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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種蝦培育研究一IV

接草蝦空母的眼柄切除效果
林明男﹒丁雲源﹒羽生劫

Parental Penaeid Shrimp Rearing (lV)-the Repro ﹒

duct ion of Pond-Culture Adult

eU3 monodon, Maturation

Females 。 fPena ﹒

and Spawn ing Induced

by Unilateral Eyestalk Ablation

Min-Nan Lin, Yun-Yuan Ting and Isao Hanyu

This paper is a continuation of Penaeid Parental Shrimp Rearing (III), Pond Cultured Adult

Females '86-G" were induced maturation and spawning by unilateral eyestalk ablation.

1. A total of 206 individual-Penaeus monodon .of PLD 407-530(;pLD�; age in days after post

larva) were ablated. Sixty-six of them (32.03%) spawned (124 spawnings)and a total of

36,972,000 eggs were obtained, with an average of 3 叫),000,' a maximum of 640,000

and a minimum of '90,000 per spawning per female. l'he average hatching rate was 9.35

%, maximum 33.33%,' and minimum 0.12% for the group which molted.

2. Maximum spawning for one female was 5. The spawning fluctuated monthly.

3.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re is !'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eggs and the spawning,

but it seemed to be changed monthly.

4.叫. I仙tto ∞ok an av鴨era呵g伊e of2 釗Id伽ay戶sfi 臼or 伽 f甜irst 叩恥a仰wn剖枷in略gan 耐e叮ra油bl加a刮叫呦t“ω伽ion wi 岫t“血har 川n叫吋E甘山in仙咐Z吋山ir 叮m刷n
and maximum. of 71 days, IFrom tbe second spawning�the. spawning inttrvals. become'>

J
shorter,! and the shortest time ree 前ded was only 2 days.

前實
在台灣陳 ( 1977 ) 首先利用海空母切除學眼柄至產卵及孵化。有關撞車蝦的報導非常講少 , 撮陳

(-1975) Al ikunhli et al 1975 成劫產卵一尾 , Alfredo et al (1977) 脅利用 23 月齡草蝦飯單眼

柄切接替導產卵並孵化 , Primavera ( 19 詞 ) 喬導 5 月齡者至產卵並孵化。本研究是艦前報一揖種蝦

培育研究 I ' 對 0.8ha 土池中培育出之大姐型空母PLD( 接期幼蟲後之日齡 ) 407 -530 之單眼柄切餘

敷果所做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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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蝠號 '86-GJ 祖草蝦空母首先如 Fig. 1 所示
, 在額角及眼柄上做標識 ( 改良自林及丁 1986 ) 以

利個體之脫皮、產卵觀察及記錄 , 其輝號之讀法如林及丁 ( 19 品 ) 。

經單眼柄切除之空母蓋在室內 2.5T-PRC 桶中
, 水深 30 公分 , 每桶 8 尾 , 水溫控制 28 士 1

�C

' 墟分 33 36 pp t , 飼料為制亮之小型紅尾蝦。母蝦債卵厚仁以上 ( 林及丁 1 鉛4 ) 則各別移入 1∞

e 容量之產卵桶中產卵 , 以便估計產卵數及孵化率。上述母蝦若有脫皮者則重新在額角處做標識。

圖 1 種蝦之標識方法
f

Tagging method for adult shrimp. (adapted from Un and Ting 1986).

結果真討論

Fig. 1

.

產卵成劫寧、產卵數 ? 孵化率

總計到除單眼柄 6 批空母 , 供試蝦合計 206 尾 , 結果如 Table 1 , 產卵成劫率 32.()3 % ( 66 尾

) , 總計之產卵回數 124 次 , 產卵數 36,972 X 103 , 每尾平均一回產卵約 30 萬 , 最高 6 是萬 , 最低 9

萬 , 剪眼後先產卵後脫皮群 ( SF group) 之最高孵化率 33.33 � 右 , 最低 0.12 � 右 , 平均 9.35% ' 與
紅尾蝦溫蝦比較甚顯著地低下 c 林等 1988 ) q 在 6 批眼柄切除蝦中

, 以 P印 407 、 4 泊、 455

時切除者比 PLD 464 以上者之成功率高 , 其中 PLD 428 達 100 銘。

P 印471 共前尾切餘眼柄 , 而僅 5 尾產卵 , 成劫牢不及 6� 右 , 因為 PLD530 的成劫率為認 .89� 巴

比上述高 , 故知其成讀差之原因並非由於有較高之 PLD 所引起。將 PLD471 與 407 、 455 、 530 所

飼育之 * 溫、墟分、 pH 加以分析比較 , 其間雖有差異但不顯著 , 而在體長、體童及肥滿度上前者此
後者均有極顯著的差異 ( Table 2 ) , @P PLD471 之體型較小且肥滿度差 , 尤其後者可能是最主要的
原因 , @pPLD 471 切眼柄當時個體條件較差所致 ( 管理不善的池塘 , 蝦之胞滿度﹒較差 , 叉眼柄切除蝦
死亡之前的肥滿度較為低下 : 未發表 ) 。

PLD407 及 4招每尾每因之平均產卵數較其也的為高 , 前者 345 X 103 粒 ( Table 1 ) , 最差屁
為 P印 471 , 唯尚有 188 X 103 粒 , 可知 86' -GJ 墟蝦剪眼產卵成劫率優於台灣近悔之空母〈陳 1977

、林及丁 1984 ) 及在菲培育之 5 及且月齡揖蝦 ( Primavera 1978 , Alfredo & Santiago 1977 )

, 且最高 1 尾產卵 64 萬尾可說不亞於目前自南洋進口之海母蝦。但是孵化率比野生者顯著低下 'Jit
興 '86-G. 之推敲僅投飼人工配合飼料 , 其正常精子含量偏低有關 ( 未發表 ) , 此種情形與前報 -J[

之 P. vannamei 揖育種蝦相同 ( 發表中 ) , 故雄蝦之飼料有改進之必要。



Table 1

Ablation 、

Date
(PLD )**

'87
5

26
(407 )

'87
6

16
(428)

'87
7

13
(455)

'87
7

22
(464)

'87
7

29
(471)

'87
9

26
(530)

Total

表 1 '86-G. 空母單眼柄切臉之產卵及孵化
:The fecundity of pond cultured'86-Gl grass shrimp,

PenaeU$ in 翩。,don Fabrici 肘 , maturation and spawning
induced by unilateral eyestalk ablation. (29 主 0.5.C,
,32-35ppt)

Individuals SI(SRj%)TS*

Spawning

Eggs spawned
(x 1000)

Total

11 ,730

8,060

4,363

4,050

940

7,829

36,972

Mean 士 SE
(range)

345 19.52
(570-120)

n=34

366.36 30.86
(640-110)

n=22

265.64 32.69
( 520-1'3-)

n=17

289.28 20.28
(400-180)

n=14

188 41.40
(320-100)

n=5

260.96 28.42
(590-9)

n=30

303.04 12.41
(640-9)

n=122

.SI : Individuals of spent females.
SR : Spawning rate", SI/individuals of ablated female.

l'S : Total spawnings.

**PLD : Age after post I等 !vqjn. days.

*"SF : spawned first then molted.

19 12(63.2)34

10 10(100)22

14 9(64.3)17

19 9(47.4)14

85 5(5.59)5

59 20(33.9)30

206 66(32.0)124

Hatching rate (%)

SF group (NatUral
copulation)."

Mean :tSE
(range)

2.35 2.03
(4.38-0.32)

-n=2

-15.21 9.08
(33:31-5)

n=3

n=O

14.34 5.96
(26.15-2.11)

n=3

2.11

n=1

7.74 4.25
(33.33-0.12)

n=7

9.35 2.75
(33.33-0.12)

/
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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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卵敷果不具之 PLD 471 處理群與其他處理群之飼育蝶件、

體型及肥滿度比較

衰 2

Z站

Comparing the water conditiuns, size and condition factor
(F) �f PLD 471 adult females with those of different PLD.-, - - ---

no. of observation.

Table 2

t-test*
Group (PLD)

NS
0.100 >P >0.050

407, 428, 455, 464

28.55 士0.13
(29.5-25.3)

n=52

31

NS
0.100 >P> 0.050

33.63 士 0.36
(37 -29)

n 罩 52

32.8 士0.24
(34-31)

n=10

Salinity. (ppt)

NS
0.200>P>0.100

7.93 士 0.03
98.5-7.6)

n=47.

8.04 士 0.06
(8.3-7.7)

n=10

pH

HS
P<O.OOl

18.91 士 0.11
09.98-17.64)

n=47

18_.�6:t 0_09
(19.27-16.82)

n=53

BL(cm)

HS
P <0.001

111.39:t 1.65
(133.91-89.91 )

n=47

98.95 士 1.26
(107.77-73.2)

n=53

BW(g)

HS
J.01O>P>0.005

30.83 :to.29
(36.30'-26.38)

n=47

29.86:t 0.20
(33.52-26.75)

n=53

CF **

*NS : not significant.
HS : highly significant... BW/BU x 100

月份別之產卵回數及產卵數

5 月的產卵群中有 11% 產卵 5 次 , 6 月有 20 克產卵 4 固 , 7 月產卵 3 回佔 6%,9 月產 3 次卵

比率與 7 月間 , 但產卵 ( 成功 ) 率比 7 月高 ( Fig. 2 ) , 6 月最高達 1∞路 , 5 月則有 63 % ( Fig.

2 , 第一次產卵即為成劫寧 ) , 7 月由於大雨壇分低下 , 影響所及 ( 前報 ( I ) ; 林等 1988 ) 成功

率不及 35% 刊。

各月份的每固產卵數比較如 Table 3 , 5 、 6 、 7 月的第 2 次產卵都比第 1 次高
, 9 月則第 1 次

比第窘
,

灰高。在各月的產卵數來看 , 並非越產越多 , 讀越產越小 , 部並無一定的規則可尋。不同月份

相比 , 在相同的產卵次序裡 ( spa wning order ") 大部分 5 月及 6 月都比 7 月及 9 月為高。 5 月及 6

月在第 3 次產卵前平均產卵敏在 31 萬 -40 萬之間
, 在 7 月裡僅在第 2 次產卵超過 31 萬

, 在 9 月憬,第 3

次產卵超過 37 萬
, 其他則介於 20'"

24 萬之間。 '86-G. 達 5 次產卵共有 2 尾
, 其中 1 尾在第 5 次尚能

產下 48 萬粒卵。由月份比較亦知在高墟分及安尾率高的 5 及 6 月 ( 前報 -][) 剪眼產卵敷果較佳。

471

29.03 士 0.22
(29.9-28)

n=10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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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草蝦空母剪眼柄之月別及產卵回數 ( 次序 ) 別之產卵數

Monthly changes in quantity of eggs spawned by '86-GI
grass shrimp, penaeusmonodon Fabricius, matura.tlOn
and spawning induced by unilateral eyestalk ablation.
Data -showed as Meao:tSE (range). n= spawnings.

Unit: xl03

衰 S

Table :t

2羽

'Sep.Jut.June'MaySpawning
order

246.95:t 37.29
(450-9)

n=20

232.30 士 22.33
(450-13)

n=23

381 士 58.10
(640-110)

n=10

349.23 士 30.00
(570-240)

n=13
1st

211.25 士 59.14
(470-60)

n=8

319:t30.74
(380-170)

n=10

395 士 50.84
(580-260)

n=6

399 :t32.12
(550-220)

n=10
2nd

375 :t95
(470-280)

n=2

206.66:t43.71
(260-120)

n=3

355 士 33.04
(420-280)

n=4

310 土 45.30
(460-.120)

n=7
Jrd

230 士 20
(250-210)

n=2

252.5 士45.16
(330-130)

n...4
4th

一般認為卵徑 IJ'..1¥i1 蝦宙育成率較低
, 部卵徑小者卵質較差 , 持這種看法的在台灣的業者中不乏其

人。卵徑的瀏定結果如Table 4 , 相同產卵次序來看 , 自 5 月至 9 月之變化中
, 在第 1 次產卵裡 5 月

及 9 月卵徑較大 , 6 月最低。第 2 次產卵時貝8 月份越高卵徑越大 , 第 3 次及 4 次之產卵亦然。就月份

別而言 , 陰 6 月裡為有規則的變化
, 即產卵次序越高卵徑越大外 , 其他月份都顯出不規則的變化 (

Table 4 ) 。

由前述知卵徑的大小興產卵閏數的關係並無一定的規則可尋。就相同產卵次序中
, 則較有想則郎

月份越高卵徑越大。此外卵徑大小興產卵數之間亦看不出有一定的變化模式 ( Table 4 、 5 ) 。因此

剪限柄的母蝦所產的卵會越生越小讀越生越少的傳說對 '86-GI 之空母言並不成立。

產卵闢醋

7 月的產卵間隔隨產卵回數的增加而誠少 , 但在 9 月卸現出一長一鍾的問隔變化。整體而言 ( 5

-9 月合計〕剪眼後平均 21 日產第 1 次卵
, 最快 7 天 , 最慢 71 天 , 此比海空母為長 ( 林及丁 1984

) , 第 2- 第 4 次產卵最快為 2 天此與海空母相同 ( 白b Ie 6 ) , 另從剪眼算起其產卵間隔日數現出
一畏一鍾的規則變化 , 其間以第 2 及第 4 產卵間隔日數最值平均為 8.52 -9.55 天

, 總之就整體而言
, 產第 2 次卵後之間隔日數均比自剪眼至第 1 次卵之間隔為鐘。

由上述之結果及討論可獲下列數點結論 :

勢以 o. 話 PCS/m Z 之密度及人工配合飼料培育出之揖種蝦經單眼切時與海蝦相同可獲多次產卵之目

28111t

悔字會
,

n=O

n=O

n=O

n=On=O

380 士100
(480-280)

n=2
5th

卵徑



表 4 糧草蝦空母剪眼之月別及產卵固數〈次序 ) 別之卵徑

231

Table 4 、
Egg size of pond cultured' 的 -Gl Pena 叩 s "!onodon

、 .,., �.þR

evestalk ablation, according to the spawning order.
Date indicated as Mean SE (ra 時 e).

Spawning
order

May June Ju1.

1st
269.89 士 1.25
(290.4-246.4 )

n=50

260.48 士 1.08
(272.8-246.4 )

0=60

265.87::t:0.84
(290.4-228.8 )

0=160

20d
261.14 士 0.88
(281.6 目 237.6)

0 = 1 00

265.68 士1.56
(290.4-237.6 )

0=60

269.97 士 1.55
(308.0-246.4 )

0=70

3rd

、 264.73 士 0.94
(281.6-246.4)

0=60

273.24 士 1.91
(290.4-246.4 )

0=40

273.46 上 1.86
(290.4-246.0)

0=20

4th
255.64 士 2.34.
(264.0-237.6)

0=20

276.98 ::t:3.63
(308.0-246.4 )

0=20 0=0

5th
264.0 ::t:1.73
(281.6-255.2)

0=10 0=0 0=0

Sep.

277 .00 ::t:0.90
(299.2-246.4)

0=200

276.04 士 1.50
(308.0 句 246.4 )

0=80

274.12 ::t:2.87
(299.2-255.2)

0=20

n=O

0=0

的 , 產卵數最高每尾每次 64 萬 , 平均 30 萬 , 比台灣野生空母佳 , 亦不遜於這E
者

, 唯孵化率低下

, 除改進誰?報飼料外 , 目前尚可試用坦蝦雌及野生雄來提高產量。 \)

ζ產卵間隔

;

徑、讀產卵數並非越生守多歲越少 , 無一定規則可福。

摘 要

本研究是繼前報一坦種蝦培育研究 I ' 對 0.8 ha 二主池中培育出之大體型
PLD( 後期幼蟲之日齡 )

407 -- 530 之單眼柄切除教果所傲的探討
, 獲得如下之結果 :

弋 206 尾空母切除眼柄之產卵成劫率 32 .03 � 志 (66 尾〉共產 124 次計產卵詣 ,972 X 10'
, 平均每尾

每次產卵 30 萬 , 最高 64 萬
, 最低 9 萬。剪眼後先產卵後脫皮群

(SF. group) 之最高醇化率 33.33

3 苦 , 最低 0.12 � 右 , 平均 9.35 克 , 將精英移植所得之孵化.扣除 , 則所有產卵群之孵化率平均僅

1.76 % '
此是由於雄蝦投飼人工配合飼料

, 正常精子數偏低所引起。

二三產卵� 數最高為 5. 次 , 其間有月份的差異。
三三卵徑的大小與產卵固數多寡關係不明顯

, 但與月份數有關係 , 一般陌言並無一定的變化模式可疇。

問自眼柄切隊至產第 1 次卵其間隔目數平均為 21 天 , 最快 7 天 , 最慢 71 天
, 第 2 次產卵後其產卵問

隔明顯地縮鐘 , 最快 2 天可產卵。



句,

<' 衰 5 '86-FI 撞車蝦母剪單眼柄之產卵間隔

Table 5 T.h� �paw!1ing intervals of unilateral eyestalk,
- -

--p-

n-

unit: day

232

May-Sep.
,
主

Sep.Jul.Jun.MaySpawn-
109

order
闕 -1

f21.49::t 1.07
(71-7)

n=65

17.05::t2.46
(47-9)

n=20

18.52 ::t1.43
(29-7)

n=23

20.1 士 2.95
(40-9)

n=10

36. 砂土 3.23
(71-28)

n=13
1st

8.52 士 1.22
(29-2)

n=36

6.37 土 3.23
(29-3)

n=8

10.1::t 2.28
(22-4)

n=10

13.66 士 3.46
(23-3)

n=6

7 士 1.16
(14..3)

n=10
2nd

甸
、
‘16.93 士 3.39

(46-3)
n=16

7.5 土 2.5
(10-5)

n=2

6.33 ::t 1.45
(9-4)

n=3

、

-rnuny

A
『,
ι

304.

�

hwh

zJ-319.14 主 6.36
(46-3)

n=7

3rq

9.85 ::t5.03
(40�3)
n=7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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