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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麻醉劑對九孔稚貝之剝離效果

摘要

為節省九孔稚貝剝離附著板之人力 ,
嚐試利用 Tricaine methane sulfonate (MS-222) 和

Ethyleneglycol monophenyl ether (2-PE) 三種麻醉劑針對九孔稚貝剝離進行試驗 ,
以九孔稚

貝殼長在 4.2-5.9 mm 為材料 ,
在不同範圍之試驗濃度 (MS-222, 50-350 ppm; 2-PE, 200-700

ppm ) 下
,
其剝離率、蘇醒率及七天內之活存率皆達 100%

'
但以刷子剝離之對照組 , 其一

天及七天內之活存率分別為 95% 及 85%
'
麻醉劑顯然有較高之活存率。三種麻醉劑剝離所

需時間隨麻醉劑濃度的升高而縮短
,
而蘇醒時間則隨麻醉劑濃度的升高而增加 o 為符合繁殖

業者之需要
,
即剝離率及活存率均在 100%

'
而且

,
剝離與蘇醒時間最短之要求下

,
MS-222

濃度在 75-250 ppm' 其剝離及蘇醒時間相加所需時間在 20 分鐘內 ,
而 2-PE 濃度在 200-300

ppm' 所需時間也在 20 分鐘 ,
故此上述濃度可做為九孔稚貝剝離之用

, 以節省人力之浪費。

關鍵詞 : 麻醉劑
,
九孔

,
剝離

台灣九孔 Ha/iotis diversic%r sLipertexta 養殖 ,
據戴

和巫
II)
之報告 ,

發源於東北角潮間帶海域 , 自從陸上

池養殖方式確立後 ,
西部地區養殖面積不斷增加 ,

尤

其自陸上立體九孔養殖成功以後 ,
九孔稚貝的需求量

大增 ,
而台東縣成功地區可說是本省九孔稚貝供應的

大本營
,
主要供應東北角及台南、高雄地區之養殖業

者 o

九孔繁殖至稚貝出售殼長 20�30 ml 啊
,
據林

(

有巨告

大約需六 ~ 十個月 ,
在如此長的繁殖期中 ,

由於稚貝

的死亡 , 人力、水電、餌料 ,
等的繁殖成本相對提高 ,

因而
,
如何在繁殖過程降低成本是業者共同的心聲。

例如
,
在稚貝生產過程中從浪板飼育移入養殖池飼

育
,
傳統上皆以人工利用刷子將稚貝剝離 ,

不僅浪費

人力且易造成稚貝受傷而降低活存率 O 因此 ,
為配合

種苗大量生產體系 , Kirkl3)
在日本早已利用各種麻醉劑

於鮑魚稚貝之剝離 , 相良和二莒
14)
曾研究 Urethane 等

各種麻醉劑的效果 ,
而小 fRn 口高橋

(5)

曾指出 , 以胺基

萃甲酸乙醋對 Ha/iotis kamtsehatkana Jonas 稚貝之

麻醉具有合乎經濟之效率 ,
其次

,
杉山和田中

16)
更利

用二氧化碳作為麻醉劑的方法 o 然而
,
台灣方面實際

利用麻醉劑去處理九孔剝離可說很少 , 一般仍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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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進行剝離工作 ,
故造成成本浪費 O 本研究擬利用

MS-222 及 2-PE 等二種麻醉劑來探討其對九孔稚貝麻

醉剝離效果
,
並以九孔剝離的情形及活存率來表示

之
,
並尋求最適當之麻醉濃度 O

材料與方法

試驗用稚貝是 1994 年自行利用半透明之氧化乙 :備
合成浪板 (45 cm x30 cm) 培育而成之種苗

,
殼長為

4.2�5.9 mm c 為求試驗之單純化每塊浪板只留 20 個

九孔做為試驗個體 , 而將其他大小差異顯著個體或多

餘者先行剝離
,
為避免附著藻類影響藥浴濃度也加以

清除乾淨。而所使用之 MS-222 為白色粉末易溶於

水
,
利用 70 公升方型塑膠桶先行溶解濃度各為 50 、

75 、 100 、 125 、 150 、 175 、 200 、 250 、 300 及 350 ppm

等十種溶液 c 2-PE 為無色透明液體 ,
比重 1.108�

1.109 溶解度低 , 一般在水中只能溶解 2.67% 。本試

驗為求方便計以每 1 g 或 1 cc 加入一噸海水中當做 1

ppm
' 而不探討其實際溶解情形

,
試驗濃度為 200 、

300 、 400 、 500 、 600 及 700 ppm 等六種溶液。然

後依小冊和高橋行
)

的方法
,
將附著九孔苗之浪板直接

放入己設定各濃度之麻醉劑中 ,
先靜置 50 秒後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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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振盪十秒 ,
反覆操作至全部剝離為止

,
並記錄每分

鐘掉落之數量 , 以了解各濃度下九孔剝離之時間長短。

為了解經麻醉剝離後之蘇醒情形 , 將麻醉後之貝稚

殼面朝下放置於通透的塑膠筆 (45 em x 32 em x22

em) 中
, 流水並少量打氣 , 觀察稚貝自行翻身殼面向

上 , 並記錄每分鐘蘇醒的數量 , 直到全部蘇醒為止。

為了解處理後之稚貝活存的情形
,
將蘇醒後之稚貝

以塑膠簣蓄養
,
採流水式養殖 ' 並投飼細切之龍鬚菜

,

然後每天上午十時記錄稚貝死亡率
,
有死亡者即將取

出
, 並連續觀察七天 O 為了解使用麻醉劑做為九孔稚

貝剝離之可行性 , 以人工 ( 刷子 ) 剝離稚貝做為對照

以資比較。

結果

利用 MS-222 麻醉劑進行九孔稚貝剝離
,
其剝

離、蘇醒情形及其在七天之活存率如 Table 1 所示
,

其剝離所需之時間隨 MS-222 濃度之增加而減少
,

完全剝離之時間以 50 ppm 組之 70:00 (分 :秒 ) 最

久 , 1 00 ppm 為 30:37,200 ppm 為 5:24,300 ppm

為 5: 間 , 350 ppm 僅要 2:10 即可剝離 ,
而累積剝

離率情形如 Fig. 1 所示
, 稚貝在上述十種不同濃度

MS-222 中之剝離所需時間隨濃度之增加所需時間

愈短
,
即斜率增加 0 50 ppm 組在 30 分鐘內累積剝

離率達 50% 左右
,
而 75 ppm 亦有相同之情形

,

250 及 300 ppm 組前三分鐘之累積剝離率即可達

70�80%
'
而 350 ppm 則二分鐘內即可剝離 95

%' 雖濃度可能太高但並無造成稚貝死亡。麻醉後

蘇醒所需之時間皆隨麻醉濃度之增加而增加
, 完全

蘇醒時間以 50 ppm 組之 3:12 最快 , 350 ppm 組

之 19:50 最慢 , 其中較為特殊的是 150 ppm 組為

11 :36 較 1 月 ppm 組之 10:57 及 200 ppm 組之

11 :37 有較長時間蘇醒 ,
而 300 及 350 ppm 組之最

慢蘇醒時間皆超過 15 分鐘。 Figure 2 為累積蘇醒

率
, 稚貝移入水槽後蘇醒率隨時間增加而增加

,
低

濃度各組幾乎同時間即有很多稚貝恢復
,
而高濃度

者隨個體大小之不同蘇醒時間差異較大
,
與剝離率

相反
, 低濃度者斜率較高

, 就整體而言濃度愈高則

蘇醒所需時間愈長。利用麻醉劑剝離並在流水方式

處理下蘇醒後
,
經飼育七天其活存率均能達到 100

%' 稚貝活動及攝食情況正常
, 而利用人工之對照

組第一天之活存率為 95% ' 七天之活存率為 85

% 。將稚貝置入各濃度之 MS-222 中其反應有所差

異 , 125 ppm 以下各組稚貝會在浪板上爬行 , 剝離

後 50 、 75 ppm 組大部份稚貝即可翻身爬行 ,
而

100 、 125 ppm 組則剝離後無爬行現象 , 但腹足、

觸鬚擺動明顯。稚貝置入 150 ppm 以上各組時
,
則

大都無法爬行而靜止不動
, 剝離後掉落底部皆無法

翻身
,
除 150 、 1 月 ppm 兩組其腹足及觸鬚尚有擺

動外
, 其餘各組皆靜止不動。

Table 1. Resultants of MS-222 was used for removal abalone juveniles from the plastic plate

Items

50 100 125

5.0 士 0.8 5.0:t 0.84.9:t 0.64.9 士 0.65.1 士 0.8 5.1:t 0.84.9 士 0.7 4.9 士 0.7 5.0 士 0.7 5.0 士 0.8 5.0:t 0.8

17575

Mean shell

length(mm)

Total time of removal 56:34 30:27 10:3670:00

(m in: see)

Total time of revival 9:453:12 5:36 4:58

(min:see)

Percentage of revival 100八
UAU1 100 內U八U

(% )

Percentage of one day

survival (%)

門
Unu1100 門Unu1 100

Percentage of a week

survival (%)

100 100nunu1 nunul

Concentration (,且01)

150 200 250 300 Control350

11 :56 8:06 5:24 5:40 5:58 2:10

11 :36 10:57 11 :37 15:26 19:50 1 :1612:46

100 100 100 nunu1 100 nunu1 95

100 門U八U1 nunu1 100 100 nunu1 95

100 門Unu1 100 nunu1 100 nunu1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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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2-PE 麻醉劑進行九孔稚貝剝離 , 其剝離、蘇醒

情形及其在七天之活存率如 Table 2 所示 ,
剝離所需之

時間隨 2-PE 濃度之增加而減少之趨勢 ,
完全剝離所需

之時間以 200 ppm 組之 7:00 最久 , 400 ppm 為 4:30
'

500 ppm 為 3:26
'

600 ppm 為 3:02' 700 ppm 組僅需

3 :00 0 Figure. 3 顯示九孔稚貝在六種不同 2-PE 濃度中

之累積剝離率 , 1� 濃度其所需剝離之時間最長 ,200

ppm 組四分鐘內之累積剝離率僅 10%
' 直到第五分鐘

開始
,
累積剝離率才直線上升 , 七分鐘後全部剝離 ,

而

300 及 400 ppm 組則自二分鐘後累積剝離率就直線上

升至 4:30 後全部剝離 ,
500"-' 700 ppm 三組自一分鐘

後累積剝離率就直線上升 , 而三分鐘後就陸續全部剝

離。麻醉後蘇醒所需之間時 ,
皆隨 2-PE 濃度之增加而

增長 , 完全蘇醒時間以 200 ppm 組之 12: 48 最快 ,
而

600 ppm 及 700 ppm 各為 23: 48 及 23 : 41
' 大致相

同。Figure. 4 為九孔稚貝在六種不同 2-P E 濃度中之累

積蘇醒率 , 顯示其與累積剝離率相反 ; 高濃度時 , 個體

蘇醒差異增加
,
濃度 200 及 300 ppm 組之最早蘇醒與

最慢蘇醒相差 12 分鐘
,
而濃度 600 ppm 及 700 ppm

在 22 分鐘。麻醉處理後之活存率均達 100% ' 稚貝活

動及攝食
,
情況正常 , 而利用人工處理剝離第一天之活存

率為 95% ' 七天活存率為 85% 。將稚貝置入 2-PE 中

其反應有所差異 ,200 及 300 ppm 組稚貝會在浪板上

爬行
,

400"-'700 ppm 各組稚貝則無爬行現象且靜止

不動
, 各組剝離至池底後皆無法自行翻身 , 200 ppm

組觸鬚及腹足擺動明顯 ,
300"-'600 ppm 各組觸鬚及腹

足擺動不明顯
,
而 700 ppm 則完全沒有擺動已達深度

麻醉。

討論

傳統九孔稚貝剝離 (俗稱下浪板 ) 皆以人工利用刷

子將稚貝自浪板刷下 , 因對人力之需求量大 ,
而目前

台灣九孔繁殖業大都集中在台東縣成功鎮一帶 , 在人

力原本不足 , 而稚貝下浪板的季節來臨需大量人力

下
, 更是雪上加霜。以往利用人工方式進行下浪板工

作時
, 浪板上附著之藻類由於稚貝的成長而食量日增

下
, 很快被食盡

,
而造成稚貝攝食不足、成長不良甚

至衰弱掉落池底死亡
,
無形造成損失。為使稚貝之剝

離能節省時間及人力
,
稚貝能在適當時間剝離至池底

養殖 , 必須改變傳統下浪板之方式
,
但必須注意麻醉

劑之濃度 , 稚貝下浪板之時間要短 , 而且在送回養殖

池後能迅速蘇醒。本試驗利用二種麻醉劑來使稚貝脫

離附著板 , 在各種試驗濃度 (MS-222 350 ppm 以下 ,

2-PE 700 ppm 以下 ) 均能使其脫離其附著板
,
而其蘇

醒率與七天內活存率均能達到 100% ' 而且
, 我們正

式列入記錄在持續觀察半年後 , 發現其對九孔之成長

及活存率均無任何影響 , 但利用人工剝離作業 , 稚貝

之腹足極易受傷 , 其七天之活存率僅有 85% ' 所以本

試驗使用之三種麻醉劑合符經濟性及安全性。

Table 2. Resultants of 2-phenoxyethanol (2-PE) was used for removal abalone juveniles

from the plastic plate.

Items
200 300

Mean shell length
(mm)

Total time of removal
(min:sec)
Total time of revival
(min:sec)
Percentage of revival

('Yo)
Percentage of one day
survival (%)
Percentage of a week

survival (%)

4.8 士 0.6 4.9:1: 0.7

7:00 4:30

12:48 12:25

100 100

100 100

100 nunu1

Concentration (ppm)

400 500 600 Control700

4.9 士 0.7 4.8 士 0.6 4.9:1: 0.6 5.0 士 0.9 5.0 士 0.8

4:30 3:26 3:02 3:00

19:16 17:47 23:48 1 :1623:31

100 nunu1 nunu1 nunu1 95

nu凸U1 門UHU1 門UAU1 門U凡U1 95

內U八U1 nunu1 85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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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222 應用於稚貝剝離結果顯示 ,
其剝離所需時間

隨麻醉劑濃度的升高而縮盟 ,
而蘇醒所需時間則隨麻醉

劑濃度的升高而拉長 , 此與河西等
(7)

利用

Ethyl-p-am i nobenzoate 剝離 Haliotis divercolor

divercolor, H. discus discus 及 H. sieboldii 有相同結

果。稚貝的剝離及其蘇醒希望能以最短時間完成 ,

50-150 ppm 其完全剝離時間在 10 分鐘以上 ,
蘇醒時

間雖在 11 分鐘以內 , 二者相加在 20 分鐘以上 ,
而 300

ppm 及 350 ppm 雖剝離時間在 6 分鐘即可完成 ,
但蘇

醒時間長達 15 分鐘以上 , 二者相加在 20 分鐘以上。

而 175 、 200 、 250 ppm 三組之剝離與蘇醒時問相加均

在 20 分鐘以內
,
故我們認為 MS-222 對九孔稚貝剝離

之適當濃度以 175-250 ppm 為宜。河西等
(7)

用

Ethyl-p-am i nobenzoate 進行三種鮑魚麻醉劑剝離 ,
並

求出了實用上之適當濃度為 Haliotis divercolor

divercolor: 75 ppm ; H. discus discus: 50 ppm ; 對於

H. sieboldii 則尚未瞭解其適當麻醉濃度 , 但均比本試

驗為低 ,
可能由於麻醉劑生產地區及稚貝種類不同 ,

而

且其只要求 90% 剝離率 ,
並在 10 分鐘剝離與 30 分

鐘內蘇醒即可
,
致使其推薦濃度較本試驗為低。

2-PE 應用於稚貝剝離結果顯示 , 其剝離時間隨麻醉
劑濃度的升高而縮短

,
和 MS-222 有相同結果 ,

但 2-PE

在 500 ppm 以上濃度
,
其剝離時間並無明顯縮短現

象 ,
此與河西等

(
只 )

在鮑魚、試驗上得到相同結果。叉 600

ppm 及 700 ppm
' 兩者完全蘇醒時間也無明顯差異

,

但累積蘇醒率 ( 見 Fig. 4) 即有較快之感覺 , 魚類上

也有相同報告 ,2-PE 濃度增加有時不一定造成蘇醒時

間的增長阱,10) ,
此種情形在 MS-222 和 Metomidate 也

發現過類似的狀況
01)
。為提供業者需要 , 希望剝離與

蘇醒時間均能最短 , 以供業者在現場應用 o 剝離時間

以 200 ppm 之 7 分鐘最久 , 而 300 、 400 ppm 為 4.5

分鐘 , 500 ppm 以上均為 3 分鐘左右。蘇醒時間以

200 、 300 PPIll 為 12 分鐘左右 , 400 PPIll 以上均在

19 分鐘以上 , 上述兩者相加以 200 PPIll 為 20 分鐘 ,

300 PPIll 為 17 分鐘 ,
其餘各組皆超過 20 分鐘 , 故我

們認為 2-PE 對九孔稚貝剝離之適當濃度以 200-300

PPIll 為宜 o 河西
(8 )

使用本劑進行三種鮑魚之麻醉剝

離
, 其推薦之濃度各為 H. diversicolor diversicolor:

250 PPIll; H. discus discus: 200 PPIll; H. sieboldii:

350 PPIll
'
此與本試驗結果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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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S-222 and 2-phenoxyethanol on Exfoliation for Juvenile Abalone
Ha/iotis diversic%r supertexta

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aimed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saving manpower by using tricanine methanesulfonate

(MS-222, 50-350 ppm) and ehyleneglycol monophenyl ether (2-PE, 200-700 ppm) on exfoliation for juvenile

abalone Ha/iotis divel 引 c%r supertex 的 , shell length of 4.2-5.9 mm.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exfoliation

rate, the recovery rate, and the one-week survival rate of the animals

above-mentioned anesthetics gave higher survival rate a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exfoliation for juvenile abalone of which their survival rate in one-day and one-week period were 95% and

85%, respectively. Time for exfoliation and time for recovery was inversely and linearly

anesthetics concentration, respectively. To meet the demand of a 100% exfoliation and survival rate and the

least time of exfoliation and recovery for abalone hatchery farmers, we suggested that the following safety

concentration levels: 1 月 -250 ppm of MS-222 and 200-300 ppm of 2-PE.

were reached to 100%. The

brush method on

related to the

Key words: Anesthetics, Abalone, Exfo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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