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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蟹」三窟----網紋招潮蟹〈Uca arcuata〉的洞穴建築

摘           要

東石大橋旁的灘地以網紋招潮蟹為優勢種，本研究則選定五個調查樣區，利用望遠鏡觀

察並實地測量洞穴和網紋招潮蟹外型的大小，及利用聚合樹脂製作洞穴模型以便了解洞穴內

的構造。研究結果發現樣區中網紋招潮蟹雌蟹數量較雄蟹少，常出現在靠近水邊的區域。所建

築的洞穴會因季節及位置有所差異，第 I 區的洞穴位置常會改變而且較淺，冬季的洞穴則較

深。洞穴的種類分為平洞及煙囪洞穴，漲潮時，部分洞穴會因洞內水位上升而產生封洞的行

為，洞穴內的相對溼度可以維持在 90％以上。成蟹築洞除了第 I 區以外，僅會進行橫向洞穴

出入口位置的修改。平洞的出入口直徑與甲長相近，至少會有二個出口，做為避難與防禦入

侵之用。主洞穴的直徑大於其步行寬度，溫度維持在 19~27 ℃，底部有積水，為洞內主要活

動區域。煙囪洞穴為單一出口，夏季的洞穴其中段特別寬大，可作為求偶之用。由聚合樹脂表

面黏附招潮蟹的外骨骼，推測網紋招潮蟹在洞穴內蛻殼，減少被攻擊的機會。

關鍵詞：網紋招潮蟹、洞穴模型、洞穴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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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東石大橋岸邊常會看見成群的招潮蟹在灘地上爬來爬去。一靠近，牠們就會迅速地躲入

洞裡，利用望遠鏡觀察，發現本區域以網紋招潮蟹為優勢品種，鮮少出現其他共域的招潮蟹

種類。在生物課本談到生物與環境間會因天擇的結果產生特別的交互作用，不禁讓我們想到

一些問題 〝網紋招潮蟹的洞穴內部構造是否有特別的地方？是不是都一樣？對招潮蟹有何幫

助？〞，於是我們便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一連串的調查。

貳、研究目的

一、調查樣區之擇定

二、網紋招潮蟹的外部特徵觀察

三、網紋招潮蟹洞穴位置的變化情形

四、調查雌、雄網紋招潮蟹數量的分布

五、探討網紋招潮蟹築洞與封洞的行為

六、探討網紋招潮蟹洞穴內的溫度與相對溼度的變化

七、探討洞穴直徑與網紋招潮蟹體長的關係

八、利用模型推測洞穴內部情形

叁、研究材料與器材

游標尺、捲尺、望遠鏡及腳架、數位相機、竹筷、不同顏色的標籤紙、漏斗、鉛筆、白紙、鏟子、圓

鍬、電子式溫溼度計、解剖顯微鏡、硬化劑〈MEKPO〉、苯二甲酸二甲酯、紀錄表

肆、研究步驟

一、調查樣區的擇定與潮差測定

(一)本調查樣區位於漁塭區排水道旁的灘地，與朴子溪緊隔防汛道路，並有閘門控制水

流量，屬被隔離的區塊，也是候鳥聚集的地方。

(二)由於本研究區為緊鄰東石大橋招潮蟹保護區，遂由學校具文向嘉義縣農業局申請研

究。

(三)首先選擇一個小潮的日子，在早上 7點時於潮間帶潮水最高位置處，隨意選擇 5 個

點，插上作記號的筷子。等到中午 12點 30 分潮水降到快最低點時，再插 5枝筷子，

測量 5 個點的潮差。

(四)選擇一個大潮的日子，於中午一點鐘抵達調查樣區，並在晚上 6點 30 分乾潮時同步

驟(三)的測量方式，測量潮差變化。

(五)以小潮時的高潮線為基準，選取較不受干擾河道中段的灘地作為調查及觀察區域，

劃分每 2 × 2㎡為一個調查區塊，共分成 5 個調查樣區(照片 1-1)。

二、網紋招潮蟹洞穴的標記及觀察

(一)選擇大潮日期的早上 8點抵達調查區，利用乾潮時間，每個分區選擇洞口有爬行痕

跡(照片 1-2)或是洞口有堆積擬糞(照片 1-3)或是調查時恰好有招潮蟹躲進去的洞穴，

分別以事先製作 20支四種不同記號的標記竹筷，在洞穴側方插上標記(照片 1-4)。
(二)每個月選一個假日記錄標記旁洞穴位置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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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洞穴因外力消失的標記則須重新找洞穴進行標記。

(四)利用游標尺測量洞口直徑，並分區紀錄測量結果。

(五)利用賞鳥用單筒望遠鏡架設在距離約 20公尺的漁塭堤岸上，觀察出沒的招潮蟹是否

為網紋招潮蟹。若不是網紋蟹則拔掉標記更換其他洞口。

(六)由望遠鏡觀察記錄標記洞穴附近出沒的雌、雄蟹數量。

照片 1-1  調查場地的分區及標記 照片 1-2 洞穴旁具有爬痕

照片 1-3覓食所留下的擬糞 照片 1-4 第 V 調查樣區的標記

三、洞穴中溫度及相對溼度的測量

(一)每季在調查區中隨意選擇 2 個平洞，2 個有煙囪的洞穴，2 個平洞有封洞的洞穴，2
個有煙囪而且封洞穴，利用電子式溫溼度計伸入洞穴中測量並紀錄溫度和相對溼度。

封洞的洞穴則用筷子輕戳一個小洞，利用電子溫溼度計導線延伸進入洞穴中測量及

紀錄其溫度和相對溼度。

(二)另外於調查樣區外再找 5 個平洞，5 個有煙囪的洞穴，5 個平洞有封洞的洞穴，5 個

有煙囪並封洞的洞穴。封洞的洞穴測量同步驟(一)，平洞的洞穴利用小鏟子小心將洞

穴上方的土塊挖起，找到主洞穴後，再將電子溫溼度計導線延伸進入洞底後，紀錄

溫度和相對溼度。

(三)測量後再將土塊放回。

四、洞穴模型的製作與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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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塑膠水瓢中先調配 5毫升硬化劑和 2公升苯二甲酸二甲酯的聚合樹脂混合液備用。

(二)每季由各調查樣區選擇一個煙囪洞穴及一個平口洞穴，將調配好的聚合樹脂，利用

漏斗先倒入少量聚合樹脂，利用釋放出的熱量將網紋招潮蟹逼離洞穴，捕捉到的招

潮蟹需立即放入裝有河水的桶子中，避免對網紋招潮蟹產生太嚴重的傷害。

(三)然後再倒入聚合樹脂，直到洞口布滿樹脂為止(照片 2)，蓋上塑膠碗防止其他招潮

蟹闖入，待 3 小時後即可凝固成模型。

(四)將捕捉到的網紋招潮蟹，利用游標尺測量招潮蟹的步行寬度和甲長。

(五)調查完後，再將凝固的聚合樹脂挖出來，清洗泥土後帶回。

(六)利用放大鏡和解剖顯微鏡觀察並紀錄洞穴模型壁上所黏附的東西。

(七)利用游標尺測量並紀錄洞穴模型的直徑(照片 3)。
(八)利用捲尺測量洞穴模型的深度。

照片 2 洞穴凝固的聚合樹脂 照片 3 利用游標尺測量洞穴直徑

伍、研究結果

一、調查分區的環境描述

(一)各調查樣區的環境因子描述(表 1)。
表 1 灘地各調查分區的環境條件

調查區編號 面積大小

〈平方公尺〉

環境特徵

I 　  2×2 包含部分潮間帶，表土為沉積的柔軟泥土

II 　　2×2 緊鄰第 I 區，表土為鬆軟泥土，沒有潮水浸泡

III 　　2×2 連接第 II 區，表土較堅實，沒有隱蔽物體

IV 　　2×2 連接第 III 區，表土較堅實，無隱蔽物

V 　　2×2 第 IV 區旁，地面為濱馬齒莧叢

(二)第 I 區由於包含潮水漲、退潮所產生的潮差範圍，大潮時平均為 41.6公分，小潮時

平均為 20.4公分(表 2)，相較於學姊們在「弧塔中的提琴手---清白招潮蟹」研究中所

測量的潮差距離 2.8公尺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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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 I 區的潮間帶所影響範圍

項目 高 潮 線 與 低 潮 線 位 置 差 (公分)
標記編號 A B C D E

平均

(公分)
大潮 43 41 40 43 40 41.6
小潮 18 20 21 23 20 20.4

二、網紋招潮蟹的特徵

網紋招潮蟹又稱為弧邊招潮蟹，雌蟹與雄蟹的甲殼及十隻步行足以褐色色調為主，

背甲具有深色的網狀花紋，雄性大螯的掌節密佈疣狀顆粒呈橘紅色，螯夾為白色，小螯

則呈褐色或紅色(照片 4-1)。雌蟹沒有大螯(照片 4-2)，螯夾與小螯和雄蟹相近，體型較雄

性成蟹小。

照片 4-1 雄性成蟹大螯的掌節密佈疣狀

顆粒呈橘紅色

照片 4-2 雌性成蟹外觀

三、洞穴位置的變化情形

        由圖 1 與圖 2 洞穴位置的觀察紀錄結果中顯示：

(一)第 I 區的洞穴位置變化較多，潮間帶的 5 個洞穴，每次調查時位置均發生改變，非

潮間帶區的 15 個洞穴，4~9月間有改變，10月~翌年 3月間則無太大變化，以 6月
份時變化最多，高達 12 個洞穴。

(二)第 II 區洞穴變動的數量在 4~12月間稍有變動外，1~3月間則沒有變動，完全沒有

改變的洞穴有 7 個，4月份與 5月份時變化最多，高達 6 個洞穴。

(三)第 III 區洞穴變動的數量和第 II 區相近，4~12月間稍有變動，1~3月間則沒有變動，

完全沒有變動的洞穴有 10 個，5月份時變化最多，高達 8 個洞穴。

(四)第 IV 區洞穴變動的數量較少，僅 4~10月間稍有變動，11月至翌年 3月間就沒有變

動，完全沒變動的洞穴有 12 個。

(五)第 V 區僅 4~6月間有零星變動外，其餘時間並沒有改變，完全沒有變動的洞穴有

15 個。第 IV 區和第 V 區這兩區出現的都是大型雄性成蟹(照片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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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 第 IV 區雄蟹覓食 照片 5-2 第 V 區大型雄性成蟹

圖 1 第一次調查與最後一次調查洞穴變動情形；○：位置都未改變，×：第一次的洞穴後來

已經消失，△：最後一次調查才重新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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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各調查分區每個月洞穴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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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雌、雄網紋招潮蟹的分布

(一)雌、雄網紋招潮蟹調查的結果(表 3)，發現出現的雌 / 雄比值均小於 1，12月份及 1
月份僅出現雄蟹，並未發現雌蟹。

(二)雄蟹在每一區均有分布，發現的比率占總調查樣本數的 92.3 ％，雌蟹發現次數則

占總樣本數的 7.7 ％；在第 I 與 II 調查樣區發現的機會比較大，占所發現雌蟹總次

數的 96.7 ％，其中第 III 區只紀錄到 3次，第 IV 和 V 區則未發現雌蟹(圖 3)。

表 3：調查樣區出現的雌 / 雄比值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I 0.67 0.82 0.67 0.43 0.43 0.25 0.25 0.11 － － 0.05 0.25
II 0.82 0.82 0.43 0.33 0.18 0.18 0.05 － － － － 0.05
III 0.11 0.05 － － － － － － － － － －

IV － － － － － － － － － － － －

V － － － － － － － － － － － －

註： 〝－〞為全部出現雄性；每區每個月調查樣本數為 2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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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各調查區每月出現的雌、雄蟹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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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紋招潮蟹的築洞行為

(一)網紋招潮蟹所建築的洞穴外觀上有平洞(照片 6-1)，或是具有直立煙囪的洞穴(照片
6-2)，部分洞穴會有封洞的現象(照片 6-3~ 6-5)， 出現封洞行為的時間都在滿潮之前。

(二)由一月份的調查第 I、II、III 區出現很多小型的洞穴(照片 6-6)，以網紋招潮蟹幼蟹所

築的洞穴為主。

(三)春季(2-4月)時，第 I、II 區出現煙囪的次數最多，分別為 30次和 28次，第 III 區煙

囪洞穴出現 3次，第 IV 區和第 V 區均未出現。而且第 I 區的封洞數為有煙囪洞穴 16
次，平洞者 22次，第 II 區有煙囪洞穴 8次，平洞者 16次，第 III 區平洞者有 20次，

第 IV、V 區都沒有封洞。

(四)夏季(5-7月)時，第 I、II 區仍是出現煙囪洞穴最多，分別為 28次和 22次，第 III 區

煙囪洞穴明顯增加為 10 個，第 IV 區和第 V 區均未出現。第 I 區封洞數有煙囪洞穴

19次，平洞 26次，第 II 區煙囪洞穴 14次，平洞 24次，第 III 區平洞者 19次，第

IV 區和第 V 區沒有封洞現象。

(五)秋季(8-10月)時，僅第 I 區出現 6 個煙囪洞穴，第 II 區出現 3 個煙囪洞穴，第

III、IV、V 區均沒有。第 I 區封洞數有煙囪洞穴 5次，平洞 26次，第 II 區平洞有 21次，

3 個封洞的煙囪洞穴，第 IV、V 區均沒有封洞行為。

(六)冬季(11-1月)時，僅第 I 區出現 3 個煙囪洞穴，第 II 區出現 1 個煙囪洞穴，其餘各

區均沒有出現。第 I 區的封洞數有煙囪洞穴出現 3次，平洞有 21次，第 II 區平洞有

16次，第 III 區平洞有 2次，第 IV 區和第 V 區均沒有封洞現象(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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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每季各調查分區洞穴型式統計結果

項目 春

(2-4月)

夏

(5-7月)

秋

(8-10月)

冬

(11-1月)

合計

I 平洞 封洞 22 26 26 21 95
沒封洞 8 6 28 36 68

煙囪 封洞 16 19 5 3 43
沒封洞 14 9 1 0 24

II 平洞 封洞 16 24 21 17 80
沒封洞 16 14 36 40 106

煙囪 封洞 8 14 3 0 25
沒封洞 20 8 0 1 29

III 平洞 封洞 20 19 0 2 41
沒封洞 37 31 60 58 186

煙囪 封洞 0

沒封洞 3 10 0 0 13
IV 平洞 封洞 0

沒封洞 60 60 60 60 240

煙囪 0

V 平洞 封洞 0

沒封洞 60 60 60 60 240

煙囪 0

照片 6-1 平洞，有挖洞穴的痕跡 照片 6-2 具有直立煙囪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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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3 第 II 區有封洞的平洞 照片 6-4 第 II 區有煙囪洞穴的封洞

照片 6-5 第 III 區平洞的封洞 照片 6-6 第 I 區出現小型的洞穴

六、網紋招潮蟹洞穴內的溫度與相對溼度變化(圖 4)
(一)網紋招潮蟹洞穴溫度測量結果顯示夏季洞穴溫度比環境溫度稍低一些，其餘各季均

比環境溫度稍高。洞穴中溫度至少維持在 16~29 ℃間。

(二)平洞的洞穴內，橫向通道的溫度和環境溫度差異不大，但是主洞穴的溫度則可維持

在 19~27 ℃間。有封洞和沒有封洞的平洞溫度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三)有煙囪的洞穴，只有單一出口，溫度和環境溫度差異不大，但封穴的煙囪洞穴其溫

度和平洞的主洞溫度相近。

(四)洞穴內的相對溼度，有封洞的洞穴內部相對溼度均在 90﹪ 以上，至於未封洞的洞內

相對溼度也維持在 85﹪ 以上，冬季的相對溼度在一年內處於較低的狀態，但也維持

在 85﹪~87﹪ 間。 

七、洞口大小與網紋招潮蟹長度

(一)由於我們每區 雖然調查了 20 個洞穴，但是並無法將 20 個洞穴中所居住的網紋招潮

蟹全數捕捉，只好僅測量製作洞穴模型時所捕捉到的網紋招潮蟹。

(二)由調查結果發現第 I 區的洞穴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徑達 23 mm，最小的直徑為 3 
mm，第 II 區的洞穴直徑以 10~20 mm 為多，第 III 區的洞穴直徑 21~25 mm最多，

最小的直徑 12 mm，第 IV 區的洞穴直徑則以 21~25 mm最多，位小直徑為 20 mm，
11



第 V 區的洞穴直徑則以 24 ~ 27 mm最多，最小的直徑為 23 mm (圖 5)。可見離河道

愈遠處以大型的成蟹為主，中、小型幼蟹則靠近河道。

(三)由捕捉到的網紋招潮蟹所測量到的甲長與所對應的洞穴直徑大小，可以發現兩者間

長度差距甚小，平均小於 1.5 mm (圖 6)。

圖4：各季洞穴模式與環境間溫度及相對溼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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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每季各樣區洞穴直徑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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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洞穴直徑與網紋招潮蟹甲長及步行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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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洞穴模型所得到的結果(表 4)
(一)由模型的外觀可以發現網紋招潮蟹所挖掘的洞穴，會隨著季節和所在位置不同而有

所不同。第 V 區的平洞深度最長達 770 mm，其次為第 IV 區的平洞達 710 mm，冬天

所挖掘的洞穴深度較秋天及春天深(照片 7)，夏天挖掘的洞穴第 IV、V 區較淺，有煙

囪的洞穴其深度則較平洞淺(圖 7)。

圖7：調查樣區中各季節築洞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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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洞穴模型測量及放大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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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口    徑(mm)
出入口 主洞

深度

(mm)

模型沾黏到的物體

春季 I 煙囪 5 9 174 螺類碎片

平洞 30 65 220 螺類碎片

II 煙囪 9 145 160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平洞 42 75 280 螺類碎片

III 煙囪 18 55 173 無

平洞 28 62 210 螺類碎片

IV 平洞 37 81 410 釣魚繩

V 平洞 27 58 520 塑膠袋

夏季 I 煙囪 16 90 230 無

平洞 33 49 300 無

II 煙囪 9 160 90 無

平洞 21 81 230 無

III 煙囪 27 60 320 無

平洞 12 42 300 螺類碎片

IV 平洞 20 40 285 螺類碎片

V 平洞 31 52 330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秋季 I 煙囪 3 9 174 螺類碎片

平洞 18 39 290 螺類碎片

II 煙囪 12 30 240 無

平洞 22 46 295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III 煙囪 19 40 270 螺類碎片

平洞 24 42 300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IV 平洞 20 60 355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V 平洞 27 58 440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冬季 I 煙囪 17 30 205 螺類碎片

平洞 23 48 315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II 平洞 27 56 400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III 平洞 26 50 630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IV 平洞 26 63 710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

V 平洞 28 75 770 螺類及招潮蟹外骨骼碎片和塑膠袋

(二)一般最常見的平洞構造可分成 2 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靠地面的橫向洞穴，至少會有

2 個開口，其中 1 個開口為明顯進出的洞口，另一個洞口有時會覆蓋一些薄土，與

一般封洞的現象不同，此區域是提供網紋招潮蟹緊急避難使用，第 2 部分為垂直的

主洞穴，洞穴直徑較出入洞口寬而且均大於網紋招潮蟹軀體的最大寬度，可見此處

為網紋招潮蟹主要居住的洞穴(照片 8)。

14



照片 7 冬季為枯水期挖掘的洞穴模型

較長；由左至右為秋季、冬季、春

季第 V 區所挖掘的模型

照片 8 左邊為主要出口，上方為隱蔽的另

一個出口，右側是主洞穴

(三)具有煙囪的洞穴變化較大，夏季時所製作成的模型顯示洞穴只有一個開口，底部有

一小段通道，中間為大型洞穴，內有部分積水，可作為活動空間，推測應為求偶交

配之用，其餘季節的洞穴中間並未出現特別寬大的部分(如照片 9-1)。封洞的洞穴所

製成的模型和和一般平洞及具煙囪洞穴的形狀並沒有太大差異，但是在挖掘時封洞

的洞穴模型浸泡在水中的部分較多(照片 9-2)。

照片 9-1 夏季時所製作成具有煙囪的洞穴模

型顯示洞穴只有一個開口(右方)，中

間為膨大空間

照片 9-2 挖掘封洞的洞穴模型洞底的水分含

量較多

(四)在挖掘的過程發現本調查區的土壤結構分成二層，上層為沉積的細砂土凝結，下層

為黏性很強的腐質發臭泥土(照片 10-1)，橫向洞穴均分布在細砂土凝結的區域(照片
10-2)，第 I、II、III 區的細砂土層較薄，洞底均有部分的河水(照片 10-3)。

(五)利用解剖顯微鏡觀察洞穴模型表面所黏附的物體，大多為人為廢棄物如魚網的線、

牡蠣殼、塑膠袋等碎片，特別還有網紋招潮蟹大螯殘留破碎的外骨骼(照片 11-1 ~11-
3)，推測網紋招潮蟹會在洞穴中脫掉外骨骼，避免在最脆弱的時候被天敵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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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1 調查區的土壤結構分成二層，上

層

為沉積的細砂土凝結，下層為黏性

很強的腐質發臭泥土

照片 10-2 橫向洞穴均分布在細砂土凝結的

區域

照片 10-3 封洞的有煙囪洞穴其洞內的水分 照片 11-1牡蠣殼

照片 11-2 網紋招潮蟹大螯殘留破碎的外骨骼 照片 11-3 黏附塑膠袋

陸、討論

一、由表 1各調查分區的環境條件中，由第 I 區至第 V 區土質由鬆軟到堅實，而且網紋
16



招潮蟹為主要的優勢品種，共域性的招潮蟹種類少，僅發現厚蟹和清白招潮蟹。依據

洞穴附近的擬糞遺留的痕跡來判斷，調查樣區中因為隱蔽物少，網紋招潮蟹出洞覓

食的範圍並不大，容易利用望遠鏡觀察。

二、表 2 的潮差調查結果因為調查樣區的水流量因為有閘門控制，所以水道中的水流量

終年能夠維持較穩定的狀態，潮差測量的結果較學姊們在東石大橋下所測量的範圍

小，使得本調查樣區可以降低漲退潮對網紋招潮蟹活動的影響。

三、由圖 1 與圖 2 的結果顯示第 IV 區和第 V 區洞穴變換情形較少，主要是因為離河道較

遠，加上這兩區出現的都是大型雄性成蟹，洞穴被破壞的情形較少，所以洞穴變動

情形較少。至於第 I、II、III 區的洞穴洞口大小參差不齊，也因土質也較鬆軟容易受到

河水及其他外力破壞洞穴，幼蟹成長過程也會更換洞穴。

四、表 3 及圖 3 結果中，冬季的調查結果卻未發現雌性網紋招潮蟹，由蘇國強等人「網紋

招潮蟹煙囪功能之新假說」的研究推測冬季為雌蟹抱卵及孵化期，雌蟹會躲在洞穴中

或是回到海洋中產卵，目前尚未找到相關文獻。至於雌、雄蟹出現比率差距甚遠，和

其他招潮蟹的文獻明顯不同，推測原因為利用望遠鏡觀察倍率尚不足，加上雄性招

潮蟹外觀較明顯容易觀察。而且環境因素不同，本調查樣區並非全為潮間帶的軟泥區，

並不適合雌、雄蟹求偶，導致雌蟹發現數量相對較少，加上雌蟹體積較小，較難防禦

天敵且產卵需在有水的環境，所以靠河道的第 I 區雌蟹出現的機會高，與何懷天等人

所進行的「潮汐週期及雄蟹大螯與網紋招潮蟹建構煙囪頻率的關係」中有關雌蟹行為

的結果相近。

五、表 4 結果中調查樣區出現的煙囪洞穴以靠近水邊的第 I 及第 II 區域較多，而這兩個

區域的招潮蟹體型不一(圖 6)，而且有煙囪的洞穴洞口直徑也比平洞洞穴直徑小(圖
5)，利用加高的煙囪洞穴來阻止入侵的其他招潮蟹，符合蘇國強等人有關「網紋招潮

蟹煙囪功能之新假說」研究中〝煙囪洞穴是體型較小的網紋招潮蟹所築的巢穴〞的結果。

六、根據所查到有關招潮蟹的封洞行為是為了防止潮水淹沒洞穴，但是調查區內第 II 區

和第 III 區並不會受到潮水淹沒的影響，仍然產生封洞行為(表 4)，將封穴洞穴的表土

挖除時，泥塊掉入主洞會有水聲傳出，加上封洞可以維持洞穴中具有較高的相對溼

度(圖 4)，推測招潮蟹的封洞行為是依據洞穴內水位及相對溼度變化所產生的行為，

漲潮時靠水邊的地下水位會因土壤中水分滲入的影響而明顯的上升，第 IV 區和第 V
區離水邊較遠，水位變化少，所以未產生封洞的行為。

七、圖 4 結果主洞穴的溫度維持在 19~27℃間，與洞底的水分可以調節溫度及垂直深入地

底的半密閉洞穴較難產生氣體流動有關，平洞的水平出入口則和外界空氣溫度相近。

具有封洞的洞穴其相對溼度在 90 ％以上，沒有封洞的洞穴則維持在 80 ％以上，以

利網紋招潮蟹的呼吸。

八、圖 6 結果中網紋招潮蟹所挖掘的洞口其出入口的寬度與其甲長相近，可以方便進出，

也可以阻擋比它大型的招潮蟹入侵，和學姊進行「弧塔中的提琴手---清白招潮蟹」的

調查結果相吻合，而主動穴的寬度則比網紋招潮蟹步行寬度大，則有助於在主洞穴

中的活動。

九、由於聚合樹脂比重較海水大、凝固的速度慢，可以沿著彎曲的通道流至洞底，製作的

模型可以將洞內殘留的物體黏附在模型上，所黏附到網紋招潮蟹大螯的外骨骼碎片

(表 4)，可以作為在洞內蛻殼避免天敵攻擊的證據。而且樹脂挖除後，將附近挖起的
17



土壤回填後，很快又有網紋招潮蟹來築穴。平洞的結構分成二部分，橫向洞穴的洞口

至少有 2 個開口，做為緊急避難與防禦大型招潮蟹入侵之用，垂直的主洞穴直徑大

可以讓網紋招潮蟹在內翻轉和活動。煙囪洞穴均為單一出口，洞口口徑較平洞小，夏

季的洞穴的中段部分特別寬大，推測可以作為求偶及交配時活動之用。

十、圖 7 的築洞深度會因為冬季為河川枯水期，河道水流較緩，土壤較乾燥能夠滲入的

地下水位也普遍比較低，網紋招潮蟹所挖掘的洞穴最末端須有水分滲出，所以挖掘

的深度也會比較深，夏天雨水較多，土壤保含水分多，挖掘的洞穴普遍就比較淺。

柒、結論

    網紋招潮蟹是潮間帶的常客，近年來相關研究仍然侷限在築巢的外觀行為觀察，而本研究

則以洞穴模型搭配行為觀察發現以下的特點：

一、網紋招潮蟹所築的洞穴會因季節及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潮間帶的洞穴位置時常改

變，而且洞穴深度也會比較淺，冬季的地下水位比較低，洞穴的挖築也會比較深。

二、洞穴的種類以平洞及具有煙囪的洞穴為主，部分的洞穴在漲潮時會因洞內水位上升及 

相對溼度改變而產生封洞的行為。

三、平洞的結構主要分成二部分，橫向洞穴的洞口直徑與網紋招潮的甲長相近，至少有 2
個開口，做為緊急避難與防禦大型招潮蟹入侵之用，垂直的主洞穴直徑則大於網紋

招潮蟹的最大寬度，應為主要休息的位置。

四、具有煙囪的洞穴為單一出口，夏季的洞穴的中段部分特別寬大，其他季節只是大於網

紋招潮蟹的寬度。

五、利用聚合樹脂比重較海水大、凝固的速度慢、凝固時會放熱迫使招潮蟹離洞及樹脂去除

後不會對招潮蟹生活環境產生太大影響的特性下，製作招潮蟹洞穴模型是可行的方

法。

六、網紋招潮蟹的成蟹在潮間帶以外地區，洞穴改變情形較少，雌性網紋招潮蟹出現頻

率也較雄性少。

七、網紋招潮蟹的洞穴具有冬暖夏涼的功能，主洞穴的溫度維持在 19～27℃間。具有封

洞的洞穴其相對溼度在 90 ％以上，沒有封洞的洞穴則維持在 8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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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照片：除去樹脂後又新築的洞穴 照片：具有兩個開口的平洞模型

照片：由左而右依次為冬季、春季、夏季的煙

囪洞穴模型

照片：秋季的煙囪洞穴模型

照片：洞穴附近的擬糞 照片：夏季煙囪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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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冬季網紋招潮蟹所築的煙囪洞穴 照片：主洞穴處口徑變寬

照片：剛挖出來的冬季平洞模型 照片：內部通道變大

20



【評  語】 031715 

狡「蟹」三窟----網紋招潮蟹(Uca arcuata)

的洞穴建築 

研究精神佳，所費時間甚長。具團隊合作性及本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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