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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流域-福山巌地區 台灣本土蝦類-多齒新米蝦(Neocaridina 
denticulata) 的 族群調查研究報告 

 

摘要： 

    多齒新米蝦(Neocaridina denticulata) (林春吉，2007)是臺灣溪流中常見的物種，在淡水生態

系中擔任重要的能量傳遞者，並在水族業中具重要經濟價值(陳妙嫻，2006)；本次實驗嘗試利

用 樣區法-即 樣區採樣法 與 標幟放回法-即 捉放法 兩種方法，進行 大漢溪流域中游-福山

巌地區灌溉渠道中 多齒新米蝦 的族群調查，實驗發現 二十米灌溉渠道中，穩定生存族群大

小為 220 到 224 隻；繁殖期甚至高達 360 隻。 順勢調查到 日本沼蝦(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衛氏米蝦(Caridina weberi)與 極樂吻蝦虎(Rhinogobius giurinus) (林春吉，2007) 的族群，初步發

現四族群間可能存在複雜的食物網關係；順道比較 降海產卵 與 非降海產卵蝦類 卵的差

異；同地點不同時間，該區灌溉渠道中的 蝦類 族群大小 受到非常鉅大 的人為干擾與影響! 

多次發現不同米蝦 與 馬藻(Potamogeton crispus) (林春吉，2009) 生態密切依存的共生現象。 

 

 

福山巖地區 的 衛星照片 經緯度與海拔高度-黃線標示者為實驗地 二十米人工灌溉渠道  

 

壹、研究動機 

    因為參加 自然老師假日義務性舉辦的--台灣原生 水生植物生態 導覽，偶然的參與了 桃

園大溪 福山巖 的 親子教學育樂活動；由於我無意間，以手抄網撈起一種水草，因為不知陌

生水草的名字，當下，便隨口問自然老師『這水草到底是什麼種類？』，老師不假思索 便回

答『是-馬藻(Potamogeton crispus )！馬藻又稱蝦藻……』；正當 老師 在詳細解說馬藻時—大

夥兒卻聽到我大叫『蟲啊在藻上爬……!』老師一個箭步將我手上的 ”蟲”一骨碌地抖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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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採集箱中的同時，老師 定睛一看，隨即安撫我說-『不是蟲啦！那是蝦—而且是台

灣原生蝦類-多齒新米蝦！』，我問老師 『大漢溪流域 多齒新米蝦的族群 有多大？』老師稱

讚我『大哉問！但是這個生態問題太大了！何妨以 青蛙博士 楊懿如 所說的 素人科學家 身

份，組隊報名科展，好好進行團隊研究看看!』於是，我們組成跨年級的研究團隊，開展了這

次 生物生態調查的科展之旅！ 

  
圖一福山巖清水祖師廟左前方人工灌溉渠道 圖二 大溪福山巖 的 親子教學育樂活動-馬藻介紹 

  
圖三 簡易環保水草集蝦罐-罐中水草即馬藻 圖四 研究小組義工仔細在手抄網中尋覓蝦隻 

 

貳、研究目的： 

一、想以生物課堂上學到的科學方法--樣區法 與 標幟放回法，實際調查出 2012 年 9 月到

2013 年 2 月桃園大溪 福山巖 灌溉渠道中，即福山巖清水祖師廟左前段水道中的多齒

新米蝦族群大小與變化！ 
二、比較兩種調查方法造成的族群大小調查差異！ 
三、計劃順便-以 樣區法 調查福山巖清水祖師廟 左前段二十米水道中的 日本沼蝦 族群

大小 與 其隨時間的變化！ 
四、計劃順便-以 樣區法 調查福山巖清水祖師廟 左前段二十米水道中的 衛氏米蝦 族群

大小 與 其隨時間的變化！ 
五、計畫順道觀察比較 多齒新米蝦抱卵母蝦 與 衛氏米蝦抱卵母蝦，彼此之間 蝦卵的多

寡與大小差異。 
六、想探討 不同時間 福山巖清水祖師廟 左前段二十米水道中的 多齒新米蝦族群大小不

同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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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想研究觀察 不同米蝦 與 馬藻 是否存在 生態上 密切依存 的 共生現象！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圖五 APPLE i-Pad 乙台 圖六 手寫版計算機 i-Pad APP 程式 

筆記型隨身電腦 乙台 800 萬像數 數位相機 乙台 

光學解剖顯微鏡 乙台 光學複式顯微鏡 乙台 

綠色紗網(50×40 平方公分 ) 25 片 20 個依序編號○1 ~○20的環保籤 

燒杯( 500ml ) 20 個 網口直徑 25 公分的手抄網 兩把 

原子筆 6 枝 固定木條(角木各長 50 公分) 50 段 

鐵鎚 兩把 三公分鋼釘 100 根 

美工刀 2 把 白色縫衣棉線 乙捆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再三確認研究標的物種 多齒新米蝦、衛氏米蝦、日本沼蝦 的種源分類特徵！ 
   多齒新米蝦的種源分類特徵確認： 新米蝦屬 Genus Neocaridina Kubo, 1838；本屬蝦類僅知

有兩種，即多齒新米蝦 N. denticulata，及短額米蝦 N. brevirostris，其共同特徵為第一額足

內外肢外測末端突起，雄性第一附肢內肢為澎大之梨形及第二對腹肢內澎大而厚，並密生

剛毛。目前臺灣僅發現多齒新米蝦 N. denticulata。圖示如下 

 
多齒新米蝦 身體上的不規則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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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為雄性第一腹肢內肢 粗糙密布小棘，呈梨狀(圓形)- 新米蝦屬  

右圖 為雄性第一腹肢內肢光滑不具小棘，呈長橢圓形薄葉狀- 米蝦屬 
 

 衛氏米蝦的種源分類特徵確認：衛氏米蝦 頭胸甲長 5.2~7.3 公厘。額角短，未達或僅達第

一觸角柄第二節末端，上緣額齒為可動齒！背上有淺色縱行寬帶！ 

  
衛氏米蝦 背上有米色縱行寬帶 衛氏米蝦 不同體色個體 色偏紅 

 
日本沼蝦的種源分類特徵確認：螯足左右對稱且細長，雌性頭胸甲光滑，體色多為淡棕色

至半透明；雄性頭胸甲則粗糙且密布小棘，體色為棕綠色。頭胸甲側面具不規則斑紋，腹部

則具深色細點。識別重點：額角平直且細長，第二步足的鉗狀指內緣，佈細毛或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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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沼蝦 幼年蝦隻 常和米蝦共棲-左側圖示-關節有橙斑 日本沼蝦 背側圖 
二、觀察選定福山巖清水祖師廟前 左前方到廟正前方，有馬藻族群生活茂密處、長度 50 米

的水道為實驗地；實驗過程儘可能保護 馬藻--天然河道現有族群，嚴禁以剷除水草法撈

捕蝦類！ 
三、利用多齒新米蝦 習慣定著馬藻棲息覓食的習性，以樣區法調查時，從實驗地選定長 20

米水道，每一公尺設一樣區，共 20 個樣區；並且以綠色紗窗網區隔之，每一片綠色紗

網(50×40 平方公分 )各以兩段固定木條(角木各長 50 公分)固定於水道的兩側對稱處，固

定木條都需要插立至水底，然後用鐵鎚將，鋼釘固定於固定木條上，把網子固定於相鄰

樣區中線位置。 
四、設立籤筒，將 20 個環保籤編號○1 ~○20，矇眼 隨機 抽籤 5 次 ，登記於實驗表格中。 
五、按照抽籤順序，以網口直徑 25 公分的手抄網 兩把，依次進行多次撈捕其中蝦類，依

圖鑑進行肉眼辨識鑑定種類名稱，並將名稱與數量紀錄於實驗表格中。 
六、以筆記型電腦進行資料處理 與 樣區法 族群計算！ 將鑑別之蝦類依照不同種類，登

錄蝦隻個別數量。 

  
圖七 研究義工隊 手抄網 捕獲一隻多齒新米蝦 圖八 研究義工隊 捕獲的一隻掠食者 蜻蜓若蟲 

七、將撈得之蝦類，選取多齒新米蝦 40 隻，各以白色棉線耐心地、小心地輕綁固定於蝦尾—
即尾鰭前方，距綁線固定點起留下 1 公分線頭，以利於識別—作為標幟！準備放回所有

捕獲蝦類！但是掠食性昆蟲像是多種蜻蜓和豆娘的幼蟲、掠食性的魚類像是極樂吻蝦虎 
與 掠食性蝦類像是日本沼蝦 暫時不放回，暫時放入水草採集缸中畜養保護，待實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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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全數放回實驗水道！  
八、除了 20 米水道最前方與最後方的綠紗阻網保留之外，其餘樣區區隔綠網全數拆除！ 
九、將既定立即釋放的米蝦平均釋放於 20 米實驗河道各處，包含 40 隻特別以白色棉線標

幟的 多齒新米蝦 的平均釋放，靜待 60 分鐘後，立即以手抄網撈捕 5 分鐘，紀錄撈獲

的多齒新米蝦 第一次撈捕蝦總數量、第一次標幟蝦數量。目標蝦-多齒新米蝦 記數、登

錄實驗紀錄表後，將蝦平均放回並靜待 10 分鐘!  
十、時間到，立即以手抄網再撈捕 5 分鐘，紀錄撈獲的多齒新米蝦 第二次撈捕蝦總數量、

第二次標幟蝦數量。目標蝦-多齒新米蝦 記數、登錄實驗紀錄表後，將蝦平均放回並靜

待 10 分鐘! 
十一、時間到，立即以手抄網再撈捕 5 分鐘，紀錄撈獲的多齒新米蝦 第三次撈捕蝦總數量、

第三次標幟蝦數量。目標蝦-多齒新米蝦 記數、登錄實驗紀錄表後，將蝦平均放回並靜

待 10 分鐘! 
十二、時間到，立即以手抄網再撈捕 5 分鐘，紀錄撈獲的多齒新米蝦 第四次撈捕蝦總數量、

第四次標幟蝦數量。目標蝦-多齒新米蝦 記數、登錄實驗紀錄表後，將蝦平均放回並靜

待 10 分鐘! 
十三、時間到，立即以手抄網再撈捕 5 分鐘，紀錄撈獲的多齒新米蝦 第五次撈捕蝦總數量、

第五次標幟蝦數量。目標蝦-多齒新米蝦 記數、登錄實驗紀錄表後，將蝦平均放回並靜

待 10 分鐘! 
十四、研究小組 將所有捕獲的水中生物全數平均釋放，並感恩、祝福牠們的陪伴與協助! 
十五、依上述步驟、方法、原則、理想，進行 跨年度 三次調查 ○1 第一次 2012 年 9 月 15

日；○2 第二次 2012 年 12 月 15 日；○3 第三次 2013 年 2 月 2 日。 
 
伍、研究結果： 

  一、第一次 2012 年 9 月 15 日樣區法 進行 抽籤分別為○5 、○11、○19、○2 、○6 象徵第五樣區、

第十一樣區、第十九樣區、第二樣區、第六樣區。 
  二、第一次 2012 年 9 月 15 日樣區法，進行 多齒新米蝦、日本沼蝦、衛氏米蝦 捕撈取樣

實驗隻數紀錄 
 第五樣區 第十一樣區 第十九樣區 第二樣區 第六樣區 

多齒新米蝦 12 10 8 16 10 
日本沼蝦 1 0 0 1 1 
衛氏米蝦 3 4 2 3 2 

極樂吻蝦虎 0 0 1 0 1 
表一 抽籤五樣區 三種蝦類 撈捕實驗統計表 

 
 五個樣區蝦隻平均數(隻) 二十個樣區估計總數(隻) 

多齒新米蝦 11(11.2) 220(224) 
日本沼蝦 1 20(12) 
衛氏米蝦 3(2.8) 60(56) 

極樂吻蝦虎 0(0.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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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抽籤五樣區 三種蝦類 撈捕實驗 單一樣區平均數 與 二十樣區總數估計 列表 

 
  三、第一次 2012 年 9 月 15 日進行 多齒新米蝦--標幟放回法： 

 五分鐘撈獲總蝦數 五分鐘撈獲標幟總數 
第一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20 3 
第二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32 5 
第三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24 3 
第四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17 2 
第五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27 3 

表三 多齒新米蝦 標幟放回法 五次捉放 每次蝦隻總數 與 每次標幟蝦隻總數  列表 

 
 標幟放回法算法列式 20 米實驗水道估算蝦隻總數 

第一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3 / 20 X1 = 267 
第二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5 / 32 X2 = 256 
第三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3 / 24 X3 = 320 
第四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2 / 17 X4 = 340 
第五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3 / 27 X5 = 360 

表四 多齒新米蝦 標幟放回法 五次捉放 算法列式 與 20 米實驗水道蝦隻總數  列表 

 

 樣區法 標幟放回法 
20 米實驗水道估算蝦隻總數 220~224 隻  309 隻  
表五 福山巖祖師廟前 20 米水道 多齒新米蝦族群估算--樣區法與標幟放回法 平均結果列表 

 
  四、第二次 2012 年 12 月 15 日遇見水道河水乾涸一片，無法進行調查! 鎩羽而歸，十分失

望，感慨人為干擾太大了，誰來關心此處生態的浩劫，就連馬藻也乾枯一大片!蝦類的

悲劇可想而知! 
  五、第三次 2013 年 2 月 2 日樣區法 進行 抽籤分別為○12、○7 、○9 、○15、○20 象徵第十二樣區、

第七樣區、第九樣區、第十五樣區、第二十樣區。 
  六、第三次 2013 年 2 月 2 日樣區法，進行 多齒新米蝦、日本沼蝦、衛氏米蝦 捕撈取樣實

驗隻數紀錄 
 

 第十二樣區 第七樣區 第九樣區 第十五樣區 第二十樣區 
多齒新米蝦 21 13 14 17 25 
日本沼蝦 0 1 0 0 0 
衛氏米蝦 1 2 0 1 1 

極樂吻蝦虎 1 2 2 1 1 
表六 抽籤五樣區 三種蝦類 加 一種蝦虎 撈捕實驗統計表 

 
 五個樣區蝦隻平均數(隻) 二十個樣區估計總數(隻) 

多齒新米蝦 18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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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沼蝦 0(0.2) 0(4) 
衛氏米蝦 1 20 

極樂吻蝦虎 2(1.8) 40(36) 
表七 抽籤五樣區 三種蝦類加一種蝦虎撈捕實驗 樣區平均數 與 二十樣區總數估計 列表 

 
  七、第三次 2013 年 2 月 2 日進行 多齒新米蝦--標幟放回法： 

 五分鐘撈獲總蝦數 五分鐘撈獲標幟總數 
第一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23 2 
第二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37 3 
第三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28 3 
第四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3 
第五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29 3 

表八 多齒新米蝦 標幟放回法 五次捉放 每次蝦隻總數 與 每次標幟蝦隻總數  列表 

 
 標幟放回法算法列式 20 米實驗水道估算蝦隻總數 

第一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2 / 23 X1 = 460 
第二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3 / 37 X2 = 493 
第三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3 / 28 X3 = 373 
第四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3 / 40 X4 = 533 
第五次 五分鐘撈捕 再放回 40 / X1 = 3 / 29 X5 = 387 

表九 多齒新米蝦 標幟放回法 五次捉放 算法列式 與 20 米實驗水道蝦隻總數  列表 

 

 樣區法 標幟放回法 
20 米實驗水道估算蝦隻總數 360 隻  449 隻  
表十 福山巖祖師廟前 20 米水道 多齒新米蝦族群估算--樣區法與標幟放回法 平均結果列表 

 
  八、多齒新米蝦(Neocaridina denticulata)抱卵母蝦 與 衛氏米蝦抱卵母蝦，彼此之間 蝦卵的

多寡與大小差異。列表如下： 
 多齒新米蝦抱卵母蝦 衛氏米蝦抱卵母蝦 

蝦隻顏色 條紋顏色變化較少 顏色變化很大  
蝦卵大小 較大型 1~2mm 很小型 遠小於 1mm 

蝦卵多寡差異 較少 頗多 
經老師提醒，而且查過資料才知道，衛氏米蝦抱卵母蝦 需要降海 才能生出蝦寶寶!真奇妙，

原來貌不驚人的小小蝦兒，竟然肩負大漢溪與台灣海峽物質循環的重要角色!不容忽視的小

生命，關於其生活史與仔蝦賴以維生的食物來源，仍然值得我們投入更多的關注與研究，

了解其生態地位與角色扮演，對溪流清潔與物質循環十分重要！更可喜的是，福山巖的水

道中竟然沒有任何一隻外來種-美國螯蝦 甚至 澳洲淡水鰲蝦 的 絲毫蹤跡，讓人喜出望外。  

陸、討論： 

  一、為何兩種方法都出現 多齒新米蝦標誌放回法族群的估算數量 略大於 樣區法所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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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數量？事實上很簡單，因為樣區法中一旦 20 個樣區 以綠窗網隔離區分建立以後，

就會 導致 甚至產生 比較多的捕捉死角！相對標幟放回法，捕捉死角比較少，手抄網

使用比較隨心應手，容易手到擒來，所以比樣區法更接近實際蝦總數！ 

0

100

200

300

400

500

X樣區法 Y標幟放回法

數列1

 
  二、事實上，為了保護原蝦類棲息地的完整性，減低原生水草-馬藻 族群生態的嚴重破壞，

大家都彼此隨時隨地強調提醒，下網時便經常提心吊膽、小心謹慎許多，所以能捕獲的

數量應該遠低於實際存在的蝦量! 
  三、研究過程中發現蝦類尤其是衛氏米蝦與多齒新米蝦非常喜歡趴在馬藻上，甚至巴著、

緊抓馬藻不放，倘使目標蝦隱身馬藻迷你水中森林中時，要捉到牠們就非常難！除非連

同整棵馬藻一齊摘除入網，否則想將樣區蝦類一網打盡，就更緣木求魚 益發顯得不可

能了! 但是為了生態永續，我們願以中學生素人科學家身分 豎立生態調查的優良典範! 
  四、為何第二次調查鎩羽而歸? 經我們離去前的四處踏查，發現為附近民宿為了自家觀景

池塘換水擷取了水道中的大量水源，一連三日，導致實驗水道中馬藻 族群經陽光曝曬 
枯黃一片，慘不忍睹! 蝦類的慘況，可想而知。 

  五、發現 第三次調查 竟然 多齒新米蝦 族群大增，期間捕撈而得的個體大多顯得 較小，

顯然寒假期間，多齒新米蝦 在福山巖地區，及大漢溪流域中游地區，密切進入大量繁

殖期，抱卵母蝦輕易可見! 
  六、多齒新米蝦 會不會因為大量繁育後代，族群大增 吸引來大量掠食者，像是水庫密封

型水體常見的極樂吻蝦虎，在第三次調查時常常比起第一次更容易入網遭捕?!根據結

果，確實有多齒新米蝦因繁殖造成族群大增，連帶伴隨極樂吻蝦虎撈獲量也大增的現象! 
值得進一步探討其間的族群互動，兩物種之間 是否存在掠食與被掠食的族群互為消長

變化的連動關係? 這疑問 加深了 我們繼續投入生態觀察、調查、研究的新動機與無比

的鼓舞和熱忱! 蝦類掠食者-日本沼蝦(2 級消費者-以蝦類為食時)，族群遠低於衛氏米蝦

(1 級消費者，以藻類為食時)與多齒新米蝦(1 級消費者，以藻類為食時)，完全符合生物

課本的敘述，這讓我有走出升學的窄小象牙塔外 的快樂！ 
 

  20120915(以 藍色圓柱 表示) 20130202(以 紫紅色圓柱 表示) 

多齒新米蝦 224 隻 360 隻 
日本沼蝦 12  隻 4  隻 
衛氏米蝦 56  隻 20 隻 

極樂吻蝦虎 8   隻 36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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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吻蝦虎 臉頰上有明顯的辨識條紋 乍看下 仍無法區分 的 衛氏與多齒新米蝦! 

 

  
極樂吻蝦虎 雄魚 極樂吻蝦虎 母魚 

 
  七、最初為了，蝦身標記應選哪一部位，小組出現難得的爭執；後來實驗發現，綁在尾鰭

正前端，對蝦子蛻殼最是無傷！因為在此部位，最不影響蝦子的正常生長與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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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尾鰭前方標記後 脫殼的 藍色多齒新米蝦 尾鰭前方標記後 蛻殼的 衛氏米蝦覓食模樣 

  八、兩種米蝦存在的水道中，馬藻身上葉片表面組織 似乎特別乾淨，生長特別茂綠！相對

沒有兩種米蝦存在的水道中，馬藻身上葉片表面組織 普遍存在褐綠色的藻類，生長勢

較差！ 
 
柒、結論 

  一、發現 樣區法 並不受限於 植物類的調查，甚至可以廣泛的運用在蝦類研究調查方面！ 
  二、比起 樣區法 ，似乎 標幟放回法 更適合 緩慢流動人工灌溉水道或渠道的 蝦類調查，

因為調查的數據更接近現實蝦口數目! 
  三、單單是福山巖灌溉區的經常有水的人工渠道至少 3 公里，若是多齒新米蝦 分布均勻，

則二零一二年九月中旬，每二十米人工水道若實際擁有成體之多齒新米蝦 220~309 隻

的話，則這些水道中 至少擁有 成體之多齒新米蝦 33000~46350 隻；假若全區 27 公里

全部滿水，馬藻生態豐富的話，則這些水道中 至少擁有 成體之多齒新米蝦 將暴增到

297000~417150 隻。若再加上不易以一般手抄網 輕易捕捉的 甫出生的蟻蝦、甚至二

齡蝦 不為人知的眾多數量，真可說是蝦隻無數! 其中還不包含懷孕母蝦抱卵 即將問

世的小蝦仔。二零一三年二月上旬 福山巖灌溉區 適逢 多齒新米蝦的繁殖期，蝦類族

群就更可觀了！ 
  四、人為生態破壞 像是塑化劑、界面活性劑、沙拉脫、含磷清潔劑、農藥、抗生素、避孕

藥、重金屬、染劑、工廠汙排、生活廢水、電池 等，遠遠超乎吾人的想像! 更別說是

自然水體的嬌貴、生態的指標--多齒新米蝦 自然 也深受毒害、無法自拔! 上述汙染，

勢必讓理想蝦數 為之銳減了。一如我們親眼目睹多條水泥河道中，根本沒有蝦藻之稱

的馬藻族群生長，自然也不可能有大量 多樣的米蝦族群了。 
  五、多齒新米蝦 與 衛氏米蝦 會刮食馬藻葉片身上的褐綠色藻類(種類標本業已取得，有

待進一步鑑定)，進一步因為葉片乾淨，導致共生馬藻生長健康茂綠許多！馬藻則提供

棲所，避免 多齒新米蝦 與 衛氏米蝦 被掠食者發現，利於族群繁衍！ 
  六、本想只是調查原生水草—馬藻、水丁香(Ludwigia octovalvis)、水蠟燭(Typha orientalis)-

又名香蒲…等，卻促成了多齒新米蝦的生態調查；為了多齒新米蝦的族群了解，卻連

帶促成日本沼蝦與衛氏米蝦的生態族群調查；甚至發現了 極樂吻蝦虎 的存在!因為資

料的查詢，無形增加了全組對於台灣淡水溪流生態、水庫地區人工水體生態 多樣性的

了解，受益匪淺 不是說說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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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關心生態，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知行合一』就是我們參加此次科展最大的心得。 
  八、感謝本校 台灣原生蝦類調查社的 社團指導老師、義工隊成員無私的奉獻與幫忙，沒

有你、妳們，就沒有我們研究結果與報告的誕生，得之於人者太多，出於己者太少，

所以 藉助 陳之藩先生的一句名言『謝天』，表達吾等感激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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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317  

一、本作品詳實紀錄台灣本土蝦之多齒新米蝦之族群分布。 

二、本研究完成兩次蝦族群之調查，但在秋冬季進行，無法獲知

是否氣候對蝦族群之影響。 

三、本研究若能持續進行一年，則較能獲知多齒新米蝦為優勢種

之可能原因。 

 

030317-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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