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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峽蝦類資源調查與紅斑赤蝦生物學之研究

吳全橙

Survey of Shr imp in Taiwan Strai t ar 世

B iej I ogi cal Studiea of Thick - she II Shri mp

Jletapenaeopsis barbata de Haan

Chuan-Chen Wu

The survey of shrimp resources were. carried out monthly from the catches of

Taiwan baby trawler which operated in the western area of Taiwan ( 22
�

30'
�

N-25 。帆

118 � 33'E-120030'E ) from 也e July 1982 to June 1983.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的 follows:

1 The percentage of shrimp to the total catch of the area was 34 .65 � 告 , and the 口laIn

回asoo was from July to October. Tt 蛤 C.P.U.E. of. the tota I catch was high.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Pe 配 adore Island, and reached 8.4 -12.6 kg/brat August, 1982.

2. 13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which 5 predominant species and their percentage of

catch in weight are M. barbata (27.8%), M. affinis (9.6 份 , P. hardwickii (9.3%

), P. monodon ( 8.7%) and S. prominent is ( 8.5%) respectively.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of shrimp of northern coast of Taiwan.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length and body length ( TL-BL), body length and
of M. barbatacarapace length ( BL 一CL ), body leng 也 and body weight ( BL-BW)

are all highly signifi 目前 .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emale in TL-B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e and

Howeve r, 也e carapace length of the f ema I e IS

larger-then that of the male.

4. Analys i s of covarhnce of M. barbata shows tha t the TL, BL, CL, and BW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s was more signifi 闊的 than those of the numb 前s of dor 田 1

rostrum tooth.

5. According to the bQdy length distribution of M. .b(lrba 旬 , . there may have tWO recrui ts

on'.December and May respectively. The main stock reached maximum body

and had relatively high maturity fact 叮﹒ The spa wni ng

length

season is presumed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前 宮

近十年來 , 本省蝦額的生產.量 , 自 3 萬公噸增加至 8 萬餘公噸
, 此生產量伯台灣地區報業總生產

量之 8--9% 左右
, 生產價值佔漁業總生產值之 9 --13% ' 顯示不論是生產量或價值

, 蝦額為本省一
項極重要的;d( 產品 , 雖然部份種類如斑節蝦、抄蜈‘革蝦等大型蝦額已開拍賣施人工養殖 , 但目前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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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盤市場所供應的蝦額多半捕自海中 ( 陳 1980 ) .且其生產額別主要為近海漁業中之小型拖網瘋

業 , 約佔蝦頓總生產量之 72% 。又根攝漁業局觀業年報統計
, 本省生產之蝦頓以「其.他蝦顯」居多,

約佔 76% .為有數的利用頤額資廳
, 蝦額之好佈、種類之組成以及主要種類生物學特性之探討是必需

的。筆者已完成台灣北部蝦額資源研究 ( 吳 1980 ) .本報告則以台灣海峽地區為主要調查對象
, 研究

各魚場蝦類組成及主要種類缸斑赤蝦 ( Metapenaeopsis barbata ) 生物學特性 , 並藉其體長變化及
各報區之生產力 , 探討其可能的移動路徑 , 以供油民作業及小型拖網輸業管理政策之參致。

材料與方法

『弋攤市場調查與資料之蒐集 :

自民國 71 年 7 月
,

至 72 年 6 月於主要報市場實施現場調查
, 調查項目包括作叢書且船馬力數、作

業夫數、投網輯、數、作業海戚、拖網時閱、機接種類及數量等
, 並逢攝取樣蝶集標本。

標本船「陸福財 J 等廿七艘魚船也配合實施資料蒐集其調查項目與漁市場現場調查相同
, 其中

蝦額之組成
, 則進攝取樣放於 70% 之酒精溶液中保存。

二毛實驗室操作及資料處理:

將接集之標本 , 帶回貫驗室中 , 稱其總量 , 計算其個體數 , 分析其種類組成 , 各種類所佔重量
之比率並計算出現之個體數 , 鑑定雌、雄 , 測定額角之齒數、助長、全長、體長、頭胸甲長、體重
及生殖臨重 , 駒長、全長、體長、頭胸甲長之測定係以 Mi tutoyo 牌游標尺測量至 O.Olmm' 各詛.U量

都位如圖 1 所示。體重及生殖膜量之捌定則以 Microwa CHI 9428 電動天秤稱至 O.lmg 。成熟度係

時

,
唔

i--Rb- →i
j←一-Cl=

Tl-

BL:

園 1 紅斑赤蝦各部位測定標語園。 ( TL 表示全長 . BL 表示體長 , 缸, 表示

助長 . CL 表示頭胸甲長。 )

Diagram ofM. barbata showing body parts measured. TL-Total

length; BL-Body length; RL -Rostrum length; CL -Carapace

length

Fig. 1

數 (Maturity factor) 則以生殖腺重量 (G. w. ) 之一百倍與體重 ( B.W: ) 之比表示 . M.F.=

G.W. IB.w. X 102 。將所獲取之資料攝入 CANNON BX-I0 電腦中處理並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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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漁船作業觀說 :

台灣海峽作業之小型拖網漁船其作業之主要範園為 22 � 3 0 ' N 至 25
� N, 118 �

30'E 至 120
�

30' E

之海協 , 各報區單位努力普通獲量之月到變化如闡 2 所示
, 以澎湖附近海城為最高 ,

7"'"

8 月間平均

單位努力觀獲量達 19.6 kg/I 汀
, 各作業區餘少數漁區外 , 或多或少皆可漁獲蝦頓 , 且單位努力漁

獲中並無完全漁獲蝦類者 , 全區主要報獲物中暇顧佔 34. 65 % '
以澎湖以北漁區漁獲較多。若以台

灣海峽沿岸漁獲蝦額之主要縣市 1979 年至 1981 年之月別產量變化而言
( 圖 3) , 除雲林縣及台南

市變化頻率較小外 , 其餘縣市皆有一高峰出現 , 以 7 月至 10 月產量較多
, 尤其 9 月其平均月到產量

達 657.4 公噸。

三毛種類組成 :

依攘Kubo(1949),Liao(1972) 及 Lee(l977) 之鑑定結果
, 本區漁獲蝦之種類計有 13 種

, 即

紅斑蒜蝦 ( Metapenaeo ρ sis barbata ) 、鷹爪糙對蝦 ( Trachypenaeus curvi rost ri s ) 、澎

湖糙對蝦 ( Trachypenaeus pescadoreensi s ) 、哈氏擬對蝦 ( Para ρ enaeopsis hardwickii)

、揚額接對蝦 ( Parapenaeo ρ si s cornura ) 、刀額擬對蝦 ( Parapenaeopsis cul trirostris )

劍額管鞭蝦 ( Solencera prominenti s ) 、陸脊管鞭蝦 ( Solenocera al ticarinata ) 、凹脊

管鞭蝦 ( Solenocera melantho ) 、日本對蝦 ( Penae!ls ja 抑制 cus ) 、革對蝦 ( P enaetls

mono don) 、損獨角新對蝦 (Metapenaeus affinis) 及獨角新對蝦
( 她 ta. ρenaeus monoceros

) , 各種類之月到重量出現率 ( 表 1 ) 顯示 , 本區之主要種類以紅斑赤蝦、擬獨角新對蝦、哈民擬

對蝦及劍額管鞭蝦為主 , 其出現比率分別為 27 . 8%' 9. 69 石 ,9.3%,8.7%, 及 8.5% 。而一般所謂

之厚殼蝦 ( 包括紅斑赤蝦、 II 爪糙對蝦、澎湖糙對蝦 ) 則佔全區產量之 1/3' 而劍蝦、大頭蝦則佔

12.3 % 及 11.9% 。

三三紅理赤蝦之生物學持住 :

缸琨赤蝦於 ;;{;: 區出現之比率達 27. 77 % ' 為最主要的漁獲物之一
, 年產量達 1 萬餘公噸

, 其生

物學特性結述如下 :

H 形質問之關係
將各組樣本之頭胸甲長對全長與體長、體長與全長、頭胸甲長對助長、體重對全長製成歡布

圖 ( 如圍 4--9 所示 ) , 全長與頭胸甲長關係 ( TL-CL ) 、體長興頭胸甲長關係 ( BL-CL) 、

全長與體長關係 (TL-BL .) 及頭胸甲長對助長之關係
( CL-RL ) , 均星直線關係式 , 但體長與

體重之關係 ( BL-BW ) 則星對數式 ( 1 oga ri thmic curve) 。故使用直緝迴歸分析
(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估算 TL-CL 、 BL 一CL 及 CL-RL 之關係式 , 而 BL-BW 關係則先將原

始資料預以自然對數轉換後, 再以直線迴歸分析 , 所得結果各組過歸關係式均具高度顯著性 ( P

<0.01 ) 。

(二j雄、雄閑之比較 :

將 TL 一CL,BL::-CL 及 RL-CL 關係式繪於圖上 , 比較雄、雄問之差異性 , 其關係式如下 :

CL=- 0.23515 + 0,23552 TL. ( ♀ ) r=0.97332

CL=- 0.03493 + 0.20449TL

CL= - 0.23866 + 0.27633 BL

(c)

( ♀ )

r=0.94865

r=0.97272

CL= - 0.00403 + 0.23515 BL ( 古 ) r=O.94360

0.25719 + 0.57851 CL ( ♀ ) r=0.92316

RL= 0.O7096+0.71202CL ( 古 ) r=O.90476

顯示酷的公分以上之雌蝦 , 其頭胸甲長較雄師長 , 而體長在 5 公分以下者峰、雄略相餅。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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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to 1981.)

BL-BW 之關係式為 :

BW= 1.61059 -1.33834 BL + 0.23077
BLz ( ♀ ) r=0.96519

BW=0.55027
-'-

0.79702 BL+ 0.17328 BLz (0) r=0.88717

顯示體長在 7 公分以上時雌、雄聞之體重開始有所差異
, 亦即雄體體重較雄體為重 (- 圖 9

) 。

目額角上車聲不同齒數之比較 :

缸琨赤蝦額角 ..h 轍具有 7--8 齒
, 僅第 1 額由位於頭胸甲上

, 額角下緝並無額齒 ( Bale 蝠 ,

1914 ) , 本區雌、雄體各月間不開齒數的出現頻度 , 以 7 額齒較多
, 佔輯出現數之 75 % ' 8 額

齒較少 ( 表 2 ) 。將不同齒數的峰、雄體 , 其全長、體長、頭胸甲長、體重等形質分別以直撮姐

歸及曲聽過歸式顯示如表 3
, 各組聞除 8 齒雄體之 CL-BL 組外

, 顯示相向街數之不間性別與形

質問具有意義。為課討性別與不同額曲之各項形質問之關係 ' 將不開齒數、相間性別間之吼一:帥

,BL 一間 ,CL-BW,TL-BL,CL-BL,CL 一TL 形質與相間齒數不開性別間之各形賀
, 以變異分

析比較 , 其結果顯示 , 性別間形貴之變異性較額齒閑之變化較有意義 ( 表 4 ) 。

個各月間體長頻度分佈 :



∞
的
-e

的
自

-NH

呀
。

.
。

。

kh.
。

∞
咱
可
﹒
甜
可

。
同
.
的
同

UO.
叫

oh.-YH

N0.
∞

。

h.ON

(J
"..
、

@�
r 、、

.."

72

N
∞
﹒
呵
呵

叮
嚀
﹒
的NO.-[

叫

的
可
.
。
阿

。
同
.
。

的

h-M

的
同

.NH

N0.
。

。
N.
。

的
∞

.hh

閃
閃

.
。

的
∞
﹒
的

OH
﹒
∞N

::> "..
、

o�
z......

。
的

.OH

N
ω

.
可

的
。

-NH

。
可

-mHH

∞
0.
的

呵
呵
﹒
的

的

kh.OH

ON.
的NO-mH

∞
kh

⋯N
NO
﹒
的N

←.."..
、

u�

OAF-OH

的
∞

.
。

。

0.GH

何
可
﹒
的

∞
們
也.-v-ym.O

明
yhh.

。

。
的

.kh

。
的

.
。

。
。
.
。

N
的

-H
hkh.
的

白
的
.-T

可
0.
∞
N

(

設
)

心
凶
的

。
∞

-OH

的
∞

.
。

OMH.OH

阿
甘

.
的

∞
也
.-y

-ya.
。

-yh.
。

。
的
.h

。
的

.
。

。
。

.
。

N
的

.HOAF-
的

。
阿

-N
AWH.

呵
呵
可

L'J
'"": 可 �

<C 、

-'

。
∞
﹒
∞-[

。
。
-m

∞

0.mw
NU.hFH

mH.

可

可
的
-Mhhkh.N

。
。

.
。

hhN-H

呵
呵
﹒
的

H
∞
﹒
的

。
可

.
的

。
∞

-ON

(

改
)

門
口

AD
門

。
kh.

的

的
可

.OH

的
。

-mw

的
可
﹒

-YH

h
∞
﹒
-Y

。
的
-N

的
自
-N

∞
的

-m

。
可
.N

。
的

.
。

OH-eH

ho-NON-m

也

hh.OH

s�

。
。
-u

的
問

.hh

om--

∞

。
可
﹒
∞

ho
﹒
的

HN.
。

∞
。
-H

命
的
-m

。
可

.
∞

。
hh

﹒
的

閃
閃

-mWM

的
同

.
的

。
。
.
。

。
可

.
的

N

:>< ".. 、

望遠

Hhh.
的
同

。
同

-mE

∞

0.OH

的

hh.mu

hmM.

。

。

0.N

的
∞

.
可

hh

∞
.HhN-H

OH.
的
同

的
N.
的

OH
﹒
的

明
YM.
可
N

p:::.......

內 �
<[; 、圖,

。
。

.OH

白
的

-hh

的
可

.OM

可
。

.
的

HYH.
。
同

。
的
-H

叫
的
-H

嚀
。

-mE

。
可

-M

。
的

.
。

HN.
∞

的
可

.
可

。

N-mw

的
可

-MHN

出 (

單選

呵
。

.hh

閃
閃
﹒
呵
呵

閃
閃

.
的

hh

∞

.-y

∞
。

-OH

們
同
-N

N
的

-H

∞

0.GOM-N
OM--

【

。
可

-HH

的
阿
-M

H
的

.
。

HH.khN

(

談
)

臼
凶

hH

心
的

.
的

的
hm.
。

呵
。
-o

呵
。
-u

的
。
.
叫

YH

的
同

.
可

∞
的
.O

hho

﹒
∞

。
。

.
。

-[
∞

-NH

的
。
.N

。
同

.
。

。
可
.
。
的

��

阿
』
姐

HO

起
﹒
時

間
、
忌
、
＼
＼
甸
甸
這
姐
也

Hh

旭
、

SHe-~

(

睡
個

)

單
郭
世
輛
紅
聽

z
ε
＼

EZSHEn

司
也
立
足

(

蠻
為

)

單
部
世
輛
也
聽
錯

忌
。
、
。
忌
。
妄
言
包
這
是

(

舉
制
柯

)

單
部
MW

阿
迪

UHHh

。

AMHM

咒
的
這
祖

HHHhmwk

(

單
單
掛

)

醫
部
將
血

。

aHHhHH

』
姐
惡

HHKMWU

。

"hhwH
。
的

(

單
固
執

)

單
舉
辦
社
E

HHMHMawKHHU

」

RHNUN-KMWhHGHhmw

』
。
的

(

單
頃

,
單
固
執

)

單
攝
取
件
過

明

HHHhmWHh

明

HhkohqHHKMWhM

也
籠
包
句
。
的

(

單
岳
蟬

,
固
樹
回
岡
村)
醬
醋
哥
社
攝
蠶

的

WKM
峙
。

KWh-

之
法
旬
的
明
崎

AE
恥

WHVHh

包

AHHHKHHnh

(

睡
一
種

)

阿
富
部
峰
回
WR

HUK
法

Hhk
。
姐

"
一
ZAR
。

UNMHh

包

ARM-KHMmh

〈
盟
軍
〉
輯
部
攝

MW
聰

明
明
也
切
、

BMUKHMH

『
肉

ZAHG
包

MUHhmwAMNHKNM

丸

(

盟
軍

)

單
幫
器
由
也

ZZSKMUSSAZ

�

Eahduehh

(

甜
甜
甜
棚
毆)
單
部
輯
聽
錯

閻
明
KH
崎
。

kwakgu

叫
法
姐
姐

HSAMh
「
是

UHHKFh

(

盤
驅
毆
,
聰
也

)

輯
部
與
區
體

HHHHH

也

KHMA

可
叫
咱
悶
、
。

NWHHHh

旭
、
也M
旭
、
司

(

也
圍
棋
世

)

單
備
揖
出

前
ω
叫
υ
ω
【
間
的

至

gE

ZE
材
的

S
』

PZIFEE
ω

-KEHKEEKEZ

曾
8
閻
公
認
叫
起
的
苟
且
切
叫
ω
』

P

惘
。
ω
當
28
』
ω
心

檻
頭
喇
喇
軍

RNE
獻
輯
醬
醋
罷
事
聽
缸
知
名
單
躍
躍
攝
制
分

Hwm

同
ω

-a
祠,
崗
、



Fig. 4

Fig. 5

JO

-、
E

.c:20
抖
划
已
叩
門

ω
υ
吋
Po
咱

810

73

. Female

. Male

αJ 君自0.2J515+0.2J552 τL

r=O. 97 JJ2

=-0.oJ493+0.20449 τL

r=O.9 崎 65

岫 50 6

Total leng 出 (om)

O 80 90 100

圖 4 缸斑赤蝦之全長與頭胸甲長關係

Rela tionship between carapace length and total length of

M. barbata.

JO

E

'-'20
Z
抖
切
已
。
片

。
υ
吋

� 10l

. F 個lale. Male

CL=-0.00403+0.2J515 且

r=O.9 句60

岫 60 80 90 10050 70

勘dy length ( tm1 )

圖 5 缸謹亦蝦之體長與頭胸甲長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apace length and body length of

barbata.M.



30
(

自

-SH)

74

Female

、。一 .
/W

r=0.923l6

20

10

且
抖
。
自
ω

-MSHDHMmO

凶

O

O 302010

(m.m)Carapace length

雄性缸斑赤蝦助長興頭胸甲長之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trum length and cara.pace length of

female of M. barbata ﹒

國 6

Fig. 6

30

(EH
﹒
日

)

male

-

� ⋯ 202CL
r=O. 90.476

20

10

ZHHhw
口
ω

HE
口
H
抖
的
O
凶

30

(m.m)

2010
O

O

Carapace length

圖 7 雄性缸斑恭蝦助長興頭胸甲長之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trum length and carapace length of

male of M. barbata.

Fig. 7



75

Female
140

Male.1� 。

120

BL--O.O�697+O.8579TL

E 申O.9942}

/

11 。

�-�-0�
自 1∞

若
曾
� 80

h
3
肉

甸

50

90

70

40

120100 110如串。70“50
�o 4Q.

barbata.

Total 1e 時th(-)

缸斑亦蝦之全長與體長關係

Rela tionship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total I回g 血 ofM.
圖 8

Fig. 8

. -F 個ale
11

. Male10

9

eTb5

(M

二
胡
也
芯
,h
苟
同

4

3

2

1101�0' 。8070“5040,0

Body 1e 呵油 ( 國 )

國 9 缸斑赤蝦之體長與體重開係

Rela tionship between body weight and body Ie 睡前 of M. barbata ﹒Fig. 9



表 2 台灣海峽產紅斑亦蝦額角上般不同齒數月到出現頻度
Monthly occurence of M. barbata of both sex with different

dorsal tooth of rostrum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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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NOVocrSEPAlGn 且JUNMAYAPRh必RFEBJAN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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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os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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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一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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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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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65

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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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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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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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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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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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斑蒜蝦每月體長組成百分頻度變化 ( 圖 10) , 顯示台灣海峽觀獲之缸聽亦蝦 , 1 年中補充
群的加入可能有 2 吹 , 若以工群為調查期間漁獲之主群 , 第 1 吹加入之繳獲小型群為 E 群 , 第 2

故加入之觀獲小型群為 E 群 , 由閻 10 顯示魚握主群 ( 即 I 群 ) 於 11 月時 , 其成長達最大型 ( 平
均體長為 80.3mm) , 雌體體長普遍較雄體為大 , 一股設認為正值蝦類繁殖期的現象 , 而 12 月

時 , I 群開始連到報獲體長 ( 平均體長為 47mm) , 盈年 5 月 ,]I[ 群亦違漁獲體長 ( 平均體長為
49mm) 0 12 月時 , I 群開始達到漁獲體長 , 翠年 1 月時 , I 群逐漸為 E 群所取代 , 至 5 月時則

完全襄退 , 同時 E 群開始達觀獲體長。
的性比及生殖臨 :

各月間紅斑赤蝦雌、雄出現之比率顯示 , 一般以雄蝦出現之比率較多 , 但於 9 月至 12 月間雌

體有增加之趨勢〈表 2 ) , 漁獲主群雌體成熟度係數 (Maturity factor) 頻度之月則變化情形

如團 11 所示 , 由 9 月至 11 月 , 雌體成熟度係數頻度分佈逐漸向右移 , 且有逐漸趨大之傾向 , 而
12 月至 2 月則向左逐漸趨小之傾向 , 9 月時睡體成熟度範圈於 2.0 以干 ( 平均M.F. =0.86) ,
10 月時艦體成熟度指數約在 1.2 左右 , 且 9 日巢成黃色 , 部份則達 3.1 左右 '11 月時 , 分佈範圖
增至最大 , 最高之M.F.=4.6 , 卵巢成金黃色 , 12 月時則逐漸襄退 , 至 2 月時M.F. 則在 0.6
左右 , 因此推測其產卵期應從 10 月至 12 月之間。

村地理分佈 :

缸斑亦蝦之作業魚場 , 每月間之單位努力觀獲量分佈如圖 12 , 顯示本省海峽地區終年皆可漁
獲此蝦 , 其主要產於新竹以西、澎湖以北之海域 , 每年 7 月至 10 月主要產於澎湖以北海域 , 而 12

月至翠年 3 月 , 澎湖七美南方附近海協 , 其單位努力漁獲量有顯著增加之現擊 , 其原因是否為此
蝦之群移現象 , 或因東北季風盛行時 , 分佈於雲林縣、台南市、澎湖縣、高雄縣等小單拖漁船未
能前往澎湖北部海域作業之原故 , 尚待查證。

論

本研究利用紅斑亦蝦額角上輸不同齒數之形質關係 , 探討其閑之意義 , 結果顯示全長、體長、體
重、頭胸甲間之形質對於不同性別問之關係違比額角上搬不同齒數間之關係來的有意義 , 亦即利用不
同性別來比較全長、體長、體重、頭胸甲長間之形質關係較為治當。蘇 (1976) 也以天然草蝦興養殖

草蝦為對象 , 課討雌雄問全長、體長、體重、頭胸甲長等形質的差異性 , 認為不論天然或養殖草蝦 ,

雖體頭胸甲長比雄體頭胸甲略長 , 此與缸班赤蝦之形質相同。江上﹒吉野 (1958) 曾實施野生鏘魚 (

oryziatidae ) 臂輯軟蝶數的地理性差異研究 , 其認為魚類軟蝶數的多寡 , �
頁 � 慮遺傳因子及個體發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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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班赤蝦額角土車數不同齒數之頭胸甲長、體長、全長及體重之姐歸式

Statistics of regression of body weight, total length' body length'
表 3

Table 3

and cara 伊 ce length respectively. τhe ca1culati ∞S 鴨re 油sed ∞ natural

logari thmi cally transf onned da ta

Fbno. of dorsal
tooth of rostrum

rasexRelationship

2622.5580**0.96081. 9694-12.6599F
1238. 5678u0.94171. 5265- 9.0245M

7

378.0325**0.93111.6515- 9.6909FTL-BW

363.3363**0.91991.4431一 8.3161-M
8

2972.7512**0.966'12.3415-12.8738F
1187.6989**0.94791.6985一 8.2905M

7

349.3696**0.92611.9200

1.6459

- 9.5591F
BL-BW

424.0246**0.9283- 7.9276M
8

679: 1879**0.91730.1679+ 0.0544F
215.3030**0.86120.1819- 0.0456M

7

386.4581**0.94750.1724+ 0.0193F
CL-BW

47.4851*0.88600.2098- 0.2379M
8

4990.9295**0.99660.8569一 0.0220F
1582.1280**0.96550.8354+ 0.1783M

7

5582.4350**0.9949O. 8401+ 0.1452F
TL-BL

173.2880*0.94930.7748+ 0.6451M
8

4440.0140* 楊

0.9742
一

3.4162+ 1.2482F

2094.9910**0.95173.7465+ 0.8905M
7

85.66600.7616

0.9404

2.9031+ 2.3046FCL-BL

8 535.3600**3.9989+ 0.4257M

3730.8120**0.97143.9329+ 1.5905- 一F
1930.0730**0.95234.3642+ 1.0870M

7

1366.1800**

274.8360**

0.9797

0.8979

4.1738

4 . 1818

+ 1. 2018F
8

CL 一τ
'L

+ 1.4161

a : Intercept

b : Regression cofficient

r : Correlation coeffici 回 t

F : Variance ratio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u : Highly significant,P > 0.01

* : Significant, P < 0.0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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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表 4 缸班赤蝦額角上車數不同曲數之形質變異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different dorsal tooth of rostrum

of M. barbata from Taiwan strait. Show in each back were

reslts of tests on slope and elevation respectively

Relationship
TL-BL BL-BW CL-BW TL-BL CL-BL CL-TL

S 位 with
di ffer 凹 t dor 回 I to 悅h

古 7 吉 8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 . ns ns .. ..
♀ 7 ♀ 8 ns ns ns ns . ..

古 7
... ... ns ns ns .

♀ 8 .. .. ns ns .. ..

.. .. . ... .. .
♀ 7 ♀8 ... .... ns . .... ...

﹒ : Significant at 5 % (p < 0.05)

**
: Highly significant at 1 % (p < 0.01)

ns : Not signifi 臼 nt

生時之環揖變動因素等諸蝶件來訣定 , 因此本區產之缸斑赤蝦利用不同性別來比較全長、體長等形質
關係較以額角土錯不同曲數對全長、體長等諸形質來得有意義。

缸斑赤蝦於體長 7 公分以上時 , 雌、雄聞之體重開始有所差異 ( 闡 8 ) , 由雄性生殖聽成熟度係
數額度分佈情形而言 , 10 月至 12 月間 , 其成熟度分怖範圈較為寬廣 , 尤其 11 月約有一半以上之個體

成熟係數達 2.5 以上 , 且雌、雄性比為 6 : 4 , 因之推測台灣海峽地區生產之紅斑亦蝦 , 其產卵期應
為 10 月至 12 月之間 , 而由各月聞出現之體長頻度變化 , 估算其生命期 , 觀獲主群 ( I 群 ) 自出現至

南央約為 1 年 , 此與吉田裕 (1941) 研究之結果相缸 , 至於第 1 次加入之小型群 ( I 群〉是否為 I

群所生產者 , 由於目前小型拖網瘋船使用之網目範團為 1.2 吋--1.5 吋 ( 38 mm-- 50nun ) 其漁獲最

小體長約為 45mm' 因之 , 此現象則有待未來蝦額韌期成長之研究給予確認。

摘 要

自 1982 年 7 月至 1983 年 6 月止 , 於本省西部沿岸主要議獲蝦顛地區進行台灣海峽漁場(22" 30 'N

-- 25
�

N'1lg' 鉤
,

E-- 1200 30' E) 蝦類組獲組成調查並以主要種類之紅斑聶蝦實施其生物學研究 , 其
結果如下 :

弋蝦額估全區總漁獲量之 34.65% ' 以 7 月至 10 月產量較多 , 單位努力觀撞撞之地理分佈以澎湖以北
觀區較多 . 8 月時 , 單位努力觀獲量高達 8.4""':'12.6 kg/ 訕。

三毛台商海峽拖網漁場報獲蝦之種類計有13 種 , 以缸斑赤蝦 ( A,{ barbata ) 為主 , 佔蝦頓總聽獲重量
之訂 .8% .其餘擬獨角新對蝦 (M. affini s ) 、哈氏擬對蝦 (P. hardwickii) 、草對蝦 (P.

monodan ) 及劇額管鞭蝦 ( S. praminentis ) 則佔 10% 以下 , 此典北部拖網漁場之種顯組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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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同。

其利用過歸分析得到紅斑赤蝦之全長與體長 ( TL-BL ) 、體長與頭胸甲長 ( BL 一CL) 及體長與體重

( BL 一間 ) 之關係式。全長與體長之關係 , 在雄、雄間並無顯著的差異 , 即雌體之頭胸甲長較雄
體頭胸甲長篇長。

用紅班赤蝦之全長、體長、頭胸甲長、體重等形質對於不同性別之關係遠比對於額角上搬不同

齒數間之關係較具有意義。

.n. 台灣海峽產之紅斑赤蝦 , 1 年中補充群之加入可能有 2 吹 , 分別於 12 月及翠年 5 月進入觀獲
體長 , 主群於 11 月時體長達最大型 , 共成熟度係數也最高 , 產卵期為 10 月至 12 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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