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鱟來的故事─二齡三棘鱟的發育與攝食 

摘要 

本研究探討鱟在室內養殖環境下的之生長情形及視覺嗅覺感官對攝食的影響，結果發現

在室內養殖環境裡，鱟受精卵在水溫恆定 30°C 環境下孵化為一齡鱟的速率較室溫環境下明

顯為快。另外，一齡鱟在經過長時間未進食後，在 75 天後爆發式的成長至二齡鱟。幼鱟在

不同亮度環境下，多數的幼鱟會持續停留在照度適宜的區域。少數明顯對白光表現趨避行為

的幼鱟，大多是向暗區移動，對白光呈現逃避的特性。分別在綠紅藍三種色光的環境下，多

數鱟會持續停留在初始區域。少數明顯對色光表現趨避行為的鱟，對綠光與藍光較會表現逃

避的特性，呈現向暗區移動，對紅光的則顯示趨近的特性。二齡鱟能分別以嗅覺與視覺感知

食物的位置並朝其方向移動接近。 

 

壹、研究動機 

在學校的創意自然課程中，我們看到了鱟卵，當老師詢問是否有人願意擔任鱟母照顧小

鱟，我們幾個同學舉手了，聽老師說，小鱟會來我們學校，是因為三年前一位鱟博士-楊明

哲博士到我們學校演講，於是成就了我們學校與小鱟的緣分，第一年老師參加基隆國立海洋

科技博物館的海洋公民行動計畫分到顆 6 顆鱟卵，經過學姊細心照料，沒想到居然一顆都沒

孵化；第二年再接再厲接收了 117 鱟卵，終於成功孵出 54 隻 1 齡鱟，孵化率也有百分之 46;

今年由我們接手照顧小鱟，看著鱟卵變成小鱟的可愛模樣，不由得讓我們對牠產生好奇。 

當我們開始查詢有關鱟的相關知識，發現鱟為鱟科 Limulidae，學名：Tachypleus 

tridentatus ，又名「馬蹄蟹」、「蟹兜」、「夫妻魚」、「中華鱟」，屬於劍尾目的海生節肢動

物，而劍尾目最早出現的時間可回溯至奧陶紀，是一種古老的物種。原本常見於台灣的金

門、媽祖、澎湖、西部與北部海岸，偶見於宜蘭，然而過去數十年，隨著大規模的海岸發

展，大片潮間帶環境遭受破壞、長期的捕撈、海洋汙染，鱟的族群因而大量縮減。另外，鱟

在維護自然生態的平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發現，美洲鱟

卵數量的多寡會影響一種名為紅腹濱鷸的候鳥族群數量。在自然環境裡，只有保留足量的鱟

卵在海灘上，才可讓長途跋涉、向北遷徙、瀕臨絕種的候鳥補給體力，使其完成旅途，到達

目的地繁衍下一代。另外，由於鱟血在製作疫苗上有極大的助益，鱟血只要與細菌接觸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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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結，即使只有一點會導致人體發燒甚至死亡的內毒素，都能讓鱟血呈現果凍般的稠度，如

此一來，就能更快速的檢測藥物、疫苗或醫療設備是否能安全地使用。但是正因為鱟血深具

醫藥商業價值，自然引起人類的大量捕捉。然而鱟自孵化後需要 10-15 年才能成長至成年個

體，在鱟的生活史中，成鱟產卵於高潮帶沙礫中，稚鱟成長於潮間帶，很容易因人類各種行

為(如捕撈、污染、棲地破壞等)的干擾，中斷其生命史，所以鱟的存在最能反映潮間帶的健

康情況，是相當實用的指標物種。在聽到在台灣成鱟上岸產卵的機率越來越低，難道鱟就要

在我們這一代滅絕了嗎?因此，我們決心要好好研究鱟的相關知識，希望能以後能在台灣本

島成功復育更多鱟。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鱟的受精卵在不同水溫環境下的孵化情形。 

二、了解鱟自受精卵階段孵化後成長至二齡鱟的生長情形。 

三、探討幼鱟在不同亮度環境下的趨避行為。 

四、探討二齡鱟在不同色光環境的趨避行為。 

五、探討二齡鱟是否能以嗅覺感知食物。 

六、探討二齡鱟是否能以視覺感知食物。 

參、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 

（一） 生物介紹: 

1.鱟分類:  

             界:動物界 Animalia 

                門:節肢動物們門 Arthropoda 

                 綱:肢口綱 Merostomata 

                   目:劍尾目 Xiphosura 

                      科:鱟科 Limulidae 

                         屬 :東方鱟屬 Tachypleus 

                              種:中華三棘鱟 T.triden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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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莊曜陽、翁嘉謙、翁文慶、李龍君（1998）的研究指出，在野外環境裡，25°C 的海水

中，孵化的時間，快則 45 天，慢可超過三個月。鱟卵在受精後經過七週，可透過卵膜觀察

到幼鱟在卵中翻轉，在 18°C 以下低溫下，幼鱟於卵膜內呈現休眠狀態而不孵出，若水溫提

高至 30°C 以上，則幼鱟會在 2 至 3 小時內悉數孵化。另外，採取產出 4 週後卵殼已經脫離

的胚體，用不同水溫條件處理，以間歇 12 小時 30°C 加溫條件的孵化最快，持續 30°C 加溫者

居次；常溫冬天常溫約 18°C 的孵化速度最慢。剛孵化的新生幼鱟為一齡鱟，體長約為

6.3mm 到 6.9mm，體寬約 6.6mm 到 7.3mm，腹甲較透明，有如三葉蟲般的腹甲橫紋。在水

中常以腹面朝上仰泳，偶有腹面朝下游動。新生幼鱟對光有正趨光性，但對不同色光的反應

並不明顯。而洪承欣、陳旻禧（2018）的研究則是自野外撿拾稚鱟，進行人工飼養，經過九

個月後，多數為 4 齡鱟及 6 齡鱟。 

 

然本次研究的所獲取的鱟卵，乃取自於金門水試所人工受精到成長二齡鱟的過程，全程

置於人工飼養的室內環境，與前述歷經野外生長環境的情況有所不同。由於幼鱟成長至二齡

鱟時才會進食，本研究以剛孵化的豐年蝦作為飼料，才得以進行鱟的視覺與嗅覺感知之研

究。另外，由於配合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鱟知鱟學」送小鱟回大海活動時程，本研究所

孵育幼鱟預計於二齡鱟階段放流至大海，因此本研究僅針對鱟生長到二齡前的階段。 

二、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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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採樣物種：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提供的鱟卵。 

（二） 研究場地：學校生物實驗室。 

（三） 設備與器材：撈網、燒杯、透明水缸（15×18×29cm）、海水素、打氣設備、溫

度計、尺、標籤紙、解剖顯微鏡、實驗紀錄本、燒杯、滴管、氨測試劑、海水比重計、LED

小燈（白色、紅色、綠色、藍色）、豐年蝦孵育筒、卜型玻璃連接管數支。 

器材 用途 

鱟孵育與飼養的環境（圖 3-1） 於實驗室中孵育鱟卵與飼養小鱟，減少干擾 

液晶顯示型解剖顯微鏡（圖 3-2） 觀察與記錄小鱟的身長、劍尾長 

監測飼養環境之用品（圖 3-3） 讓飼養環境保持穩定，有利於小鱟生長 

錄影器材（手機、手機架） 觀察與記錄小鱟的行為動作 

LED 小燈（白、紅、綠、藍色），（圖 3-4） 作為鱟的各種光趨避性之光源 

卜型玻璃連接管數個 作為鱟的各種光趨避性及感官測試的場所 

 

 

 

圖 3-1 鱟孵育與飼養的環境 圖 3-2 液晶顯示型解剖顯微鏡 

 

 

圖 3-3 海水比重計與氨測試劑 圖 3-4 LED 小燈（紅、綠、白、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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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鱟的受精卵在不同水溫環境下的孵化情形。 

（一）實驗一：鱟的受精卵在不同水溫環境下的孵化是否有差異？ 

1.目的：了解鱟的受精卵在不同水溫環境下的孵化是否有差異 

2.器材：透明養殖水缸（2 個）、溫度計（2 支）、恆溫加熱棒（1 支） 

3.步驟： 

實驗組： 

（1）水族箱裡面的飼養環境是保持打氣，每週換水清潔一次，底部不鋪海砂，鹽水

使用海水素調製，海水盬度維持在 29.85 到 33.6345（g/L）。 

（2）將 30 顆鱟的受精卵置於水族箱內，然後利用加熱棒將水溫固定在 29 到 31 度之

間，每日觀察孵化出來的小鱟數量，並記錄之。 

對照組： 

（1）水族箱養殖環境與實驗組相同。 

（2）將 31 顆鱟的受精卵置於水族箱內，然後水族箱的水溫隨著室溫而變化，在觀察

期內水溫的變化範圍為 21 度到 27 度之間。每日觀察水溫與孵化出來的小鱟數

量，並記錄之。 

二、鱟自受精卵階段孵化後成長至二齡鱟的生長情形。 

（一）實驗二：幼鱟在孵化後至成長二齡鱟初期體長隨時間的變化情形如何？ 

1.目的：透過每日記錄幼鱟在孵化後至成長二齡鱟初期體長的變化，了解體長隨時間

的變化情形 

2.器材：透明養殖水缸（2 個）、溫度計（1 支）、恆溫加熱棒（1 支）、液晶顯示型解

剖顯微鏡 

3.步驟： 

（1）將剛孵化後的幼鱟數量共計 61 隻，合併置於同一水族箱內養殖，水族箱裡面的

飼養環境是保持打氣，每週換水清潔一次，底部不鋪海砂，鹽水使用海水素調

製，盬度維持在 29.85 到 33.6345（g/L） 

（2）每日隨機取出 10 隻幼鱟，置於液晶顯示型解剖顯微鏡下，測量並記錄幼鱟的頭

尾身體長度。 

三、幼鱟在不同亮度環境下的趨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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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三：幼鱟在不同亮度環境下是否出現趨避行為？ 

1.目的：了解幼鱟在不同亮度環境下的趨避行為。 

2.器材：卜型玻璃連接管 5 支、白色 LED 燈 1 個、抹布 2 條、軟木塞。 

3.步驟： 

（1）將 5 個卜型的玻璃連接管頭尾相接成一長條狀測試管，中間段的分歧管朝上，

作為小鱟放入的入口處，同時注入養殖環境的海水。 

（2）在長型的測試管一端上方，以白光 LED 燈照射，作為光亮區，在另外一端則以

兩層抹布包覆阻絕光線，整個測試環境的亮度由白光 LED 燈下的極亮區到另一

端的暗區，形成一個照度不同的連續區域，其中開始放置的位置光的照度居

中。如圖 4-1 所示。 

（3）隨機選取 10 隻幼鱟，由中間段連接管放入水中，並以中間段連接管為靜置區。

紀錄幼鱟的起始位置，然後將室內的燈光關閉，使白光 LED 燈成為室內的唯一

光源。分別經過 45 分鐘和 100 分鐘後，觀察幼鱟的所在位置並記錄之。如圖 4-

2 所示。 

四、幼鱟對於環境不同色光環境的趨避行為。 

（一）實驗四之一：幼鱟在綠色光環境下是否出現趨避行為？ 

1.目的：了解幼鱟在綠色光環境下的趨避行為。 

2.器材：卜型玻璃連接管 5 支、綠色 LED 燈 1 個、抹布 2 條、軟木塞。 

3.步驟： 

（1）將 5 個卜型的玻璃連接管頭尾相接成一長條狀測試管，中間段的分歧管朝上，

作為小鱟放入的入口處，同時注入養殖環境的海水。 

（2）在長型的測試管一端上方，以綠光 LED 燈照射，作為光亮區，在另外一端則以

兩層抹布包覆阻絕光線，整個測試環境的亮度由綠光 LED 燈下的極亮區到另一

端的暗區，形成一個照度不同的連續區域，其中開始放置的位置光的照度居

中。如圖 4-3 所示。 

（3）隨機選取 10 隻幼鱟，由中間段連接管放入水中，並以中間段連接管為靜置區。

紀錄幼鱟的起始位置，然後將室內的燈光關閉，使綠光 LED 燈成為室內的唯一

光源。觀察紀錄頻率為每經過 3 分鐘紀錄一次，最終於 15 分鐘停止後，觀察幼

鱟的所在位置並記錄之。 

（二）實驗四之二：幼鱟在紅色光環境下是否出現趨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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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了解幼鱟在紅色光環境下的趨避行為。 

2.器材：卜型玻璃連接管 5 支、紅色 LED 燈 1 個、抹布 2 條、軟木塞。 

3.步驟： 

（1）同實驗四之一。 

（2）在長型的測試管一端上方，以紅光 LED 燈照射，作為光亮區，在另外一端則以

兩層抹布包覆阻絕光線，整個測試環境的亮度由紅光 LED 燈下的極亮區到另一

端的暗區，形成一個照度不同的連續區域，其中開始放置的位置光的照度居

中。 

（3）隨機選取 10 隻幼鱟，放置於靜置區，並紀錄幼鱟的起始位置，然後將室內的燈

光關閉，使紅光 LED 燈成為室內的唯一光源。觀察紀錄頻率為每經過 3 分鐘紀

錄一次，最終於 18 分鐘停止觀察，觀察幼鱟的所在位置並記錄之。 

（三）實驗四之三：幼鱟在藍色光環境下是否出現趨避行為？ 

1.目的：了解幼鱟在藍色光環境下的趨避行為。 

2.器材：卜型玻璃連接管 5 支、藍色 LED 燈 1 個、抹布 2 條、軟木塞。 

3.步驟： 

（1）同實驗四之一。 

（2）在長型的測試管一端上方，以藍光 LED 燈照射，作為光亮區，在另外一端則以

兩層抹布包覆阻絕光線，整個測試環境的亮度由藍光 LED 燈下的極亮區到另一

端的暗區，形成一個照度不同的連續區域，其中開始放置的位置光的照度居

中。如圖 4-4 所示。 

（3）隨機選取 10 隻幼鱟，由中間段連接管放入水中，並以中間段連接管為靜置區。

紀錄幼鱟的起始位置，然後將室內的燈光關閉，使藍光 LED 燈成為室內的唯一

光源。觀察紀錄頻率為每經過 3 分鐘紀錄一次，最終於 15 分鐘停止觀察，觀察

幼鱟的所在位置並記錄之。 

五、幼鱟是否能以嗅覺感知食物。 

（一）實驗五：二齡鱟是否能以嗅覺感知食物？ 

1.目的：利用二齡鱟可以開始進食飼料的特性，探討二齡鱟是否能以嗅覺感知食物。 

2.器材：卜型玻璃連接管 5 支、脫脂棉花、抹布 10 條、軟木塞。 

3.步驟： 

（1）同實驗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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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五段玻璃管中，第一段與第二段之間以及第四段與第五段之間，塞入棉花隔

離兩邊的空間，將豐年蝦放置在第五段玻璃管內，讓豐年蝦無法穿過棉花到其

他空間，但是豐年蝦的氣味可以傳達到其他段的玻璃連接管。 

（3）12 隻二齡鱟放入靜置區後，以兩層抹布包覆全部的玻璃管，以阻絕光線，同時

室內關燈拉上窗簾，避免鱟的視覺發揮作用。由於考量在水中氣味分子通過棉

花的擴散速率，因此分別經過 45 分鐘和 100 分鐘後，觀察幼鱟的所在位置並記

錄之。如圖 4-5 所示。 

六、幼鱟是否能以視覺感知食物。 

（一）實驗六：二齡鱟是否能以嗅覺感知食物？ 

1.目的：利用二齡鱟可以開始進食飼料的特性，探討二齡鱟是否能以視覺感知食物。 

2.器材：卜型玻璃連接管 5 支、方形玻璃瓶 2 個、軟木塞。 

3.步驟： 

（1）同實驗四之一。 

（2）取三段玻璃管連接中，在整段玻璃管的左右兩端以矽利康黏著劑黏貼於二個方

形透明玻璃瓶瓶壁，以達到玻璃管與玻璃瓶空間實質隔離，將豐年蝦放置在一

端的玻璃瓶內，讓豐年蝦無法移動到玻璃管，但是豐年蝦的影像可以為在玻璃

管的二齡鱟所看見。 

（3）將二齡鱟 11 隻二齡鱟放入靜置區後，同時打開室內天花板日光燈照明。觀察紀

錄頻率為每經過 3 分鐘紀錄一次，最終於 18 分鐘停止觀察，觀察幼鱟的所在位

置並記錄之。如圖 4-6 所示。 

 

 

  

圖 4-1 長條狀測試管 圖 4-2 於觀測時間紀錄其分佈位置 

靜置區 暗區 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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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綠光趨避行為測試管 圖 4-4 藍光趨避行為測試管 

  

圖 4-5 嗅覺感知測試管 圖 4-6 視覺感知測試管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鱟的受精卵在不同水溫環境下的孵化情形。 

由實驗一的數據可以發現，在 30°C 左右的恆溫養殖環境中，鱟卵孵化的數量快速的增

加，遠遠大於室溫組別的孵化數量。雖然兩組在記錄開始的第 10 天後，孵化的累積數量都

進入平原期，沒有明顯的變化，但是到了 12 月 9 日，之後兩組的孵化數量就接近一致了。

由此可知，在恆溫 30°C 的養殖環境之下，起初的 10 天內，鱟卵的孵化速率比室溫還快。兩

組的孵化累積數量圖，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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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兩組的孵化累積數量圖(10/31-12/09) 

二、鱟自受精卵階段孵化後成長至二齡鱟的生長情形。 

由實驗二的數據，可以鱟卵孵化後於 12 月 23 日到隔年 3 月 22 日觀察期內的身長平均

與日期繪製成關係圖，如圖 5-2-1 所示。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鱟卵孵化後，從 12 月 23 日至

隔年的 3 月 8 日，時隔 75 天，小鱟的平均身長約維持 6.1mm 左右，沒有明顯的變化。 

到了 3 月 8 日之後，二齡鱟陸續出現，使得測量到的平均身長急劇增加，如圖 5-2-2 所

示。在 3 月 8 號至 3 月 22 日的調查數據中，我們可以透過身長平均與日期關係圖，發現在

這 14 天內，平均身長與天數呈現線性的關係，斜率為 0.1504，相關係數平方大於

0.7(R2=0.94)，如圖 5-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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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觀察期內的身長平均值變化情形 

 

圖 5-2-2 三月八日以後的平均身長與日期之關係 

三、探討幼鱟在不同亮度環境下的趨避行為。 

在實驗三中探討幼鱟在不同亮度環境下的對於白光的趨避行為，我們在不同日期，分別

重複做 3 次實驗，實驗的結果如圖 5-3-1、圖 5-3-2 和圖 5-3-3 所示。 

在這第一次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隨著時間過去，11 隻裡有 8 隻停留在靜置區，3 隻幼

鱟移到暗區，而在亮區沒有幼鱟出現。移動到暗區的 3 隻幼鱟中，只有 1 隻二齡鱟，其餘為

一齡鱟。 

在第二次實驗中，10 隻裡有 4 隻停留在靜置區，5 隻幼鱟移到暗區，而 1 隻一齡鱟移到

亮區。移動到暗區的 5 隻幼鱟中，有 1 隻二齡鱟，其餘為一齡鱟。 

第三次實驗中 10 隻裡面有 9 隻停留在靜置區， 只有 1 隻移動到暗區，這一隻是二齡

鱟。 

整體來看幼鱟會停留在照度適宜的區域，以光度計測量，此區域之光亮度約在 10 至 50

勒克斯的範圍內，不會對光產生明顯的趨向或逃避的特性。在明顯對白光表現趨避行為的

鱟，大多是向暗區移動，對白光呈現逃避的特性。尤其是二齡鱟容易有出現移動到暗區的特

性。若以光度計測量亮區之光亮度，約為 2000 勒克斯，此亮度接近於臺灣五月下旬時，戶

外中午時日照之光亮度。 

 



12 
 

 

圖 5-3-1 幼鱟在白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圖 5-3-2 幼鱟在白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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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幼鱟在白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四、探討二齡鱟在不同色光環境的趨避行為。 

在實驗四之一裡，8 隻二齡鱟在綠光環境下，大部分都會停留在靜置區，隨著時間過

去，顯示有少數的鱟會向暗區移動。其移動的位置與關係圖，如圖 5-4-1-1 至圖 5-4-1-3 所

示。三次實驗的二齡鱟在綠光下的平均移動分佈位置，如圖 5-4-1-4 所示，顯示部分二齡鱟

有遠離綠光的特性。 

在實驗四之二裡，9 隻二齡鱟在紅光環境下，大部分的二齡鱟都會停留在靜置區，隨著

時間過去，顯示有少數的鱟會向亮區移動。其移動的位置與關係圖，如圖 5-4-2-1 至圖 5-4-2-

3 所示。三次實驗的二齡鱟在紅光下的平均移動分佈位置，如圖 5-4-2-4 所示，顯示部分二

齡鱟有趨近紅光的特性。 

在實驗四之三裡，8 隻二齡鱟在藍光環境下，大部分都會停留在靜置區，隨著時間過

去，顯示有少數的鱟會向暗區移動。其移動的位置與關係圖，如圖 5-4-3-1 至圖 5-4-3-3 所

示。三次實驗的二齡鱟在綠光下的平均移動分佈位置，如圖 5-4-3-4 所示，顯示部分二齡鱟

有遠離藍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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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1 二齡鱟在綠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圖 5-4-1-2 二齡鱟在綠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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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3 二齡鱟在綠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圖 5-4-1-4 二齡鱟在綠光下的平均移動分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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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1 二齡鱟在紅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圖 5-4-2-2 二齡鱟在紅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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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3 二齡鱟在紅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圖 5-4-2-4 二齡鱟在紅光下的平均移動分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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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1 二齡鱟在藍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圖 5-4-3-2 二齡鱟在藍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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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3 二齡鱟在藍光下的移動分佈位置 

 

 

圖 5-4-3-4 二齡鱟在藍光下的平均移動分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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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齡鱟是否能以嗅覺感知食物。 

在實驗五的結果中，顯示 12 隻二齡鱟在第一次觀測時間裡，有 6 隻移動到食物區，其

餘 6 隻停留在起始位置。在第二次觀測時間裡，累積到 7 隻移動到靠近食物區的一端，在整

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一隻鱟移動到靠近對照區的一端，其分佈位置與時間的關係圖，如圖 5-

5 所示。顯見二齡鱟可以藉由嗅覺感知食物的存在。 

 

圖 5-5 二齡鱟在嗅覺感知測試隨時間位置變化情形 

 

六、二齡鱟是否能以視覺感知食物。 

在實驗六的結果中，顯示 15 隻二齡鱟在第一次觀測在第 18 分鐘時，有 4 隻移動到食物

區。在第二次觀測於第 18 分鐘時，累積到 5 隻移動到靠近食物區的一端，在第三次觀測於

第 18 分鐘時，累積到 4 隻移動到靠近食物區的一端，在第四次觀測於第 18 分鐘時，累積到

2 隻移動到靠近食物區的一端，其分佈位置與時間的關係圖，如圖 5-6-1 至圖 5-6-4 所示。四

次實驗之時間位置與平均分佈隻數，如圖 5-6-5 所示。顯見二齡鱟可以藉由視覺感知食物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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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1 二齡鱟在視覺感知測試隨時間位置變化情形 

 

 

圖 5-6-2 二齡鱟在視覺感知測試隨時間位置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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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3 二齡鱟在視覺感知測試隨時間位置變化情形 

 

 

圖 5-6-4 二齡鱟在視覺感知測試隨時間位置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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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5 二齡鱟在視覺感知測試隨時間位置變化情形 

 

陸、結論與展望 

一、結論 

（一）鱟的受精卵在水溫恆定 30°C 環境下的孵化速率較隨室溫變的環境下明顯為快。 

（二）本次的幼鱟孵化後，在經歷 75 天後陸續成長至二齡鱟，且二齡鱟數量的快速增

加，在二齡鱟出現的 14 天裡，數量與時間顯示一次函數的線性關係，可視為成長的爆發

期。 

（三）幼鱟在不同亮度環境下，整體來看會喜歡停留在照度適宜的區域內，光亮度經測

量約在 10 至 50 勒克斯的範圍內，不會對光產生明顯的趨向或逃避的特性。在少數明顯對白

光表現趨避行為的幼鱟，大多是向暗區移動，對白光呈現逃避的特性。尤其是少數二齡鱟容

易有出現移動到暗區的特性。 

（四）二齡鱟在綠紅藍三種色光的環境下，如同白光，多數的鱟會喜歡停留在照度適宜

的區域，不會對色光產生明顯的趨向或逃避的特性。在少數明顯對色光表現趨避行為的鱟，

對綠光與藍光較會表現逃避的特性，呈現向暗區移動，對紅光則有趨近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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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齡鱟能以嗅覺感知食物的位置並朝其方向移動接近。 

（六）二齡鱟能以視覺感知食物的位置並朝其方向移動接近。 

二、展望 

在本次的研究裡，我們在二齡鱟在綠紅藍三種色光的環境下，少數鱟表現出對色光有趨

避行為，這個與之前莊曜陽、翁嘉謙、翁文慶、李龍君（1998）在金門野外觀察結果不同，

是否為能在觀察樣本數更多的條件下，進行相同實驗，是未來可再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

另外，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幼鱟對白光的反應裡，在少數明顯對白光表現趨避行為的幼鱟，

大多是向暗區移動，對白光呈現逃避的特性，此結果也與莊曜陽、翁嘉謙、翁文慶、李龍君

（1998）在金門野外觀察結果不同，其中造成結果差異的原因，是否為室內與戶外生長環境

不同所致，也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另外，在做幼鱟是否能以視覺感知食物的實驗裡，在每次實驗結束後，最快需要等 30

分鐘以上，才能再次做相同的實驗，否則不會呈現明顯的感知移動現象。這種實驗間的不反

應等待時間，是否為鱟有記憶學習能力所致，或是因其他動物行為的因素影響，也是待未來

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鱟是一種古老的動物，構造雖然相對簡單，外型極為特殊，同時又看到關於鱟的新聞報

導，激發出我們想研究鱟的動機。我們從對牠一無所知，到現在對牠有較深入的了解，經過

了許多困難，因為我們面對的不是可任意操控的實驗器材和數據，而是有生命，活生生在在

海水中悠遊著的鱟。 

為了配合基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辦理的二齡鱟的野外流放活動，我們在有限的時間

內，循著小鱟的生長史，配合小鱟的生長史在不傷害及過份干擾小鱟生長的前提之下，設計

並執行實驗，由於小鱟的生長是不停止的連續狀態，如果實驗的預備工作及事前的設計沒有

很完善的話，幾乎沒有再重做實驗的機會，當很多一齡鱟就會變成二齡鱟，實驗的條件就不

再相同了，因此整個過程中是十分緊湊的。經過這次科展的洗禮，我們除了更了解鱟之外，

我們也見識到平常在教室中看不到的事物。過程中也學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像是如何佈置

適合鱟生活的飼養環境，如何讓觀察管不會漏水、不透光，用了定時拍攝軟體紀錄觀察牠們

整天的生活。我們也設計實驗了解環境對鱟趨避性的影響，雖然要花費很多時間在學校照顧

小鱟與做實驗，但在過程中我們收穫良多，解決實驗遇到的困難會讓我們很開心，很有成就

感；另外當結果不如預期，我們會探討為什麼，並且思考怎麼解決問題。更多的經驗累積，

我們知道面對不進食的一齡鱟不用太過擔憂，了解鱟成長的爆發期，抓準了準備豐年蝦來養

殖二齡鱟的時機點，讓我們照顧鱟的過程更加順利，亦可以分享給其他參加計畫的學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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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由於國內研究鱟相關的文獻資料有限，且多是著重於生物科技的應用與野外生活時的狀

況調查，對於鱟在室內養殖時的一些生物行為特性就較少有相關研究，因此我們遇到困難

時，我們只能在一邊照顧小鱟一邊找資料及與指導老師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法。在今年 3 月

時，指導老師因公到金門出差，在金門與烈嶼當地發現有大型鱟殼，並聽到當地居民反映由

於鱟的棲息地受到人為開發而面積日益減小，因此在海邊發現野生鱟的數量也越來越少，為

加強保育及復育此種寶貴的物種，金門水產試驗所會對鱟進行人工受精，再將受精卵採人工

孵育至較成熟後，野放至大海環境。聽完老師的轉述之後，對於鱟在人工孵育階段的室內養

殖環境裡，對幼鱟的習性研究，覺得有其重要性。回顧研究過程的點點滴滴讓人體悟到大自

然的奧妙，期盼未來有更多人能夠投入鱟的棲地保育與研究工作，幫助這種在野外數量越來

越少的鱟營造適合的棲地環境，為大自然盡一份心力，這應該也是我們研究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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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311 

優點：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在 2019 年已將三棘鱟列入紅皮書「瀕危」物種名

單中，因此，推廣三棘鱟的保育以及保護海洋環境的課題刻不容緩。

本研究立意良善，除了以人工飼養細心照料小鱟外,更希望藉由二齡

稚鱟的行為觀察，進而探究稚鱟與環境各因子間的互動關係。利用卜

型玻璃管裝置進行鱟的行為分析。實驗過程和方法的內容清晰。 

建議及檢討： 

1. 探討內容多屬已知知識，新穎性不足。趨避試驗應有位置效應的

對照排除設計，不太清楚靜置區的存在意義，建議在實驗中進一

步解釋靜置區的目的和作用。 

2. 二齡稚鱟善於在具有底質（如砂質或泥質）的環境爬行及潛沙，

而對於光滑面（玻璃管內）則是較難自由活動，另外，此齡期的

稚鱟游泳能力也不佳。基於上述原因，由於稚鱟的自主運動可能

會受限，因此對於本研究之結果仍待商榷。 



3. 如果實驗進行了三次重複，建議將結果統整成一張圖表。資料的

整理為結果部分的重要項目，此處由圖表無法得知重複實驗驗證

的相關資訊，包含標準差等資訊。 

4. 資料顯示鱟能以嗅覺和視覺感知食物位置並接近，可進一步設計

實驗研究鱟的攝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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