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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撮類乏生物學研究-1

東港沿岸產熊撮之賣學質關係與產卵期

蘇茂森 . 磨 -久
Biological Studies on the Commercial prawns of Taiwan-II

Morphometric Relationships and Spawning Season of

Penaeus semisulcatus from the Coast of Tungkang
土,

Mao-Sen Su and I-Chiu Liao

話詰單位謊言
d spawning season of

前 實

semisulcatus de Haan) 屬夫型對跟頭
, 在本省主要努佈於西甫沿海 , 而以東

話:豈能路; 在
fi!1zAI��tt�.Bl 說

i9�@PIJfjIUilft(8) , {!! m11HI i1ii

詰
韓城 , 此蝦之分佈範圍遠較其他大型對蝦巔 , 如草蝦、斑節蝦、自讀頓等l者為廣

, 文賀龍量之變動亦

較穩定 , 成長亦快 , 故頗有希望成為將來發展栽培轍棠 , 作為種曹大量人工放流之對象﹒故積極加強

此眠之黃頭研究
, 以確實掌揖其實諒動態 , 實為刻不容設立課題﹒

本報告為筆者等進行一系列有閱本省重要超濟蝦之生物學研究之一 11 ﹒此次以東港至訪寮問禪識

產熊頓為對象 ? 針對其形貿關係以及產卵期
, 加以分析探討 , 以進一步完實此蝦之資頓生物學賀科﹒

以供作商後從事責諒解析以及種苗人工放流放果評桔之依攝﹒

材 料 與 3 甘 法

本報告所使用之標本頓係自 1976 年10 月至1980 年12 月
, 由本分所研究人工使用民閉眼拖船 (5T,

SOH 酌 , 於東港訪寮間海城 (Fig. 1) 試驗作業據集而得 (Table 1) ﹒所捕獲之標本跟在船上以塑

膠帶裝妥後隨即于以泳蔽
, 使帶同研究室郎暫存於冷凍庫﹒以供商後測量﹒

瀏量之前
, 竟將標本蝦于以自然解凍﹒並以紗布將蝦體上之永分克分眼乾﹒然後還尾辨閉住別並

進行各項測量﹒捌矗立形質包括體重 (BW) 、全長 (TL) 、體長 (BL) 、頭胸申畏
(CL) 、額角

長 (RL) 、冒上刺距 (ESD) 、肝刺臣也SD) 、觸角刺距
(ASD) 、鱗時倒刺畏 (LSD) 、第一步

足長 (LP1) 、第二步足長 (LP2) 、第三步足畏 (LP3) 、第四步足長
(LP4) 與第五步足長 (LP5) 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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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Map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這 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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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遇有額角或尾柄損館者 ,
則僅詛.IJ 量體重與頭胸甲畏。各形質之測量均依照蘇﹒廖 (fi)

測量砂蝦形

質之方法量取。

測量過之雌蝦隨即予以解剖取出卵巢 , 並稱量其重量 ,
然後依接下列公式求得每尾雌蝦之成熟度

指數 ( Gonadosomatic Index, GSI ) :

OW 卵巢酬 , 恥間
其次 , 為探討 GSI 與卵粒成熟之關係 , 選取不同 GSI 之卵巢 10 幅 ,

由相當於第一腹節部位之卵巢部

位採取卵塊 ,
並立即以 10 %福馬林溶液固定保存。卵塊經固定數日後 ,

即取出放入盛有少許水之培
養血 ,

然接以挑針將卵塊充分分離成卵糙。測量時 , 先將卵 :世攪拌使均勻分布於培養血 , 然後使用
Nikon 6 C T2 投影機 , 在投影幕上進機量取約 2∞個卵粒之直蟹 , 由於卵粒多非正圓 , 故量取長徑
與鐘徑 ,

並求出其平均值以代表直徑 ,
最後依攘此資料作成卵徑頻度分佈圈。

本報告之長度均使用 Mi tutoyO 牌游標尺測量 , 量至 0.005 冊 , 重量則均使用 Mettler P1210 天
秤稱量 , 暈至 0.01 g 。

結 果

一、形質問之關係

按性別分別點出之各形質對全長之敵佈圖,
顯示各形賞之關係點均成直線之式樣分佈。以直

線迴歸分析
(6)
結果 , 如 Table 2 所示 , 各闢係式之過錯顯著性測驗星高度顯著性 (P< 0.01)

, 相關係數 ( r ) 在 0.9875"'" 0.9997 之間。各形質之變異係數 ( CV) .除雄蝦之 LPI 與雌蝦

之 LP3 者外 , 均在 3. 拘留 %以下 , 其中以 BL 、 LSD 者較小 , CL 、 HSD 、 ASD 、 LP4 、 LP5

者略大 . RL 、 ESD 、 LP2 者較大。

其齋 , 為便於繭後調畫研究土 ,
以頭胸甲長推算全長或體長之需要 , 故故以 CL 為贊歌 .TL

、 RL 為應變擻 , 按性別再求 CL-TL 以及 CL-BL 之關係式 , 結果如下 :
雌蝦τ'L = 1. 7952 + 3.92 ω CL

BL = 1.1649 + 3.5140 CL

雄蝦 TL = 1.2340 + 4.2400 CL

BL= 0.8464 + 3.6961 CL

以上關係式迴歸顯著性測驗均星高度顯著 , 相關係數均在 0.9983 0.9995 之間。
二、形質關係之雌雄間比較

由於各形賀對全長均星高度顯著之直鸝迴歸關係 , 故使用饗讀分析法 { 帥 , 以比較各形貿關係
在雄雄聞之異同。結果如 Table 3 所示 ,

在血個形賞中 , 蜍 LPl 外 , 各形質關保之剩餘均方〈
Residual mean squares). 在雌、雄聞均無顯著差異 ( P> 0.05 ) 。其次 , 進行迴歸係數比較
結果 ( Tabl e 3 ) , CL 、 ESD 、 HSD 、 ASD 者 ,

在雌、雄間均星高度顯著性差異。至於其餘無
顯著差異之形賀 , 再進修正平均值比較結果 ( Table 3 ) , 則 LP3 者 ,

在峰、雄閱畢顯著性差異
。

故結合上述比較結果 , 在 12 個形賞中 , CL 、 ESD 、 HSD 、 ASD 、 LPI 、 LP3 等 6 個形貴

在雌雄間具有顯著性或高度顯著世之差異。
三、全長、頭胸甲長與瞳重之關係

按性別分別點出之TL - BW 以及 CL-BW' 闢係之歡佛團員頁示 , 關保點之分佈均成 Allo -
metric 式開係。故先將 TL 、 CL 、回布等資料予以對數轉換後 , 再進行直鸝迴歸分析。起分析
結果 TL-BW 之關儲式如下 : 雌蝦 log BW=-2.2564 + 3.1783 log TL

萬 BW= 0.0055 TL 3.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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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su1ts of covariance analysis by character for_compari�?ns betw�e� sexes.
Fo. Fb and Fa are the variance-ratios to test the slgnif�ca�ce of ,homo---. -- ---

respectively.

Character BL CL RL ESD HSD ASD

Fo 2.6216 1.7143 1.1560 1.5000 工 .2083 1.0238

Fb 4.1441 19.7368** 2.2517 17.6000 25.2692 15.6046**

Fa 3.6000 12.5820** 1.8050 17.5000** 19.3269** 14.3382* 會

Character LSD LP1 LP2 LP3 LP4 LP5

. Fo 1. 0833 8.7770U 1. 2065 2.3698 1.9961 1. 9275

Fb 0.0769 0.0028 0.2970 0.6210 0.0046 0.5288

Fa 2.4670 0.0118 3.4694 5.0907* 1. 7663 3.9510

* Significant at 5t level

** Significant at It level

log BW=-2.10 個 + 3.0312 log TL

或 BW= 0.0078
TL3.0312

CL - BW 之關係式如下 :

蝦 log BW= 0.0691'+ 2.7167

或 BW= 1.1725 CL
2.7167

log BW= 0.0772 + 2.7123

或 BW= 1.1945 CL
2.7123

以上各關係式之迴歸顯著祖 j 驗均星高度顯著性 , 相關係歡在 0.9996 - 0.9990 之間。

四、成熟度指數與卵徑之關係

在不間成熟度指數之下 , 其相對應之卵徑額度分佈情形 , 如 Fig.2 所示 . GSI 在 1.36 -
1.41 時 , 絕大多數卵粒之卵徑均在 O.06mrn 以下。當 GSI 增至 6.13 - 6.17 時

, 哪徑頻度分佈之
高盔位於 0.12 - 0.135mm .卵徑分俯範團為 0.075 - 0.21mm 0 GSI 在 9.14 -9.17 時 ,

高員長

位於 0.21 - 0.225 mm' 分佈範圖為 0.15 - 0.285mm 0 GSI 為 10.09 時 , 高率位於 0.225 --

0.24mm' 分佈範圍為 0.18 - 0.285mm 0 GSI 為 11.11 時 , 高擎位於 0.255 - 0.27mm .分佈

範圖為 0.225 - 0.315 mm 0 GS I為 13.03 時 , 高攀佐於 0.285 -0.30mm .分俯範圍為0.24-

0.33mm 。

結合上述卵徑頻度分怖之變動情形可君出
, 成熟度指數愈大則卵徑愈大。又依操 L iao and

Hung
7)
之報告

, 剛產出並經肢水後之竟是蝦卵的卵徑為 O. 品mm, 故由上述卵徑頻度分怖之情形

亦可推知當雌雄之GSI 達 10 - 11 以上時
, 即已達成熟之階設

,
。

五、產卵期

本項研究使用之標本蝦為頭胸甲在 3.20 以上之成蝦。各月份成熟度指數頻度分佈情形
, 如

Fig. 3 所示 , 在 1 月 , 成熟度指數額度分怖之高學分別位於 4 ,,5 與 7 - 8 .成熟度指數最大

值位於 10 - 11 。在 2 月
, 高學分別位於 5 -6 與 8-9' 最大值位於 12 - 13 。在 3 月

, 高率
分別位於 4-6 與 7 - 9 .最大值位於 16 - 17 。在 4 月

, 高率分別位於 5-6 與 8-9. 最大

值位於 12 - 13 。在 5 月
, 高學分別位於 4:"""'5 與 10 - 11 .最大值位於 12 -13 。在 6 月 , 高

雄 蝦

雌 log CL

雄 蝦 log 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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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別位於 4 -5 典 12 - 13 .最大值位於 12 - 13 。在 7 月
, 高率分別位於 4-5 典 8 - 9 .

最大值位於 13 - 14 。在 8 月
, 高還是分別位於 5-6 與 11 - 12 .最大值位於 11 - 12 。在 9 月

, 高率分別位於 5 -6 與 10 - 11 .最大值位於 10 - 11 。在 10 月
, 高攀分別位於 2 -4 與 6

-7 .最大值位於 15 - 16 。在 11 月
, 高盔位於 4 -5 , 最大值位於 8 -9 。在 12 月

,
高蓋起

位於 :2 -3 .最大值位於 4-5 。

由 GSI 與卵徑頻度分俯之關係得知
, GSI 達 10.- 11 以上之雌蝦均已成熟 , 故綜合上述各月

{分之 GSI 頻度分俯情形可推知
, 此蝦之產卵期很長 ,

從 1 月延至 10 月
, 但以 3 月

, 6-8 月以

及 10 月為盛期。

討 論

本報告之研究結果顯示, 簡蝦各形質之變異係數 C Table 2 ) , 以 BL 、 LSD 者較大 . CL"HSD

、 ASD 、 LP4 、 LP 5 者略大 . RL 、 ESD 、 LP2 者較大。在賣報生物研究上 , 一般使用於形態瀏量

之形賀
, 短的形質比長的形質變異係數來得大。本報告共使用 12 個形賀

, 其長度由大而小之順序為
BL 、 RL 、 LP3 、 LP5 、 LP4 、 ASD 、 LP2 、 CL 、 HSD 、 LP1 、 LSD 、 ESD 0 故綜合上述可歸納得

知 , 在各形貿中 . LSD 、 CL 、 HSD 、 ASD 為較穩定之形質 .噶爾後從事旅群構造解析之理想形賞。

至於-雌蝦LP1 之變異係數僅 1. 7026 %' 但雄蝦者竟高達 6.0837 % 則有待今後之進一步探討。

其次 , 由迴歸分析之結果 C Table 2 ) 顯示 , 各形質對全長星高度直總關係。攘 Thomas
(8)
之報

告 , 印度Mandapam 產之龍蝦
, 其頭胸甲長與全長亦星直輾關保。但有關其他對蝦類之頭胸甲長與體

長關係
,
在MetajJenae ω ensis(8) 以及 Penaeus longis 句 Ius

(9) 亦均星直耀關係 , 但在 P enaeus

monodonIO)) 、 Atypopenaeus ω呻 ressipes 11)
、 Para 仰的 eopsi s tenella II)

、 Meta ρ enaeus bar-

bat a II)
、 TrachYPenaeus curvirostris II) 、以及 M

.. I
可則星拋胡鸝瀾係。

再者 , 由形質關係之雌雄間比較結果 C Table 3 ) 顯示 . 12 個形質中 , 在 4 個形質 , 即 CL 、

ESD 、 HSD 、 ASD 之迴歸係數及修正平均值在雌雄間具有高度顯著性差異。此等差異亦即表示雌蝦

之 CL
'

ESD 、 HSD 、 .-比雄蝦者為長。叉由於此 4 個形質均為頭胸甲上之形賀 , 故亦可說雌蝦之
頭胸甲比雄蝦者為犬。至於雌蝦之頭胸甲長比雄蝦者芋之詞象在 M. ens is

(5)
、 P. 101 當 istylus

(9)

P. mondon
10)

、 Penaeus fa ti s sulcatus II)
以及 Penaeus es sui entus

11)
等種類亦均有類

以之情形。

男者
, 由成熟度指數之月變化情形 C Fig. 3 ) 可看出 , 東港沿岸產熊蝦之產卵期幾乎滴蓋整年

, 由 1 月至 10 月均可發現成熟之種蝦
, 但以 3 月 .6-8 月以及 10 月為盛期。攘 Badawi

13)-
之報

告 . Arabi an Gulf 產能蝦 , 終年可產卵 ,
但以 10 月歪歪年 4 月為盛期。 Thomas 1� 研究印度 Palk

Bay 與 Gulf of Mannar 產貨員蝦之產卵期亦指出 , 此蝦終年可產卵 , 但以 6 月至 9 月、 10 月 i系及 1

月至 3 月為盛期。在日本主7面 , 攘前川 l母之報告 , 瀨戶內海產貨員蝦之產卵期為 6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
J

叉攘池末的之報告 , 有明海產熊蝦之產卵期為 6 月至 10 月。比較上述各地此蝦之產卵期可看出
, 東

港沿岸者與 Arabi an Gul f 以及印度 Palk Bay. Gulf of Mannar 者一樣
, 均屬近乎終年產卵型式。

但在東港沿岸 , 盛期為 3 月 . 6 - 8 月以及 10 月 , 而在 Arabian Gulf .盛期為 10 月至盈年 4 月
. , 故兩者在時序上適相反。至於在印度 Palk Bay 與 Gul f of Mannar 之盛期

, 則與東港沿岸者較類
傲。但在日本報戶內海以及有明誨 , 此蝦之產卵期則較鈕 , 僅從 6 月至少月、 10 月

, 與上述各地區

之終年產卵 , 有明顯之差別。近年來由於養蝦專業之蓬勃發展 , 為了確保充裕的種蝦來源 , 以提供人
工繁殖之用 , 故研究蝦類之成熟機制 C Mechanism) .以期實際掌捏蝦類之成熟 , 已成為刻不容握之
謀題.。就以上述所探討之熊蝦產卵期而言

, 為何在不同地區 , 產卵期會有不同 , 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醬

此蝦的成熟與產卵 , 確是頗值得進一步加以探討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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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報告以東港至相寮問海城之熊蝦為對象
, 針對其形貿關係以及產卵期 , 加以分析探討 , 以期進

一步蒐集此蝦之資源生物學資料
, 以供商後從事責聽解析以及種苗人工放流效果評估之依攘。所獲得

之結果如下 :
1 本報告所使用之 12 個形質與全長間均星高度顯著之直線迴歸關係 ' 相關係數為 0.9875 - o. 的 97

摘

ASD
。

Z 各形質之變異係數
, 太多在 3.7807 %以下

, 其由小而大之 )1民序為 BL 、 LSD 、 CL 、 HSD 、

、 LP4 、 LP5 、 RL 、 ESD 、 LP2 、 LP3 、 LPI 。

1 雄蝦之 CL 、 ESD 、 HSD 、 ASD 比雄蝦者為長 , 此亦即表示雌蝦之頭胸甲比雄帽者為大。

4 全長、頭胸甲長與體重間均旦 Allometric 式關係。

E 自成熟度指數與卵徑頻度分佈關係推知
, 成熟度指數在 10 - 11 以上之雌蝦均已達成熟。

a 由成熟度指數之月變化情形推知 , 此蝦之產卵期從 1 月延至 10 月
, 但以 3 月 '6-8 月以及 10

月為盛期。

東港分所進行之「東

辭

本報告係在台灣地區報業發展基金管理運用委員會補助台灣省水產試驗所

港沿岸經濟蝦類人工放流研究 J 計畫頂下完成
, 特此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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