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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體牡蠣養殖技術之建立一 (IV)

余廷基
1
施志民

1

要摘

本次實驗用於養蘊之牡蠣平均殼長為 4.13 士 0.31 公分 ( 其來源為 81 年自塑膠浪

板剝離之單體牡蠣稚苗所養成 ) 。養殖期間由 82 年 7 月至 83 年 5 月 , 分沿海潮間帶及
隆地池塘二個區域作為比較試驗 , 結果顯示沿海潮問帶養蘊之牡蠣成長優於陵地池塘
養殖者 , 最後一次測量養成牡蠣之平均殼長為 9.1 士 0.6 公分 , 後者則僅 8.5 士 0.3 公

分也單體牡蠣於冬季水溫低時幾乎不成長 , 但自三月起則成長迅速 , 僅三月至四月間
平均殼長即增加 2 公分以上 , 相當於 12 月至笠年 3 月這段期間之成長 o 在 4 月至 5

月開發現單體牡蠣有大量死亡之情形發生 D 在經濟效益方面 , 估計單體牡蠣養殖比傳
統平掛式養殖每年每公頃可高出約 50 萬元之利潤 D

-'-志,前

本省牡蠣養殖面積約 119 萬公頃 , 年產量 2 萬 8 千公噸 , 為我國重要經濟貝類之
- 0 一般係在沿海之淺灘或港灣以平掛、垂下等方式養殖 o 由於養殖用水全為海水 ,

其水資源、充裕且不必抽取地下水 , 一方面可防止地層下陷 , 另一方面又可提高沿海區
域之產能 o 然平掛式或垂下式養成之牡蠣個體凹凸不平、大小不一 , 對烤食、生食及
剝肉較不方便且剝肉工資頗高 , 為提高牡蠣之附帶價值及降低產銷成本起見 , 擬開發
單體牡蠣養蘊技術以解決上述之問題 , 並提供給業者作為參考 D

材料與方法

( 一 ) 材料 :

1. 牡蠣苗 : 自塑膠浪板所剝離之單體牡蠣苗 ( 平均殼長 1.54 士 0.15 em) 作為試驗用

田。

2. 採苗材料 : a. 以塑膠浪板長、寬分別為 90 及 45 em 當採苗器 O

b. 外海採苗架長、寬、高分別為 120 、 60 及 100 em ' 每 14 張浪
板為一組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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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驗用成貝 : 平均殼長為 4.13 + 0.31 公分之單體牡蠣 o

4. 其他器材 : 附蓋塑膠養殖籃 , 長、寬、高分別為 45 、 30 及 12 cm 0 鹽度計
(ATAGOS / MILL) 、 7]( 銀溫度計、游標尺、相機、浮游生物綱、竹
材、白鐵線等 o

( 二 ) 方法 :

本次實驗分為沿海沙灘養殖及池塘養殖二個區域作為比較 , 並分 25 粒、 50 粒及
100 粒之不同養殖密度以探討單位面積內最適宜單體牡蠣成貝養殖之個數 D 其方法乃
將單體牡蠣依不同密度平舖於塑膠養殖籃內 , 加蓋後並以橡皮帶固定 , 其後每個月俟
低潮水時清理棚架內雜物、換裝清潔之養殖籃 , 固定每三個月測量平均殼長及活存
率 ,
加以記錄以比較其生長情形 D 另於成本效益分析乃就每公頃所需之各項材料、搭

建工資、交通工具、設施,折舊及總收益等因素作為考查 ,
以期精確地比較出傳統平掛

式養殖與單體牡蠣養殖之經濟效益 D

本次試驗之

單體牡蠣成貝 ,

其材料來源為

81 年 10 月塑膠

浪板上所剝離之

單體牡蠣稚苗培

育而成 O 一方面

作長時期之養殖

以期獲得最大體

型之單體牡蠣 ,

另一方面將浪板

所剝離之人工稚

苗養殖與傳統平

掛式養殖比較 ,

以探討人工剝離

稚苗養成過程中
有無生長障礙發生 O 結果顯示單體牡蠣經長期間之養殖 ( 約 16 個月 ) 後 ,

平均殼長可
達 8.2 公分 ,

顯示成長穩定並無生長障礙 ( 圖 I) 。但養殖至第 17 個月 ?是則有死亡現象 ,
至 18 個月時幾乎全部死亡 D 其原因為潮問帶之單體牡蠣被蚵螺嚴重侵食 , 藤壺、海
葵及新生牡蠣等寄生單體牡蠣外殼 ; 在池塘內則由於氣候溫度變化大導致水質及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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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一.潮問帶單位牡螞養殖 18 個月之成長及其水溫變化情形
(1993.10-1994.5)

Fig. 1. Gr�m,:th condition of cultchless oysters and water temperature
vanatlOns, cultured for 18 months at intertidall 血 d:

不穩定 ,
污泥堆積籃內及大量黏液狀污物覆蓋單體牡蠣外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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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二.不同密度下單體牡蠣於朝間帶及池塘養殖養殖之成長情形
F 站 . 2. Growth conditions of cultchless oy 御自 cultured at intertida

land or pond, under dif 王erent stocking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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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平均殼

長 , 其潮間帶
者為 9.1 ::t 0.6

公分 , 陸地池
塘者為 8.5 士

0.3 公分。另

外 , 單體牡蠣
隨著飼養時間

之增加而成

長 , 養殖密度
為每籃 25 粒

(1 粒 / 54 cm
2) 之牡蠣在成

長及活存率方

面皆較其它組

佳 ( 圖 2
5) 0 比較單體

牡蠣及傳統平

掛式養殖之經

濟效益 , 其中
最大差異在於

前者可節省事 j

肉工資及提高

牡蠣本身之價

值 , 所以雖然
其養殖期間較

長( 二年 ) , 但
其每公頃一年

之平均利潤仍

高出平掛式養

殖約 50 萬元

( 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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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三.不同密度下單體牡蠣於朝間帶及池塘養殖養殖活存率比較
Fig. 3. Survival rates of cultchless oysters cultured at intertidal land 0

pond, under different stocking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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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四 .每籃 25 粒密度下單體牡蠣於朝問帶及池塘養殖養殖之成長情形
Fig. 4. Growth comparison of cultchless oysters cultured at intertidal land 0

pond, with stocking densities of 25 oysters pre backet.

Survival rate {%)

100

80

1994-04

60

40

20

/

/
/
」

/

O
1 993-08 1993-12

TL -- PO TI -- POTL u PO

3 王 p: 他總養 9fiT: 悶悶 F持著聽

圖五.每籃 25 粒密度下單體牡蠣於朝開帶及池塘養殖養殖之活存率比較
Fig. 5. Survival rates of cultchless oysters cultured at inte 的 dal land or pond

with stocking densities of 25 oysters pre backet.



表 1. 傳統平掛式牡蠣養蘊及單體牡蠣養殖之經濟效益分析 ( 單位面積 : 公頃 )

Table 1. The economical analysis between suspended and cultchless culture of
0) 咐

項 目

養殖成本 ( 元/ 年 )

平掛式

採苗架
平掛架
交通工具
蚵繩串
剝肉工資
管理工資
總支出
總收入
總盈餘

30,000

138,000

44,000

11,250

180,000

390,000

793,250

750,000

-43,250

單體式

20,000

188,000

44,00 。

22,500

。

390,000

664,500

1,125,000

460,500

說 明

後者以 i良板為採苗器

後者包含養殖籃成本

三輪車 10 年折舊

後者直接提供生食或烤食
1 人 : 3 萬元 X13 個月

傳統平掛式養殖期間為一年 , 如j 肉工資 24 元 / 公斤 , 市價約 100 元 / 公斤 ,
每公頃收穫 7500 公斤 D

單體牡蠣養殖期間為二年 , 採收殼長 10 cm 以上 , 價格以 50 元 / 個計算 , 每公
頃位穫單體牡蠣衍 ,000 個 D

2.

表 2. 始貝之附著對牡蠣生長之影響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mussel-settling on 也e growth of oysters

日 期 事測
....

F之

1955.7.14
(放養 )

胎貝對牡蠣之重量比

牡蠣全重 ( 公克 )

1955.12.14
( 收獲 )

胎貝對牡蠣之重量比

牡蠣全重 ( 公克 )

取材自參考文獻八 .

項
。

。

5.45

。

62.7

討

每一原殼之胎貝附著數

10 20 30 40 50

0.009 0.028 0.051 0.047 0.233

4.69 4.88 4.57 6.07 6.00

0.120 0.385 0.742 1.129 3.251

59.2 57.7 51.2 43.4 33.9

.;.�
面畸

本次單體牡蠣之養殖試驗雖然殼長可達 8 至 9 公分 , 但仍未達上市體型 , 一般上
市提供生食或烤食之單體牡蠣殼長須達 10 公分以上 , 以 12 公分最為悔當 o 所以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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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期間至第 18 個月 , 若可避免大量暴斃 ( 殼長已達 9 公分 ) , 推算養殖至第 24 個月

時可達土市體型。本次單體牡蠣之養殖經驗可歸納出下面幾點 :
1. 牡蠣死亡之時間正值水溫急遮變化之季節交換期 , 可能因此誘導牡蠣大量排
放精、卵 , 產生水牡蠣現象 , 致使因生理機能障礙而衰竭致死 , 且牡蠣成長
愈佳者此現象愈明顯 O

推論台灣地處亞熱帶 , 本島型巨牡蠣之生命週期較寒帶型巨牡蠣為短 ; 果真
如此 , 則需要藉外來種之雜交以產生優勢之品種 D

潮問帶組於養殖期間受蚵螺侵襲且有大量之藤壺及始貝附著、包覆整個外殼

以致死亡 , 日本養殖之牡蠣亦有類似之情形 , 對其成長造成極大之障礙 ( 表
2) : 唯本省情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D 另外 , 池塘養殖對牡蠣之餌料生物及水
質控制仍難掌握 , 所以當環境變化時極易導致牡蠣死亡 O

今年度之經濟效益分析乃是根據對彰化王功地區蚵農之調查結果 , 其中以傳統平
掛式養殖居多 , 將各個項目經使用年限、折舊及市價變動等因素作為考量 , 再換算出
一年各項目平均花費之金額 , 以儘量達到精確之目的 D 唯單體牡蠣後半期之養殖過程

擬改用蚵繩串連養殖 , 以期大幅降低養殖成本 , 且可降低飼養密度及促進水流交換 ,

以獲得更豐厚之利潤及建立簡易之現場管理模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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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culture techniques for
cultchless oyster(Crassostrea gigas)

Ting-Chi ¥u and Zei-Min Shie

ABSTRACT

Me 組 shell length of oysters used for culture was 4.13 士 0.31cm, the culture period was

台om July 1993 to May 1994, in the end the mean shell length of cultchless oysters cultured

at intertidal land was 9.1 士 0.6cm, that of those cultured in pond was 8.5 + 0.3cm.

The suitable stocking density of cultchless oysters was 25 oysters per basket(i.e.l

oyster/54 m2), because the growth condition was best.

Mass mortality of cultchless oysters occurred during April and May.

group, 也 e oy 滋 erst shells were paras 扯垃ed with oyster 世恤 , barnacles, mussels and oyster 街 -

As for the pond group, the causes were bad water quali 旬 , sudden change of algal flora, mud

deposited in the basket and covering of mucous dirt on the shells.

Each year, the economical profit of cultchless oyster culture, per hectare, was estimated

500 thousand New Taiwan dollars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c 叫ture.

F or the intert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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