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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lcher’s venus clams, T. belcheri, were used to develop artificial propagation techniques and juvenil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 belcheri larvae hatched after 5 hours of fertilization 
and metamorphosed into juveniles 8–10 days after fertiliz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28°C and 33 psu. Juveniles 
raised at a salinity of 33 psu were then transferred to salinity conditions of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and 45 
psu for 72 hours, and survival rates were measured. The survival rates of juveniles at less than 10 psu, 15 psu, 20 
psu, 25–35 psu, 40 psu, and 45 psu were 0%, 22.2%, 98.9%, 97.8%, 95.6%, and 76.7%, respectively. Comparing 
betwee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base medium,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rowth rates of juveniles were 
observed (p > 0.05). The mean shell lengths T. belcheri and T. literatus juveniles that were maintained in a field 
farm for 140 days increased from 0.39 ± 0.07 cm to 1.72 ± 0.17 cm and from 0.63 ± 0.12 cm to 1.42 ± 0.17 cm,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growth rate of T. belcheri was faster than that of T. lite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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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殼淺蜊人工繁養殖技術開發及其與淺蜊之成長比較 

鄭維毅•王俊堯＊•王敏儒•龔淑仁•謝恆毅 

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摘   要 

本研究進行硬殼淺蜊 (Tapes belcheri) 的人工繁殖以及稚貝培育試驗，結果顯示在水溫 28℃，

鹽度 32 psu 條件下，硬殼淺蜊受精卵於受精 1.5 hr 後分裂成二細胞期；2 hr 後進入四–八細胞期；

2.5 hr 後進入十六–三十二細胞期；3 hr 後進入桑椹期；4 hr 後進入囊胚期；5 hr 後進入擔輪子期；

8 hr 後發育成緣膜 (D 型) 幼生；6–7 天後發育成足盤緣膜幼生；8–10 天後為沉底苗。將馴養在

鹽度 33 psu 海水的硬殼淺蜊稚貝，分別移至鹽度 0、5、10、15、20、25、30、35、40、45 psu 的環境

72 hr 後，發現在 10 psu 以下稚貝的活存率為 0；15 psu 組活存率為 22.2%，20–40 psu 稚貝的活存

率均在 95.0%以上；將鹽度提高至 45 psu 則活存率下降至 76.7%。探討基質有無對硬殼淺蜊稚貝成

長之影響，顯示無論有無基質，對於稚貝的成長沒有顯著影響。比較田間放養之硬殼淺蜊和淺蜊 (T. 
literatus) 之成長，結果顯示，硬殼淺蜊 140 天內之殼長自 0.39 ± 0.07 cm 成長至 1.72 ± 0.17 cm；而

淺蜊則是由 0.63 ± 0.12 cm 增加為 1.42 ± 0.17 cm，亦即硬殼淺蜊的成長速率比淺蜊為快。 

關鍵詞：硬殼淺蜊、繁殖、鹽度、田間放養 

前   言 

二枚貝類如蛤蜊 (clams)、牡蠣 (oysters)、扇貝 
(scallops)、貽貝 (mussels) 等，為廣受世人喜愛的海

鮮食品，需求量很高。2018 年全球海水二枚貝類之

養殖產量約為 1,582 萬公噸，產值約 273 億美元，

分佔養殖總產量、值的 13.8% 及 10.4%。其中蛤

蜊類的產量及產值分別為 558 萬公噸及 97 億美

元，牡蠣類為 599 萬公噸及 72 億美元，貽貝類為

211 萬公噸及 45 億美元，扇貝類則為 214 萬公噸

及 59 億美元 (FAO, 2018)。臺灣目前主要養殖的

二枚貝種類為牡蠣與文蛤，根據漁業署漁業年報

資料顯示，2019 年兩者產量分別為 19,473 mt 及

19,501 mt 左右，產值為新臺幣 36.4 億及 44.3 億元，

牡蠣的產量與產值幾乎分別涵括了全臺灣淺海養殖

96.9% 及 93.1%，而文蛤的產量與產值則分別占了

內陸鹹水魚塭的 35.7% 及 26.8% (漁業署, 2020)，
由此可見國人對於二枚貝類的需求相當的高。 

*通訊作者∕基隆市和一路 199 號；TEL: (02) 2463-2101 

ext. 2509; FAX: (02) 2462-4627; E-mail: jywang@mail. 

tfrin.gov.tw  

近年來，學者針對水產養殖業提出以生態考量

的永續經營對策，主要的轉變是以養殖草食性物種

為主，採用多營養階層整合式蓄養以及純海水養殖

並減少魚粉 (油) 添加 (Baily, 1997; Tacon and De 
Silva, 1997; Pauly et al., 2002)，而貝類養殖則是符合

水產養殖永續經營的典範 (Naylor et al., 2000)。由

於貝類大多直接以浮游性或附著性藻類為食，不涉

及多營養階層的能量流動具有營養效率 (trophic 
efficiency) 較高的特點，因此以養殖貝類來提供蛋

白質來源，在生態上來看是更為經濟 (Kemp et al., 
2001)。二枚貝自孵化後皆以浮游性植物為食，因浮

游植物的生活史短，可以在短時間大量的繁殖，養

殖從業人員所需要花費的時間與資本相對經濟低

廉，同時也不會耗用動物性蛋白作為飼料，且其市

場價格高，從業人員收益也可望提高。綜上所述，

發展新興高單價二枚貝養殖，不僅在國內具有全球

性發展潛力，同時在華人市場以及全球需求的產業

布局考量，亦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二枚貝的養殖對於環境來說尚有許多正面的

助益，例如淨化水質以及移除優養化水體當中過多

的浮游藻類 (Callier et al., 2008; D’Amours et al., 
2008)。同時 Zhou et al. (2014) 研究指出，牡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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貽貝等濾食性的養殖物種可以主動加速水中懸浮

粒子的淨化，同時生產出具經濟價值的產品。然而

在進行二枚貝養殖時亦應該注意許多養殖管理的

細節，例如外來種的引入、附著生物的侵害、病源

菌的引入與疾病的防治以及非在地族群的基因汙

染等問題 (Brenner et al., 2014)，因此以本地種原進

行繁養殖技術的開發，可有助於降低環境生態的風

險。 
硬殼淺蜊 (Tapes belcheri) 在分類上為軟體

動物門 (Mollusca)、雙殼綱  (Bivalvia)、簾蛤目 
(Veneroida)、簾蛤科 (Veneridae)、淺蜊屬 (Tapes)，
俗稱紅嘴仔，因其活體斧足呈紅橘色，烹煮之後仍

然保持鮮豔之紅色，顧以此名之。Kuroda (1941) 指
出臺灣有 4 種淺蜊屬生物，Wu (1980) 增加為 5
種，而目前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臺灣

貝 類 資 料 庫  (https://shell.sinica.edu.tw/chinese/ 
taiwanshell_result.php?type=science&keyword=tapes)
則登錄有 6 種，分別為淺蜊 (Tapes literatus)、硬

殼淺蜊 (T. belcheri)、寬幅淺蜊 (T. dorsatus)、花斑

淺蜊 (T. platyptycha)、鈍缀錦蛤 (T. turgida) 及未有

中文名之 T. sericeus 等，其中體型較大、產量較高

的是淺蜊，而硬殼淺蜊的體型次之 (Fig. 1)。硬殼淺

蜊體型近橢圓形，殼長大於殼高，前後端圓形。殼

頂略突出，位於背緣偏前方，貝殼表面黃白色，具

突出而厚的同心生長紋，生長紋平寬而微突出殼

面。殼面具有 4 條較明顯的放射狀色帶。左殼前、

中主齒和右殼中、後主齒分裂為二。硬殼淺蜊主要

分佈於印度 -太平洋海域，從模里西斯群島 
(Mauritius Islands)、亞丁灣 (the Gulf of Aden) 到菲

律賓，北到中國及日本南方，南至澳洲昆士蘭中部，

在臺灣主要分佈在澎湖海域、屏東、基隆及金門等

地的海域，多半棲息於淺海的珊瑚砂及泥底質海

域，潮間帶至潮下帶都可見其蹤跡。 
硬殼淺蜊為臺灣具商業價值的大型貝類之一，

也是澎湖重要經濟貝類，硬殼淺蜊以往野生族群產

量豐富，但近來因為澎湖地區觀光遊客數量日增，

市場餐廳需求日殷，在極大的採捕壓力下，野外族

群量亦日漸稀少，且採獲個體之平均體長逐漸下

降，造成該貝類的市場價格水漲船高，市場價格每

台斤為新台幣 180–250 元之間，是目前市售常見

之二枚貝價格的 2–4 倍。 
淺蜊屬物種之相關文獻極少，在臺灣本地的研

究報告方面，綜整黃等 (2008) 對寬幅淺蜊之研究，

其分佈緯度、攝食對象、棲息環境以及生殖季節，

皆與硬殼淺蜊相近；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亦成功建立淺蜊 (俗稱大蛤、大殼) 人工繁

養殖技術，同時也實驗證明淺蜊稚貝可進行無基質

模式之培育 (王等, 2016)。在以往的研究基礎上，

我們繼續投入硬殼淺蜊的繁養殖研發，並積極推動

技術轉移，以期提供產業界具高經濟效益的新興二

枚貝養殖物種選項。 
 

Fig. 1  The morphology of Tapes belcheri (above) and 
size comparison (below) between T. belcheri (right) 
and T. literatus (left). 

材料與方法 

一、硬殼淺蜊之繁殖 

(一) 種貝的採集 

於 2016 年 4 月起，於澎湖海域分批採捕野生

種貝，共採集 300 餘顆，平均殼長 5.2 cm。採進之

後在水溫 28℃、鹽度 33 psu 之條件下蓄養，開始

進行催產的步驟。 

(二) 種貝催產 

自 2016 年 4 月起開始進行催產，每次催產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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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一個禮拜，最後催產時間為 9 月底，根據本試驗

的紀錄，硬殼淺蜊有 4–5 個月的期程可進行人工

繁養殖工作。 
擬催產之種貝先乾出 2–4 hr，再置入產卵桶

利用溫差刺激生殖腺，誘發排放精卵。雄貝通常會

先排精，水體中的精子會進一步誘導雌貝排卵，待

充分受精後，使用 400 目浮游生物網以虹吸方式

蒐集受精卵，再以網目 1 μm 濾袋過濾之海水清洗

受精卵，除去多餘精子以免重複受精之情形。 

(三) 受精卵收集及胚胎發育 

將少量受精卵放入水溫 28℃、鹽度 33 psu 的

1,000 ml 燒杯中，進行孵化觀察。受精卵孵化為擔

輪子幼蟲後，以 0.8–1.2 隻 / ml 之密度，蓄養於

室內 2.5 mt FRP 桶槽內 (水溫約 28℃，鹽度約 33 
psu 等條件下)，約 8 hr 變態至 D 型幼生後，開始餵

食，初期餌料以等鞭金藻 (Isochrysis galbana) 為
主，待 3–5 天後開始混合添加牟氏角毛藻 
(Chaetoceros muelleri)，餵食濃度以 1 hr 內水色變

清為基準，再視幼生攝食狀況調整，並依水質狀況

少量換水。浮游期約為 8–9 日後，開始沈底行底

棲生活，著苗之幼貝會以足絲黏附於固著物上，並

以斧足進行短距離的移動，殼面逐漸出現褐色帶

狀花紋，此時投餵以止水式飼養，並視池底狀況抽

底清池。孵化後 30 天外殼紋路出現，再放置有舖

沙的 FRP 桶槽飼養，此時可以開始篩取不同大小

的稚貝，進行後續養殖及放養試驗。  

二、基質有無對稚貝成長與活存率之影響 

篩選體長約 3.5 mm 之稚貝，分別進行底質有

無對成長及存活率影響之比較試驗。針對鋪設底

質之處理，以底面積 1 m2 之 FRP 桶，使用二層

底，水流由下往上，基質鋪設珊瑚細沙 10 cm，放

入硬殼淺蜊稚貝 250 顆，適量打氣，每天早晚投

餵牟氏角毛藻 100 L (濃度 10–15×106 cells/ml) ，
實驗進行 14 週，每 2 週測量一次，隨機取樣 30 
顆三重複，測量殼長、體重，待試驗結束後記錄活

存率。 
無底質之處理，以相同規格之 FRP 桶，但底

部無鋪設珊瑚細沙，放入硬殼淺蜊稚貝 250 顆，

同樣的餵飼方式及實驗週數，每 2 週測量一次，隨

機取樣 30 顆三重複，測量殼長、體重，待試驗結

束後紀錄活存率。 
以 One-way ANOVA 進行統計分析並以 

Scheffe 法判定不同組別之差異顯著性 (p < 0.05)。 

三、不同鹽度對稚貝活存率之影響 

本試驗使用之稚貝平均體長為 5.63 ± 0.58 mm。
試驗處理以 1 L 燒杯分別調配成 10 個鹽度試驗組 
(0、5、10、15、20、25、30、35、40、45 psu) ，
原飼養海水鹽度為 33 psu。每組放入稚貝 30 顆，

不投餵，觀察 72 hr 後的存活率。 

四、硬殼淺蜊沉沙苗提供養殖業者進行試

驗性放養 

硬殼淺蜊之第 1 批及次批幼貝各約 10 萬顆，

分別於 2016 年 8 月 29 日及同年 10 月 26 日，交

付予雲林臺西鄉富鑫養殖場養殖，放養於文蛤養

殖池內約 10 m×10 m 之區域中，而為了比較硬殼

淺蜊與淺蜊的成長速率，亦於同一池不同區域同

時放養 5 萬顆淺蜊稚貝。隨後定期隨機取樣 30 顆

硬殼淺蜊及淺蜊個體，測量其殼長、體重以比較成

長差異。 

結   果 

一、硬殼淺蜊之繁殖 

硬殼淺蜊之胚胎發育各階段時間如下 (Fig. 2、
Table 1)：受精卵 (fertilized eggs) 大小約 60–65 μm；
於受精後大約 1.5 hr 開始分裂成二細胞期 (2-cell 
stage)，大小約90 μm；2 hr進入四細胞期 (4-cell stage) 
及八細胞期 (8-cell stage)，大小約 90–95 μm；2.5 hr
進入十六細胞期 (16-cell stage) 及三十二細胞期 
(32-cell stage)，大小約 90 μm；3 hr 進入桑椹期 
(morula)，大小約 90 μm；4 hr 進入囊胚期 (bastula)，
大小約 90 μm；5 hr 進入擔輪子期 (tochophore)，
大小約 90–100 μm，此時期具有纖毛及鞭毛且開

始游動；約 8 hr 後發育成 D 型幼生 (D-shaped 
larvae) 稱面盤緣膜幼生 (veliger)，大小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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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μm ； 6 – 7 天 後 發 育 成 足 緣 膜 幼 生 
(pediveliger)，開始出現沉底行為，發育至 8–10 天

則完全行底棲活動，為初期的稚貝  (settled 
juvenile)，此期間外殼呈透明狀，靠著斧足活動，

爬行能力強，開始具有潛砂能力。 

二、基質有無對稚貝成長與活存率之影響 

稚貝在有鋪設珊瑚細沙基質的試驗環境下，

歷經 14 週，殼長由 3.53 ± 0.061 mm 成長至 13.8 ± 
0.17 mm；無鋪設基質的試驗環境，同樣的飼育時

   

   

   

Fig. 2  Tapes belcheri embryonic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juveniles under conditions of water temperature at 28°C 

and salinity at 33 psu. A: fertilized eggs; B: 2-cell stage; C: 4-cell stage; D: 8-cell stage; E: 16-cell stage; F: 32-cell 

stage; G: morula; H: blastula; I: trochophore; J: veliger (D-shaped larvae); K: pediveliger; L: settled juvenile.  

 
 

Table 1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Tapes belcheri at a water temperature of 28°C and salinity of 33 psu 

Stage Size (μm) Cumulative Time 

Fertilized eggs 60–65 0 

2-cell stage 90 1.5 hrs 

4-cell stage 90 2 hrs 

8-cell stage 90 2 hrs 

16-cell stage 90 2.5 hrs 

32-cell stage 90 2.5 hrs 

Morula 90 3 hrs 

Blastula 90 4 hrs 

Trochophore 90–100 5 hrs 

Veliger (D-shaped larvae) 100–110 8 hrs 

Pediveliger 200–300 6–7 days 

Settled juvenile 500–700 8–10 days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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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條件，殼長自 3.62 ± 0.07 mm 成長至 13.6 ± 
0.16 mm。試驗期間，稚貝在基質有無之試驗條件

下，存活率皆超過 98% 而殼長的平均值在統計上

沒有顯著差異 (p > 0.05) (Fig. 3) 。  

三、不同鹽度對稚貝活存率之影響 

將硬殼淺蜊稚貝從 33 psu 的海水中分別移至

0、5、10、15、20、25、30、35、40、45 psu 的環

境 72 hr 後，0、5、10 psu 組的活存率為 0 %，15 
psu 組為 22.2%；20 psu 組為 98.9%；25–35 psu 組

為 97.8%；40、45psu 組的存活率則分別為 95.6%
及 76.7% (Table 2) 。 

四、硬殼淺蜊沉沙苗提供養殖業者進行試

驗性放養 

2016 年 8 月 29 日將 10 萬顆平均殼長約 0.5 
cm 之硬殼淺蜊苗放養於雲林臺西鄉富鑫養殖場文

蛤養殖池之 100 m2 區域。放養期間 9 月份遭逢莫

蘭蒂、馬勒卡及梅姬颱風連續侵襲，持續強降雨造

成養殖池水鹽度驟降至 7 psu，導致池中的硬殼淺

蜊大量死亡，幾乎無一倖免。 
2016 年 10 月 30 日再次於同區域放養 10 萬

顆，平均殼長、殼寬及殼高分別為 0.39 ± 0.07 cm，
0.33 ± 0.07 cm 及 0.15 ± 0.06 cm 的稚貝，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採樣測量，稚貝殼長、殼寬及殼高

分別為 0.72 ± 0.14 cm、0.55 ± 0.08 cm 及 0.30 ± 
0.05 cm，和初放養時比較有明顯差異 (p < 0.05)   
(Table 3)。105 年 11 月 29 日時硬殼淺蜊的殼長，

殼寬及殼高分別為 1.31 ± 0.14 cm、0.95 ± 0.22 cm
及 0.48 ± 0.06 cm。自 2016 年 11 月到隔年 3 月期

間的低水溫期，成長速率趨緩。2017 年 03 月 21
日時硬殼淺蜊的殼長，殼寬及殼高分別為 1.72 ± 
0.16 cm、1.18 ± 0.11 cm 及 0.65 ± 0.07 cm。 
 
 
 
Table 2  Survival rates of Tapes belcheri juveniles 

under various salinity conditions for 72 hours (All 

juveniles were maintained at a salinity of 33 psu before 

treatments) 

Salinities (psu) Survival rates (%) 

0 0 

5 0 

10 0 

15 22.2 

20 98.9 

25 97.8 

30 97.8 

35 97.8 

40 95.6 

45 76.7 

Fig. 3  The comparison of shell lengths between Tapes belcheri grown with no base medium (filled column) and with 

base medium (empty column) for 14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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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比較淺蜊與硬殼淺蜊的成長速率，2016 年

10 月亦同時放養 5 萬顆、平均殼長為 0.63 ± 0.12 cm
的淺蜊稚貝 (同時間放養硬殼淺蜊之平均殼長為

0.39 ± 0.07 cm)；2016 年 11 月 29 日量測，淺蜊的

平均殼長為 1.26 ± 0.17 cm，而硬殼淺蜊的平均殼

長為 1.31 ± 0.14 cm，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而同

樣經歷冬季低溫的成長遲滯期，2017 年 3 月 21 日

淺蜊的平均殼長則為 1.42 ± 0.17 cm，而硬殼淺蜊

的平均殼長為 1.72 ± 0.16 cm，硬殼淺蜊體型明顯

大於淺蜊，且在統計上具有顯著差異 (p < 0.05) 
(Fig. 4)。 

討  論 

一、硬殼淺蜊之繁殖 

硬殼淺蜊之生殖季節為每年 4–9 月間，種

貝可多次產卵，在 4–7 月份間野外採得之成貝

生殖腺多呈現飽滿情形，但若遭逢颱風等劇烈天

氣變化則會影響其肥滿度，因該期間之種貝易受

水溫等環境條件影響而誘發排精排卵，因此種貝

之採集最好選擇氣候穩定期間，檢選體型一致之

野外及蓄養個體作為種貝。硬殼淺蜊的人工繁殖

過程與其他二枚貝的操作方式基本相同，挑選生

殖腺飽滿的種貝，不論利用乾出、溫度刺激或是

生殖腺懸浮液等常用方式來進行催精、產卵誘導，

都可以獲致大量的受精卵。而種貝體型的大小、

當季是否已經排放配子以及蓄養馴化肥育的環境

等因素，則會影響後續受精卵及胚胎發育的狀況。

較大體型 (3–4 cm 以上) 、當季尚未排放配子以

及在良好水質環境下馴化肥育的種貝，產出配子

的數量多、卵質好、受精卵孵化率及幼生成功率

高、後續幼生發育期程較一致等優點，對於後續

優質種苗量產的助益頗大。 
王等 (2016) 針對淺蜊進行人工繁殖試驗，

與本研究之硬殼淺蜊比較，在相同水溫、鹽度下，

Table 3  The growth of Tapes belcheri in a field farm (2016/10/30 — 2017/03/21) 

 2016/10/30 2016/11/06 2016/11/15 2016/11/29 2017/3/21 

Length (cm) 0.39±0.07a 0.64±0.15b 0.72±0.14b 1.31±0.14c 1.72±0.16d 

Width (cm) 0.33±0.07a 0.51±0.07b 0.55±0.08b 0.95±0.22c 1.18±0.11d 

Height (cm) 0.15±0.06a 0.28±0.07b 0.30±0.05b 0.48±0.06c 0.65±0.07d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Fig. 4  The comparison of shell lengths between Tapes belcheri (filled column) and T. literatus (empty column) raised 

in a field farm (at Taixi, Yunlin).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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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殼淺蜊胚胎發育的速率比起淺蜊要快，硬殼淺

蜊自受精後約 5 hr 左右，即可孵化成擔輪子幼生

行自由生活，而淺蜊則要將近 17 hr 才會孵化；前

者發育至 D 型幼生約需 8 hr，後者則需 31 hr；前

者發育至足緣膜幼生約需 6–7 日，後者則需約 9
日；而前者變成稚貝行底棲生活約需 8–10 日，

而後者則需 15 日。胚胎的大小兩者相近，外觀亦

難辨，必須等到變態為稚貝行底棲生活後，稚貝

殼表的殼紋顯現之後，方可分辨出兩者的差異。

硬殼淺蜊胚胎的發育速率與文蛤相近 (浮游期約

7–10 天)，繁殖方式與幼生稚貝初期的餌料亦相

仿，後續的飼養方式也大同小異，唯獨對於鹽度

的耐受性不若文蛤，後續養殖的推廣應該對文蛤

養殖的從業人員來說問題不大。另外跟 T. dorsus
繁殖的參數比較起來 (巫等, 2017)，在鹽度 25 
psu、溫度約 30℃ 條件下，硬殼淺蜊的發育速度

也稍快。 

二、基質有無對稚貝成長與活存率之影響 

二枚貝無基質的養殖方式已經被證明可以有

效的提升養殖密度及存活率  (Dunham et al., 
2013)，本研究之結果也證明硬殼淺蜊稚貝也如淺

蜊稚貝一樣，可於稚貝培育階段進行無基質模式

之培育。無基質培育具有許多養殖管理上的優勢，

由於硬殼淺蜊不論成、稚貝階段，對於水質要求

及敏感程度皆非常高，若將之培育在有砂質底質

之環境當中，死亡個體、排遺物及擬糞、微細藻

類死亡殘餌等都會蓄積在基質間隙中，造成飼育

個體之緊迫，進而產生拒食甚或死亡的狀況，雖

可使用二層底並讓水流由下往上沖洗底質之設

計，且頻繁地進行底質淘洗及移除死亡個體來改

善，但稍有不慎便會導致大規模斃死。反之，若

能以無基質的方式進行飼育，除了方便管理者檢

視飼育個體之活存狀況，讓飼育個體之間依偎緊

靠充作基質，飼育水體則很容易在個體與個體之

間縫隙流動，對於排泄物及殘餌之移除來說，亦

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此外，無基質的養殖方式也可提升單位水體

的養殖密度，由於沒有基質的阻隔，養殖貝體之

間個體的距離可以縮到最小，如此一來，養殖業

者可以在充份供應藻水餵養的前提之下，利用最

小的面積獲致最大的養殖密度。由於二枚貝的生

長與放養密度有密切關係，適當的放養密度可充

分發揮水體生產力，從而達到降低生產成本及增

加生產的效益。潛沙棲息的菲律賓簾蛤成貝，其

最適飼育密度可以達到 300 隻/m2 (Baud, 1992)。
大陸地區的青蛤苗 (Cyclina sinensis) 放養密度

為 1,400–5,600 隻/ m2 (楊等, 2004)；西施舌稚貝

的最佳放養密度為 3,000 隻/ m2 (劉, 2008)。紫貽

貝 (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 生長在同一臺竹筏

上，苗繩吊掛密度小的貽貝生長較快而密度大的

貽貝則生長緩慢 (羅, 1983)。山東沿海櫛孔扇貝 
(Chlamys farreri) 大規模死亡原因為養殖密度過

大，造成嚴重自身汙染所致 (張和楊, 1999; 張, 
1999)。在有無基質下，最適之硬殼淺蜊放養密度，

則是後續研究的目標之一。 

三、不同鹽度對稚貝活存率之影響 

本研究針對硬殼淺蜊進行鹽度耐受性試驗，

結果發現硬殼淺蜊與淺蜊 (王, 2016) 對於鹽度

變化的耐受性幾乎相同，兩者皆無法耐受 15 psu
以下的鹽度超過 72 hr (Table 2)，這樣的現象可從

硬殼淺蜊與淺蜊的野外分佈區域看出端倪，在臺

灣西南部河口、潟湖等具有大量淡水注入的沿海

區域，此兩種淺蜊幾乎闕如。而臺灣西南部的傳

統養殖區域，夏季面臨午後雷陣雨以及颱風所帶

來強降雨的氣候型態，要在室外養殖池保持池水

的鹽度有其困難度，因此將與業者合作開發室內

蓄養、戶外培育藻類的改良養殖模式，避免強降

雨鹽度降低導致硬殼淺蜊大量死亡的問題。此外，

建議當氣象局預測發生強降雨的幾天前，先將池

水放到最滿，當雨水下到養殖池時，淡水會因比

重的關係浮在表層而溢流出，可以減緩鹽度降低

的程度。  

四、硬殼淺蜊沉沙苗提供養殖業者進行試

驗性放養 

一般而言，成熟體型越大的物種，成長速率

越快。以淺蜊屬中的兩個物種來看，淺蜊的成熟

體型約在 5–6 cm (最大體型個體可超過 10 cm)，
硬殼淺蜊的成熟體型約在 3–4 cm (最大體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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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可超過 6 cm) 相較，預期淺蜊稚貝在相同養殖

條件及環境下，其成長速率應比硬殼淺蜊要快速。

可是在本實驗結果發現，同時間開始放養的硬殼

淺蜊與淺蜊，一個月之後初始殼長較小的硬殼淺

蜊，其平均殼長成長至 1.31 cm，而初始殼長較大

的淺蜊僅成長 1.26 cm；而放養 5 個月後硬殼淺

蜊平均殼長成長約 4.4 倍，而淺蜊約成長 2.2 倍；

硬殼淺蜊生長速率顯著較快。這樣的結果顯示，

硬殼淺蜊對於臺灣西南沿海的放養環境條件以及

攝食餌料的接受度等等面向的適應狀況都要優於

淺蜊。 
臺灣西南沿海文蛤為主要養殖物種之一，養

殖業者為了增快文蛤的成長速率、預防病害以及

控制藻相等原因，習慣將養殖池鹽度調整在 20 
psu 左右。在這樣的鹽度範圍，根據實驗的數據，

對於淺蜊屬的這兩個物種來說，已經是接近或是

低於生存的臨界點。因此即使在這樣低鹽度的環

境沒有立即死亡，也可能在生理表現(滲透壓調

節)及能量分配產生負面的影響，而表現出生長遲

滯、死亡率增加的結果。而此次配合放養這兩種

淺蜊的養殖業者觀察發現，每當驟雨發生時，淺

蜊會表現出從潛沙中〝躍出〞底質表面的行為，

而緊接著出現大量死亡的情況；但是飼養在同一

環境的硬殼淺蜊則比較不會出現這樣的行為，似

乎對於急性的鹽度變化，硬殼淺蜊表現出較佳的

耐受性，據此推測這樣的特性也是硬殼淺蜊的殼

長增長表現優於淺蜊的原因。無論如何，確保養

殖環境維持在高鹽度，對於淺蜊或是硬殼淺蜊在

臺灣西南沿海養殖都是重要的成功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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