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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部蝦類資源調查 �I 漁場 、 漁期與

主要種類啥氏擬對蝦之生物學研究

吳全橙﹒郭慶老

The Shrimp'Resources -In the Nor'thern Waters

of Taiwan - :n: Fi shing Ground, Fi shing

Season and Biological St�dy 。 F Spear Sh� imp,

Parapenaeops t s hardw i ckii

Chuan-Chen Wu and Chin-Lau Kuo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tatus of shrimp resources in the northern waters of

Taiwan, samples of shrimps were collected from catches of small baby trawlers which operated

in the northern waters of Taiwan from October 1986 to Juny 1987.
Seasonal change of fishing

groun 啦 , catch composition wer�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to the resultS derived f�om the data

of August 1979 四July 1980 in Keelung Fish Market. Also the lcmgth Composition, sex ration and

maturity of Spear shrimp were studied.

10 species of penaeid shrimp were identified in the survey area.
The dominant spe<;:ies

varied with seasons. Spear shrimp is the most: numerous one and appeared aU year round,. the

peak of fishing season is from De郎cen帥I
臼記:.c∞馴o叮ond 'dominant one, the peaks of fishing season are April-June and Septe 的 Big

head prawn appeared mainly inJuly to October.

Rice
、

velvet shrimp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waters of mud to fme sand bottom, Neptune
.

' 扭 S叩d to mud bottom.
._n_-.

The 的 tionship between ωapace leQgth 阱 , cm) and ovary weight 佑 ,0.1 的 is estimated to be

Z=2.166XI02 X 4.31866. The aSI is 1.5-3 for lemales in January-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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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部撤揖2惡本省拖網漁船主要之作業臣 , 其轍連看@之拍賣以基陸魚市揖馮主 ,
蝦類之年平均

產量遠 4 - 5 萬全噸 ,
佔台灣地區顛顛鮑生產量之的一 47 %(1)

。讓劉等
(Z)

之調查顯示 ,
本區之漁獲

魚種主要躊小蝦頓 , 其轍獲量佔全部漁撞物之三分之一 , 包括體型較小的食j蝦、自讀蝦、紅轍及大型
的理節蝦、閉蝦等。為暸解蝦類報擅物中是否有產量特別優勢種顯耳其時、空之變動狀態 , 真 (8)

對此
梅誠之蝦顯種類組成進行調查 ,

並對四種主要蝦類形質關係、作業撤揖分佈、撫區蝦群構遍及其月別
體長組成情形 ,

有劫步的探討。叉 , 1980 年基隆臣之轍類生產量為 48,964 公暉 , 商後鑫年略有變動
. 1984 年連詞 ,131 合噸 , 1鵬年再降至旬 ,論公噸ω , 且都份 79 噸鼠小學拖輸船逐漸轉型為
130 噸敵之學拖網船

,.,
因之此漏揖之作業船噸位有所改變 , 對於轍類實輝是否有影響 ? 文為瞭解目

前北部蝦類實頓狀況有否變動 ,
繼續進行轍船動態及主要蝦類棲息聲揖、生殖生態的調查 , 期能提供

將來施行轍漁業費觀管理之依攘 , 直截培報業種蝦放流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弋漁船動態與作業調宣 :

於 1986 年 10 月至 1987 年 6 月調查基隆地區單拖網漁船作業資料 , 包括桶船噸數、作業漁臣
、作業天數、總投網數、每網拖網時間。現揖鵑華轎擅物重量 ( 以魚市揖過磅重量為堪 , 塑膠裝中
轍額每箱平均 22 公斤 , 小蝦額 18 企斤 ,

木箱豔斑節轍 25 企斤 ) , 及單位努力漁獲量 ( CPUE ,
每單位小時之企斤重貴 ) , 計調查 70 - 79 噸紐標本船 5 艘 . 130 噸鼠船 6 艘。

1987 年元月 21 一 22 日 , 以海� 號試驗船於詣。 - 27 �

30' N , 121 �

30' 一 122 。鉤 'E 海坡 (
國 1 ) , 進行 10 網次的拖網轉產及海底沈積物探集 , 比較混讀物之特性典蝦種鑽出現之情形。

二三啥民接對蝦之生物學研究:

每月探集標本約 20 公斤 , 進行種類缸 ? 性心體精抑蝴生殖頤指數 ( Gonad index,
GSI) 之探討。種類鑑定保依攝 Kub6�J , 事

(5)

游
(7)

儉索衰及種類特徵 ; 蠶蠱百分比計算盤以拿
(8)

之方法 ; 體長組成賀科頁。由標本船已持好之大、中、小爛蝦及下雜魚抽樣之蝦巔 , 並依攝其捕獲箱
數比例換算而成 ; 性比及生殖鵬指數則依蘇州之方語。

結 果
,輸船動顧與作業研查 :

村作業攝揖耳其季衛變化 :
圍 1 所示者寫標 =* 船典試驗船之作業位置 , 秋季 ( 6 月至 11 月 ) 時 , 標本船於余山至東汀

外海及濟手Ii 島以南至北韓 31 度攝區作業 , 多季 ( 12 月至 2 月 ) , 仍以浪崗至東汀外海作業 , 但
作業報區較前季有往東移之現象 ,

春季 ( 3 月至 5 月 ) 時 , 於本省西北部報區作業。
圖 2 所示者為標本船所獲蝦類之單位努力搧擅量 C C PUE ) 分佈情形 , 蝦顯月別 CPUE 為

8.4 - 25.2 kg/hr , 全年平均量為 15.4 kg γ hr 嗔轍謹動組成中 , 蝦類佑篇報獲 t!1 之 32-43%

' 平均 35% 。在調查海域內 , 蝦類之 CPUE 達 20 kg/hr 以上之輔臣有濟州島以南至北韓 31 度
漁區 ( 即 1093,10 鈍 ,1113,1114,1133,1134,1153 及 1154 區 ) 、余山花鳥東方之1148,1149,2008

,2009 區及台揖西北部之 2143,2144,2162,2163,2164 漁區。
( 二j蝦巔

,

種類組成 :
拖網漁謹蝦類中 , 對蝦顯計有 6 屬 10 種 , 自日哈民擬對蝦 ( 長角街對蝦 ) ( P. hardwiCki i

' 佔蝦類總輛接畫畫之 32.7 %) .安違壘赤蝦 . I

縱鰱倒對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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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CPUE of shrimps caught by baby trawlers in the

northern waters of Taiwan. Sep. 1986 - Ma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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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鰱側對蝦 )(P. fiss�eus, 13%)' 劍額管鞭蝦 ( 憂鬱管鞭蝦 ) ( 8. ρrominenti s18.

melantho, 10.89 %) , 鷹爪糙對蝦 ( 蜀角鷹爪對蝦 ) (T. curvirostr 肉 , 5.4 % ) , 凹脊管
鞭蝦 ( 凹陷管鞭蝦 ) (8. koelbei, 3,25 %) , 日本對蝦 ( P. ja

ρoni cus, 2.3 %) , 陸脊管
鞭蝦 (8. choprai, 1.2%) , 缸� 赤蝦 ( 讀亦對蝦 ) (M. barba 旬 , 1.1 %) 及刀額頓對蝦 (

雕翊彷對蝦 ) (P. cultriostris, 0.149 屆 ) , 與 1980 年之調查ω略少 , 但本區產之對蝦類仍
以啥民接對蝦、安達壘赤蝦、縱鰱倒對蝦及創額管鞭蝦為優勢種類 ( 表 1 ) 。

表 1 1986 年至 1987 年標本船漏謹對蝦類 , 種類組成與重量百分比之季別變化。
Table 1 Percentag 在 of weight of shrimps caught by baby

trawler in the northern waters of Taiwan, 1986:...1987.

Winter

(Dec. - Feb.)

Autumn

(Sep ﹒ - Nov.)

sum 叮Jer

(June - Aug.)

Spring

(Mar.-May)

(53.40 )
D

(61.68)

(21.90)

A
(25.35)

一
.

D
(17.90)

1

D
(20.46)

G
(20.19)

G
(13.35 )

2

A
(5.76)

BB
(8.48)

3

F
(5. ω )

J
(17. 劫 )

A
(2.64 )

4

(2. 如 )
F

(8.21 )

H
(4.87)

C
(2.26)

5

G
(1.56)

F
(1.51)

6

H
ω .85)(1.19 )

B
(1.15)

H
ω .29)

7

B
ω ..34 )

E
(0.07)

8

C
(l.o 8 )

E
ω .28)

9

10

* Species number

Trachypenaeus curvirostris

Parapenaeus f is surus

Penaeus japonicus

Metapenaeopsis. bar hat a

M. andamensi s

F.
G.

J ﹒

-LH

A. 8olenocera melantho

c.
D.' Parapenaeo ρ sis hardwickii

P. cultriostris

8. choprai

8. koelbeli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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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對蝦類之季節變化 :
除夏季 ( 6 月至 8 月 ) 實科因故采取得外、秋 ( 9 月至 11 月 ) 、多 ( 12 月至 2 月 ) 、春 (

3 月至 5 月 ) 漁獲對蝦類重量百分比賽化 ( 主要 1 ) , 顧示秋季時 ,
以劍額管鞭蝦、哈民頓對蝦E

縱縫側對蝦為主要捕獲對象 ,
其產量均佔該拳產量之 20% 以上。多拳以哈民擴對蝦、安違晏赤

蝦較為優勢 ,
尤其哈民擴對蝦佔該季搬運產量之 61 % 。春季時 ,

以安違壘赤蝦居多 ( 佔 53%
) , 哈民擬對蝦、蹤鰱倒對轍及凹替管鞭蝦依序漸識。

(四j海底枕積勃興蝦顯出現數 :
1987 年 1 月 , 於 26 。一 27 �

30' N , 121 �

30' 一 122 。鉤 'E 海域進行 10 網眾的拖網試驗 , 調
查海攝水深 74 一 100 公尺 , 褒 J.l( 溫 17.6-:" 21.5'C , 不同底質蝦類之出現情形如里 2 ,

出現種
類有 4 屬 7 種 ,

以安連最書長蝦 (M. andamanensis ) 、艇鰱側對蝦 ( P. Ii ssurus ) 及管鞭蝦
類 ( s.:>lenocera ) 居多。安達晏諒蝦於泥至細沙底質 ( mud to. fine sand) 皆有出現 , 其個體
數以 ST3( 26 � 13.6'N, 121 �

27.6'E) 最多。蹤鰱倒對蝦以混質出現馮主。管鞭贖類則以沙至
泥質 ( sand to mud) 馮主。

Table 2

說讀物特性典捕獲蝦類種類組成。

The characterizati'tm of sediments and shrimp

表 2

composItIOn.

STl ST2 ST3 ST4 ST6 ST9

mud mud mud mud fd.s sand

33 11 108 7 13 35
M. dalei 8 O O O O 5
M. barbata O O O 1 O O
T. curvirostri s 1 O O 1 O 2
P. lissueus O O 14 了 5 1
S. cho ρrai 2 3 2 4 O 6
S. koelbel i 2 4 O 5 O 3

Total 47 18 110 18 13 51

二三哈民擴對蝦之生物學研究 :

村體長組成 ;

水深 20 公尺以裸至 150 公尺以洩
' 漁獲個體體長 4 公分以上之月別體長組成如圖 3 所示 ,

11 月時 , 雌蝦平均體長為 7.72 企分 , 維蝦 6.12 企分 ; 12 月時 , 雌蝦平均體長篇 7.96 公分 ,
雄蝦 6.30 公分 ; 1 月時 , 雌蝦平均體長為 7.50 企分 ,

雄蝦 6.18 公分 ; 2 月時 , 雌蝦平均體長
為 7.65 企分 , 雄蝦 6 ;12 公分 ; 3 月時 ,

雌蝦平均體長篇 7.76 公分 ,
雄蝦 6.54 公分。由體長頻

度飾 , 推知惜之雌蝦可能有二群 , 即體長 4-8j} 分之嗨 ,
及體長 7 - 10.5 公分之峙,

雄蝦懂 4 一 7.5 公分之群 , 但 12 月至 2 月捕獲物之 L 群中 , 有出現少數體長 8.5-11.5 公分
之 XL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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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比 :
月別性比賽化 ( 圖 4 ) 顯示除 9 月外 , 各月漁避之哈民頓對蝦以雌蝦居多 , 10 月至 11 月五 -

1 月至 3 月 , 雌蝦有較高的比率出現 , 此與其盛期出現之情形 ( 衰 1 ) 相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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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4 哈民擴對蝦體長組別之性比農化。

Sex ratio ofP. hardwickii in different length classes.

由儡長組別性比之變化 ( 圖 5 ), 顯示體長 3.0 - 5.0 公分組別之性比於 50% 左右 ; 5.0-

7.0 公分之組別雄蝦略多 ; 6.0- 8.0 公分之細別雌蝦之比倒蹄體長之增加而遞增 ; 大於 8.0 企分
以上之個糧皆為雌蝦。

但) 成數度 :

頭胸申長 25 一切 mm 範園內之雌蝦 ,
其頭胸甲長 (X. em

鷗武 ( 國 6 ) 如下所示 :

Z = 2.166X 10-2 X ..a1886 , r = 0.79924

1 月至 3 月 , 各月間雌蝦生殖鵬指數分佈如圖 7 ' 1 月時 , GS I j器。一 4.5 , 以 2-3 為
主。 2 月時 , GSI 之分佈為 0.5 -4.5 ,

高壘起分別為 1-'-1.5 及 2-303 月時 , GSI 之分佈

與 2 月相缸 , 但以 1.5 - 3 為主。

) 與卵巢重 (Z ,0.lg) 之相

論

本 ( 1986 ) 年秋季標本船之作業區於舟山群島外海 ( 即 1148,1149,2009,2010) 及濟州島南方 (

1093,1094 - 1153,1154 ) 有較高的漁鐘 , 其 CPUE 分別為 21.07 及 23.5 kg/ 祉 , 與 1976 年同期

之主要作業區相比較
(2)
略偏東方

, 與 1979 年 70 - 79 噸敵漁船作業區 ( 主要為 2 ∞ 9,2010, 20 詞 ,
2047 )« 日)

略偏東北方 , 且 CPUE 亦偏低 ( 1979 年 , 70 - 79 噸級 CPUE 平均為 29.6 kg/hr ) 。多

季以浪崗至東汀外海及余山東北海域 ( 2010,2012,10 駒 ,1087,1106 頁 1107 漁區 ) 為主 , 其 CPUE 分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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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12.0 kg/hr 7Jl,16. 5 地 /hr , 此與 1977 年以舟山群島附近海城及馬祖東南方
(2)
及 1980 .年於浪

崗東南海攝相比較 , 更偏向東北方 , 其CPUE 差異甚大 ( 1980 年 , 同期之 CPUE 為 38.6 kg/hr) 。

春季以台灣西北部 ( 2144,2162,2163 及 2164 輔臣 ) 為主 , CPUE 第 25.0 kg/hr ' 與 1977 年以大陳

島附近海按及花鳥山東南方
(2)
不同。以上顯示 , 基陸地區拖網捕獲蝦之漁臣 , 主要以舟山群島附近五

大陳島附近海域為兩大中心 , 本年度 ( 1986 一 1987 ) 之調查 , 標本船之作業區比 1976 及 1979 之作

業輔臣有偏東或偏北之現象 , 此是否因中國大陸沿海海蛾資源保護區之設立竄作業漏船噸位之增大或
蝦顯族群分佈的轉移所致 , 有待進寸步之探討。

海底枕讀物與蝦鑽出現之情形 , 本調查海接出現之春轍屬有安達晏亦蝦 , 戴民蒜蝦及缸薩蒜蝦三
種 , 其中安達壘亦蝦於泥、沙、細沙賞中皆有出現 , 戴民亦蝦於混輿沙底賞中出現 , 而缸斑赤蝦僅於
ST4 之泥中有少量出現。安田ω認為赤蝦屬

,
之棲息底質主要以泥至沙賞中 , 其中擬紅班亦蝦 ( M

acclivis ) 有偏向於沙質較豐富之地 3 閱紅涯赤蝦 (M. barbata) 則於混底較多處。 Holthuis
ω

融為紅謹赤蝦種思於 2K 深 20 一 70 公尺之泥地馮主 , 也可於多岩區出現。吳等的調查紅謹赤蝦雄蝦棲
息底質以含沙率 8% 以下出現率居多。本次之底質調查中 , 聽蝦屬之棲息底質與安田ω相缸 , 但因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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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赤蝦出現數較少 , 無法印證其棲息底質。縱鰱側對蝦於水漂 79 - 100 公尺泥底或沙質地皆有出現
, 且以泥底出現率較高 , 此與 Hol thui s 間之結果相訕。

哈民接對蝦月別體長分佈頻度與 1980 年之調查相比較 , 雌蝦除 11 月平均體長相位外 , 其餘各月
約有 3-5mm 之差異性

, 雄蝦亦有 0.08 一 0.12 mm 之差異。此可能與接接方式有闕 , 1980 年之

採樣係以水 l11< 船5萬主 , 而本年因 ;1<l11< 船逐漸缺油故而以冷凍標本船為主 , 在進機取樣土較不易掌撞。
體長組成之季節變化可用來推定系群成長情形 ,

但甲殼類因具有堅硬的外殼 , 讀經由脫殼始能成長 ,

故個體成長星不連鸝現象帥 , 李
(8)
融合 peterson 法與連鑽探接法

, 以探討本省西南海域缸斑亦蝦之
個體成長 , 本鐘之成長式推估亦可朝此方向進行探討 , 但稚仔蝦群全年體長頻度分佈之季節性變化 ,

讀先給予確認。

對於瞭解賞梅動態中的再生產關係 , 性比為一重要因素 , 但此因素隨種頸、旗群、生長海域典季
節之分佈而有所不同帥 , 故不易掌揖其動態 , 體長 6 公分以上之啥民擬對轍 , 雌蝦之性比有隨體長之
增大而遞增之現象且雌蝦比率較高之季節與漁獲盛期相傲。在本省西南海揖產之紅 II 赤蝦亦有雌蝦性

比隨體長之增加而遭增之現象 , 而被認為係因雌雄成長速度之不同而證成 , 但雌雄性比較高之季簡典
捕獲盛產期相缸 , 可能係調查之標本船目前使用 1.2-1.7 吋網目之規格 , 報獲體長 4 公分以上之蝦

穎 , 且啥氏擴對蝦於體長 8 公分以上時全為雌蝦
, 而造成此現象之原因 , 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摘 要

為暸解本省北部拖網漏屬中蝦類費標之情形 , 進本區作業漁船之動態 , 主要蝦類棲息環境與優勢
種哈氏擴對蝦生物學之研究 , 其結果顯示 :

弋蝦類作業漁場主要以舟山群島附近外海及大陳島附近海擴為蘭大中心
, 各漁區之單位努力漁擅量以

舟山島東北方、濟州島南方海場及南、北鹿島附近報獲較高 , 各作業輔臣報獲情形典 1976 及 1979

年之調查相比較 , 顯示作業區有儡東最偏北之現象。
二三對蝦種類計6 屬 10 種 , 優勢種類之出現因季簡而略有變化。第一順位之啥民擬對蝦 ( 佔蝦類總重

量之 32.7 %) 以 12 月至 3 月最多 ; 次為安違壘赤蝦 ( 29.94 % ) 以 4 月至 6 月五 9 月至 1 月為盛

產期 ; 縱鰱側對蝦 ( 13.0'% ) 以 9 月 11 月寫 4 至� 月居多。

三三安達壘赤蝦主要棲息於混至細靜底
, 蹤鰱倒對蝦以泥賀居多 , 管鞭蝦額以沙至泥底為主。

固體長 6 cm 以上之啥民接對蝦
, 雄領之性比隨體長之增加而遞增 , 雌蝦之頭胸甲長 (X,cm) 典

卵巢重 ( Z , 0.1 g ) 之關保式為 : Z = 2.166 X 10-2 X '.31888 ( r = σ .79924.) 0 1 月至 3 月

之 GSI 以 1.5 - 3 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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