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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孔陸土養殖池生產 1J 之研究

楊 i鳴桔 .T 雲源

Studie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Land

Culture of Abalone

Hong-Shii Yang and Yun-Yan Ting

Density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when growing abalone in land, not only in its seed

intensive culture but also in its adult culture. It appe 位 s that the suitable density for intensive seed

culture for abalone between 2,0 ∞ to 悶 ,000 individuals per 6 n 泣 , with 6, α)(} inds/6m2 as the

best density rate.

In adult culture, the suitable density rate is 1,200 扭曲 33m2 Higher densit,jes cause lower

growth rate, yet lower densities do not bring high commercial productivity.A19to. the culture

shelter, built in brock, and five -legged brock sho:wed no differences 扭曲egr φwth. of abalone

the five legged brock seemed to be the best choice for growing abalone, considering the pond

and shelter management it involves.

商會 實

九孔陸上養殖自七十三年推廣以來
, 養殖面積開始急速增加 , 至目前約有 15 公頃 , 產量 50 企噸 ,

此種新興養殖方法使我國九孔之養殖不致於因台灣沿岸崩問帶受到保護而使丸孔識產。有關丸孔陸上

養殖袖之
,
生產能

,
到底有多少 , 未有明確之實驗基礎 , 致使養殖業者對養殖放聲量各有不同論點 ,

賓館養殖差異也很大 , 約每坪放 8∞粒致 2,000 位不等。影響九孔產能因素很多
, 其有關因素有密度

、附著物、溶氧、溫度、鹽度、餌料等〈楊與丁 1985,1986,1987 ) ( 曲與陳 1981 ) 等 , 但以密度因
黨對著殖也生產力之影響為最重要。依養殖經驗得知

, 養殖密度低則成長量快速 , 反之則成長量棋盤
。養殖密度高 , 成長龍慢 , 必鑽增加養殖時問 , 因此成本將增加。反之養殖密度低 , 成長快速 , 但並
不因超低密度而使產能無限增加

, 對於此能達到養殖池之最高產能為本篇報告所要探討之問題。

另外附著物對丸子L 種商生長有很大影響 ( 楊 .1987 ) , 但對於成貝是否有影響值得探討。一股養
殖他以五腳磚為主 , 但五蝴磚在劫貝之養殖土劣於建築磚 , 因此這兩種附著物對成貝之影響有多少 ,

聽該選擇何者 , 值得去探討。

材料與方法

本篇報告所用丸子L材料均由本分所自行丸孔種商培育所生產。利用生產之誼商能事各種密度實際
養殖。因此本報告分成南部份ω丸 iL 祖萬生產 , 制成貝各種密度養殖比較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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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九孔種苗生產 : 種貝來頓為七十四年度所育成之成貝經過二年之培育於七十六年 10 月開始語導
產卵 , 附苗祂共分為六池 , 各地面積 (4 mX1.5m) .每池置放 (40cmx60 αn) 之塑膠浪按180 揖

‘

,
經過兩個月後自塑膠浪振將體長0.3-0.5 公分之稚貝 h

量tl 取移置底樓 , 此時開始餵飼龍鬚菜。稚貝移
置底樓依各池密度4ωO. 60 ∞ � 9000 . 13000 . 220 ∞等密度蓄養各池代號 A

、 B 、 c 、 D 、 E 等。蓄餐時
間共 6 個月 ,

實驗結束後湖體長 , 體重及生產量 ,
以雙方分析表及圖示來顯示密度對生產力之影吶。

倒成員密度養殖 : (1) 種商培育到體長 1.4 至 2.1cm 依放聲密度每坪 800 控 . 1200 缸 . 1600 控 ,
3200 位 (分別以A 、 B 、 C 、 D) 代表各池密度 (2) 成貝養殖池之設計為 10m x 12m 之水泥池 , 內分為
4 小油﹒ (A- 、 B 、 C 、 D) 各池面究積 30nf (lOrn x 3 m) 各小池置放五師磚 210 塊供附著用。試驗期
間共 5 個月 ,

實驗結束後由各池抽樣如頻度分佈衰所示 ,
分別測定額度體長、體重及生物量代表各池

之狀況並以雙方分析法分析密度對各池生產力之影吶。
(C) 附著物對成長置之影喃 : 附著物分別以五師磚 (30 公分 x30 公分 ) 由水泥製成 , 代號為A. 及

建第用磚 (8 寸 x4 寸 x2 寸 ) 由黏土製成 , 代號為B. 分別放置A池及B池 , 各池面積 6nf' 試驗
,

期間 4 個月 , 各池放聲密度3000 缸 ,
實驗結束分別計量體長、體重、生物總量、並以變方分析法做顯

著測驗。

.,.....

果

村丸孔種苗生產量 :
本年度種苗生產數由養殖池面積10.8 坪 , 浪叡數1080 共生產種苗數83000 鞋 , 平均每坪生產數達

7600 誼。

種苗密度養殖結果如圖一所示及表一之變方分析表得知密度在此階段已經對成長顯著性之影吶。
但由國一之體長增長畫得知A與B差異不大 .c 與D差異不大 , 但A與B.C 與D及E 三者差異較大 , 因
此在此階蹺廳選擇差異較大之界點做為放聲之參考 , 此界點應爵的00 . 13000 . 22000 等三種。圖二之
生物量顯示A池並沒有達到該池之生矗量 , 此階段各池生產平均 9 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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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Increased body length

五種不同密度養殖六個月後之體長及體長增長量

!he body length and increased length of �he
five different densities of seed cultured <5 months.

圖 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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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五種不同密度對成長影響之單向變方分析表
Table 1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five

different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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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ource of
Variation

2.4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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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五種不同密度蓄養六個月後之生產量
Fig. 2 The biomass of seed cultured in five

different densities for 6 months.

DcBA

口成貝養殖密度比較 :
由圖三所示各池之頻度分佈衰 , 由高畢頻度可顯示各池之生長量有差異 , 其成長大小依序A>B

>C>D 。由衰二計算 5/1 最大平均體長與 5/1 最小平均體長之比 ,A 池 1.43 倍 ,a 池 1.30 倍 ,C

池 1.46 倍 ,D 池 1.52 倍 , 除A池外餘三池依密度越高 , 其體長差異也越大 , 大小顧序依序為B<C<D
。圖四為各池之生長量 , 密度低者成長量高 , 密度高者成長量低 , 由表三單向變方分析表得知此階
段密度對成長有顯著性差異存在。圖四體長示意圖及圖五個體平均重量及增重量得知 A池輿B池並沒

有差異之存在。圖六所示依密度越高則生產量也越高 , 但C池並不因放聲量高而比B 池之產量為高 ,
D池可能是個體增加之關係而有較高之重量。

目附著物對成長量之影吶 :
.圖七所示A池與B池之成長壘 , 經由表四單向變方分析顯示兩者之差異並不顧薯。也就是在成
貝養殖方面附著物並不是決定成長之要件。由圈八所示兩池之總生產量一棒, 亦可以表示兩種附著物
令之效果一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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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不同密度養殖 5 個月後之體長頻度分佈衰

The frequenty distribution of shell length of the
four different densities.

圍 3

Fig. 3

義 2 各種密度之 %最大平均體長與 %最小平均體長之差異倍數
Table 2 The dive-fSity of shell length of the four

different densities.

1/5 min. A. L.
(em)

1/5 max. A. L.
(em)Density rauo

1.432.944.19

4.09

A

1.303.15B

1.46

1.52

2.47

1.96

3.60

2.98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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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4 四種不同密度養殖五個月接之平均體重及體重增加量
The. avera�e body length and incre 包sed length of abalone
using four different densities for five months of culture after.

自 : Body¥, 抽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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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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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口 :lncreased 'Weight

四種不同密度養殖 5 個月接之個體重量最個體增加軍暈

The average individual body weight and inc.reased
weight of abalone using four different densiti�s
for 5 month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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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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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四種不同密度養殖 5 個月後各抽之生產暈及增重量
Fig. 6 ��: biomass and increased weight of the four

---.

of culture.

四種不同密度對生長影響之舉向變方分析表
3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four

different densities.

表 3

Table

、

-s'

,3.invnvnunu

',.
‘
、FFMSSSdfS. of V.

2.70( �. I V )
3.9817.65**8.4725.424-1=3 -Treatnumts

0.4849.79108-4=104Error

0.70

表 4 兩種不同材賀對成長影響之單向費方分析表
Table 4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two differerit

adhesive materials.

A

Increased口 ::BiomaS8回

75.21108-1=107Total

0.05F( �.�� )
。 .01FMSSSdfS. of V..

(4.12 )0.11**0.020.022-1=1Treatments

有

0.196:38

6.4

35-2=33

35-1=34

Error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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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材質用來養殖 5 個月後生物個體體長及增長量

The average body length and increased length
of abalone using two adhesive materials and
cultured forS months.

圖 7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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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r S months of cul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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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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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孔種萬生產量 :
由表一之單向變方分析表得知密度對成長有很大影哨 ,

由 F 值 27.31 比F 翻驗百分之五的2. 必要
大得很多 , 可讀明之。然而A 、 B 、 C 、 D 、 E 各池並不因密度而星現成長等比例下降 , 如A地與

B池之成長量差異不大 , 顯示在同樣面積內應以B之密度來放聲才不會浪費設備 'C 池與D池差異不大
,E 池最小 , 但C 、 D 、 E 在成長量來看有明顯之下降 , 不適合做為選擇之參考ω為了要在最題時間內
在一定的面積內能培育出足夠之出售體型 , 而且要符合該面積所當出產之數量 , 應以 1.8 坪放養的 00

較適宜。
口成貝養殖生產力 :
由表二分析結果得知F 值 17.65 比 2.70 及3.98 要大得很多

, 顯示在成貝養殖方面 , 密度是影吶生
長重要因素之一 , 圖四中密度的0位/ 每坪 , 與 1200. 粒/ 每坪之成長量沒有什麼差異

, 其他則依密度

越高 , 則成長越緩慢之規則 , 再由圖五之個體重量及國六之總量分析A 密度與B 密度之差異
, 顯然A

密度未能達到養殖池之生產量 , 在道兩種密度之比較 , 密度因素並不是養殖重要因素 , 其主要原因這
A池並沒有達到最高負椅量所致。

四種密度的體長頻率分怖都很廣 , 五分之一最大體長與五分之一最小體長之比達 1.30 以上
, 顯示

個體差異很大 , 今後如何利用此種個體差異之特性來選擇優良之品種 , 以達縮短養殖時間 , 是以後要
揮討的重要課題。

三、耐著物對養殖成長之影駒 :
表四之單向變方分析出兩種附著物並不是影吶生長之因素

, 因此不考慮生長因素外 , 在陸上養殖
地之管理方面來考慮 , 以及生物棲息生態方面 , 應以容易清洗池子 , 以及附著物較有固定力等方面來
考慮以選擇五腳磚較適合 , 因五胸磚之設計底部較有空間 , 水流交摸容易 , 同時較平稽 , 不易囡九孔
移動而搬移附著物 , 造成壓噶九孔 , 是為主要考慮選擇理由。

擒 要

密度在九孔養殖上有其重要之地位 , 它對九孔之成長影自向極其顯著 , 無論在幼貝之蓄養或成貝之
養殖其顯著水準都很高 , 這表示在九孔養殖上 , 密度條件是不能忽略的。在幼貝之蓄養上以每1.8 坪

放聲6000 拉較適合 , 其上下界限不超過4000 拉 , 否則即有明顯之成長差異。在成貝養殖方面以每坪放
聲1200 拉為主

, 不應超過此數 , 否則成長將會下降。亦不應低於此數 , 否則無法達劉養殖池之最高產
能。附著物雖不能造成貝養殖之生長差異 , 但以五牌磚較適合大規模之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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