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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到淡水螃蟹，相信多數人第一

個想到的應該是大名鼎鼎的大閘蟹

（中華絨螯蟹Eriocheir sinensis） 或者是

早年河川、農田常見的毛蟹 （日本絨

螯蟹E. japonica）。然而，這兩種經濟

價值甚高，在秋天達到最肥美的螃

蟹，並不是真正的淡水螃蟹，因為牠

們雖然平時生活在淡水中，但在秋

天達到性成熟後，就要降海交配、產

卵、抱卵，繁殖完成後成蟹陸續死

亡，而孵化出來的蟹苗，以蚤狀幼

體（zoea，圖1）的形態，於海洋中浮

游生活一個月左右，直到變態為游

泳能力較強、半底棲性的大眼幼體

（megalopa，圖2）後，才溯回河川中成

長（Lai et al, 1986）。因此，這類的螃

蟹還不是完全的淡水蟹。

那真正的淡水螃蟹（true freshwater 

crabs）又是什麼呢？牠們應是一群生

活史全部都在淡水域完成，且在任

何季節均無須洄游到海洋環境的

蟹類 （Ng, 1988; 施，1994; 施和游，

1999）。目前這些螃蟹在臺灣已正式

命名的已有42種（Shih et al, 2008; 施

和李，2009; Shih et al, 2010），而且新

的種類還在陸續發現中。

或許讀者已經開始想起，曾在

溪邊玩水抓蝦的時候，看過在石縫

間慌張逃竄的紅色螃蟹；也許曾在

雨後的山間小路，不期而遇悠哉漫

步林間的白色螃蟹；又或許曾經在

夜間或大雨後的墾丁公園，看過四

處橫行的黃色螃蟹，上述這些螃蟹

都是屬於真正的淡水蟹，也全部都

是臺灣的特有種。這些終生生活在

淡水域的螃蟹，在成熟繁殖時，雖

然和海水螃蟹一樣會抱卵，但卵粒

比較大，而且卵孵化出的，並不是

浮游性，也沒有蚤狀幼體和大眼幼

體的階段，而是和成蟹形狀相當類

似的稚蟹。此時，初孵化的稚蟹會

依附在母蟹的腹部一段時間讓母

蟹保護，之後才脫離母蟹獨立生

活。以下就以臺灣南海溪蟹Nan-

haipotamon formosanum為例來介紹

臺灣的淡水蟹。

臺灣的淡水蟹包含清溪蟹屬

Genus  Cand id i opo tamon、澤蟹屬

Genus Geothe lphusa、南海溪蟹屬

Genus Nanhaipotamon和束腰蟹屬

Genus Somanniathelphusa （Tan & Liu, 

圖1 毛蟹的蚤狀幼體

圖2 毛蟹的大眼幼體

1998; Shy et al., 2000; Chen et al., 

2005; Shy, 2005; Shih et al, 2008; 施和

李，2009; Shih et al, 2010）。其中的南

海溪蟹屬，目前全世界已知有13種，

其中 11種分布於東南大陸沿海各

省，而另2種分別分布於東引島及臺

灣島（Dai, 1997, 1999; 施、游，1999; 

Ng et al., 2001; 程等，2003; Shih et al., 

2005）。其中產於臺灣的種類為臺灣

南海溪蟹（N. formosanum），本種螃蟹

為臺灣特有種，在臺灣屬於中型淡

水蟹，一般頭胸甲寬約為25mm，大

型的雄性甲寬則可達35mm以上。本

種蟹頭胸甲光滑，前額緣平直，眶後

脊明顯，具一前側齒，其體色大致為

綠橙色至橙色，雌性個體則較雄蟹

稍紅或呈磚紅色。過去在彰化縣、南

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及臺南縣海拔

約300m 以下之山溝及田埂的泥質濕

地中常可發現，但如今因人為過度

開發，臺灣南海溪蟹棲地急速減少，

目前僅剩臺南、嘉義、雲林、南投縣

山區仍有零星的族群分布 （施、游，

1999）。

目前臺灣有關淡水蟹之生殖、生

態及幼苗之研究多偏重於性別比、成

熟體型、繁殖季節等項目，曾進行過

相關研究之種類則有厚圓澤蟹Ge-

othephusa ancylophallus、日月潭澤蟹G. 

candidiensis、黃綠澤蟹G. olea、屏東澤

蟹G. pingtung、大里澤蟹G. tali、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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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蟹G. tsayae及拉氏清溪蟹Candidi-

opotamon rathbunae （Liang, 1997; Chen 

et.al. 1999; Liu & Li 2000; 李 , 2004; 

Chen 2007） 等7種，這些報告包含臺

灣4屬淡水蟹中的澤蟹屬和清溪蟹

屬。

本文的主角臺灣南海溪蟹是在臺

灣本島唯一的1種，其和束腰蟹屬的

臺灣束腰蟹（S. taiwanensis） 均分布於

農工業發達的臺灣西南部一帶，也同

樣面臨著相當大的生存危機。幾曾何

時，臺灣束腰蟹已近乎消逝無蹤，而

臺灣南海溪蟹雖仍有一些族群分布，

但也岌岌可危。因此對臺灣南海溪

蟹進一步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緩的工

作。然而，國內有關淡水域蟹類之繁

殖及稚蟹研究多屬於洄游性蟹類的

研究 （Lai et. al. 1986; Shy & Yu 1992），

對於淡水蟹稚蟹的成長繁殖並未有

詳細之敘述，因此本文以棲息於嘉義

大學的臺灣南海溪蟹為對象，研究其

繁殖與稚蟹成長過程，除可建立臺灣

淡水蟹的生物學基礎研究資料外，對

臺灣南海溪蟹之保育或復育也應有

一定程度之助益。

材料與方法

一、成蟹交配與抱卵

使用3個80L（60×30×45m3）的水

族箱，將之佈置成與野外棲地相似的

環境，於繁殖季時在野外找尋體型相

近的雌雄成熟個體，捕捉記錄體型

後，將其回實驗室蓄養。每個水族箱

各放入一對觀察，並記錄其交配繁殖

的過程。採獲抱卵的雌蟹時，直接記

錄其體型大小、抱卵數、卵重以及卵

的發育情形。

二、稚蟹孵化與成長

稚蟹孵出後，將之小心驅離母蟹

腹甲，以計算數量，並測量其頭胸甲

寬、頭胸甲長與體重，隨後再將稚

蟹小心移回母蟹身旁，讓母蟹持續

保護初孵出的稚蟹。

經過幾天，稚蟹已自行脫離母

蟹，則將稚蟹另以水缸分開飼養觀

察。每日記錄其脫殼與成長情況，若

發現有脫殼的稚蟹，則等待其具移

動能力後，小心移出並測量與紀錄

其頭胸甲長寬與體重。其頭胸甲寬

測量是以游標尺量取甲幅最寬處的

直線距離，頭胸甲長則量取頭胸甲

之中線，由前緣至頭胸甲後緣中央

的直線距離。體重以電子天平測量。

上述頭胸甲長與甲寬之測量均以

mm為單位，重量則以mg為單位，

脫殼期間則以天數（days） 為單位。

結果

本實驗發現臺灣南海溪蟹生存的

環境，大多是在陰暗隱密的水邊潮濕

土壤中掘穴居住，穴口處多數都有大

型植物或雜草遮掩，目前尚未研究臺

灣南海溪蟹對水質條件的需求，但幾

乎所有的採樣點均接近山區，水質相

當清澈。嘉義大學內目前已觀測到的

臺灣南海溪蟹族群有3個點，每一個

點約有 15 隻的族群量。

一、成蟹交配與抱卵

在野外觀查時，於4月份曾經觀

測到兩次臺灣南海溪蟹交配的活

動。而此期間在野外所採集到的成

熟個體，在移回實驗室水族箱中後

亦發現有交配的行為。經觀察得知，

當雄蟹發現雌蟹後，即高撐起步足，

企圖抱住母蟹。初期雌蟹會有抗拒

或逃避的行為，雄蟹則會緊逼雌蟹

於水族箱的角落，接著雄蟹以螯足

外側對著雌蟹前端，而雌蟹傾斜身

體，兩螯下垂接受雄蟹。隨後，雄

蟹身體垂直豎起，用螯足夾住雌蟹，

再用兩對步足抱住雌蟹，並用腹部摩

擦雌蟹身體的腹部前端，開始交配動

作。通常約1-2小時後完成交配，然

而實驗期間亦曾觀察到交配時間長

達兩天之記錄。實驗內蓄養的個體從

交配到產卵的時間自幾天到幾個月

不等，產下的卵數約55-60顆，平均

卵徑約為4.0mm，平均卵重為30mg 

（圖3）。此外，另自野外採集得一隻

甫抱卵的雌蟹，甲寬 33.5mm，重量

21.2g，卵數約55粒。平均卵徑亦約為

4.0 mm，平均卵重為28 mg。母蟹抱

卵期間會不時搧動腹部並轉動卵粒，

有時還會進入水中浸泡腹部，使卵粒

獲得充分的氧氣和水分。經計算，平

均孵化率約 29%。

二、稚蟹孵化與成長

初孵出的第一期稚蟹，顏色呈淡

土黃色，且稍透明 （圖4），此時的稚

蟹即具有和成蟹類似的外觀。稚蟹停

留在母蟹腹部1-2日後便會離開母蟹

自行棲息、躲藏與覓食。

臺灣南海溪蟹之稚蟹隨著其成

長，其脫殼間期 （intermolt）也隨之增

加。而其頭胸甲長、甲寬及體重也隨

圖3 抱卵的臺灣南海溪蟹雌蟹

圖4 留在臺灣南海溪蟹雌蟹腹甲的稚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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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增加，整體而言，第一至第二期之

成長較不明顯，隨後數期的成長相當

顯著，一直到第七、八期成長才又漸

趨緩和（表1）。從稚蟹頭胸甲的觀測

發現，其最初的頭胸甲長與甲寬幾乎

相等，但隨著稚蟹的成長，頭胸甲寬

會逐漸大於頭胸甲長，但隨著稚蟹的

成長，其增加的比例也趨向緩和（圖

5、6），體重也有類似的現象（圖7）。每

脫殼一次，稚蟹頭胸甲長可增加的比

例為未脫殼時長度的1/4-1/6倍，較

幼小的個體甚至可增加達1/2 倍，但

後期的蟹頭胸甲長增加比例則逐漸

減少（表1）。

三、稚蟹附屬肢的再生觀察

附屬肢的再生復原方面，蟹類在

稚蟹時的再生狀況比成蟹好。通常受

傷 （螯足或步足斷掉）後的稚蟹，經

由脫殼，已斷去的足會再成長出來 

，但是，並非經一次脫殼就會把已失

去的步足完全的長出，需經過多次的

脫殼才能將步足完全長成，且新生的

步足顏色也較未斷過的步足顏色為

淺，幾天後就會與其他步足較為相

近。隨著蟹體的成長，斷肢復原的

時間亦會跟著拉長。此外也觀察到，

稚蟹有殘肢時，雖然其下一次脫殼

後全部斷肢皆長出，但體重成長也

會明顯減低，且其頭胸甲寬與頭胸

甲長亦會比同期稚蟹小。

討論

在嘉義大學裡所調查到的臺灣南

海溪蟹族群3個樣點，觀察到其棲

地型態較一般溪流型的蟹類生長的

環境為乾燥，但仍需要有濕潤的土

壤環境以提供其做為適合的穴居居

所。雖然臺灣南海溪蟹不需要長時

間浸泡在水中，並可在離水狀態做

短距離移動或覓食，但其洞穴底部

仍必須留存有一定的水量。

在野外抱卵的臺灣南海溪蟹約在

4月時可採集到，而實驗室觀察的

交配現象也在3月開始就就開始發

生。因此推測，臺灣南海溪蟹的繁

殖季為每年的春季到夏季。

圖7 臺灣南海溪蟹稚蟹體重

表1 臺灣南海溪蟹(Nanhaipotamon formosanum)

 稚蟹各期成長結果，包括脫殼間隔、頭胸甲長、甲寬與重量等。

脫殼期數 脫殼間隔(days) 平均頭胸甲寬(mm) 平均頭胸甲長(mm) 平均重量(mg) 

第一期 孵化當天 5.2 ± 0.1 5.1 ± 0.1 71 ±4

第二期 24 5.7 ± 0.2 5.2 ± 0.2 87 ±4

第三期 20 7.1 ± 0.1 6.6 ± 0.2 162 ±10

第四期 25 8.7 ± 0.2 7.8 ± 0.2 301 ±30

第五期 32 10.7 ± 0.2 9.0 ± 0.2 552 ±40

第六期 50 12.6 ± 0.4 11.1 ± 0.3 1009 ±100

第七期 74 14.8 ± 0.1 12.7 ± 0.3 1565 ±69

第八期 77 17.2 ± 0.1 14.6 ±0.2 2454 ±124

圖5 臺灣南海溪蟹稚蟹頭胸甲寬 圖6 臺灣南海溪蟹稚蟹頭胸甲長

在野外所採集到的抱卵雌蟹，其

卵的直徑約為4mm，相較於海洋性

蟹類的卵徑而言，臺灣南海溪蟹卵

的顆粒較大，但與同為陸封性的拉

氏清溪蟹之卵徑大小相近；臺灣南

海溪蟹的受精卵是在雌蟹的腹節腹

面孵育，稚蟹孵出後，尚會停留在母

體腹部1-2天後才離開母體至野外生

活，此習性與臺灣其他陸封性的蟹

類大致相同。一般海洋性的蟹類雖

然也是將卵抱於腹節，但在卵成熟

後就將卵釋放至海洋中孵化，其孵

出的蚤狀幼體會在海洋行一段浮游

生活後，才會變態發育為底棲性的

大眼幼體與稚蟹。

臺灣南海溪蟹的蟹卵在接近孵化

時，由外觀上即可觀察到稚蟹的頭胸

甲、附肢及眼睛，且初孵出的稚蟹即

具有和成蟹類似的外觀。稚蟹孵出後

的前1-2 日，多依附於雌蟹的腹甲內

爬行，以接受母蟹保護。剛孵出之稚

蟹已經有發達且強壯的肢體爬行迅

速，可能是由於本種蟹屬穴居的半陸

生蟹類，需要能適應較乾燥的環境之

故，其抵抗環境的能力顯然較海洋性

蟹類的幼生高。從動物演化的生殖策

略來看，這是必然的結果。因為淡水

域，甚至陸域環境，並無法如海洋般

提供充足微細的浮游性餌料，其幼苗

孵出後必須有較強的覓食能力，因

此擁有較大卵徑、含有較多能量的

個體會逐漸成為優勢。從另一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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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看，海洋性物種幼苗個體小、數

量多、浮游期長，因此可以分布的較

廣，而陸域的物種則相對地因為幼生

數量少且無浮游期，因此分布較窄，

也比較容易因為地理上造成的生殖

隔離，而演化出新的種類。

觀察臺灣南海溪蟹的稚蟹脫殼時

間差距發現，在前幾期的脫殼間期差

距較短，隨著成長，其脫殼的時間相

距越來越久，依據所測量的甲長、甲

寬以及重量，雖然每次脫殼後的甲

長、甲寬以及重量值比脫殼前的值還

要大，但隨著成長，其脫殼後所增加

的值相對於脫殼前的值的比例也會

越來越少；根據上列觀察的現象可

得知，其稚蟹在早期的成長相當的

迅速，越趨近成熟的個體，其成長

的速度也相對的較慢。

本實驗得到了稚蟹的頭胸甲長、

頭胸甲寬與平均重量的數據。而根

據Ng（1988）研究河蟹，得到平均體

重與體長的關係如下：

平均體重 （mg）＝0.6×頭胸甲長度
3
（mm）

將本實驗數據套用此公式後發

現，稚蟹的前幾期大致上符合，但

後幾期符合度逐漸降低，此結果是

因個體被人工飼養，經過長時間的

飼養所出現差異，或為本種蟹的特

性，尚不得而知，未來如有機會再

以野外個體進行比較之。

建議

臺灣南海溪蟹為臺灣特有之物種，

僅分布於人口較為密集的臺灣西南部

臨山地區，其棲地與分布數量皆逐漸

減少，建議應積極瞭解其分布情形，

並劃定保護區與擬定復育策略。此外，

由於本種蟹屬穴居型蟹類，過去發現

之棲地亦包含稻田、檳榔園、水草農

場⋯等，這些區域或有灌溉溝渠或山

澗，對於這些區域應盡可能避免水泥

工法，以維護其棲地。此外，其分布

範圍內各級學校之景觀濕地或池塘，

亦可評估放養適度之個體，除可增加

棲地外，亦可兼具鄉土教學之效，使

學生由認識進而保護之。 
1
 

1 本實驗進行過程中，感謝胡文聰同學參與採集與實驗紀錄，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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