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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人工繁殖試驗初報

丁雲灑 林明男

The primary report on the reproduction of mud crab, Scylla sen-atd.

Y. Y. Ting M. N. Lin

Mud crab, Scylla se;"rata!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sea food in Tai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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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or from the "chajim" ponds, are good

c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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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繁殖工作由於天然苗之減產而自受重麓
, 本省已有多人從事此工作 , 並時間有人育苗成功 , 但

實際上均未能大量生產及確立技街
, 放目前所需者尚依賴以定置網撈自天然海壤之末期幼苗Megalopa

而加以培育成將苗〈林等 '1978)
(1) 。有關此方面工作雖不乏其人

, 但報告如鳳毛麟角 , 僅陳與鄭 (

1 研 9(!�
'-

1980 叫 1 林與許 (1 甜的 {
刮 , 外國接陳等m指出有Ong

(5) (1964) ,Brich (1974) 。本

報告謹就從事此方面之一些心得提供有心人參考
, 以期共勉早日完成歸之人工大量繁殖工作。

材料與
�� 在

開花時 ( 抱卵母姆〉大部分是購自紅蠅及護自尊池 , 運送時盡量不使之失水 , 移入 0.5 噸塑膠桶前

, 有的經甲基藍、或福馬林消毒處理 , 有的是直接在構中做藥物處理 , 然後每天飼以貝閥、螺、雜魚

等﹒試驗期間亦曾購買缸縛加以蓄蓮
, 經一設時性 i 清地檢查 , 將開花轉移入半噸桶中﹒書聲種姆水之

堪分
, 有依摟養殖池之濃度約 20ppt 省 , 有的則直接用海水35ppt 左右蓄聲﹒水溫依撞室溫不加控制

,

但在冬季由於水溫過低發現卵有脫落現象而將 * 溫保持在20"C 以上﹒

孵化後移出種縛
, 並加于分桶 , 堪分保持在20ppt 左右 , 水溫冬季加熱至 26-29"C 。孵化後第二

天開始投餌
, 最後一次第一天投餌 , 所控者計有輸鼠、接角額之幼生、聾年顧無節幼童區第一期 , 牡蠣

受精卵、蛋黃徵粒、綠藻、藍綠藻、矽藻等
, 植物性餌料都是混合動物性餌料使用 , 而動物性有單獨

使用
, 多種混合使用 , 有依攝生長各期加以調配使用。

Megalopa 則投飼雜魚、單肉、貝肉、聾年頓成撮
, 人工配合飼料等。

飼育期問使用盧大作先生與筆者共同研製成功之間事掌管打氣頭 , 每夫清晨抽底一次 , 再加入新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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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本省紅縛全年均有產卵 ,
卵產出附著在腹披上 ,

開始星黃色 ,
而後橘黃色 '?IS. 、後星揭色半透明﹒

此時心臟己會跳動 ,
再演變成灰色透明則使眼形成 ,

.孵化時種轉浮游水之表膺 ,
在孵化桶四周游動 ,

頂部朝下 ,
游泳足朝上 ,

腹部麓與桶底成直角 ,
然後游詠足急速游動 ,

並用步牌撥開孵化出之眼幼趟, 分散在水中。
此次試驗總共 J& 購種時 100 隻

' 其來輯、處理情形
,
孵化尾數 , 孵化率如表 1 .由紅姆他購得之種

轉能達孵化者只有 10% 左右 ,
購自接轉則達到河以上。自缸持得隸之抱卵母姆大部分在書聲期間就漸

晚落卵粒 ,
若不脫落亦會是黑色而壞死 , 有惡臭 ,

卵脫落時時靜正在池底 ,
頭部向下 , 後端向上 , 用

步開擅落壤卵。開花姆有無經樂物消毒處理對孵化無多大之影嚮 ' 蓄養在普通海水 35PPt 左右者不曾
孵出幼摳 , 開花姆離水50 分鐘以上 ,

則卵會脫水而死 ,
即使孵化出幼蟲 , 亦皆為死亡者。一隻母將之

��� 數為 80- 400 萬粒 , 卵徑。 .34 士M

Table I. Percentage of spawners, from "chajim" ponds,

compares with that from "Hogjim" ponds*
which can hatch out larvae

** water Indi:vid uals
of

hatching
spawner

Spawners Percen tage
Original place

Drug treatment
temperature

C"C)
in total %

串 Chajim ponds: Ponds cultivate both males and females.

.Hongji:p ponds: Ponds cultivate adult females only.

.* - :do not treat with drugs. +: treat with drugs..

卵孵化即為眼劫蟲ZoeaI ,
此期如正常之劫蟲則在水中很活潑游動 ,

有趨光性 , 畸型的劫蟲則沈
於底部不會組光 ,

在顯徵鏡下尚能徵動 ,
背棘彎曲或甚握 ,

腹節無法伸直 , 畸型幼蟲 1- 2 天死亡 ,
所以遇有此現象可將其放棄。若活潑之幼蟲則於第二天或第一天投飼﹒在我們使用之餌料中早期投藍

綠潭、蛋黃徵粒 ,
於第二期開拍投入盟年蝦無節幼蟲第一期者成績最好共育成 Megalopa 734 尾

Zoea I 經3-5 天變為 Zoeall
' 以後 3-5 天晚殼一次 , 總共經六次脫亮而變為Megalopa ' 其各

期變化如國 1 '
Megalopa 已具時形 , 但腹部未收入﹒頭胸前朝下 (Fig 2) , 星淡黃成粉紅色透明﹒用游

泳肢運動 ,
但喜棲息池底或物體上 ,

諸如殘師、龍鬚菜、嘉定聖誕樹校上。有殘食性 , 所以飼有時可放
入龍鬚菜或里聽樹投供其隱蔽 , 且餌料要充足。自 ,� 料以蝦肉、只肉 , 政盟 q 三蝦 fiX: 蟲為佳 , 每天清晨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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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a 2

.....

Zoe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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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a 4

Zoe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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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a

一一一

6

Fig.1 扣b 巾 ho(ogica( development of Zoeas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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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Megalopa st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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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Crab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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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_. 次 , 清理殘 111
[時應注 :0:Megalopa 是否附帶其土

, 自於 � 附於啦、只肉 �'. 板不易分辨應特別 J! 主意
。 Megalopa �nO-16 天之飼有脫一次亮而成 r,/J 峙。

討 論

此次所使用之種峙來自紅蹄地者其孵化 E紳士瓜 , 卵磁易脫落 , 此可能是 rt] 於紅拇池之種時未受抗 I'

1H� 多之紋
, 據漁民經驗及黃 (5) 、且

{
的 ?幸之報告

, 一直史缸螞養殖 lI:i 均選擇黑幼母經用一元畫畫幣壓閒前

胸巾 (女緣與腹部間
, 箭發現有白點凹表示有受和 i 稱為空母 , 加以專池菩養 , 一個月即成紅縛 , 無白點

的 HiJ 不能養成紅峙
, 近來更純 1楚地調委 , 漁民表示該處若有買點則比自點飼育成缸歸之時問更妞 , 此

種儉到弓之受精法值得懷疑 , 筆者認為上述之核查法僅是君到卵巢之發育狀態而已 , 因為收購堅平之
染者亦檢莉該處是否卵巢已轉缸

, 革者認為自點表示卵巢剛開始發宵 , 黃點已在設有巾 , 輛紅後卵蜓

已較成熟
,
此時 �n� 主業養姆者所謂之 " 八棘 " , 因為生物似無沒有交配卵巢 Qn 無法設有成熟之現象

, 根
據筆者從事同樣是甲克頓之淡水長臂蝦之繁殖工作

, 未交配之母蝦照樣在性脫兜之第二天產卵 ( 抱卵

) , 但在 2- 3 天後 �n 完全脫落
, 所以筆者認為漁民所謂之零.母並非全部都是交配過的, 選購此種熱

母集中單位養施
, 更無女配機會﹒另一方面筆者也考慮到是否由於紅縛養殖較密集 , 投餌較多 , 水質

一般控差 , 此情況下是否會使其時精囊脫落因而造成受精率偏低 , 有待進一步研究 , 據黃
{

別稱產於中

南美洲之 Penaeus ::tylirotris, P. schmitti 其前精囊極易脫落而使受精率
{扁恆。菜姆池得來之種

時由於一般與龍鬚茱混益 , 水質良好 , 而且雌雄混麓 , 所以交配機會較多 ,
受啦

I,
率較高

, 故孵化尾數

伯的比例較高 , 所以筆者認為今後之種轉應以接轉池者為主 , 文據聞海中捕獲之種姆其孵化率也相當
窩

, 是可採用之種峙。
眼幼蟲飼育之時i 分據陳 [Iii 鄭 (1980)

(3)
之試驗以 30ppt 為最適當 " Ong (1964)

(5)

也報告在 31 土

2ppt 發育為Megalopa 時間最短 (18 天 ) , 此次試驗均以 20ppt 培育 , Zoea 活動性強 , 攝食情形有時
也相當良仔﹒但在 Zoea ill 變為W時間較長 , 而 Zoea 期有達 23 天者

, 此是否受月五分影嚮 , 或是 I'M 料 fi,I�

然
, 有待進一步探討。

ZJea 據陳與鄭
(2) (1979) ﹒林與許 (1980)

(
剖 , Ong( 的 (1964) 均報告為五期 , 本試驗發現為六

Jt 月 ,
其位大爭論在 J/� 第W期間第 V 期間多 1) 前

, 此間與第 lV1 閉走兵不多
, 其‘拉開外肢之剛毛是9 與 11 之

差 , 而且胸腳注也比第W期明額。淡水長開大蝦 1'v!acrcbrachium rosenbergii 之劫識林
<10> (1969)

也認為經 11 次脫亮而在形態上只分為八期 , 懷
(
山則將其分為 11 期 ,

林
(10) (1978) 經詳細觀察與

λ lacrcbrachium americanum 同樣分為 16 期 ; 林等 (11 】 (1976) , 陳 (1GG0) (m 曾指出申瓷瓶在倒

有不 l�Hi!i �兒干會增加其脫完次蚣 , 筆者從事淡水拉開大蝦 � 殖時發現在飼有不良的況下僅會延長各期
之脫亮時11 月 1去未能脫完完全而死亡

,
並無發現多 pA!!:. 一次脫克之 JJ! 象

, 攸關 (1980) (121 所表示的質有

干!} 進一步研討之必要。

Megalopa 變為幼的所需之時間 , 據陳暫且鄭 (2)

指 Iii 為 9-14 夭
, Ong(o) 指 111 在 31:!: 2ppt 為 11-12

夭 ,
在怯地分下則為 7- 8天 ,

林等
0)

時指為 3- 5 天 (30-35ppt)
, 本試驗為 10-16 天與前三者

較接近。

摘 要

紅峙為本省重要海味珍品, 由於天然苗日漸減少 , 故人 T 育苗土作已何受 if1: 視
, 斗: 篇為筆者從事

此方面工作之初步,結果
, 摘要如下 :

1. 位持來源以取 n� 主持這姑池或缸中捕獲者為佳 ,
疚

,孵化不較高。

2. 純持必 �({ 保持在 7]( 溫 20.C 以土 , 比分 20p 阱
,
藥品處 JIF. (if'j 器 ) Vi! 否主 j �:ti� 化故宮里路 ?請

3. Zocat:'i'6:Y< 脫光而f10Megalopa
'

4.ZoeaI1t� 適當之自 IT 料為 9單位法、輸鼠、 Zocal! 梭 �J. 投力 n2��r 蝦者為住。



561

5.Megalopa 飼以蝦、貝肉經 10-16 天晚費而變為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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