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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報告人前往新加坡李光前自然歷史博物館進行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

蟹類多樣性研究，將報告人在近年在台灣周遭海域所採集到的珊瑚礁蟹類(主要

是梯形蟹科)，與鄰近國家種類詳細的比對鑑定後，詳列出新紀錄種類與新種的

可能性，除此之外，也進行博物館間的交流與合作，並完成先前與新加坡學者合

力進行的膜殼蟹新種的討論撰寫，並商討之後即將進行的東南亞海域之深海探勘

活動，確立部份未來可能進行之研究方向與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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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蟹類多樣性研究  

 

林嘉瑋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展示組 

 

一、出國研究之背景與目的 

    海洋中珊瑚礁提供相當多樣的棲息環境給予各種不同的海洋生物，也因此有

水底雨林之稱。而其中蟹類更是構成珊瑚礁生物中相當重要且多樣的一群。過去

對於珊瑚礁蟹類的研究，大多僅集中在潮間帶，不然就是超過水深 300 公尺的區

域，對於下潮帶以下深度的範圍，則僅有少數研究發表。隨著國內休閒潛水活動

與水下攝影的普及，可以發現許多未知的物種存在於珊瑚礁區域，報告人在這兩

年潛水採樣調查過程中發現，許多棲息於珊瑚礁環境中的蟹類會與硬珊瑚共生，

並於其中採獲到相當多的標本，這些標本中大多是屬於梯形蟹科的種類。但仔細

檢視後，發現仍有部分是台灣尚未記錄到的種類。新加坡李光前自然歷史博物館

是原隸屬於新加坡大學的 Raffles 博物館，是由英國學家萊佛士伯是採集東南亞

周遭國家的動植物後存放典藏的地方，但近代隨著 Peter Ng 博士大力發展甲殼學

研究下，已發展為是東南亞的甲殼動物研究中心，尤其是蟹類的標本與文獻收藏

更是世界公認最為詳盡的研究單位。過去報告人與李光前自然歷史博物館當中許

多研究人員保持友好的聯絡關係，因此在台灣採集的過程中也不斷將採獲的蟹類

標本照片寄給對方討論交流，因近年本館致力發展中光層珊瑚研究且對珊瑚生態

調查越加重視，在協同調查的過程中，也發現到許多會與珊瑚共生的蝦蟹，其中

梯形蟹科的種類在分支型硬珊瑚中更屬於優勢種，但台灣過往雖已記錄到十數

種，但許多種類仍身分存疑，或是不易區別。因此本次前往新加坡李光前自然歷

史博物館希望藉由該館豐富的館藏，可以將台灣所採獲的種類加以確認鑑定，並

檢視其他周遭國家曾記錄到的種類，以釐清台灣是否具有新紀錄以及新種梯形蟹

之可能，並完成學術性的報告與未來合作可能性的討論。 

 

二、研究之過程 



2023/03/29  

搭乘中午的班機前往新加坡樟宜機場，因剛好同行的有海洋大學學者，便於

機場會合後一起搭機前往，抵達時間約下午三點多，出關後因同行學者有事先預

訂新加坡大學的學者宿舍，因此需先前往大學登記住宿，因個人行李不多，便陪

同她前去辦理 check in，順便看一下大學中的學者宿舍配置如何，大學提供的訪

問學者宿舍雖然是簡單的一房一衛，但亦提供洗衣機等簡單家電，考慮到價格，

可以當作未來前往新加坡大學進行研究參訪的住宿首選。爾後由博物館友人碰

面，享用晚餐之餘也順帶討論接下來的行程，餐畢我在返回離博物館數站公車路

程的旅館，辦理入住休息。 

2023/03/30-04/03 

第一天早上與海大學者約好在李光前自然歷史博物館大門口碰面，因尚未辦

理研究訪問手續，需要該館人員協助進入研究區域，帶見到老朋友 Dr. Jose 

Christopher 後，寒暄幾句，便把我們引領進博物館上層的研究單位，並協助我們

領取通行識別證。隨後我與海大學者便各自開始進行我們的研究項目。 

隨後便到博物館的標本典藏室中，先搜尋此次重點目標-梯形蟹的標本，典

藏架上梯形蟹的標本種類相當齊全，不愧是首屈一指的蟹類典藏單位，而且不單

是東南亞的標本，甚至遠到大西洋與地中海的標本也有，當中更有許多梯形蟹的

模式標本。簡單先將台灣早遭海域已發表的種類標本取下後，帶回訪問學者研究

室，然後再跟 Dr. Peter Ng 索取一些尚未收集到的相關文獻後，便開始仔細的檢

視標本、比對文獻描述以及記錄下一些檢視標本後的資料與觀察心得。本此在李

光前自然歷史博物館停留研究期間，共檢視梯形蟹科兩屬超過 25 種的樣本，並

比對台灣所採集到的標本後，應該有超過 4 種新紀錄。 

另外過去報告人曾在恆春海域採集到一種模殼蟹，相當近似日本產的柔毛膜

殼蟹，但比對文獻仍有所出入，因此曾將標本寄給新加坡的 Dr. Jose Christopher

協助檢視，但之前給的標本都為雌性或未成熟雄性，雖然雙方討論後確實能藉由

部分特徵與日本種區隔開，但要完成新種描述，還是需要雄性成熟個體。而本次

報告人也將這一年採集到的膜殼蟹標本帶來，將雙方檢視討論後，其中見種的重

要特徵:雄性生殖肢確實與日本種差異極大，顯示台灣的標本屬於新種存在，因

此也在此次將新種描述與報告完成。 

而兩年前新加坡與印尼曾合作過一趟國際海洋深海生物調查航次，成果相當

豐碩，報告人也受邀參與並於結束後發表一篇鎧甲蝦的成果報告，有鑑於新印雙

方的合作備忘錄及採集核可即將到期，因此李光前自然歷史博物館希望在今年地

或明年初能再進行一次調查，因此與 Dr. Peter Ng 商討行程安排以及許多相關的

設備運輸、人員調配等細節，並答應會全力配合協助讓此航次能順利進行。 

本館於今年底亦將完成藍鯨骨骼的展出，而李光前自然歷史博物館近年剛好

有將一頭擱淺在新加坡的精於製作成骨骼展示，由於整個鯨魚的骨骼製作從剝皮

去肉到骨骼去油組裝等都是由博物館內員工自行完成，而最後展示的方式也是自

行構思，整個流程中的細節與方法，都有相當完整的紀錄，且參與員工對於整個



心路歷程也都相當願意分享交流，因此也本館藍鯨骨骼製作這一事件與對方進行

經驗交流獲得相當多的建議與回饋。 

 

2023/04/04 

    搭乘中午左右的班機返抵桃園機場。 

 

三、研究之心得與建議 

(一) 台灣珊瑚礁的海洋生物多樣性除了魚類之外，大多數的研究都相當匱乏，

由於不是屬於高經濟性或觀賞性的物種，因此過去都未受重視，造成其多

樣性一直處餘被低估的情形，其實只要願意投資進行研究調查，往往能得

到相當豐碩的成果。 

(二) 本次出國短期研究，除了專業上的研究成果外，因為對方也是屬於博物館，

因此相關的展示、科教活動上也有許多相當值得參考與借鏡的地方，這種

國際交流的機會並不是容易獲得的，而國際間的學術交流研究是必須的，

因此如果能多些補助使得這樣的學術交流成為常態，除了能提升台灣在學

術研究上的地位外，也能加速我們自身對台灣生物多樣性的認識與了解。 

(三) 本次主要是針對珊瑚礁蟹類的研究進行交流，但除此之外，對方也有魚類、

貝類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在訪問過程中也顯示對台灣的相關研究有濃厚的

興趣，或許未來能進行更多樣或者是全面的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