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弄潮精靈—淡水河潮間帶的蟹類研究 

摘要 

淡水河的蟹類約有三十幾種，會因潮間帶、紅樹林、土壤鹽分、土壤有機質、距離河口的遠近等

條件下，在最適合的環境棲息下來。本研究內容分為淡水河潮間帶的蟹類，淡水河左右兩岸蟹類

的分佈情況，蟹類與潮間帶、土質的相關性，蟹類的聽覺、視覺、嗅覺反應，溫度與蟹類的活動

影響，蟹類的季節變化，雌雄數量的比例與行為特性。 
  

壹、研究動機 

探索淡水河口潮間帶的蟹類，這些蟹類如何生存在潮間帶的泥地上，牠有何特殊本領可以在這泥

灘地上生活，淡水河的蟹類有多少種，主要的生活在哪些地區，潮間帶有這一群可愛的動物，生

物多樣性也豐富許多，在潮來潮去中這一群動物是如何生存下來，如何適應環境，有何特殊的性

質等，都值得我們進一步的研究。 

貳、研究目的 

一、研究淡水河的蟹類種類 
二、研究蟹類在淡水河分佈情況 
三、研究蟹類的棲地特性 
四、研究蟹類的感官反應 
五、研究天氣溫度與蟹類的活動情況 

六、研究蟹類的季節變化 

七、蟹類的行為特性 

八、研究辨別雌雄的各種方法 

九、研究如何辨別雌雄，螃蟹雌的數量比例，對於行為的差異性 

十、研究潮間帶的招潮蟹的大螯在左右邊的數量差異性 
 

參、研究器材與設備 

    游標尺，長繩 4 公尺、牙籤、PH 值檢測計、100CC 量筒、酒精燈、三用電表、變壓器、實物

顯微鏡、數位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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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與結果 

一、研究淡水河的蟹類種類 

    選擇天氣好退潮時間，騎腳踏車沿著淡水河兩側的腳踏車步道，在蟹類比較密集的潮間帶觀

察蟹類，照相紀錄並比對相關書籍，找出蟹類的名稱，觀察所觀察的位置如下圖 

 
2.觀地點蟹類紀錄表（請詳見附件一） 
3.所觀察到的蟹類共計 6 科 30 種(特性說明詳見附件二) 

   
1 白扇招潮蟹 
白色大螯小白馬 

2 斯氏沙蟹 
求偶變紅大眼妹 

3 角眼沙蟹 
眼睛尖尖跑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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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角眼拜佛蟹 
眼睛尖尖會拜佛 

5 網紋招潮蟹 
紅色大螯提琴手 

6 萬歲大眼蟹 
兩眼長長愛歡呼 

   
7 圓球股窗蟹 
小小蟹兒便便大 

8 中華沙蟹 
潮上沙地夜行者 

10 台灣厚蟹 
台灣特有分佈廣 

   
10 雙齒近相手蟹 
紅樹林中的隱者 

11 摺痕擬相手蟹 
不愛挖洞愛爬樹 

12 神妙擬相手蟹 
不挖蟹洞躲石下 

   
13 濱蟹 
乾燥土地紫色蟹 

14 伍氏厚蟹 
背甲紅點像厚蟹 

15 利吉厚蟹 
紅樹林中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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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秀麗長方秀蟹 
身材秀麗我最美 

17 短身大眼蟹 
身材修長善偽裝 

18 絨毛近方蟹 
大螯中央有撮毛 

   
19 無齒螳臂蟹 
蘆葦草叢腳毛長 

20 台灣泥蟹 
泥中覓食愛歡呼 

21.紅螯膛臂蟹 
草叢中的紅螯蟹 

   
22 字紋弓蟹 
身扁腳扁叫阿扁 

23 海和尚 
小小和尚會挖沙 

24 鋸緣青蟳 
超級大哥有把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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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石蟳 
潮間帶中我最兇 

26 紅點黎明蟹 
背甲尖尖四足平 

27 台灣招潮蟹 
大白剪刀提琴手 

   
28.黃螯招潮蟹 
黃色大螯提琴手 

29.兇狠圓軸蟹 
最兇狠的圓軸蟹 

30.淡水泥蟹 
淡水發現的泥蟹 

二、研究蟹類在淡水河分佈情況 

在淡水河左右兩岸觀察各種蟹類所發現的地點，有淡水河口挖仔尾為起點到忠孝橋為終點，紀錄

各種蟹類沿著淡水河的分佈情況，整理紀錄如下(詳見(附件三蟹類分佈說明) 

右岸蟹類沿河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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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蟹類沿河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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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蟹類的棲地特性 

（一）、研究蟹類與潮間帶土質是與蟹類的相關性 

棲地土質對潮間帶的生物是非常重要，在不同的土質會有不同的生物息，也有很多種生物棲息在

同一種土質。淡水河兩側潮間帶選擇比較具有代表性潮間帶，做土壤分析(詳見附件四土壤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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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蟹類蟹類與潮間帶的分佈相關性 

選擇不同的潮間帶由潮上帶觀察到低潮帶，觀察不同區域由高潮帶到低潮帶的分佈情況，整理如

下圖(附件五蟹類潮間帶分佈觀察記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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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蟹類與水筆仔分佈的相關性 

蟹類與紅樹有何關係，紅樹林中蟹類比較多嗎？根據觀察記錄所得整理如下圖。 

(附件六蟹類與紅樹林分佈觀察記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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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蟹類的感官反應 

（一）蟹類的聽覺反應 
只要蹲在螃蟹的棲息地，固定不動經過幾分鐘以後，螃蟹就一隻隻的從洞口出來探望，可以高聲

的說話，螃蟹一點也沒反應，螃蟹真的聽不到聲音嗎？選擇比較容易觀察蟹類做試驗對聲音的反

應。 

  蟹類 

觀察結果 

 試驗內容 

白扇招潮蟹 網紋招潮蟹 黃螯招潮蟹 斯氏沙蟹 角眼沙蟹 雙齒近相手蟹

發聲器 ◎ ◎ ◎ ◎聲音大 ◎聲音大 ※ 

※ 無發聲器   ◎有發聲器 

    
 

  蟹類 

觀察結果 

 試驗內容 

白扇招潮蟹 網紋招潮蟹 台灣厚蟹 黃螯招潮蟹 萬歲大眼蟹等

人聲 ※ ※ ※ ※ ※ 

鼓聲 ※ ※ ※ ※ ※ 

汽車聲 ※ ※ ※ ※ ※ 

三角鐵 ※ ※ ※ ※ ※ 

噪音 ※ ※ ※ ※ ※ 

※覓食無反應  ◎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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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震動對蟹類的反應 

在蟹類的棲地放置震動器觀察蟹類出洞與覓食的行為 

 

  蟹類 

觀察結果 

 試驗內容 

白扇招潮蟹 網紋招潮蟹 黃螯招潮蟹 斯氏沙蟹 角眼沙蟹 

地面震動 
30 公分以內有反

應 
※ ※ ※ ※ 

放在容器震動 ◎ ◎ ◎強烈 ◎較小 ◎ 

※無反應  ◎有反應 

   

 

 

（三）、研究蟹類的視覺反應 

蟹類的眼睛是由數百個單眼所組成的，無法真正的看清楚物體的型態，研究發現不同的蟹類，眼

睛的視力有差異，觀察各種蟹類對人類接近時的最大反應（停止覓食）距離，做十隻相同的蟹類

試驗再求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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蟳的眼睛                      蟳的複眼 

（四）、研究蟹類的嗅覺反應 

白扇招潮蟹、斯氏沙蟹、角眼沙蟹、網紋招潮蟹、萬歲大眼蟹、圓球股窗蟹、台灣厚蟹、伍氏厚

蟹、海和尚等蟹洞口附近放上氨水、醋、臭魚、餅乾在蟹類行為反應反應。 

放置味道 

   蟹類反應 

   試驗蟹種 

氨水 醋 餅乾 

  

臭魚 肉類 

白扇招潮蟹 ○ ○ ※ ※ ※ 

斯氏沙蟹 ○ ○ ※ ◎ ※ 

角眼沙蟹 ○ ○ ※ ◎ ※ 

網紋招潮蟹 ○  ○ ※ ※ ※ 

萬歲大眼蟹 ○ ○ ※ ※ ※ 

圓球股窗蟹 ○ ○ ※ ※ ※ 

台灣厚蟹 ○ ○ ※ ※ ※ 

伍氏厚蟹 ○ ○ ※ ※ ※ 

海和尚 ○ ○ ○ ○ ○ 

○沒有出洞   ※出洞活動對味道無反應     ◎出洞咬食對味道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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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天氣溫度與蟹類的活動情況 

記錄發現很多潮間帶的蟹類會因溫度的高低有不同的活動力與習性。晴天退潮時間為觀察時間，

記錄在不同的溫度下常見蟹類的活動情況，觀察的結果整理如下(附件七溫度蟹類活動力記錄表)
為方便記錄將蟹類在不同溫度中所表現出的活動力分為五個等級，紀錄溫度對蟹類活動的影響。 
0 級：沒有發現洞口   1 級：有發現洞口   2 級：發現洞口少數蟹類活動   3 級：觀察到蟹類活

動與覓食  4 級：活動力與覓食行為佳  5 級：活動力與覓食行為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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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類與溫度活動力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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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圓球股窗蟹

斯氏沙蟹

萬歲大眼蟹

角眼沙蟹

白扇招潮蟹

網紋招潮蟹

台灣厚蟹

黃熬招潮蟹

 

六、研究蟹類的季節變化 

觀察記錄各種蟹類每一個月的洞口數量，選擇常見且蟹洞密洞高的蟹類做記錄的蟹種，白扇招潮

蟹、斯氏沙蟹、網紋招潮蟹、萬歲大眼蟹、圓球股窗蟹、台灣厚蟹、伍氏厚蟹、台灣泥蟹、海和

尚。觀察記錄地點以挖仔尾地區，選擇 5 個蟹洞最密集的區域測量不同蟹種的洞口 
數量。（附件八、常見的蟹類蟹洞數量月份記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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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食性蟹類四季洞口數量紀錄表 

草食性蟹類四季洞口數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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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蟹類的行為特性 

（一）研究求偶行為 

1.到雌蟹洞口敲門： 

當招潮蟹先生看見雌招潮蟹時，會在在雌蟹家門口，用腳輕輕的敲、直到雌蟹出門來。 

    

當雌蟹探出頭來了，雄招潮蟹還是得輕輕的敲，不過這時是敲在雌蟹身上，就像在為雌蟹做全身

按摩一樣。 

   

雄招潮蟹的按摩是有目的，因為牠得想辦法讓雌蟹轉過身來，當雌蟹被按摩得很舒服時 ，便會

的轉過身來，這時就會雄蟹被抱住，就可以進行愛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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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揮動大螯吸引雌蟹到雄蟹洞內 

 雄蟹揮動大螯吸引雌蟹的注意（揮動大螯表現出最帥的動作） 

  

 

 雌蟹接近雄蟹 

  

 

 雄蟹先進入洞口 

  

 

 雌蟹跟著進入雄蟹的洞口（雌蟹跟進入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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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封洞行為 

      蟹類在天氣寒冷為了抵禦寒風時或漲潮為了預防海水的泥沙進入洞口，會將洞口用泥沙

將洞口封住。封洞的行為可分為兩種方式，外蓋法：蟹類將在洞口外面利用步足抓泥土將洞口封

住。內推法：由洞內將泥沙推至洞口封住。 

一、外蓋法（網紋招潮蟹） 

   

  

 
二、內推法（黃螯招潮蟹） 

   

   
 

 

 

 

 



 20

 

(三)爭鬥 

雄蟹將大螯向著對方屈曲和伸展數次，然後，半曲著螯，突然逼近敵人，雙方大螯交接，互相摩

擦著的下半部邊緣，隨而互相以掌節﹝螯的上半部﹞扣緊。此時搏鬥成了角力，直至一方將對方

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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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辨別雌雄的各種方法 

分辨法 觀察事項 主要蟹種 

1.大螯法 公蟹一側螯很大，母蟹兩側螯小

  

招潮蟹類 

2.大小螯法 公蟹雙螯較大、母蟹雙螯略小 

  

方蟹科、萬歲大眼

蟹 

3.腹部法 公蟹腹部為三角形、母蟹為圓形

 

斯氏沙蟹、石蟳、

蟳、梭子蟹科、大

部分的蟹類 

4.眼柄法 公蟹眼睛尖端較長，母蟹較短 

  

角眼拜佛蟹、角眼

沙蟹 

5.交配器法 以上方法都無法分辨，最後的方法，把腹部打開，公蟹

有兩個交配器、母蟹有兩個交配孔。 

  

海和尚、（可以正

確分辨公蟹與母

蟹但是很傷害蟹

類，不鼓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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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螃蟹雌的比較多還是雄的比較多，不同的螃蟹會有差異嗎？ 

要用何種方法才能在不傷害到蟹類又可以計算出螃蟹的雌雄的數量，最後想到利用數位相機拍

照，再到電腦中將影像放大，就可以輕易的將蟹類的雌雄數量計算出。 
將所計算的蟹類的雌雄數量統計如下。（附件九蟹類雌雄紀錄表） 

蟹類雌雄數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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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41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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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273 265

1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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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500

600
700

清白招潮蟹 網紋招潮蟹 黃螯招潮蟹 台灣厚蟹 萬歲大眼蟹

蟹類種類

數
量

雌蟹

雄蟹

 

 

十、潮間帶的提琴手招潮蟹的大螯在左右邊的哪一邊比較多？ 

我們利用數位照相的方法，在螢幕中計算數量，統計結果如下表。（附件十招潮蟹大螯左右邊紀錄

表） 

招潮蟹大螯左右側的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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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招潮蟹 

   

                           .網紋招潮蟹 

   
                              
                              黃螯招潮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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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論 

一、淡水河的蟹類種類 
發現有六科三十種蟹類（詳見附件十一蟹類特性分析表） 

科別 蟹類特性與蟹種 

主要特徵：眼窩很大，幾乎佔滿整個頭部胸甲前緣，雌雄外觀差異很大。 

分類特徵：頭胸甲隆起，眼柄很長，雄性螯足左右大小差異很大 

蟹種：(招潮蟹)白扇招潮蟹、網紋招潮蟹、北方呼喚招潮蟹 

分類特徵：頭胸甲方形略圓隆起，四對步足特別長，善長跑步，肉食性，有大小螯

之分，雌雄差異不大。 

蟹種：斯氏沙蟹、角眼沙蟹、中華沙蟹。   

分類特徵：頭胸甲扁平，眼柄很長，左右螯足大小相等，母蟹螯足較小。 

蟹種：萬歲大眼蟹、寬身大眼蟹 

沙蟹科 

分類特徵：頭胸甲約一公分大小，兩螯左右大小相等。 

蟹種：角眼拜佛蟹、圓球股窗蟹、但水泥蟹、台灣泥蟹 

方蟹科 

分類特徵：眼窩小，只位於頭胸的前緣兩側，雌雄差異不大，頭胸甲方形隆起或圓

方扁平。 

蟹種：台灣厚蟹、摺痕相手蟹、濱蟹、雙齒近相首手蟹、神妙擬相手蟹、      伍氏厚

蟹、秀麗長方蟹、利吉厚蟹、近方絨螯蟹、字紋弓蟹 

和尚蟹科 
分類特徵：步足在頭胸甲周圍，會直行。 

蟹種：海和尚 

梭子蟹科 
分類特徵：最後一對步足扁平，呈槳狀，善游泳，肉食性蟹種。 

蟹種：青蟳、石蟳 

黎明蟹科 
分類特徵：四對步足扁平，呈槳狀，善游泳，肉食性蟹種。 

蟹種：紅點黎明蟹 

地蟹科 

體型巨大，頭胸甲極為隆起，眼睛呈灰褐色，身體大致為淡咖啡色，雙螯粗壯兩邊

不等大，屬夜行性，是臺灣陸地上體型最大的螃蟹。 
兇狠圓軸蟹 

二、討論蟹類在淡水河分佈情況？ 
淡水河的蟹類分佈主要以關渡為分界點，關渡紅樹林以上的上游地區主要棲息的蟹類較少常見台

灣泥蟹、相手蟹、膛臂蟹、網紋招潮蟹等蟹種，關渡紅樹林以下的下游地區蟹類的種類與數量、

密度也比較高，尤其是挖仔尾自然保留區有沙地蟹類、泥灘地蟹類、草澤性蟹類都有。淡水河台

灣招潮蟹，在竹圍紅樹林中央的開闊地區發現少量的台灣招潮蟹棲息。 
 
三、討論類分佈的因素？ 
1.土質與水分：在不同的土質與水分會有不同的生物棲息，也有很多種生物棲息在同一種土 
  質。 
2.棲地的植物特性：棲地植物的差異性會棲息不同的蟹類。 
  紅樹林：相手蟹、利吉厚蟹、台灣厚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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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蘆葦草澤：膛臂蟹、相手蟹為主 
  鹽地鼠尾粟草澤：台灣厚蟹、相手蟹 
  黃槿樹叢下：台灣厚蟹、濱蟹 
  沙地植物區：中華沙蟹、角眼沙蟹 
3.鹽分與距離河口的遠近： 
  鹽分高河口近：角眼沙蟹、斯氏沙蟹、圓球股窗蟹、海和尚、石蟳、紅點黎明蟹。 
  鹽分低河口遠：台灣泥蟹、紅螯、無齒螳臂蟹、網紋招潮蟹。 
4.土壤有機質：  有機質高：草食性蟹類。  有機質低：雜食性蟹類。 
5.潮間帶的位置：大部分蟹類分佈在高潮帶，由於有較長的退潮時間，有利於覓食與活動，  

                濱蟹、中華沙蟹、無齒膛臂蟹。  

四、討論蟹類的感覺器官在哪裡？ 

（一）討論聽覺的反應 
我們用擴大器所發出的聲音可能是頻率非各種蟹類聽覺器官所接收的範圍，其次是利用空氣傳遞

聲音蟹類無法聽到，也發現蟹類對地面的震動反應也不好。 
（二）討論視覺器官反應？  
    眼睛長在背甲最上方且凸出為柱狀頂端，由千百個單眼所組成，可以環顧四周。由於小眼內

光接受器受到刺激後回復到可再一次接受刺激的速度很快，所以複眼單位時間內可以分辨光影變

化的次數非常的多，迅速的反應有利於躲避天敵。 
（三）、討論蟹類的味覺反應？ 
    蟹類嗅味覺反應，蟹類對於嗅覺反應非常強烈，只要有不能適應的味道，蟹類就不出洞覓食，

甚至遷離棲息地。但是魚類的味道可以吸引雜食性蟹類。 在海中的螃蟹在觸角上長有嗅覺感受器，

能够感知到溶解在水中的分子。而在陸地上生活的螃蟹則必需空氣中的分子迅速作出反應，所以

演化出更靈敏的嗅覺器官。 
 

五、討論溫度與生物的活動力？ 
   發現溫度低於 15 度以下所有的蟹類都停止活動，隨著溫度越高活動力與覓食活動增加，但海

和尚、萬歲大眼蟹、白扇招潮蟹在溫度低時活動力強。雜食性的蟹類斯氏沙蟹、角眼沙蟹在低溫

活動力減弱，潮間帶的蟹類受溫度的高低影響蟹類的活動與覓食。有時在寒流來時接連十幾天，

溫度在 15 渡以下，幾乎所有的潮間帶的蟹類都停止活動就連蟹洞也很難找到，但是寒流一過，天

氣轉晴很多蟹類就掘洞而出，一隻隻的在潮間帶活動。 
 

六、討論蟹類的數量與四季的變化？ 
    一年中以夏季的數量最多，在冬天則比數量較少，分佈面積也比較小。 草食性蟹種(白扇招

潮蟹、萬歲大眼蟹蟹)是在冬天減少數量約在 30%，在冬天只要是好天氣蟹類的活動力與覓食行為

也很活躍。相對的雜食性蟹種（如斯氏沙蟹、角眼沙蟹）一年的蟹洞密度與大小差距就非常的大

約減少 70～90%，夏天活動力與覓食行為非常強烈，在寒冷的冬季很少見到斯氏沙蟹、角眼沙蟹

的活動。 
 

七、討論蟹類的行為特性 

蟹類的求偶行為不止一種，根據觀察可分為兩大類 1.到雌蟹洞口敲門. 2.揮動大螯吸引雌蟹到雄蟹

洞內。在天氣寒冷時或漲潮時部分的蟹類會將洞口封住以保持洞內的溫度，並防止泥沙流入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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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論蟹類雌雄比率與社會行為有關係嗎？ 

    蟹類的雌雄比率會因不同的蟹類有所差異，招潮蟹雌雄比率以白扇招潮蟹約 5：1，研究發現

雄白扇招潮蟹會花很多時間在做社會行為相互打鬥、驅趕、追逐、求偶的行為最明顯與常見，是

否與雌雄數量差距太大有關係，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九、討論招潮蟹的大螯一定是左右邊各半嗎？ 
在淡水河常見的三種招潮蟹中，白扇招潮蟹、網紋招潮蟹左右各半，以黃螯招潮蟹最特別幾乎都

是右撇子，大螯在左側的很少。 

陸、結論 

一、本次研究發現淡水河潮間帶六科三十種蟹類。 
二、關渡自然保留區為主要分界：淡水河的蟹類分佈以關渡自然保留區為主要分界，上游地區蟹

類的數量與種類少，下游地區蟹類種類與數量較多。 
三、蟹類的適應能力與環境因素影響蟹類分佈區大小與數量：蟹類棲息土質與水分、潮間帶位置、

棲地植物、鹽分、河口遠近等因素。另外蟹類的適應能力的強弱，環境所能提供的棲地面積

決定蟹類的分佈區大小與數量。 

四、蟹類為求在潮間帶生存演化出特殊的感覺器官。 
眼睛為複眼可迅速反應躲避天敵、聽覺器官在步足長節、演化出更靈敏的嗅覺器官 

五、溫度變化影響蟹類活動：溫度對蟹類的影響，溫度高蟹類活動力強，溫度變化對不同的蟹類

影響力也有差異，草食性蟹類影響較小，雜食性蟹類影響較大。 
六、季節變化影響數量：四季的變化對蟹類的影響，一年中以夏季的數量最多，在冬天則數量較

少，分佈面積也較小。草食性蟹類影響較小，雜食性蟹類影響較大。 
七、蟹類的行為求偶、打鬥爭地盤、封洞行為很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八、不同蟹類雌雄比例不同：蟹類的雌雄數量會因蟹種不同差異很大，大部分的蟹類雄蟹比雌蟹

多，其中以白扇招潮蟹雄蟹特多差異最大，也發現白扇招潮蟹的社會行為特別強烈，打鬥、

求偶的現象最為明顯的蟹種。 
九、黃螯招潮蟹是右撇子：淡水河三種常見招潮蟹中白扇招潮蟹、網紋招潮蟹大螯在左右邊的比

例約 1：1，但是黃螯招潮蟹幾乎在右側。 
十、紅樹林不是萬能的：紅樹林對蟹類的影響，根據觀察紅樹林內的蟹種只有少數的方蟹科可以

生存，沒有紅樹林的情況下蟹類的種類反而呈現比較多樣性。因為水筆仔擴張生長，棲地早

已被整片水筆仔佔滿，現在台灣招潮蟹只有竹圍紅樹林開闊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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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1543 弄潮精靈—淡水河潮間帶的蟹類研究 

本研究資料收集廣泛及仔細，資料中對蟹的發聲器觀察及描述頗有創

意，對土壤有機質的檢驗也具有新意，建議深入探討不同種類蟹與環

境的互動及分析，在發聲器研究上也可加入對其影響不同發聲的原因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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