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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蝦 類 繁 殖 試 驗

算健中 尤伸森

,

Penaeus ja ρonicus Bate, and Penaeus monodon Fabricius.

Jang-Jung Ning and Sen-Sen Yu.

For the purpose of rearing larval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CDe Man) in winter.

we used heaters to raise t}),e water temperature and tried to solve problems of

propagation. On experiment, we observed symptoms of chitinoverous bacteria infection

and treated with twenty to twenty�five ppm concentrations of Sodium Sulfamonome-

thoxine for three to five days, and resulted a satisfactory effect. On photoperiod

elongated experiment, light Will stimulate the feeding habit and accelerate the larval

development. Futher more, post larvae M. rosenbergii were reared in brackish water

with 16%, salinity in order to process the study of brackish water culture of M.
. rosenbergii.

On propagation of Penaeus japonicus Bate, female shrimps would not accommodate

to the rapid change of water salinity, whereas salinity-treated female shrimps. would

brood less eggs than the female in normal c6ndition. Feeding of zoea, 1l1icro-granules

of egg yolk may be substituted for algae, but if these two diets are matched together

that may get a better effect of feeding.

On. unilateral eyestalk ablation of Penaeus monodon Fabricius. we knotted the

eysetalk with a fine copper wire. which could stop the blood supply lo the eye tissue

and induce the eyestalk discard spontaneously, whereas indirectly resulted in high

survival of the treate<.i females. Removal of one eyestalk was found to be sufficient

to. induce gonadal development and resulted in successful spawning.

前 當

淡水長開大蝦 CMacrobrachium rosenbertiii) 自 1959 年夏季 ,
自聯合國糧農組織之林紹丈博士

主持下 , 開始了此蝦的人工繁殖與養殖的一連串試驗 ,
巴對此嚴之生物習性 , 成長說簣 , 幼苗培育和

聲殖方法有詳緝的研究 U,2) .此蝦於 1970 年 7 月引進本省 , 經廖一久博士等ω成功地繁殖出其幼苗以
來﹒由於圍內水產從事人員之不斷研究和控衛改進 , 使得繁殖和養殖此蟬的知識和設備頁上層撞﹒但
由於此蝦原屬熱帶性種績 , 偏好較高之水溫 , 而本書冬季水溫平均在攝氏20 度以下 , 對於此醋的育苗
和廣長有極大影聾 , 使得越冬苗之不易得 ,

常造成本省長開大醋養殖上的空檔時間﹒降低設備的使用

率 ; 故本試驗即在操討越多苗培育之可行性 ,
以及各季期間育苗問題的解決方法﹒

很撮臺灣省農林廳漁業局之年報 <4,11 川 1979 年班節蝦 (Penaeus. japonicus) 生產量為 2,9, 船公

噸﹒較1978 年為減產 279 公噸﹒若扣臉簧殖業的增產外 , 其天然捕獲量實際上識產﹒ 360 公噸﹒草蝦〈
Penaeus monodon ) 於1979 年之總生產量為 4,370 公噸 , 其中 4.123 公噸篤聲殖生產 , 佔融生產量
的94.3% ; 而1978 年總生產量之 1,686 公噸 , 其中華殖生產第 1,5 路公噸 , 佔92.6� 右 , 比較1977 年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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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生產 725 公噸 I古總生產量 64.6 鬼
, 顯示出本省革蝦養殖業之蓬勃發展 , 相對地對草蝦蝦母之需

求重日益增大 , 而本省草蝦之天然捕重量 , 不僅無大量增產 ,
反有漸降的趨勢

, 因而草蝦蝦母在需要
多、供給少的情況下 , 即有貿易代理商遠自東南亞一帶進口草蝦母 , 極易造丘克外擺上的損失。因此 ,

為增加資源 , 本分所迄今已在台西和布袋一帶沿海放流了近百萬尾班節蝦苗 , 並藉由蝦商之大量生產
,
同尋進行此蝦之持續試驗

, 另一方面 , 自進口商購買草蝦蝦母 , 進行繁殖和眼柄切除效果之試驗 ,

期望能夠提高蝦母之排卵箏
, 進而增加幼苗之生產。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完全探用桶式繁殖法。此法為謝錦欽先生於 1968 年首次引胃於本省之魚蝦繁矩
, 迄今已

為:本省水產界的特色 , 而本試驗所使用之設備及樣佯方法 ,
如 j堇〈的和林等.( (7 ) 陳述。

一、淚水長師大蝦 J

付種蝦 :
於 1980 年 10 月 15 日

, 自室外水泥地選取體型較大 , 第二對步帥較長的雄蝦 , 和頭胸部已具橙
紅色卵塊的雌蝦 , 共計雄蝦 4 尾 , 雌瑕 20 尾

,
移入保溫室內 1 公噸白色塑膠桶內

, 盛 400 公升淡才立一

飼育。 ( 此批種蝦曾於同年 8 月下旬實施交配繁殖過〉。觀察陸性種蝦的產卵脫殼和雌雄交配行為
,

皆和趟
(, )

所述相同。自 10 月 21 日開始有排卵及抱卵的雌蝦 .
�待之自大桶中取出 , 移入孵化室內

0.5 公噸白色塑踴桶內 ,
盛調配成鹽度千分之式的半淡盡全水 2 品 0 公升飼育 ; 於桶于中央放置一 I直徑 25

公分 , 高 70 公分的鐵絲網籠 , 並將蝦母置於籠中 ,
以高密度打氣管施以適當打氣

, 每日早晚以蒸蛋
或魚蝦肉控間 , 並於每日清晨以虹吸管將接餌和排泄物抽除 , 添加那份新水 , 以保持水質良好。至 10

月 26 日為止 , 共移入 12 尾抱卵雌蝦 ; 所育之卵初時星橙紅色 , 當頭育至孵化前兩天時 ,
卵里灰色

,

卵上並可見黑色眼點時
, 則開始於飼育桶內添加純過濾海水 , 調整飼育水盟度至千分之十二 , 並適當

誠少投餌 , 以免浪費。
口孵化 :

自 n 月 8 日開始有幼苗 ( Zoea ) 孵化出 , 前變持續 6 天始孵化完畢。孵化後取出雖蝦測量 .12

尾雌蝦體長為 9.7 - 13. 1 公分
, 體重為 22 . 3 - 54. 1 公克不等 , 測量後移出室外水泥地內飼養。

幼茵通常於夜間孵化出 .次日清晨於桶邊可見許多密集的小黑點
, 此時利用幼苗的趨光性 , 停掉

打氣 , 以塑膠管虹吸出 , 用每公分 50 目的篩網暐出多餘的水
,
盛起幼苗 , 移入預先準備好的 0.5 公

噸白色塑膠桶內同溫度同鹽種之半淡抽水內 , 估算幼苗尾數 , 並將飼育水的鹽度漸漸調整至 16 :)')0 0

孵化出的幼苗 f 每兩天的集中於同一桶內飼育 , 以避免體型差睡過大。 11 月 8 日和 9 日孵出的幼苗
, 共約時 ,000 尾 , 由於 9 日寒流來襲

, 人為疏忽末以保溫 , 水溫陡降 , 致使幼苗死亡殆盡 ;10 日

及 11 日孵化幼荷數共約凹 ,000 尾 ( 以下簡稱第一組 ) . 12 日和 13 日孵化幼苗數共約 20,000 尾 (

以下簡稱第二組 ) .繼續幼苗之培育。

目幼苗的培育‘

剛孵化的第一期幼苗不攝食、於第二期 , 即第三天開始投飼豐年蝦無節幼蟲 , 每日投飼 3-4 次
, 使每毫升飼育水內含 5-10 尾豐年蝦無節幼蟲 ; 至第 4 天下午開始配合全蒸蛋微粒投飼

, 其製作方
法 , 乃是將雞蛋內容物打拌後 , 以每粒雞蛋對三湯匙清水 (45 毫升〉的比例攪拌均勻後

, 以電鍋蒸熟
, 先以每公分 2 壘目的篩網洗出 , 再以每公分 50 目的細篩網墉出多餘蛋水後即可投飼

, 日後國幼苗體

型的增長 , 而漸改由較大網目的篩網製作。每日自清晨七時至夜間十時 , 豐年蝦無節幼蟲和全蒸蛋微

粒的投飼 , 每日各約 3-:4 次
, 觀水中餌料的密度和幼苗攝餌狀況而定。

每日清晨以虹吸管抽除桶底蔑餌和水面漂浮的蛻殼殘留物
, 再觀水質狀況更換 ! 告 ~ 站的飼育

水
,
若水質不佳時 , 則實施全桶換水。在每次投餌後 , 為防止蒸蛋傲粒沉於桶底 , 不為幼苗攝食 , 容

易敗壞水質 , 則於每 2-3 小時攪動桶底
, 促使蛋粒再被攝食 , 避免浪費。幼苗飼育至第五期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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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密度似嫌太高
, 故賈搞分桶 , 使每半公噸桶容納約 1 萬尾幼苗。

飼育期間自 11 月 9 日起
, 正值初冬時期 , 不定期會有寒流來襲 , 故水溫的控制至為重要 , 筆者

準備了電流 110 伏特
, 50W , 100W, 150W 等不同功率之小型加熱器多隻 , 在飼育水內加溫 , 以

免水溫過低而阻礙了幼苗的成長 ; 在欲添加的新水方面 , 以茶壺盛水用瓦斯加熱後調節新水水溫 ,
或

是以 1.5 馬力之抽水馬達
, 將調好鹽 (隻立新水打入瓦斯熱水器 , 達成循環水流 , 以加熱至預期之溫度

後 , 方能添加至幼苗飼育桶內。另外 , 為了使桶內水溫維持種定 , 可用 PE 透明塑膠布覆蓋桶上
, 使

得散熱速率較慢。在延長光照的試驗中
, 第一組幼苗於每日傍晚至夜間十時間 , 以普通 100 規格的日

光燈抬燈置於桶上方補充照明
, 使水面的光度達 300 - 400 lux; 而第二組幼苗則不施以光照。

飼育期間 , 若桶內有鐘形蟲 ( Epistyles sp. ) 和其抽原生動物繁生過多
, 影響至幼苗活動時 ,

則以甲基藍溶液 ( Methylene Blue) 0.5 - 2pprn 濃度控制其繁生。若是幼苗有受到幾丁質分解細

菌 (Chitinoverous bacteria) 感染的跡象哼
, 則以泰激淨鍋 ( Sodi urn SuI farnonornethoxine )

水溶性長故礦胺劑 20 - 25ppm 濃度施以藥浴 , 以控制細菌生長 , 滅少感染。
明幼蝦的飼育 :
幼自自第十一期開始

, 因要蛻變為幼蝦 ( Post Larvae) 的關保 , 攝食狀況不佳 , 活力降低 , 通

常沉下桶底
, 此時在飼育桶間圍下緣三分之一部份圍以黑布 , 以提供黑暗體傲的環境。已變成的幼 �

則侈入一盛水 800 公升的一公噸桶內飼育
, 其飼育水的鹽度仍維持於 16 9,印 , 而溫度僅作適度加溫 ,

使其範圍在 19 - 23.oC 之間。 12 月 28 日當桶內幼蝦達 7,428 尾時移入保溫室內 4 m x 5m x 0.5m

的塑膠布水池內
, 抽水鹽度仍為 16 900 ' *- 溫在 18 - 21

� C 間。在餌料芳面 , 自變態為幼蝦開始 , 豐

年蝦幼蟲之供應量漸漸擴少
, 改由蒸熟的下雜魚肉配合蒸蛋投飼。自 12 月 3 日發現變態完成的第一

尾蝦苗開始
, 至翠年 1 月 7 日全數變態完成

, 共育得幼蝦 12,687 尾
, 估算活存率為 25.4 % 。

二、理節蝦

付種蝦與排卵 :
於 1981 年 2 月 17 日自台商安平漁港購買 22 尾抱卵雌蝦

, 分兩個魚苗袋盛裝 , 注入氧氣後 , 於

下午五時運回分所。魚苗袋內海水鹽度為 3591;0
' 溫度為 23.9

� C , 運回後移入 4 個半公噸黑色塑膠

桶內 , 如 :去一所示 :

Table 1 :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treatments on ovulation of mature female

Penaeus ja ρom cus .

Tank NLmbeI' of

nur 曲 er female

Vol ume of
rearing water

(liter+-

Sal ini ty
(幼

Water temp(O c)

Initial

Numher of
o"mlated

Heated female

Dead Nwnber of

body eggs

1 6 450 36.0 22.8 28.0

28.1

2 。 a288,000

a333,OC':>2 6 450 36.0 23.0 3 o

3 5 450 30.0 22.7 27.9 1 o a 94,50n

4 5 450 30.0 22.6 28.0 。 2 。

Hatched rate

at 的 ve

above

above

95 %

95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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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加溫的方法是用 220V , 500 V 的大型加熱器提高水溫至 28 � C 後移除加熱器 , 並於桶上覆蓋黑
色塑謬布 , 以保持黑暗 , 促進母蝦排卵。

雄蝦排出黃綠色的卵後
,
桶壁即附著許多紅福色的排泄物 ,

因恐敗壞水質
, 則將羽尾雌蝦移入

兩個1 公噸桶內 .. J梅內含卵粒的飼育水全數以徵組網目過 1 喔 ,
再以清潔過福海水清洗卵粒

,
放入兩個

1 公噸塑膠橘肉 , 盛純海水 800 公升 , 施以強大打氣 , 以使其孵化。
亡3 孵化 :
因時序仍寒涼 , 水溫不高 ,

為免影響孵化
,
各桶以 2 支 100W 加溫器加熱 , 使水溫維持於 25

� C

左右 , 經 26 - 30 小時後 , 孵化出共約 680,000 尾 Nauplius , 估計孵化率達 95 % 以上。
目幼苗的飼育 :
剛孵化之無節幼蟲 ( Naupl ius) 不攝食 ,

故除將打氣調整至適當大小外 , 僅作適度加溫處理 ,

使水溫控制在 24- 25
� C 間 ,

而飼育用水是以過濾槽過滴過的純淨海水使用 , 其鹽度在 36 %0 左
右。

無節幼蟲在 2 天中 , 經 6 次脫殼後 , 成為眼幼蟲期 (Zoea ) , 此時應即投飼 ; 筆者是以蛋黃微
細顆粒投飼 ,

其製作方法是將雞蛋以求美熟後 ,
剝取蛋黃部份 , 先以每公分 40 目的篩網洗出 , 再以

浮游生物網讀臉多餘蛋水發投飼 ; 每日投飼 3-.4 次 ,
使每蠹升飼育水岔 20 - 30 粒蛋黃徵粒。試驗

中將幼苗分為兩組 , 於第一組 � 苗桶內添加少量海水線藻 Tetraselmis s ρρ .( 為 1980 年 6 月 ,
由黃

丁郎先生和邱加進先生等 h 自夏威夷引進的乾燥線藻原種培育而成 ) , 以為輔助餌料。
眼幼蟲經過 5 天 , 3 次蛻變 , 成為轍蝦期 ( Mysi s ) 幼生

,
此時要立即投飼豐年蝦無節幼蟲 , 以

切合攝蝦期幼生對動物性餌料的需求 ,
另仍需投飼蛋黃徵粒 , 而於第一組幼苗 ,

停止海水綠藻的投飼

。使得每毫升飼育水中含有豐年蝦無節幼蟲4-6 尾 , 和 30 - 40 粒蛋黃微粒。於樣蝦期第二期時 ,
為恐密度過高 ,

實施分桶 ,
使每公噸飼育水容納幼苗 10 - 15 萬尾。樣蝦期第三期縛 , 停止投飼蛋黃

微粒 ,
改為投飼全蒸蛋微粒 , 製作方法如前述。

標蝦期經 6 天半 . 3 次蛻皮 , 成為幼蝦期 ( Post Larvae) , 餌料的投飼 ,
自 P a. 開始配合下雜

魚肉製作粒狀餌料 ,
而自 P5 停止豐年蝦無節幼蟲的投飼。於 Pa 時 , 將全數幼蝦移至室外 4 m X 1.5

m X 0.9 m 的水泥地 4 口飼育 , 成長至 P37( 4 月 9 日 ) , 平均體長 1.48 公分 , 平均體重 0.027 公

克 ,
共約 120,000 尾 ,

以魚苗袋裝載至台西外海實施放流。

此批蝦苗自雌蝦排卵起至糖蝦期第三期詞 ,
皆使用 3 日溫揖保持溫度於 24 - 25

� C 間 , 其鹽度亦
在 35 - 37 之間 ,

自嘲始變態 ,為幼蝦後 ,
氣候回春 ,

水溫稍見回昇 , 在 22 - 25
� C 間 ,

水質照顧
芳 !苗 ,

於室內培育幼苗期閉 , 眼幼蟲開始投餌起 ,
每日清晨以虹技管抽除桶底殘餌及死亡個體 ,

並添

換 1/6 - 1/4 之新水 ; 於室外水泥池飼育期間 , 為每 4- 8 天不等 ,
視底質之狀況實施情底

, 並添換
新水。以保持飼育水質良好。

三、華瑕 :

抖種蝦與排卵 :
於 1981 年 4 月 21 日和 28 日 ,

兩次駕車前往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 向進口商各購買 3 尾自馬來西

亞沙巴地區進口的草蝦抱卵雌蝦 , 每尾單價新台幣 8,550 元 ; 運回分所後皆已夜間十時 , 以半公噸黑
色塑膠桶各盛過濾海水 250 公升 ,

分別放入抱卵雌蝦 , 並如斑節蝦的種蝦照顧方式 , 昇高水溫至 28
。

C 後 ,
以黑色塑膠布覆蓋桶上。整晨觀察雌蝦排卵清形不佳 , 於第二日或第三日 , 以細銅錢結紮於眼

球基部 , 實行車眼眼柄切搶手術 , 刺激卵巢之成熟和排卵 ; 手術過後 , 使飼育桶繼續維持黑暗狀態 ,

並每日飼以吐蠣等動物性餌料。

.草蝦眼柄結紮位置如圍戶所示﹒

已孵化與幼苗飼育 :
草蝦卵的孵化照顧和幼苗飼育方法

,
除了未實施加溫處理外 , 皆和前述培育斑節蝦幼苗的方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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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在此不再贅述。

Knotted site 一

一一一�

Fig, 1 : Dorsal vi ew and 1 ateral vi ewof Penaeus monodon wi th uni lateral

eyestalk ablation ( knotted site ).

結果與討論

一、淡水長關大蝦

試驗中所選取的種蝦 , 曾於同年 8 月下旬進行過交配繁殖而遺留的種蝦
, 攘筆者觀察 : 其中雄蝦

的外部形態並無顯著差異
, 而雌蝦的第五對步胸基部的問隅 , 因為曾經交配抱卵過 , 顯得比末質抱卵

遍的雌蝦的基部間隔為寬 ; 且於第一和第二體節向下延伸腹甲所 ;形成的抱卵腔 , 有隨雌蝦抱卵 J-' 敵之

多寡而有漸寬大的跡象 ; 但此二種形態比較為筆者粗潰觀察 , 仍有待從事形態方面的比較來證賞。

選取 20 尾雌蝦
, 僅有 12 尾交配排卵

, 比率為 60 %' 可 1章為水溫偏低 , 降低了雌雄的交配行為
, 識是因雄蝦僅 4 尾

, 難以行連續交配。此 12 尾雌蝦
, 經 18 - 20 天後

, 孵化之幼苗總數僅約的 ,

∞0 尾 , 平均每尾雌蝦僅孵化出 5,417 尾幼苗
, 其原因可能為 : (1) 移換新桶疇

, 因雄蝦的跳躍逃避 ,

而使所抱的卵誼脫落。 (功孵化時水溫較低
, 使腔胎發育不佳 , 形成死卵後 , 種雌蝦自行剔臉。 (3) 抱卵

雌蝦飼育期間
, 未以黑布覆蓋 , 隔除人為因素之干擾 , 且因每日清除桶底錢餌峙的干擾 , 使雌蝦受驚

造成的卵粒脫落。 (4) 部份雌蝦飼育至卵孵化時 , 殘存卵數已不太多 , 因而降低了平均抱卵數。 (5) 各尾

雌蝦孵化幼苗時
, 持續 1-2 天不等

, 為恐抱卵腔最內層的卵有發育不佳的情形
, 當峰蝦仍殘存少部

份卵時 ,
F!P 移出孵化桶

, 不于提用。

本試驗對幼苗各期形態分辨 15 法 , 採用廖等 (a ) 的十二期法。

試驗中自雌 �v 包卵 , 幼苗孵化和飼育期間 , 至全數蛻變為幼蝦時期的溫度變化如圖二和圖三

那﹒幼苗初期 ( Z - Z ) 所投飼的豐年蝦無節幼最噶廈為每毫升飼育水含 5 -10 尾 , 其計算方法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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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已非以飼育水內存在之尾數為準 ' 而是以能為幼苗攝食的無節幼蟲數目計算
, 亦就是以自豐年蝦卵孵

化四小時內的無節幼蟲來計數。乃是因剛孵化的無節幼蟲的尾部仍種小
,
在水中的運動能力向差

, 而
能為初期幼菌研撞取攝食

, 若是己孵化一陸時間之無節幼蟲 , 困尾部及附肢均已顯著發達 , 運動能力
增強 , 則不易為初期幼苗所捕食 , 故不計入有數密度內。試驗中盟年蝦的孵化操作與處理和丁等 (8 )

相罔 , 乃是利用淡水分離無節幼蟲的方法 , 可得到較高的抽取率 ; 並運用低溫抑制無節幼蟲生長和、

冷藏保存活餌的方法 , 可有放地控制投餌的密度。按筆者據作後 , 更發現除了M潑水份離無節幼,蟲 ,

更可配合以 (JJ< 塊加入分離盈內
, 可以得到更好的抽取率和較鐘時間的操作。

廖
(9 ) 的報告指出鐘形蟲 ( Epistylis Sp. ) 全年皆可能出現 , 但以低水溫時出現率較高。筆者

觀察
, 自幼苗第二期開始投飼後 , 飼育水內徵生物即有大量繁生的跡象i .在幼苗第四和第五期時﹒因

運動能力仍不甚強時 , 容易按鐘形蟲和其他原生動物附蒼 , 而影響幼苗的運動 , 若是繁生過多時 , 甚

而導至幼苗死亡情形發生 ; 故為控甜鐘形蟲和其他原生動物的發生 , 可用甲基藍溶液恨
0)

0.5 - 2pp

m 施以藥裕 , 連續 3-5 天即可殺除。在水生細菌芳面
,
圍在水中本已具有

, 由於彈餌和死亡個體的
關係

, 亦會繁生起來 ; 但 7.K 生細菌不易對健康的幼菌造成悔害
, 而對健康情形不佳的蝦苗則容易造成←

感染 , 甚而導致死亡 , 若能予以適當的預防或治瘴 , 當可誠少對幼苗的傷害。筆者於試驗期間 , 曾觀
察健康情形不佳的幼苗

, 發現在其尾扇尖端邊嚴部位有不正常的灰褐色斑塊出現 , 在部份幼苗尾端斑
塊顏色較深者

, 其上會出現數點不明顯的黑福色謹點 , 且在額角尖端部位有軟化斷裂的跡象 : 此和
Johnson(lh12) 描述利用外骨略為營養 , 而腐蝕抖骨酷的幾丁質分解細菌研引起的症狀相倒 jSind 缸,

mann
( 1
川亦指出 , 經聽丁質分解細菌侵蝕的個體 , 酷了易引起脫殼不全 , 通常不會造成死亡﹒但若

是有第二次感染時 , 則會造成蝦體更大的餌害。故筆者探用泰擴淨訥水權性長敷礦胺劑 E川 20-25

ppm 濃度肪治 , 每投藥一次可維持 24- 小時的樂教 , 在投賽第一天仍有死亡的幼苗 , 經連續投藥三天

後 , 難乎已知死亡的幼苗個體發生 , 顯示此欒可以控制此類感染 , 但在關於藥理學和農病防治上的意
義 , 仍待進一步的研究盡興。

幼苗飼育期間 , 矽藻類 Hyalodiscus steUiger , 和綠藻類 Ulothrix aequalis .亦會自然繁

生 , 有助於水貴的穩定 , 但當此種藻類老化而大量死亡時 , 反而容易敗壞水質 , 且使幼苗活力降低 ,

此時即需實施大量更換新水 , 以免對蝦苗造成影響。
在延長光照試驗的兩組幼苗 , 其活存率並無顯著差異 , 但觀察光照組的進食狀況較未照光的控制

組的幼苗為佳 , 晶點和張等 (15)
觀察結果相同 , 試驗光照與否的差異為在光照組於第 24 天已有幼蝦

蛻變出
, 而在控制組直到第 31 天才有蛻變完成的幼蝦發生

, 而此時 , 光照組已發現有 33 尾變態完

成的幼蝦 , 筆者龍為是光照組的幼苗 , 因為攝餌狀況較好 , 促使成長較為迅速 , 提前完成變態所致 ;

但因本試驗之兩組幼苗非育自同一親蝦 , 故延長光照的故果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幼苗飼育至使期 , 共分為五個半公噸桶飼育 o. 至全數變態完成 , 共育得幼蝦 12,687 尾 , 活存率

僅 25,.49 屆ι以嫌偏低
, 而且變態為幼蝦的時期 , 自 23 天至 59 天不等

, 造成體型差距懸蹺 , 筆者探
討其原因可能為 : (1) 水溫偏低一一飼育期間雖以加溫器控制溫度

, 祖比起此蝦的最適溫度範圍 26 -
詣。 C 為偏低 , 使得培育幼苗至全數變態完畢共需 59 天 , 顯梅幼苗發育參差不齊。 (2 撒生物感染一

一因受到徵生物的感染 , 增加了死亡個體 , 而經藥物治療而能恢復正常的個體 , 其成長情形自然比健
康個體為慢 F 亦造成幼苗體型的差異不齊。 (3) 跳桶行為一一幼苗自第七期開始 , 當打氣誠小或停止時

, 容易跳躍出水面 , 站附於桶壁 , 導致脫水而死 , 若欲誠少!跳桶行為過成的死亡
, 可參照庫等

(a )
和

盧等〈圳的方法以誠少之。 (4) 變態不全一一在幼苗蛻變為幼蝦期間
, 常見因不能完全脫殼而死亡者 ,

損失頗鉅 , 此點和摩等 (a )
的觀寮相同 y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雖仍有待研究

, 但接筆者推測 : 可能與幼

苗飼育的餌料營養平衡有關 � (5) 強食行為一一幼苗在第 11 期變態之前 , 因攝餌瀛少 , 活力降低 , 適

當況下桶底 , 亦容易被其他未變憊的幼苗和已變憊的幼蝦所殘食 , 其累積的死亡個體亦為數不少 ; 欲

改善此情形 ,
可用摩等 (3 )

的態垂黑網法
, 武在飼育桶周圍下轍ν3 于以黑# 遮蔽 , 而予以稍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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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攘 Silverthorn 學17)
指出 : 在泠抗性實驗 , 墟度因素對幼蝦的活存率並無顯著影響。故筆者將飼

育變態完成的幼蝦的牟淡鹹飼育 71( 揖度仍維持於 16 且也左右 , 以育成越多苗 , 並繼續從事半淡鹹水養殖

的研究。

二、斑節蝦

表一中不同墟度對雌蝦排卵的影響
, 顯示m 節蝦對於墟度的聽然改變 , 需要一按時間之適應 , 因

而影響了排卵 , 甚載有死亡情形發生。本試驗所用雌蝦共 22 尾
, 而實際排卵僅 6 尾

, 而且有排卵之

雌蝦 , 部份並非全數排卵 , 其體內仍畫畫留部份卵 , 接回l申指出本省斑節蝦的產卵盛期為每年 3-5 月

及 9-10 月
, 而本試驗所用母蝦為 2 月 16 日和 17 日捕獲者

, 觀察其體節第一節部份的卵巢 , 多數未

星倒三角形狀萬不規則的突起狀
, 顯示卵巢發育不全 , 所以排卵情形不佳。

幼生各期飼育管理情形 , 重日表二所示 :

幼生各期活存率如表三所示 :
幼苗飼育期間

, 於眼幼蟲期添加海水線藻 Tetraselmis spp. 之效果探討試驗〈其培養古法參間

林
(1申的報告 ) I 在添加鯨藻為輔助飼料的第一組中 , 蛻變至褲蝦期的活存率為 71 % I 而在未添加線

藻的第二組活存率僅 55. % I 顯示此綠藻有相當的飼料敷果 , 但因試驗幼苗並非來源自同一尾親蝦 ,

可能會有個體間差異的存在
, 故仍需再進行其飼料教果探討。但攘筆者觀察 , 在僅投飼蛋黃微粒的第

二組眼幼蟲 '
可能因食蛋黃所排出的糞便粘住較大

, 常會把幼苗節的尾扇摺住 , 而妨礙了幼苗的行動

和發育
, 而在第一組中 , 因配合投飼 i線藻

, 貝IH 良幼蝦所拖的糞便中夾雜有綠藻體物
, 粘性較小 , 較不

會妨礙幼苗的行動
, 此點和盧

(
串的觀察相同。

斑節蝦蝦苗的體長、體重和體積闊的相互關係 ' 以數學式表示如衰四 :

三、草蝦

在雌蝦眼柄結紮試驗 , 筆者探用細鋼輾結紮各頓左眼 , 乃因若是手術切除眼柄的捕 ,
對種蝦的

刺激較大 , 且會有血流不止而造成死亡的情形發生 , 而用細錦輯結紮的 15 法 , 方是阻止血流供應眼球

部位 , 使其眼球組織撞死而自然脫落 , 和眼柄切餘的教果相同。叉攘 Sant iago(2q) 指出 : 草蝦雌蝦的

單眼切峰 , 已足以導致卵巢成熟 , 而去除雙眼者卻導致高死亡率 , 故試驗中僅行單眼結紮 ' 其結紮結
果對排卵的影響如衰五所示 :
結果顯示跟柄結紮確能促進卵巢的成熟與排卵 , 但由於試驗中未購買性戲熟的雄蝦 , 無法進行連

續排卵的試驗 , 使得脫過殼的雌骰無法繼續使用 , 因為當雌蝦脫殼時 , 即將藏精器的置于精囊隨同薔體

殼脫去 'm 以試驗僅進行至雌蝦脫殼時為止。

摘 要

本試驗在淡水長胸大蝦 15 面 , 在探討初冬育苗的可行性和育苗相關問題的解決芳法 , 發現在幼苗

飼育期間
, 若有幾丁質分解細商感染的肪象時 , 可用泰誠滯銷礦胺劑 20 - 25 ppm 濃度連續施以藥浴

3-5 天 , 則可收到預防和治聾的教果。在延長光照的試驗中 , 由於延長光照促使幼苗攝食狀況較佳
, 而使幼苗能提早完成變態。當幼苗完成變態為幼蝦後 , 繼續在墟度 16 月b 的半淡鹹 71( 內飼育

, 並不
影響其活存率 , 且能繼鑽進行半淡鹹水養殖試驗。

在理節蝦繁殖試議中 , 發現飼育水壇度的驟然降低 , 會引起種蝦生理的不適 , 而影響及其排卵。

飼育期間眼幼蟲期的投飼 ' 蛋黃微粒雖可取代藻類的投餌
, 但最好能相互國合 , 可得到較佳的活存率

。

草蝦繁殖試織中
, 以組鋪蟬的結紮眼柄法取代常用的手衛切除法 , 可使種蝦的眼柄自然腕落 , 卻

不影響眼柄切除後的卵巢成熟效果 ; 且利用此結紮法 , 亦可遲到連讀排卵的故果 , 增加了蝦菌的生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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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辭

試驗期間 , 承蒙水試所台南分所長丁雲輝先生 , 以及林明男先生和朱耀明先生的鼓勵和殷切指導
, 和分所內多位同仁的協助和支持 , 使本試驗 f駐L順利完成 , 在此謹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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