仍以東港至相寮外側水壩為主。

本區紅謹赤型農稚藏之出現於秋季時,
各小區皆有分佈 , 而多、春兩季則以東港至相寮外側水壩居

多
, 安平至援中港地區僅少量出現 ,

夏季時仍以高雄以南外側水域居多
, 秋季時稚般有分散性的定蒼

, 而安平至援中港地 iE 於冬、春則相對的擴少 , 此是否園地形關係 ' 於冬季時受強勁的東北季風影響
不適合真空遍存

,
而夏季時外側水域出現量略 i嚕 , 是否因東港地區推蝦之成長移動豆豆是北方加入群定期

加入 , 因其種蝦出現量少 , 目前尚燕法推論。東港至相寮地區較安平至援中港地區適合稚蝦之攬存 ,

是否因冬季時
,
本區並不受東北季節風影響較易棲息 , 至於內側出現量較低於外側量 , 是否因內倒水

域受人為污染影響而降低其殲存 , 尚待進一步調畫。
其出現

,
個體數與底質、水深之關係 :

調查水壤之水深範圖為 11m~48m, 其出現量與水操之關係如圖 7, 主要棲息水深傲。 m~38m, 各站

之含沙率及程度分析如圈 8, 除東港至率芒換外側 (STI2~ST I5), 水深 28m~39m 皮白沙崙

至永安外側海域 (STl7~ST19) 含沙率較低外 , 其餘各站均有5OFZ 以上之含沙率
, 由粒度分析顯

示 , 本區底質以細沙至泥 (f i nd sand-c l ay) 為主 , 僅援中港口地區屬中、組沙 (Emdiurn sazx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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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各測站含沙率之封佈

Di s t r i bout i on o f sand ra t i o of t he Sur f ace

bot t Om sed iznent s by SEEli th ﹒MC Intyre spr i nr

load i ng grab i n1985.

), 內側站含沙率較外側站為寓。東港至 2容芒嗔外側含沙率僅 7.65~29.9295, 屬於細

沙混至泥區 ( 表 3) 。除 ST15 外 , 其出現稚蝦體長皆於50 酬以下 , 而下演水摸北爛 (ST8 及 STl6

〉含沙率為 55.5935~65.25 克 , 其體長分佈範團較廣 , 顯示水深 2Om~3o m, 細 ?少泥至混底 , 紅
蠶豆學蝦稚總棲息量較多。

林 (1982 〉認為日本產亦蝦屬 (Me tapenaeops i s) 喜棲息於含泥較多的場所 , 而內灣種類則
喜棲息在水漂泊 ~3Orn 處 ,Ho I thu i s(1980 〉認為紅斑赤蝦棲息水深為 20~7o m, 底質以泥地 (

mud 〉為主 , 亦可於多岩區(rocky area 〉出現 , 本海攝產之紅班亦蝦稚蝦依底貿合抄互會與出現個體數之
關僚

, 也讀現有此結果。
Tem-l e 與 F i s he r(1967)

蝦之產量隨底層水溫之增加而增加。 Dona l d ,

fi ne s and

當實施墨西哥灣西北部浮游期稚蝦之相對量調盔
, 認為對蝦類推

(1980) 調查美國佛羅里達州產之粉紅小對M. e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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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 (Pi nk Shr-imp 〉稚蝦期之季節分佈 , 也認為其產卵場水溫對於稚蝦之鹽度有關 , 本研究不論說
最揖因素 ( 水溫、虛度等 ) 與稚蝦出現量之調查

, 其時間系列上之規模尚嫌不足 , 因之本省底層水之
水溫變動與紅班赤般稚般出現頻度之關係

, 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摘 要

為獲知紅斑赤鍛稚喝之季節性分佈與底樓時期的生態 , 於民國 73 年 7月至 74 年 4 月
, 每隔三個月

, 利用本所“海鴻號 " 試驗船以 Agassiz Beam Trawl 實施本省西南海域底樓生物調查
, 並以史民探

泥器 (Smi th-MC In tyre spr i ng I oaded grabs ) 實施民質含水率及粒度分析。

海域內底質以細沙至泥為主
, 而東港至率芝溪外側海域近於泥質。出現之對蝦顛計有 5 屬 ll 種

,

以紅斑赤蠟稚蝦最為優勢 , 紅車赤蝦稚蝦主要縷息股東港至率芒溪外側水域 , 並與巴比亦蝦、劍額管
鞭揖混合漁獲。外側水域稚蝦之體長分佈較內側水域之體長分備為鷹。

紅斑赤蝦推般之季別出現數以冬季最今 , 達 30.25ind 凡 ,00 加戶 , 但主要集中於相寮外側水域 ,
夏

季次之 (21.69ind/1,OO 伊2), 各潤站幾乎皆有分佈 , 而春季最少 , 僅 123ind/1,OO 仰h 春、夏雨

季之體長分佈較廣旦有兩高摳 , 而秋、多雨季之分佈較繕 ,
其漁獲 zk 深為 11~48m

, 以 20~38m

居多
,
且底質含沙率較低 , 細沙至泥底之海域較屬棲息。

謝 辭

承省水產試驗研所長李燦然博士及代主任陳秘書茂松先生之鼓勵與支持 , 本系郭慶老博士之詳細
校閱與指正 , 東海大學生物系學生唐力平先生之協助探集 , 以及“海鴻號 " 試驗船詹船長及全體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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