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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類 !標識 i改進

林明男﹒τ雲源

Some lmpr 。vements 。 f shr imp Tagging Method

Min-Narl L inmd YU2.yuan Ting

This paper descr i bes some improved tagging methods for adul t hd

shr imp.For the pupose of the OMer-vat i on of ecdysi s ,m ethod A,a temporary

tagging which shrimp was tagged wi th a marked tube in the rostrt 血,got a desirable

resul t ,while for the perennial tagging purpose,method CZand C s,shr i mp wa s

tagged in the eyestalk,got the bet ter restlIts for both of adu l t and juveai i e ,
and method C which fol1owed a T i i apia tagging method developed by Lets)provided

jriveni l e

very good resul ts,too.

盲首 雷

蝦頭標識在放流 ,
池中現存量估計

,
不同處理群在同一油中成長比較

, 種蝦產卵、脫反觀察記錄
工作上佔有相當重要性。由於蝦顯成長過程頸歷值多次的脫皮 ,

故其標識工作比魚類困難。洪
{OR

Michel(2} 為記錄種蝦之產卵、脫皮次數 , 前者曾用肪水紙寫上說疇 ,
利用快乾劑貼在亮上

,
脫皮後

難能自薔亮上讀出續號 , 但因蝦體設做肉身永久性標諧 , 故必讀靠體型分辨才能說出原試蝦 , 後者餘
傲典洪相當之暫時性標讓外並在眼柄處糞上轉有輔碼之金屬環 , 其意在做永久性標示 , 唯讀文果不明。
在永久性標示方面 , 蘇與庫

{S}
信用注射針及釣魚錢穿過蝦鶴然後再擊上讀碼牌 , 方興了

{
的改進 Tony

Former 及 M.E.A1-Attar 之畸輯式〈 streamer tags 〉用鰱我針及印風有文字及讀碩之膠帶直

接穿過蝦體做樣示放流﹒筆者在進行種蝦育戚 , 精英取出次數、產卵及脫皮次擻 , 因試驢設計開係必
孟買對同尾蝦正確地做出各種記錄, 所以有必要同時進行暫時性及永久性之標韻。本篇除篇合上述各法
之優點在材料及芳法上改進外 , 並增加在眼柄處進行蝦體之永久性標擒 ,

此外並揉用李 {aZFt 吳郭魚所

做之標瓣醬廳用在蝦類標識上以了解其數果。

材料與方法

試驗分暫時性及永久性標擒。

-弋暫時性標識(4 會查種蝦脫皮用〉 : 試蝦對象包括草蝦、斑筒蝦、紅尾蝦 , 材科是用橡皮管及打有數
字之硬質膠井 , 如圍 1 套在額角〈 rostum 〉上面。橡皮管口徑草蝦及謹節蝦課用外徑ι 6Smm 、

內徑 3.9O ErinI 者 , 缸尾蝦則講外徑 3.3Omm 、內徑 1.8o mm o 上述說蝦每種 20 尾合計的尾
,
標

融後放聲於同一水混池中並典拱
(1}
之標戰法做對照。

二三永久性標輯 : 此項揮論對象分鐘蝦及推蝦二部分。

H 種嚴部分 :

A 法 : 如國 2 所示 ,
利用鑄有號磚之塑膠緝胸環或貼有數字肪水紙塑膠管〈內徑 3.85mm 〉

,

首先將切口用剪刀尖端左右張閉 ,
再自種眼下平行套入眼柄

,
再用快乾劑將單草書管切口粘

累 ,
錯蝴環囡封口處有凸凹槽用手指即可捏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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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以附有號碼之橡膠管套入額角做短暫性標示

To i nse rt a robbe r t ube ma rked wi th numbe rPIa t e 1

int o the r o st rum f or t emper ary t aggIng

Pl at e 2

照片 2 標示 A 法

Tagg i ng me t hod A

B 法 : 利用外科手術用縫針 , 將連有數字硬質膠片用尼龍細鵑自眼柄穿過後打結固定。
C 法 : 如圈 3 所示進行 C1 、 ca 、 C s 、 C4 四部位標示比較 , 所用材料及方法如下述小蝦部分。

上述各法之試驗各為 40 尾
, 標識後分別薔養於水泥地中。草蝦體長 17.89~18.08 公分、體重

79.20~88.64 公克 ,- 瑾節蝦 18.60~19.65 公分、 75.57~89.48 公克
, 紅尾蝦 12.38~16.

27 公分、 39.46~69.15 公克。

口小蝦部分 (C 法 ): 試蝦為紅尾轍平均體長 7.97 公分、體重 6.07 公克
, 依攘李

(5)
對吳郭魚所做



到 9

ill-illit--II/4
ClC2C3.

圍 3.1G1,cz 及 Ca 標識法

Fi g.3.1Taggi ng me thods of C H Czand Cs

照片 3.2C4 標織法

Fi g.3.2Tagg i ng method of C4

之標識法 ,
做如圍 3.1 所示 C1 、 cz 、 cs 及 C4( 圖 3.2) 四部位標識比較。蝶作方法依序分為 (1) 編

號但 )蝦體穿針棋 (3) 抽出穿針 (4) 套入中空塑膠細管 (5) 固定。本法除 (1) 及 (的外
, 其他操作方法與蘇及廖ω

雷同。

1. 編輯 : 如圖 4 所示 , 將外徑。 -H5mn 、內徑。 .075mm 之 10 種顏色中空塑膠細管〈將裝置電話

外織路用之電線中之細管中金屬糟抽出即成 ) 剪成一公分長。每種顏色代表一個數字 : 黑色。、

白色 1 、缸色 2 、鯨色 3 、藍色 4 、紫色 5 、橙色 6 、黃色 7 、單身紅色 8 、棧藍色 90 二位數以

上則由土述不同顏色細管組合而戚 , 並自上向下讀出各種數目 , 如編號 lO 則為上部白色下部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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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合 ,987 則上寫淺藍、中為輸紅、下為黃色套管組合。

Pl a te 4

照片 4 標示用塑膠細管
, 每種顏色代表一種號碼

Pl a st i c
‘

tubes i n Var i ous co 1ours used

for t aggi nb one co l our pre sent s one z111zzber 戶

SABLE

結果與討論

自弋暫時性標輯 : 利用擊有數字塑膠片之橡皮管套入種蝦之額角
, 草蝦及斑節蝦中途 ED 脫皮前標融均無

脫落
, 缸尾蝦則有 IOFZ 脫落

, 主要是因彼等在做標鞘前額角前端已折斷且缸尾蝦額角齒較細之故。 ,

未掉落之試蝦
, 在脫皮時標識連在舊額角亮上一起脫落 , 故檢查薔亮可知某攝號之種蝦脫皮、觀寮

水中種蝦若費現額角已無標轍 , 則表示屬新脫皮者 , 故在進行諸如精英移植人工授輯工作 , 利用此
法可輕易地找出新脫皮母蝦

, 唯同時有多尾母蝦脫皮 ,
若彼等事完沒做永久性之肉身標穢

, 則與提
1)

相同必2頁靠體型加以辨識 , 不只費時且不準確。
向來在運隸種蝦為肪止剩敲氧氣袋

,
都在額角上套出超過尖端之橡皮管 , 故新購之種蝦僅在管

上再加上號碼牌即可快速做成標識。剛脫皮種蝦由於額角筒軟讀俟 1~2 天後才宜再做標諧。套管

標識因一人即可揖作且省時擦拭 ' 風乾蝦外亮及邊快乾膠等步驟
, 故比洪

(1)
法為佳。為方便找出原

試蝦 , 套管標識必讀與其他之永久性標識向時進行。
三永久性標識 :

A 法 : 以鵲角損或塑膠管套在眼柄上之標識 , 在第一次脫-皮時有4095 種蝦連間薔亮一起脫落 , 在第



211

二次脫皮時 ,24 尾中有 25% 連舊亮→起脫落 ,
蓄養半年後 17 尾中僅存二尾有標識 ,

故此法

不適合長期性標識 , 旦因在脫皮時 , 不一定會與舊亮一起脫落 , 故亦不適合做專為脫皮觀察
之標韻

, 但同一批種蝦在同時進行諸如產卵、體型測定、抽血、解剖等工作 ,
為免混亂 ,

用

此標識法甚為簡便。

B 法 : 此法若用濕布將蝦髏包住 , 則一個人即可操作 ,
眼柄標識部位同 C1 者

, 經二次晚皮 20 尾中

有 3 尾標識掉落 ; 因該部位組織極薄易逆裂縫 ,
若眼柄外緣硬質部分在脫皮時故拉斷 ,

貝目標

識就會掉落。眼柄標識部位問 Cz 者 , 經二次脫皮無發現掉落者 , 蓄養半年後亦無囡眼柄部位
脫皮不全而死亡者 , 蝦類脫皮在接眼 ( 與眼柄土綠接觸處 ) 、眼柄外側因有裂縫發生 , 故蝦
在脫皮時標識在Cz 部位者較C1 敷果為佳。在標識編號方面 ', 因屬硬質膠片故經久數字清晰可

排 , 唯一缺點是 , 種蝦必 2頁撈起才能讀出編號。試驗期間筆者亦會將 100 尾髏重70 公克左右

之大蝦用Cz 法加以標醋
,
放回 0.5 公頃之土地中

, 每月問捕測定時都會捕捉到有標識者 , 故
此法亦可用在野外之放流。

C 法 : 做標識時已軟亮者二尾 , 穿針後馬上死亡 ,C1 、 cz 、 Cs 共有軟亮者 ,7 尾
,
做完標識均無死亡

。 c4 在標識第 3 天種現 2 尾脫皮不全死亡 ,3 尾在未脫亮前在穿融部位傷口無法愈合死亡 ,
、

C1 、 c2 、 cs 則無上述現象發生 , 唯C 且在脫第一次皮時有 4 尾標識脫落。在讀編號方面 , 因由
細管顏色甜可讀出 , 故種蝦不必撈離水面為此法優於 B 法之處

,
唯工作者必讀牢記各色細管

所代表之顏色 , 或帶著國 4 之數目順序對照極加以比對
, 否則易於混亂。

小蝦方面利用 C 法 2 位工作人員在 40 分鐘可以完成 80 尾之標識即標譜一尾所需時間平均為半分鐘

。操作過程C1 、 cz 、 ca 、 c 是均無死亡。如表一平均體畏 197 公分、體重 6.07 公克試蝦在標識後經一

次脫亮於第30 天測定平均體長增至 8.83 公分
, 體重增至 9.18 公克 , 計算活存尾數 ,

除Cz 有一尾死亡

Table I

表 1 紅尾蝦油蝦各種標識結果比較

Re s111t s of C-t aggi ng method f or j uveai l es of penaeus ρ en i c t I I a t us

Al cok

Or i gi nalaverage s i z e 3Odays a f t er t aggi ng

BL

(cm 〕

B爪 aver age s1z e survival rate 呦 rmrk present rate 呦

(grrns)

B.L'
(cm)

-B.W.

(gnm)

9.18

CI CZ Cs c. CI CZ Cs C 蠱

7.97 6.07 8.83 100 95 1001OO 90 100100 100

外 , 其他活存 ZR 均達 100 克 ,
且除已有二尾標識掉落外 ,cz 、 ca 、G 均無脫落 ,

故標識部位以 Cz 、

Ca 、 c ‘為佳。

粽合以上各項 ,
筆者認為在永久性標識工作上應用李

(5)
之吳郭魚標識法來做種蝦或稚蝦標識均甚

為簡便可行
,
尤其在種蝦標擒 ,

因不必撈取就可讀出編蟬
,
放在觀察各尾種蝦之工作上誠少不少對種

蝦之平擾
, 為此法之最大優點。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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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篇蝦類標識工作之改進試驗 , 標識方法分為暫時性 ( 脫皮觀察用 ) 及永久性二種 ,
暫時性標

誠利用A 挂在額角上套管標融為佳。永久性標識以應用李
(5)
對具郭魚所做之標融告最為簡便。標輯部

位則如圖 4 所示在眼柄志 Cz 、 cs 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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