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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 growth of clams. Abruptly

weakness of clams and even to death.

From this study, it seems that the larger clams may be more tolerate

of higher temperature than the smaller ones, but couldn't stand the

fluctu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too low specific gravity.

Based on the field cbservations and growth conditions, low temperature

in Winter appears to be of no inflnence on growth of clams.

temperature result in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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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摘

本省養殖文蛤近幾年來每在三四五月間發生大量斃死現象
, 鹿港蓮殖 l通為其中之一﹒本報告旨在研究

鹿港養殖文蛤之生長情形 , 及其與環攪因素之關係 , 進而探討影響丈蛤之生長與死亡的主要原因﹒自民國

六十三年五月至六十三年五月間
, 共踩集文蛤標本 1206 個

, 經分析結果如下 :

1. 文蛤的殼長範圍在20-60mm 之間 , 其中以35-45mm 最多
, 佔總數 765 百﹒

2. 從文蛤各部位比值的分折顯示 , 較小的文蛤比大者之形狀略為閱形 , 大型文蛤稍星側扁略矢。
3. 一般丈蛤的肉重隨殼長的增大而急速增加 , 殼長~ 殼肉與殼長~ 投靈之關係﹒說明了文蛤的成長甚

遠且隨季節略有不同。而殼重的增加略大於肉葷的增長。

4. 在正常情況下文蛤之肥滿度隨殼長增加 , 但殼畏愈大增加幅度愈小 , 溫度變化異常時則有相反的現

象發生。肥滿度受溫度的影響 . 1 月最高 4 、 5 月最低。

5. 溫度是影響丈蛤成畏的重要因素 , 溫度的激烈變化常是導致文蛤瘦弱與死亡的主要原因。
6. 較大的文蛤比小者能適應高溫 , 但無法忍受溫度的驟變 , 而小文蛤忍受淡水能力較強 , 低比霞可能

是大型文蛤致命的因素﹒

7. 從歷年來丈蛤暴斃的發生與其成長情況割斷 , 一般丈蛤都不受冬天低溫的影響 , 生長良好 , 肥精度
也高﹒

.‘.--,a r前

本省文蛤的養殖自民國 9 年從日本引進後
, 已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漫游貝類養殖業之一。文蛤是一般大

眾化的海產食晶 , 由於其營養價值高興其經濟上的價值好 , 在漁業上佔極重要的地位。比起具有二百多年

歷史的牡蠣養殖
, 文蛤可稱為一新興養殖業 , 然其發展頗為迅速 , 民國 42 年本省僅有丈蛤養殖面積 57 公頃

, 至民國47 年時已增至近 1,000 公頃 , 在海埔新生地不斷的擴展 , 與文蛤養殖業積極的推廣之干 , 養殖面

積繼續在增長中 , 目前 , 合中、彰化、雲林各地丈蛤的養殖已成為本省文始的主要產區 , 過去若干年來文
蛤養殖蓬勃發展 , 欣欣向榮 , 不料民國五十八年以後 , 西海岸各地經常發生文蛤大量死亡 , 損失歪鉅 ,

影

響國民生計甚犬 , 也阻蹲了本省淺海養殖業的推展。文蛤大量死亡情形已有多年之久 , 然有關斃死的調查
則是近一兩年的事 , 根攝推測丈蛤死亡原因頗多 ( 胡、 1974) .但其主要因素尚未能明確證賞 , 有待進一

步之研究。本報告為研究文蛤之生長情形 , 並從其與生態環誼之關係﹒探討環境因素的變化對文始成長、
死亡的影響 , 尋求文蛤斃死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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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方?與才十才才

本報告所使用之材料
, 係鹿港地區所養殖的丈蛤 ' 每月分兩次以逢機取樣 :方法定點揉集 ( 聞 1) .每次

操槃 50 個左右文蛤標本 , 並抱以5-8% 福馬林溶蔽
, 嘴岡實驗室 ? 在實驗室中首先將殼撥開 , 用刀并取其

肉以精度夭碎稱其濕重以克數計
, 再稱其殼重並量其大小 , 殼的測量方法如圖 2 所示 : 殼長 (L) 一自殼前

端至後端的最大畏慶 t 殼高 (H) 一自殼背面至腹面的最長距離 , 投寬 (W) 一雨般緊閉時其間之最犬厚

度 , 均以mm 表示立。

3 Km'O恥

1

Fig.1 Areas of hard clam culture off Lukang showing sampling locations in

1973 and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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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Diagram showing the method of measuring the length (L), height (H)

and width. (W)of clam shells.

L

標本揉集地點之環蟑調查 , 如氣溫、水溫、比重等因素 , 在研究期間自民國六十二年五月至六十三年

五廳 , 以溫度計 , 比重計逐日測量記錯之。同時採取試驗地點的底質 , 水質與浮插生物 , 做為分析之用。
eat weight

本文中、文蛤之肥滿度係以其肉重佔體重之百分比表示之 u"'a� ",u� x 100 ,

平均肉重則將文蛤依大小組別
, 求其平均值 , 以觀察其月變化之情形﹒

會主 果 與 討 d侖

氣溫

一般認為乾潮時間的長誼會影響貝類的成長
, 而溫度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Davis and Calabrese,

1964) 。在本研究期間鹿港養殖場氣溫的變化如聞主所示 , 其變化範圍在12
� C 興28 � C 之間 , 最高溫出現

在7 月 , 最低溫在12 月。。一般而言 , 從6 月到 9 月氣溫較高為其特徵 ' 平均在 25
� C 以上 , 但其變化不如其他

季節顯著而星穩定狀態。 10 月以後氣溫開始逐漸下降 , 直到 12 月為止。 1 月起天氣漸漸好轉
, 氣溫間升 ,

但至2 月時氣溫開始不穩定 , 經常有哭然上升或下降的情形出現 , 從國3 可發現3 、 4 月闊氣溫變動很大 , 以
4 月最顯著 ( 圓的 , 時為春冬之交 , 氣候變化異常 , 為過去幾年來貝顯死亡的時期 , 如民國六十二年三月
師發生大量死亡

, 今年情況略同但時間延遲了一個月 , 至4 月始發生暴斃情形
, 顯然與氣模的轉變有關。

水溫、

根據圖三
, 水溫的季節變化情形 , 水溫與氣溫有密切關係 ' 通常水溫隨氣溫的變化而改變

, 且較氣溫
略高 ,

從 5 月到 8 月其溫差在4
� C 差左右 , 以 5 月中之溫度差距最大 , 由於水溫顯著上升。冬季期間水溫與氣

溫相近或助合
, 春天以後溫度變化雖大但相差很少。一年之中平均表面水溫以冬天 12

� C 最低 , 而最低溫

5.6 � C 則出現在2 月底 , 夏天平均最高溫為 32
� C,6 月至9 月養殖場水溫略高﹒溫度降低始於 10 月 . 1 月再度上

升 ,
水溫變化的範園

, 顯然比氣溫的變動要大 , 而以四月最顯薯 , 如圓 4所示 , 自民國62 年 5 月至 63 年 5 月
,
每日水溫的月平均分別是 : 26.8 � C 、 29.67 � C 、 30.28"C 、 29.16 � C 、 28. 63 � C 、 24. 41 � C 、 19. 鈞。 c 、

14.78 � C 、 15.ncc 、 14.55"C 、 18. 16C 、 22.91 � C 、與 27. 07 � C
"

比重

海水的比重是影響貝類生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 貝類如牡蠣有其一定的比重範圈 , 依種類不間而祟。海
水比重如溫度也有季節的變化, 惟其變動的範圍不如溫度之大 , 一般在 1.013 興 1.024 之間。 6 、 7 月間氣溫

永溫雖高 , 但海水比重最低 , 根據氣象觀榔站降.水量資料, 顯然 �fi1 夏季大量的降雨有關﹒八月間海水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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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增加 , 一如極度的變化與高溫度有闕 , 9 月以後到次年 5 月間海水比重略有變動 , 而在是月時海水比重
有偏低的趨勢且變化顯著 ,

可能係雯
,長期乾燥寒冬後初次降雨的影響所致。在本調查期間 , 有一高水溫低

比重及一低水溫高比重時期分別出現在 6-,-9 月與 12-2 月之間 " 在此時間內鹿港養殖丈蛤無死亡之發生。

顯然高水溫低比重或低水溫高比重均不致引起丈始的死亡
, 此與 Seno (1963) 研究牡蠣所發現結果不謀

而合。

量轉西梅岸養殖丈蛤成長之初步研究省文陽﹒陳世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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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測定

自民區62 年 5 月至 63 年5 月 , 快鹿港養殖區共蝶集文蛤標本 1206 個
, 經捌定結果 , 其殼長在 20-60mm

之間 , 其中以35-45mm 最多
, 佔總數76% ' 從殼畏的頻度分布

( 圍的發現問一地區不同月別間文蛤平均殼

長沒有顯著的差異 , 僅在5 月及2 月 , 包括一些較大及較小的標本 , 殼長分布較廣 , 顯然與採樣有關。最大
的文蛤殼長 59.6mm 分別在 12 月及1 月踩集

, 此種大型文蛤多半係野生或早期收穫時所遺留下之少數文蛤。
由於文始之大小關係殼內容積 , 間接影響殼內的重暈 , 因此 , 在研究文蛤肉重或肥精度的變化峙 , 不

宜將所有文蛤綜合平均
, 而應依其大小分別制定 , 因殼長頻度不一可能造成較大誤差 , 所以研究女的成長

之變化前 , 領先了解丈蛤的大小與形狀之關係。
丈蛤各部位比 : 殼寬/ 殼長、殼高 / 殼長與殼寬/ 殼高 , 依其殼長分成五組分別測量之 , 從其.比值的變

化中 ( 如表一 ) , 可知同一殼長 , 比值的月變化較小 , 而不間組 �Ij 間比倒值有顯著的差異
, 殼寬 / 殼長與般

高/ 殼長之比值有隨殼長的增加而減少的趨勢 , 顯示丈蛤的形狀與殼長有闕 , 殼畏愈小者形狀略星圓形 , 殼
長愈大者稍旱側扁且前端略尖 , 與 S ρ isula Solidissima 的成長有類似的傾向

( Barker and Merill.

1967)



4J.臺嚮西海岸義雄丈蛤成長之初步研究曾丈陽﹒陳世欽

Feb.1974Oct.1973May19730.6

。 .4

0.2

!>lar.197 斗Nov.1973June19730.6

0.4

0.2

Apr.197 勾Dec.1973July1973
0.6

0.4

0.2.

knuce3vehL

也

KFJ
明
材
伺
」
門
。
“

May1974.Jan.197 勾Aug.19730.6

0.4

0.2

65
,

l�多265h32

Sept.19730.6

0.4

0.2

6

Fig.5 Relativ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hell length of hard clam collected

from May 1973 to May 1974.

5心32

殼長一肉重關係

從表2 可知艾蛤的肉重隨殼長與季節而變化
, 其範間在 2.01-10.94 克之間

, 過 'Iii; I勻車隨位長而增加 ,

但氣候狀況足以影響的重的聲化
, 根據聞語季節的變化情形 , 各種大小的丈蛤在9 月時平均肉重最低

,
以 12

月肉重最高
, 不同殼長問肉重的變化略為一致 , 但6-8 月時大文蛤肉重有增加的趨勢 , 而小女蛤的肉量卻顯

現遞減的傾向 , 因較大的丈始對高溫具有特忍力 , 而小女蛤因溫度太高 , 失水過多肉 ill 喊著I.�
'
同樣在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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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丈蛤肉靈都者減輕的現象 , 由於編度恆降與不在1定所致 , rf 手水比重對文蛤似乎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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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每月分踩集之文蛤標本 , 發現其殼長與肉重呈一曲線關係﹒以w=aLb 表示 ,w 為肉重 , L 代表殼

長 , a 與b 為常數 , 經岡歸分析結果 , 各月份殼長與肉靈之關係式如表3 所列
, 從各月份文蛤成長曲線 ( 圖

7-19) 君來 , 文蛤的成長如上所述 , 肉重髓殼長的增加而增大 , 殼長大於 40mm 時肉重成長率較快
,
由於

肉重受到溫度變化的影嚮﹒不同月別殼長一肉誼之關係也有不同。殼長
,
沒章之關係類缸l殼畏~ 肉重之關

係 , 但其成長率略高 ( 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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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月份血叫樹立 ,15, 的其關係式為直線芳程
, 由於殼長範闡較小所致。而 1 、 2 、 3 月的 a 、 b 值與共

他月街有顯著差異
, 其成長較慢 ,

相關係數較低
, 顯然與溫度有關。文蛤的成長亦受益 ?IF( 密度的影響

(Sagara, 1952; Hanaoka and Shimadzu, 1949) 。

肥 i的度
'I)

在正常情況下生長的文蛤
, 其蛤肉應佔其殼容積較大部份 , 因此 , 干般學者都用肥拍出指數 (

Conditiom index) 來表示貝顯成長的情況
, 由於貝類殼內容積測量本易 , 目前仍無標準方法來估計貝

額的肥精度
, 因此其指數因學者而有不同 ( Gal tsoff, 1964 ) 。為比較文蛤之肥滿程度 , 本研究是以肉重

佔體重百分比表示之
, 因蛤肉興季節有闕 , 而殼重則不受環 r�� 限制

, 肉葷的百分比應可代表肥滿程度的好

壤。

表 4 顯示肥滿度指數與殼長之關係 ' 殼長在35-39.9mm 之文的 . :jJJUE 滿度指數從 22 (5 月 ) 到 30 (3

月 ) , 40-49.9mm 的文始 , 其肥滿度在 23 與 28 之間 .50mm 以上則有高達 38 者
, 一般言之 , 文蛤肥滿皮

隨殼長而增加
, 但 3 月份卻有反常現象

, 肥滿度隨殼畏的增加兩械少 , 接若 4 、 5 月文蛤肥滿度為全年中平

均最低者 ( 圖2 肘 , 顯然是大文蛤因溫度變化的影響 , 肥滿度顯著:降低
, 蛤肉搜小。一般的G不論大小其

肥 i高度以 1 月為最高
, 此乃因丈蛤對低溫之容忍力較強所致。

根攝以上分析
, 在調查期間文蛤之成長雖有變化 , 肥瘦 /f� 均的情形

, 但大宜的死亡備發斗在 4-5 月間

, 其死亡率高達 40 克
, 而現場之觀察顯示死亡之丈蛤以大者居多 , 再從其 4-5 月問肥滿度

{悶的情形判斷
, 畏時期溫度的變動影響丈始生畏的情況 , 使身體消瘦 , 加上海水比重的降低至 1. 003 ' 大文蛤郎相離死亡

﹒溫度的突然轉變是造成本省文蛤大量斃死重要的因素。 Dickie and M 忱。 f 09 戶
) 也發現學研倫斯

簡 (Gulf of Saint Lowrence) 養殖具類死亡高達 80 克
, 水溫突然變化為主毛主要原因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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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groups collected from May 1973 to Ma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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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atios of shell measurements, W /L (width/length) H/L (height/length)
and w /H(width/heigth) of hard clams taken from Lu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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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ÿ<0��l�e�n�g�t�h＼＼＼� (mm)

、＼、

25.0 30.0 35.0 40.0 I .
45.0 50.0 55.0

29.9 34.9 39.9 44.9 49.9 54.9 59.9

1973 May. 0.95 1.59 2.72 3.75 4.31 7.26

June. 1.94 2.58 3.40 4.31

July. 1.81 2.57 '3.20

O��u�g�. 2.00 2.31 3.28 5.08 6.71 4.32

Sept. 2.57 3.60 4.51 6.05

Oct. 2.34 3.13 3.84 5.76

Nov. 2.97 2.48 3.45 4.76 7.74 6.42

Dec. 3.15 3.87 5.23 5.50

1974 Jan. 3.20 4.09 5.15 6.70 9.55

Feb. 1.75 1.71 2.42 3.16 4.49 7.19

Mar. 3.30 3.83 4.88 �4�.�9�´

Apr. 2.49 3 ?') 4.03 5.21

May. 1.86 2.41 3.18 4.31

Sã�l�e�a�n 1.35 1.90 2.66 3.47 4.57 6.27 6.76

Month Rage of variation
I

�C�oSë�i�o�n
no. Length weight relation I �c�;�ifi��.�t

May. 108 L �2�3�.�0�-�'�-�5�0�. � w= 0.C4787L&'OJO 0.86w 0.60-8.40

L �3�3�.�0�-�4�5�.0�
June. 101 w 1.35-5.20 w �� 0.02679 V.峙的 ��

�汹� �� � ����� W口0.04571 �L�3Sí 0.80w 1.31-4.49

Aug. 87 L 31.0-59.Z W = O. 0489� L
�.90J 0.90

W 1.21-8.00

Sept. 15
L 38.0-.51.3 W= -8.92+2.77L 0.97w 2.22-6.05

Oct. 9:� L 22.0-65.5 W� �0�.�0�3�2�3�5�VþR�J�5�4 0.92
W 2 .10-6f. 5

Nov. 102 L 34.0-59.6 w = 0.06245 L �'7R:: 0.86w 1.52-8.91

109 L 36.6-51.2 W = -6.89+ 2.59LDec. W �2�.�2�6N��7�.�9�5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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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2 Meat weight in grams for hard chams of diferent length groups.

Table.3 Month measured shell lengths 冒 meat weigh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L
JaIl. 101 w 2.02- 10.94

W=O.263lLHO6 0.65

Feb. 100
L �1g��7b6�0�.�3�2�0�9 LI:57I 0.70
W �1�.v„N��7�.�1�9

Mar. 92
L 35.6-57.4 w = 0.2705 V'829 0.71w �2�.�9�0N��7�.�1�3

L 36.1-51.2
Apr. 83 w 1.82-6.32

w=- 4.Z+1.77L 0.70

May. 106
L �2�6�.�6N��-�5�0�.�1 w= �0�.�0�9�0�6�2�V�'u8f� 0.77
W 1.84-5.23

ÿ<ÿ<ÿ<�l�e�n�g�t�h 25.0 30.0 35.5 40.0 45.0 50.0 55.0
�r �ÿ<ÿ<�(�m�m�) .

�m�o�n�t�hÿ<ÿ< 29.9 34.9 39.9 44.9 49.9 54.9 59.9

1973 May. 22 22 27 28 28 28

June. 24 24 23 25

July. 22 26 。"】d

Aug. 24 2�1 24 28 26 10

Se pt. 24 28 29 32

Oct. 23 23 25 28

Nov. 22 23 25 25 30 31

Dec. 27 26 27 25

1974 Jan. 27 27 9月 38 37�I

Feb. 27 25 23 23 24 30

Mar. 30 28 27 22 21

Apr. 23 23 22 23

May. 21 22 23 24

mean 25 23 25 25 26 28 25

.j2 益倒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第24 號

Table.4 Condition index for hard clams of different length gr σups.

造成文始大量斃死的因素固然很令 , 諸如 : -;JJ�i 瓏的發生 (Tsujii and Sakamoto,1971)
, 寄生虫與

敵告:-
(Me de of and Bourne,1964) , 產卵的影響 (Sindermann. 19?O)

, 而一般學看常認為疾病是

只類死亡的原因之一 , 然則 , 此等因素往往困地而異 , 是否影響本有養殖丈蛤之生長與死亡 , 有待進一步
之調查 , 研究與試驗來訝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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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承莓 , 部所長之 l'H. 切指導策勵
, 農 f美會間l 顧問 I>jj r 三 ! 先生之 |耐心w 鼓勵 , 以及劉控元先生協助標

本保柴
, 生物系同仁古兆恕先生丈蛤之測定及呂莉莉小姐咒料之統計與 t�1 詞

, 使水文得以順利完成 , 特此
深致衷心之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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