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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南淺海養濫貝類兔死調查研究

莘與胡

Study. of Cultu.ral ShellfishesDeaththeon

of TaiwanWestcoastIII

By

UHaWLHgbnnb

Abstract

The death of cultural shellfishes in the Westcoast of Taiwan possibly

by three reasons. (1) too dense in population; SQ-IOOi. e. thousand sticks

per hectare in Ostrea gigas "'and SOOOkilogram young" larva of Maritrix

iusoria per hectare. (2) environmental factor;
一

high temperature (up to

2S'C), high' salinity (up to 34%0) can be found through April to

、

October and heavy rainy or typhoon season change the specific gravity 、

dramatically, (3) pollution; unpurify waste water of factories which

mainly caused by are paper and pulp works wastes with high copcentrate

in' poison materials as choride, sulfide, anmonia-N, total solid and

chemical oxygen demend. Gei-Tsue river is heavy polluted proved by

TLm test and water analysis.

Red tide can not be seen from the plankton analysis.

Oyster drill' Purpara clavigera KUSTER, Septa piiearo (Linnaeus),

Pielf-roploca giabra' (Dunker) and moon snail Nei/erita (Giossautax)

didyma (Roding) are the major problem in shellfish cuI ture. Damage

reach to 60% in som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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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西南淺海養殖以仕憾。strea (crassostrea) gigas Thcinberg 及丈給 1V1eretrix iusoria

(ROding) 為主
,
接郭 (1964) 本省已發現之牡蠣計有 14 種 , 但以前述之 O. gigas 為主 ; 文給本省計

有五種 , 而以M. iusoria 為主 ,
十年前本省之淺海養殖面積計牡蠣 7500 余頃 , 丈蛤1200 餘公頃 ,

增至今

年 (62) 牡蠣 11 ,000 餘公頃 , 丈蛤 4,000 餘公頃 , 且目前海埔新生地不斷地聞出 ,
故養殖茁積正急速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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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1 本省只類養殖區及水溫觀測點三牡蠣 (\\ 艾蛤

間2.



鯉 魚 草 魚 黑 鰱
魚 種 Cyprinus carpis Ctenphayngobon idellus Aristichtlys nobilis

Linnaeus (Cuvier & Valenciennes) (Richardson)

數 20 10 6

2.6- 3.8 4.8- 6.8 �5�.0�N��7�.�5
(Cm)

'

3.2 6.0 6.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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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本省西南沿海養殖臣、鹿港、四湖、東石、布袋、及路竹 ( 因故停止〉等地區設立觀油站 ,
每

天測量水溫、比重及生長情形
, 將測定結果 , 每星期一次國告本所﹒如有情況發生 , 則以電話通知 ,

本所

工作人員派人前往。

TI. :2拉所派員至以上各地採集水樣
, 與觀測員之測定互相投正 , 並做實地調查。水樣飲水質方面之分

析
, 其項目包括水溫、墟度、酸鹼度、水色、磷酸車、硝酸區、亞硝酸堪穎、含氧量 (D9) 、生物氧 ,(

BODs) , 浮游生物包括動植物性浮游生物之定性定量分析。
]]I. 選定布袋牡蠣畫畫殖區 , 為災變發生的自 4 月 8 日至 4 月 28 日長時期調查站

,
借用布袋漁會安置所

需儀器﹒每三天上艇出海操集浮游生物及水。水樣是以 (T.S) 北原型透明擺決器 ( 容量 900C � C. )

1. 水溫一現場測定。
2. 虛度 --'7.f( 樣帶間漁會後 , 立郎以下 T.S. Salinometer' E2 測定。

3. 酸鹼廈一TO A HM4 型測定。
4.7J(�-T.S. 水色計 (A 型〉
5. 氧量 (D.O) -Winker's method 先固定 , 以後再行滴定﹒
活.生物氧量 (BODs) 一以棕色玻璃裝海水 , 在常溫下極五天而測算出。

動物浮游生物一以動物性浮游生物網太平洋標準網在水面
, 以水平拖曳20 公尺

, 先以沈澱容積法 (

Settling volume) 量其沾澱量 , 在定性定暈分析中 , 以六大讀群 ( 攤牌類、水母頸、毛頭類、皮囊頸

、甲殼類及其他〉及個體數來計算。

植物性浮游生物一以網盯在 45cm' 長度 180cm ' 網布 ss17 之植物性浮滋生物網間樣在水面水平面水

平拖車20 余尺 , 操得之攘本以 3- 5 克福馬林浸泡後 , 送四至基陸本所生物研究室 , 先捌沈澱量萬分析 ,

並取出動物佳浮游生物分析﹒定量分析是使水樣在福馬林中均勻混合後 , 以跟管跟出 O.5C.C. ' 在高倍

顯徽鏡下鑑定種 , 量後 , 以其占整體的倍數除之而得﹒
軒在縣故府及漁民的要求 OF, 配合本所製造系

,
畫南分析

, 及縣政府水產課漁會前往 , 接認為廢水污
書長致魚貝斃死的紙廠, 揉集其所排出之麗水 , 經冷藏後 , 揖同本所化驗。操集廢水的紙廠有嘉義縣的建國
、三鑫、旭聾三廠 , 畫南縣之新營紙廠 , 化驗項目包括水溫、酸鹼度 (PH) 、比重 (Specific gravity)

、氯墟 (Chloride) 、化學需試量 (COD) 、生化需氧量 (BOD) 、游難氮態實 (NHa-N) 、硫化物

(Sulfide) 、硬度 (Hardness) 、色澤 (Color) 、總固體量 (Total Solide) 、揮發性固體量 (Total

Yolatide Solid) 。以上各項均依照水、污水、廢水之標準水質檢驗法檢定 ( 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出版〉。

-Y. 取受工業排水污染 , 畫南縣急水溪宅港橋下水 , 做 481J 、時時生物毒性試驗 (TLm) , 在本所含

臺南分冊的溫室 (Green house) 中進行試驗的魚種為鯉魚、草魚、黑鰱三種
, 現其死亡的情形 , 推斷

污染公害的程度。其材料與方法為 :
工試驗魚種、數量、體畏

什才才典、;、去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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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將取得之水樣分別稀釋為 75� 右 , 24� 右 ,10% 7.5 克 , 5.6� 右 2.4% 在溫室中 ,
分別注入高 35Cm ﹒

直徑40Cm 的圓形玻璃缸中 ,
每缸內有稀釋之污水 10£ , 為保持水中之溶氧室 ,

在試驗中 , 不停地以空氣
壓話機將空氣打入水中 , 帶試驗魚 , 鯉20 尾 ,

草魚 10 尾 , 黑鰱 6 尾分別放置於水缸中 , 在M小時及 48 小時
之觀察。

另依讓觀捌員及漁民之蝕述 ,
在災變發生之天候 ,

海況
,
貝額死亡時的情形以及養殖業者以往的經驗, 加以分析判斷。

主 �h 背什收 4 其

操集貝類的審敵蚵螺﹒者螺﹒肉螺等 , 並於養殖區隨時抽樣核查之方式 ,
親貝頡受害之百分比 , 所有

害敵螺類標本經鑑定 ,
照相後保存於水試所生物系

"
自鹿港養殖區 ,

每月二次各揉集牡購二串 , 文蛤50-80 個 ,
做肥滿度 , 成熟度、食性等生物分析 ,

因
此項工作開始較晚 ,

資料尚不完整 ,
故未在本篇討論﹒容說報導。

是主 采 與 三才 -i& 、

吾同

養殖與環境
本省之氣候極適於只賴之養殖 ( 郭

1刃6 ; 林 1939 ; 邊渡 1955 ; 今井 1966) , 終年有蚵苗發生 ,
而幾乎

全年都可收成。 ;";:-...

-牡蠣養殖通常在干潮線 2 公尺以內可露出水面不超出浸水時間 ,
養殖的適當條件有 (1) 選擇風浪平靜之

沿岸或內海篤聲殖場 ,
免於養殖設施受損。 (2) 適量的河水注入及潮流通暢的地區 , 可增加有機物質的生成. (3) 底質平垃及較硬的砂質底 ,

如此可增加養殖面積而不致將掃竹掩設。 (4) 水溫範圍在 15-27.C 之間比
重在 1.005 一1025 閱 ( 最適 1.020) .露出時間不超出漫水時間 ( 邊渡 1955 ; 郭 1964 ; 黃1965 ; 大島 1969 ; )
。以上各點本省西南揖海難養殖區一般都適合此等條件。

文始之棲息場所 ,
在沿海淺灘含砂率50-90� 苦處 ,

大潮時能早出 5 小時的地帶 ,
水深 1-2 公尺以內區紋。甜的生活水溫在10 � -28. C , 比重 1.015- 1.024 之間而以 1. 的為最適宜 c (郭胸 ; 大島 19

69) 。本省西南沿海 ,
有極大的區域都適合此條件。

在鹿港 ,
四潮 , 東石 ,

布袋等養殖區自 62 年 I 月月至 12 月之水平均溫如闡 2. 布袋特定點 ,
四耳份密

集觀測之平均數值如下 :

本省貝類養殖區水溫以一月為最低平均 15 � C 左右 , 最高溫為 7, 8 月平均近 30.C ,
而因各養殖臣之

地理環揖不同 , 略有差異。海水比重約 1.025. 權度在345.% ι左右。
接妹尾 (1934 ,H-J5) , 低水溫 ,

高比重或高水溫低比重 , 不致引起較之死亡 ,
但如在高水溫 ,

高比
重時胡水溫 25.5.C , 墟度33.5 他以上 ,

則有嚴重之傷害們接養殖業者之經驗 ,
在文蛤﹒牡蠣發生死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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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適量的降雨則死亡情形立即停底 ,

本省西南
各養殖臣之 7Jc 溫由 4 月份開始即超過25

� C,
如此

/'" 戶一 ~ ＼習h抖.一.叫⋯⋯?叫⋯.肘叫,何.岫叫
" 至 7扒、 8 月違叡3忱 , 至 11 月 -上t崎旬後才降至 2站訢們'5°叮°C 以

.,.. νν
＼V,'- 川 To..帕⋯酬

"
叫,

"
",“、: 二 '/ ＼帶來降雨 ,

而使比重降低形成高水溫低比重 {
不致

使貝額死亡。 '養殖業者亦稱 ,
在炎熱季節久旱不雨

, 貝額師開始死亡。 Ingle (1953) 在 Apalack-

icola 海之養殖牡婿 , 因水溫較高 ,
故放卵時期比

其他地區為畏。林 (1964) 謂本省自司在寒冷季節水

溫在 15
� -20 � C 亦有排卵及著苗之現象。林 (i964

〉稱布袋港蚵的死亡率與育成良好有一致的現象 ,

而同於角皆 (1555) ; 今井 (1965) ﹒其原因乃是

由於成育良好之蚵﹒動於揖卵 , 體質變弱 , 環壇一
生激變易引起死亡﹒

日本潰名「湖、諸鼻湖、細江湖 ,
館山寺支湖等

地 , 養殖牲 !蠣歷年死亡原因如後 : 昭和 7 年 , 8 年

死亡原因不明 , 昭和 9 年 , 死亡率 305 右 ,
因氯 , 硫

化物之增加而死亡 , 昭和 13 年為自 6 月下旬至 7-F
上旬之豪雨 ,

使海水淡水化及天偎好轉巴後 . 7Jc11 且

上升而致水中之有機物質腐敗 , 使社嗨! 死亡率 955 右
, 昭和 14 年 ,

因水質惡化致蚵於死 , 昭和 15 年至22

年 , 記載不詳 , 死因不闕 , 昭和23 年 , 因平虫價麗、
而死亡 , 昭和 25 年 , 死亡時間由 6 月下旬至 10 月下

旬 , 死亡區揖蔓延極膺 , 死亡率60% 至 905 右 , 而許
多水流通榜的地區死亡率高 ? 原因為六雨之淡 /:K 化。自以上之記章是可知大雨致海水淡水化亦會致貝頭死亡

。本省社蠣養殖亦有淡水化斃死之情形 , 居業者稱適量的降雨 , 可促進生長 , 但如大量豪雨 , 會使貝類於
死。林 (1969) 1968 年 6 月 10 日至 15 日連日大雨 , 溫水溪海水無法逆流而上 , 比重低下 , 日後比重再行上
升 , 此種激變使當地蚵死亡率遠 37.6 野。賈 (19 “〉提出影響畫灣牡嬌生長的因素 , 其中包括氣象 , 海況、
生物、管理等 , 海況乙項中亦增提到此點。 Ingle and Whitefield(1962) 謂牡蠣有害之物理刺激包括 (1)

淚水化 (2) 堪度之突然改變 (3) 泥沙況澱 (4) 過冷 (5) 過熱 (6) 污染等。謂牡蠣養殖水域長期高堪度 , 對牡蠣之生長
繁殖極端有害 , 而長期淡水化 " 牡蠣將死亡。如因大雨或排水 , 在鐘時間內 ( 數小時〉進度改變 10 紙以上

社蠣將死亡。溫度 32
� C (90 � F) 時間對牡蠣有不良之影響 , 持續 37.5

� C( 100 � F) 牡蠣 gp 會死亡。 Ingle
(1953) 堪度突然改變會致牡蠣生長減慢 , 露出水面時間較少的地區生長較快。
林σ 969) 在布袋地區之蚵架底質中發現 , 蚵年齡愈高 , 底層把質愈厚 , 蚵架愈老 , 混底愈細 , 腐質

成倍愈高 ,
而易引起牡蠣死亡 , 謂1967 年嘉義蚵之死亡可能與此有關。在本省自責養殖區一般養殖時間長久

之處 , 生長較差 , 且較易死亡﹒ Ingle (1953) 研究福羅里達之牡蠣 ,
謂懸浮之泥沙牡蠣有害

, 特別是泥
沙粒子大到 0, 25mm 會有極夫的危害 ,

堆積的泥沙會將其覆蓋的社塘致死。本省養殖牲
,
廓亦有此種情形﹒

如遇颱風或季風強盛的季節 , 混沙飄浮牡蠣必然減瘦。
社城之養殖密度 , 攝郭;" (1964) , 各地養殖密度 ,

雖困地區不同平均而言約每頃手-6 萬支。但各掃

殖密度茵場地、環讀之不同而有極大的差異。如今 , 大部份生長情形較好的地區皆有密揮之習慣 , 以鹿港
而論 , 過去掃竹簇 , 以二行為多 ,

兩者之間隔在 I 台尺左右 , 而於今減小通路附加蚵線密度自過去每坪 8
支 , 增抽 �j 每坪。支 , 增插數量連 5 倍之鉅﹒

5台灣西南淺海養殖貝額姥死調查研究胡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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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各養殖區雖宜文蛤養殖 , 但水溫高。接倉茂、松本 (1957) 對蛻 Tapes (A,mygdala) Phili ρ,pin a-
rum (A..Adams.et Reeve) 生態研究中提到福岡水產試驗場會將親置於躊潤之砂上 , 以日光照射 , 在
泥沙濕度 38.5.C 時數小時死亡',5 克 , 望自 39-39.5.C 2 小時全部死亡。在炎熱目光照射之季節泥沙溫度

比氣溫高出很多。筆者於民國61 年 11 月在台商以文蛤試驗 , 將文蛤分置二堆 , 一堆置於空氣之中 , 一堆以
沙覆蓋 , 經 1.5 小時 ,

細沙覆蓋之丈蛤已是股水現象 , 即在文蛤殼之密合處有水滲出。倉茂、扭本 (1957
) 蛻之溫度條件包括水溫及乾露時間兩因素 , 溫度寓 , 乾露時間長 ,

對蛻有極擴之影響 , 本省 61 年 11 月初
文給大量斃死 , 適逢高水溫及學潮日 (Diurnal tidal day) 其死亡原因可能即為溫度高 ,

乾露時間長而
致死、胡 (1972) .
.文給之故養 , 讓郭 (1964) 台中縣每公頃最高 300 公斤 ,

平均50 公斤
,
彰化縣每公頃 300- 1.500 公

斤
,
雲林縣 200- 900 公斤 ,

嘉義縣 150- 1.500 公斤 , 薑南縣 100 一 2.500 公斤 ,
薑南市 300- 900 公

斤
,
高雄港 400- 5.000 公斤 ,

自以上之放聲情形來君 ,
十年前各地放聲量 , 除高難港外 ,

平均在 1.000

去斤以內。於經筆者分別往鹿港、台西﹒東石等地調查結果 , 發現各地丈蛤之放聲量皆在 5.000 公斤以土
, 放聲密度為十年前之 5 倍。 Futch & Torpey (1966) 美國福羅里達沿岸蛤帥 I (Hard clam)

Mercenaria mercenaria (Linne) 之養殖報告中指出 ,
每方呎放養蛤蝴 75 個 , 有 7 個月肉 , 生長 0.16

至 0.20 口才 , 如每方呎放聲 10 到50 個 7 個月內可生長 0.42 到 0.49 吋
,
生長率相差 2 倍 ,

故可知養殖密度對生
長之影響關係甚大。

自以上水溫 ,
極度之測定 ,

牡晴、文蛤之養殖密度 ,
及漁民之經驗綜合而觀之 , 貝額養殖在 4 、 5 、

6 月份受高溫 , 高堪度之危害性極高 , 且一股養殖面積廣 ,
養殖密度過高 ,

影響貝類之生長及抵拉力 , 若
高溫久未降雨 d 或大量豪雨使海水淡水化等環境因素之改變 , 貝顆無法忍受即發生死亡。 62 年四月上旬台
西地區之丈蛤曾有斃死之現象 ( 屬久旱不雨之情形 ) , 後國及時降雨 , 而未成大量死亡災蟹。而四月中下
旬東石、新撞地區之丈蛤死亡 ,

亦可能屬高水溫 , 高墟度之傷害。

赤潮
赤潮發生的原因 , 一般而論乃是由於植物性浮游生物 (Phytoplan 】(ton) , 生長繁殖所需要的營養

也類 (Nutritive substance) 、掛酸堪 (Phosphate) 、硝酸墟 (Nitrate) 、亞硝酸墟 (Nitri te)

、矽酸祖 (Silicate) 、及韓他命 (Vitami.n) 等 , 十分充足 ,
而足以支持其繁衍 ,

生長而發生-。攘岡市
(1963) ; 山路 (1966) ; 上野 (1969, 1972)d ; 飯塚 , 入江 ,(1972) ; Torper & Ingle (1966) ;

Hirayama & Kumaguchi (1972) ; 村上 (1972) ; Stewart (1966) ; 岩峙 (1973) 等 , 赤潮發生
的原因綜合而觀之是 :

1. 富營養化型赤潮一由何川或陸地上之排水流入沿海或內構 , 大都是在大雨之後 , 河只 !淡水大量沖下
, 將海水稀釋並供給大量的營養撮類 , 使浮游生物大量的繁殖。如 lle/erosigma a.'?asgiwoRhodo

Won'as' owaiis 等郎為此型之生物﹒
2; 無氧化型赤潮一此種赤潮之發生﹒大都是在之中央部份﹒含氧量自水面至底層逐漸減少 ,

而形成含

氧量不同的層次司愈往下層 , 含氧量愈少 ,
至底層為無氧水 ,

此時阻血增殖的物質下沈 ,
促進增殖的物質

上升 ,
在站水深處 ,

赤潮性之浮生物大增 , 再 �L 升至表面 , 形成無氧化之赤潮 ,
如日本大村灣的赤潮

Gymmodinivm 之大量繁殖 ,
即為此型所產生 , 圖 3 為攘飯塚 , 入江 (1956) 赤潮發生之模式。

3. 污染性型赤潮一由工廠排水帶� 污樂之有機物質 , 或使一些浮游生物敏感的飯量金屬、有機碳素、
或其他刺激性之因子

,
而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 而生成赤潮。本型生成之生物大都為鞭毛薄類flagellate

' 盟于為根攘岩畸 (1�66) 的攘式。

赤潮發生的生物已知有很多種類 ,
最普通的是鞭藻類

"
其他還有纖毛輯、鞭毛藻、撓牌類、藍龍頭、

矽藻頸、紅色細菌等等 ,
在鞭藻中以 . Gymn()dirtfum- 為最多 ,

此外尚有 .Gonyaulax, Glenodinium,

Ceratium, Pedidinium, Prorocentum, Cohlodium, 一 Polikrikos, Amphidinium 等 , 融毛蟲中
Mesodinium' 鞭毛夜光蟲之 1Trichodlenium ‘矽灑之 Chaetoceros, S.keletonema, Rhizosol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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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eriastrum, Coscindiscus, Thalassiosira, Fragilaria 等。在美國佛羅里達所發生的赤潮 , 僅為
一種生物 ,

屬鬱鞭毛類 , 1947 年一月經定名為 Gymnodinium breve Dads, 此種雙鞭宅穎 , 會產生高
毒性之化學物質 ,

使水中生物麻痺或死亡。在日本發生的赤潮 ,
浮游生物的種類很多 , 有 Skeletonema

Costutum, Heterosigma inlandica, Peridinium hangoei, Mesodinium 'rubru11l,'Gymnodinium�

65 年型種 , Gymnodinium Al, Gymnodinium A2' Gymnodinium As, Dictyocha fibula, Cerattum

furce, Eutreptiella sp 等等 ,
其他還有許多種。

本省西甫沿海之養殖性牡蠣及文蛤 , 於民國57 年開始夫量死亡時 ,
就有很多人士紛紛臆測 , 可能是赤

潮所致 , 故本研究調查工作 , 在每年發生丈蛤、牡蜓斃死的 4,5 月間 , 在布袋區布袋港之航道上 ( 其左右
皆為牡蠣養殖區 ) 採集浮游生物 ,

做定性定置之分析 , 並傲環揖因素之調查 ,
以查證此項斃死是否為赤潮

而生。Of 衰為布袋地區 4,5 月動植物性浮游生物分析及當時環單 :

4 月份動物性浮游生物網採集 :
'

4 月份植物性浮游生物網採集動物性浮游生物

5 月份動物性浮游生物網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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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植物性浮游生物如表一。

表一、植物性浮游生物種類之百分比卦佈

時間 : 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下旬地點 : 布袋牡喂養殖區

atlanticusc.+hyalinaAmphora

+borealisc.++japonicaAsterionella

十brevisc.、

++malleusBeZZerochea

..1.'curvisetusc.paradoxaBacillaria

constrictusc.+mediterraneumBacteriastrum

+convolutusc.+elongatumB.

+coarctatusc.+comosu 佇ZB.

B. +++decipiensc.+hyalinum

..1.didymus

denticulatus

c.+-varzansBacteriastrum

﹒+c.十fragilis

sznenszs

Bacterosira

斗.. ..
ezcenHc.+++Biddulpht'a

-I-lauderic.十 +mobiliensisB.

++lorenzianusc.+longicrurisB.

B. +laciniosusc.
'
←tuomeyi

+-messanenslsc.++spB.
十radicansc.macrocerosCeratium

..1.vanhcurckiC.十furcaC.

+asteromphalusCoscinodiscustrichocerosC.

+angstiiC...1.sriPosC.

+granuC.+fususCeratium

斗﹒

..1.

kiltzingi

linceatus

C.

Coscinodiscus

》

申

+++

biconcavum

af finis

Climacodium

Chaetoc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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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oniiR.+oculus iridisc.

++ 九calcar avisR.+radiatusc.

+castracaneiR.+polychordac.
c. +delicatulaR.+subtilis

fragilissimaR.+stellarisc.

+setigeraR.+gzgasc.

+styliformisR.+solDitylum

+

+++

stolter f othiiR.+brightwelliiD.

spSpirogyra十schroderiDetonula

++palmeri anaStephanopyxisaptogonumDesmidium

++turrisS.+zoodiacusLucampia

+indicaStreptotheca+++flaccidaGuinardia

+membranaceaStauroneis+viridisHalosphaera

+delicatulaSchr δ derella+cuneiformisHemidiscus

+sfSynedramembranaceusHemiaulus

++Thalassionema nitzschioides++sznenszsH.

十十十Thalassiothrix frauenfeldii+indicusH.

+Thalassiothrix longissima+pelagicaKatagnymene '

十

+
十

mediterranea

delicatula

condensata

T.

Thalassiosira

T.
+

十

glacialis

abbreviata

Lauderia

CJWUFLV.-na'dedu
r-

danT

-zoa

M
地

.n
MCP

山

#tvq
仙
叭
叭

ψ
α

-atifLLL ++subtilisT.+antarctica castr

++hyalinaT.+-varzansJlvlelosira

十Trichodcsmium contortum+octogonaM.

+lepidopteraTropidoneis+spNavicula

amerzcanumTriceratium+lanceolataNitzschia

+antarcticaTropidoneis+paradoxaN.

-rTrichodesmium uhiebauti+closteriumN.

+、+bonnemaisoniiOscillatoria

備註 : 空白種擻 .+ 量少 , 十 + 普通 .+++
++depressumPeridinium

量多-oceanzcumP.

+
+

sphaericum

alata

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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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上動植物性浮游生物網 , 在今年 4,5 月中所操集分析結果來看 , 動物性浮游生物之含量很少 ,
植

物性浮游生物種類雖然不少
, ﹒亦有誕生赤潮的Peridinum, Ceratium, 等屬

, 但數量極傲 , 全無赤潮之徵

�!l ﹒
J

木 質 河 染

本省淺海養殖區大部在西南沿岸
, 而本省的河川亦大部份由西部入悔 , 近年來自於經濟的繁榮 , 工業

!

急速的增長 , 各種工廠紛輯設立 , 但這些工廠的排水 , 都是未盡處理直接排入河川之中。幾年來 , 因工廠

廢水流入魚墟
, 而致魚墟中魚類致死的事情 , 已層出不窮 , 許多河流 , 臭氣回避 , 河中所生長的魚蝦貝類

銳減
, 或全無生物生存 , 攘省污染除抬委員會 (19 向〉。雖有許多人士呼籲 ' 但迄今尚無解決的方法及實際

有殼的行動。本省西南部淺海魚貝養殖區
, 大都在河川的出口附近 , 始台商縣的急水溪 , 所接受排水的工

廠有新營紙廠、新營糖廠〈酵母廠〉、烏樹林糖廠、永聾紙廠、台光紙廠。將軍溪有台糖麻佳總廠所輯各製

糖廠。嘉義縣八掌溪有建國紙廠、三益紙廠、三陸紙廠、合成紙廠、歸化工廠、合力化廠、南靖糖廠。朴、

子灑有中國、中福、建成、台聾四紙廠及蒜頭糖廠﹒雲林縣北港溪有虎尾糖廠、斗六糖廠、實陸紙廠等。

攘日本水產環境氣質基建且對水產生物的環揖因素標準,PH 值在海域 7.8-8.4 之間 , 河川湖沼 6.7-

7.5 之間 ,DO 之含量在 5PPM 以上 ,COD 的含量是愈低愈好
, 一股希望在 5PPM 以下 ,BOD 含量

5PPH 以下 , 實鹽舍之量在 O.O2PPM 以下
, 就化物之含量在 O.3PPM 以內

, 氫態氮 (NHa-N) 應在

1.0PPM 以下 , 濁度 (S. 釘在 25PPM 以下時
, 漁業無影響 , 在 4 ωU上時 , 則輸業無法維持。

由前表紙廠排水的分析來君 ,PH 值已超過原中性水 , 並其含氧量極低 ,COD 的量超過一股標準的數

百倍 , 雪還鹽之含量則已趨出標準千萬倍 , 另硫化物、總固體暈、氫態頭等 , 皆超出標準之數十倍 , 以 CO

D 來判定水質 , 則此啡永應屬極端嚴重性之污染。另 " 氯鹽、硫化物、氯態領等
, 與重金屬一樣屬於極毒

性物質
, 極易致水產生物於死。接回端 (1969) 重金屬對水產動物關係之研究中指出重直屬的況澱對貝類

之毒性值得注意。而鄭等 (1973) 在八斗于海捕地謀取之牡蠣會銅量達 426PPm 會鑄造1452PPm. 而在

此排水中 , 發現有如蛇高的含量 , 可知這些工廠對水產生物的影響極為嚴重。嘉義縣八掌溪出水口新溫地

帶 , 有許多軍目魚墟 , 近兩年來 , 因受八掌溪污染的影響 , 曾多次發生耳目魚死亡。於今年許多魚墟 , 在

乾早季節已不敢導引附近的海水
, 而致魚溫水量不足 , 魚戲長起慢。急求溪為台商縣受污東最嚴重的溪流

, 整蝶溪水及其支道水 , 皆星黑褐色 , 並具惡臭 , 魚眼等無法生存 , 由分析其水質情形來君 , COD 高達

8 ωmgjL 以上 , 硫化物、 I( 鹽、氫態氣等極毒物質
, 更是高於前三家紙廠的廢水中含量 , 因新營紙廠規

模極大
, 已有數十年之歷史 , 其廢水自水道排入急水溪水道中的沈澱與堆積 , 已使急 71<. 灑污換情形超過許

多其他工厲的排水。今年四月間 , 灰春村地區在急、水灑與λ掌溪渠道中養殖赤嘴 Cyclina orientalis

Sowerb 的 , 完全斃死 , 即是受此河東之結果。
TLm (Median Tolerance Limit) 一戲是水產生物對極毒性物質的表示方法

, 在一定的期間中

〈普通24 、 48 、 96 小時 ) , 顯示供試驗生物50� 古生存率的濃度
, 及推算無害濃度。筆者於今年四月間﹒會

採用急水溪宅港橋下河水 , 做24 、 48 小時之TLm 試驗 , 其結果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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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里 1.2句J

己廠 蓄水處 37.3 32.3

爺 一 2278 I已完工﹒並將機器法淨,
主體 邦 一 1215排出佳擎邦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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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結果

24 小時 ( 溫度 22.5
� C ,PH6.5-7. 的 48 小時 ( 溫度23.0

� C , PH6.5-7.8)

示支種
濃正＼死亡命

i|J

盟軍 魚 草 魚
黑

鰱 計是 aft! 1M 1fi.

一

!

a 草 鰱

75 克 3 1 75% 5 I

24; 右 2 O 243� 2 。

2 。 10% 。 。

7.5 克 1 7.5 克 。 。

.
5.6% 5.5 克 。 。

、

4.2% 。 4:2% 。 。

根據以上試驗之結果 , 再以半對數紙上繪圖 , 以試驗之濃度放在對數單位 , 生存之百分率放在算術單

位 , 然後將濃度與生存率所得之點 , 以直線連接 , 其結果如圖 5 。雖然在試驗中 , 未做宅港橋下水濃度

100% 之試驗 , 及做延長至96 小時之觀察 , 以致在圍中 , 鯉魚及黑鰱的死亡數皆未達50% ' 但依圖解之延

長線來看 , 黑組50% 生存率之濃度略 100 克
, 而鯉魚 100% 河水濃度生存率為 60 克。草魚 48 小時之 TLm

值為30% �

依照工廠鹿水的水質基準 , 工廠的排水 , 以不超過48 小時的 TLm 值的量為基準﹒以草魚而論 , 急、水

漠宅港橋下水 TLm=0.3, 已超過工廠排廢水的標準數十倍 (ffi 魚也達十倍之多
, 宅港橋是在急水摸下流

' 尚污染嚴重至此
, 出口後 , 對淺海魚貝養殖之害 , 則是不容置疑了。

本所台商分析
, 四月間踩集糖廠之排 7叫做水質分析

, 並以蛻做生物生存率之試驗 , 其結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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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 在20.C 5 日間 , 耗氧已盡。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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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污染怯治委員會 , 於島國 58 年 8 月至
59 年 4 月間

,
曾對急、 7j( 溪河川及其沿岸工廢水業

進行勘察﹒對急水溪內工廠概況、水質分析、河

水流量、水系、水資iJjji 、之利用等 ,
皆有詳盡的報

導 a 水污會於勘察報告中指出 , 急求溪排水自與
控寺 ( 新營鎮之東 ) 起 , 已遭受嚴重之污染 , 而
主要的污源為工業廢水 ,

急水翼下游之溪流 ,
其

水質已不適於水產養殖業之用 ( 按報告中 ,
台商

縣境、飼寮、灰春、北門、三春灣等地區 , 養殖
魚貝魚墟 ,

歷年受害面積連 70% .而其中養殖貝

類的魚墟 , 受害面積達85J 的 ,
並指出 ,

急水摸

沿溪各工廠 ,
對其鹿水或多或少均曾于以注意 ,

甚至以某種程度或方式之處理 ,
惟所子之注意或

處理並不有殼 ,
謂該灑流之受污染已至不可容忍

的程度。由此資料加上兩此生物試驗的結果污染

的嚴重性 ,
早已直接為害到魚貝的生存 , 貝額養

殖的死亡直接受污染而斃 ,
或間接致貝類生長不

良 ,
低拉力弱﹒而經受不起環境的改變 ,

水質污

染的因素是不容置攘的﹒

敵

養殖牡曠的害敵以蚵螺Purpura clavigera Kuster 為主 ( 如圖的 ,
其他尚有香螺 Septa pileare

(Linnaeus) ( 圖 7) 及主螺Pleuroploca glabra (Dunker (圍的 ,
此等及其他螺類〈圍內部一股

稱之 Oyster drill .樓息於牡蠣之間 ,
能吐特有之酸汁 ,

將牡蠣穿孔 , 跟食其肉﹒其繁殖力甚強 , 所產
之卵附著於牡蠣殼或養殖鎮孵化繁殖。接郭 (1964) 賈 (1965) .歷年蚵螺為害約達20-30 J 右 ,

蚵螺飯食
蚵肉為週年性 ,

今年 5 月間 ,
筆者前往彰化調查 ,

取蚵兩串 ,
在死亡的牡滅中發現 ,

被螺類鑽孔的牡蠣違
50J 右 , 布袋地區達20 克 ,

六月下旬彰化部份地區 ,
囡蚵螺跟食蚵肉

,
致部份地區牡塘於死達 70� 右 ,

全省各
養殖牡 !撥均受蚵螺之害。 Carriker & Dirk (1972) 對鑽孔跟食蚵肉之螺類 Ur σealpinxciuerea (Say
〉之生態 i以深入之研究 , 牡蠣之代謝作用及血液循環 ,

會跟引螺來食
,
謂 U. cinerea 之附屬鑽孔器官〈

ABO) ..可分泌一種物質 , 將欲穿孔的位置溶解 ,
再利用口齒。adula) -將碎屑除去或吞下 ,

以化學
、機械方式來鑽孔 , 再以口齒之內齒 (rachidian) N. 邊韓齒 (marginal teeth) .將蚵肉撕碎置入口中﹒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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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6 自可螺 Purpura clavigera Ku�t(;r

圖 8 Pleuroploca 且glabva (Dunker) ?

區 7 吞螺 Septa pileare (Linnaeus)

圖 � Lina1.ella cingulate (Lamarck)

本省之蚵螺及香螺 , 一般在冬春之季掛卵前先行集結 , 由數十至數千個不等 , 蚵皇軍於排卵後發育至肉
眠可見之幼蟲 , 約需2-3 個月 ,

在此發育期間卵及幼蟲行浮游生活
, 隨故疏而分散至各處 , 其活成率與底

質有關 ,
如養殖場底質是砂質時 ,

繁殖之生存率高
, 如底質為泥質峙 , 可能因蚵螺卵幼蟲被泥底所埋沒 ,

而致生存率較低 , 一般在蚵民洗蚵的附近 ,
因肉眼難以發現的幼蟲在洗蚵時脫落

, 放在此附近蚵螺較多 ,

如能將洗蚵之位置與養殖場隔離 ,
設立專門公共說蚵處

, 當可減少蚵螺之危害。蚵螺為背光性 , 性喜隱避
.如蚵串中向一亮中所潛伏之蚵螺底部佔80 克以上 , 在探苗蚵串很密或有其他物體掩避的地方 , 亦是蚵螺
喜歡的地方 ,

而香螺等則喜歡棲息於較深水處
, 或摸竹之底部。蚵螺在身體長至如小豆大小時 , 即開始跟

食牲 !擒
, 每個月可生長一倍左右 , 尤其以秋季生長特別迅速 , 但在寒冷季節 , 蚵螺大部聚集在一起 , 此時

之危害較少 , 蚵螺一般可長至 5cm 左右 ,
其危害以中型為最 , 通常每一支宮里竹或蚵串 , 有數個蚵螺寄生

其上 , 經過一月餘 , 牡蠣可能被食盡。
目前本省養殖牡蠣的觀罵 , 消減蚵螺的方法完全以人力之捕捉 , 對潛伏於蚵亮內部或有掩蔽的蚵螺 ,

使用鋁線鉗將螺鉤出 , 在上方明顯處的蚵螺 ' 直接用手捕提
,
文有用鰻魚網編於蚵君主之中 , 而於洗蚵時自

動網縫中脫落。因以人力控制蚵螺﹒在蚵螺大量繁殖時 , 養殖者苦於人手不足 , 尤其近年來養鰻事業興盛
,
部份蚵民受雇於養鰻、捕鰻工作 ,

僅利用工作閒曜才整修照顧蚵場
,
而蚵場中之蚵螺 , 因無人捕提而大

、量繁殖、生長 ,
社蠣遭受嚴重之危害 , 蚵螺繁殖力很大 ,

加上按流之影響而袂及其他蚵場
, 目前許多地區

如彰化、台中一帶 , 養殖牡蠣之盈虧 , 完全依捕捉蚵螺的成教而定 ,
過去養蚵掃簇竹後

,
過牡 �1i1! 收成時再

去收操 , 老舊的組營方式 , 如今已不適用 ,
綜觀蚵螺之危害 , 員。依各人對蚵螺之捕提情形而有很大的差異

,
而牲 !擴之收獲量亦因會相差到數十倍之鉅。

蚵螺、香螺為窄鹽性 Stenohaline 生物 ,
尤其吞螺在遇大雨 , 海水鹽度變淡時 , 僅需三天 , 大小看螺

皆會死亡 , 蚵螺成攝雖不致死亡 , 可減少劫蟲的生成率 , 故本省一股雨量較多的春夏季 ,
!"} 螺繁殖不若秋

季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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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串累λ每 verita (Glossaulax) didyrna

(Roding) 即一敵之 moon snail (閏 10
) , 為文 j� 養殖之大害敵 ,

肉螺潛伏於泥沙之

中 ,
但身體移動時 ,

會留下行經路線的痕跡 ,
故養殖漁民可很攘此一痕跡 ,

將其捕提摘跌。

但在水中時 ,
可分泌一種黏液 ,

藉此黏液可浮

於水面隨潮流而飄浮至至他處 e 肉螺在潛行時

如過文始 ,
則伸展擴張其肉體 ,

將丈蛤包於其

中
,
其伸展的大小 ,

可為本身體積的3 、 4 倍 ,
文始被肉螺包圍後 , 約一星期 , 體內之組織、 ;

體被被跟收殆盡 ,
肉螺與刺螺相同 ,

能分泌 j

種特殊之酸汁 ,
將文蛤之亮穿孔 , 普通丈蛤被圖 10 肉螺 Neve'rita (Glossaulax) didyma(RODING)

穿孔之位置 ,
大都在背輯勒附近殼之最高處 , 被肉螺跟食的文給 ,

與社蠣被蚵螺跟食的情形大略相同 , 僅
存聽餘之肌肉 e 本省肉螺大者殼長可至 5cm , 因捕捉較易 ,

故其危害不若蚵螺對牡蠣危害之嚴重。今年
四月間 , 台西文吟聲殖區發生丈蛤斃死 ,

筆者前往調查時 ,
曾槍靚丈蛤空殼 ,

其中被肉螺所食之丈蛤﹒數
量極擻 ,

在 1% 以下。

藤壺 (Balanu 吟 ,
台灣俗稱緝仔 , 是一種蔓闢類 (Cirripedia) 的動物 ,

戲本的底部是壺形的殼,
固著於m衍 , 牲 !媽表面及其他固體上〈如圖 11) , 雌雄同體 , 水溫在 20 。以上繁殖力最強 ,

緝仔的附釐
期以夏秋季為最多 ,

如將附著箱好的 � 竹移往深水處 ,
牆仔 �n 死亡。輯仔附蒼的農竹或蚵串上

' 與牡蠣爭
食 ,
致牡蠣生長麗慢 ,

並影響蚵宙之附葦 , 一
般若緝仔大於悶著之蚵苗 , 因緝仔生好、繁殖
較快 ,

蚵苗受緝仔包圍而漸死亡 ,
蚵苗生長到

比緝仔大後 , 則影響較小。
Havon &. Whitecomb (1969) 以

Polystream (為一種實化笨的混合物〉及其

他物質來浸泡處理養殖牡蠣 Crassostrea

Vi刁tr咕'gi 仿n仇j

anerea
' 結果良好 ' 早期 Lo∞osanof 臼f (υ1 夕6ω1,

aω〉用 Po叫lys冶st甘re臼am 及 Carbonate Sev 叫in 混

入垃泓沙b、中 ' 亦能控制螺的食害 Ca品st旭agna etc (

闆 11 緝子 ( 藤壺 ) 1叩96,ω'9);Chaw &. Griffith (υ1967 乃) ;Clyde
(19 刃〉、 , 亦以 Polystream 處理牡濕殼亦屬有紋 , 但在美國 ,

此等化學藥品的應用 ,
怯怯律現定 , 只有政

府機構才准用。

會主 d命 與 建 言義

本主手貝頡斃死調查研究的結果 ,
自 62 年 I 月至 12 月 ,

本省各淺海養殖貝類發生之斃死及損害有 :
(1) 四月上旬雲林縣及台南地區文蛤斃死一屬高水溫、高鹽度之環揖菌素)變異之傷害 , 且雲林台西地區,

在開始發生死亡時 ,
崗降雨而停車死亡。

(2) 四月中旬嘉義縣東石 , 新坦地區丈蛤死仁一屬水質污染及高水溫 , 高比重情布之死亡 , 八掌溪水里
缸描色 ,

其上游紙廠、工廠之排水污染極為嚴重 , 共相當毒性 , 當時同時還有耳目魚墟中耳目魚被毒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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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頁目魚養殖業者 , 因不敢引用河川流下之污水 ,
而致魚垣水位降低 ,

耳目魚停 Jl:: 生長。
(3) 五月上旬台商 hZ 春村地區養殖赤嘴死亡一受急水溪污染而毒死 ,

急、水溪溪水墨黑褐色 ,
臭氣四溢 ,

生物不存 ,
使台南縣境內許多淺海養殖歷年受害面積達70% °急水溪一支道將污水導入七股養殖赤嘴的溝

葉中 , 赤嘴死亡達 90� 右。
(4) 牡曠的書敵蚵螺為息 , 各地牡蠣受害30% 至60% 不等 ,

漁民雖盡力捕捉亦只能稱為減少其損害而已

自以上貝類死亡 ,
及受損的情形來君 ,

本年貝類養殖的災難與往年略有不同。 (1) 貝類死亡之數量、面

積、比例較年前為小 ,(2) 牡蠣並未大量死亡 , 不同於往年 , (3) 蚵螺為害更鉅。

接近聽年來貝頭死亡的情形來看 ,
其原因應並非某種單獨的因素 ,

其死亡的原因應包括有 :
(1) 養殖過密一本省貝類的養殖密度約為十年前之 5 倍 ,

養殖過高 ,
貝頓生長不良 , 而抵說力弱 , 外界

嘖嘖一生變化即發生死亡。
(2) 環境激變一本省由四月開始水溫已在 25

� C 以上 , 若長期不雨形成高水溫、高鹽度、或因大量豪雨
使海水淚水化 ,

起過貝類之忍耐限度 , 貝類即死亡。
(3) 水質污染一本省許多主廠無污水淨化系統 ,

廢水直接排入河川導入海中 , 而於貝頸抵拉力弱時致其
死亡。

如養殖過密而致生長不良抵抗力降低 , 再遇環境之激變或水質污染 , 則極易發生死亡 , 而水質污染亦
使貝額 , 身體衰弱 , 對環揖變化之忍耐力小 , 故此三種因素乃是相互相成 , 主有關連的。

由以上之談論筆者願在此提供幾點建議 , 針對貝顯死亡的可能因素加以預除 , 或可將具類之損害降至
最低量 ,

減少漁民之損失。
(1) 減少養殖密度一目前雖未對貝頓養殖密度的限量做專門之研究 , 但適量的養殖密度 , 能增進貝類之

生吏 ,
增加其抵拉力 , 且因生長速迅貝頡肥滿 , 在生產量上並不會減少。

(2) 使用抑制苗種養殖一抑制菌種的生存率比普通苗種高 ,
也就是其抵抗力較強 , 且生長速度較快 , 故

不論對生產、或是避免損害死亡上來說 ,
抑制苗種的應用

, 都是一良好的方法。
(3) 除血污梁一工廠及都市增詮污水淨化系統 , 來處理廢水 ,

或實施海洋放流 , 將廢水導至遠離沿岸之
大海中 ,

減少污染至最低限度。
(4) 專題研究蚵蝶、肉螺等害敵之棋除方法 , 俾減少貝類被食之損失 , 節省人力。 .
男在歐美、日等國有細菌徵菌寄生虫害死大量貝類之報告 ,

但筆者眼於能力
, 並朱在方面做研究討論

,
是否細菌之為害亦是本省淺海養殖貝類死亡之主因 , 目前尚無法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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