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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苗人工大量繁殖種貝採卵模式之改進

何雲達﹒吳純衡

The 心fa.. Artifical Propagat ion of the Hard CI am

Meretrix lUBor; α Roding - The III 司proves:nent

of Eggs Collected Device.

Yun-Dar Hon 祖d Chwen -Herng Wu

In order to 'collect large number of e自s f rom spawning tank

spawners wi th the less effort. Various collecting devices were tested and

improvement were obtained.

In exper i ment A. the eggs
. rectangle spawning tank at first. Secondly. the eggs were netted from

shape spawning tank that was enlarged devic 個 from 90 liter tank type. In experiment

B. firstly, the spawners were laid in 90 liter rectangle tank

filtered from

of the hard clam

many

were netted wi th 35 μ plankton net from 90 liter

ditched ﹒

and the eggs

the former

were

running Secondly,

的 the di tched- shape spawning tank was used. In 也perimen t

x 0.9m x 0.3m rectangle board tank. and

to filter eggs from running 關
in 1.8 m the

sea water wi th 35 P plankton net.

device was enlarged

water. In experiment D,
used. But

C. the spawners were laid

plankton net of 35 μ was put on the sloping sieve

the same sloping sieve and spawning

three layers of net frame were set in spa 明ling tank, and the

aperture of tube was holed evenly. Furthermore. a piece of plastic paper

at the bottom of sloping sieve at collected end.

el 認s collected device get two resul ts as folIo 咽 . The inflowing sea

rid of dead space for eggs flowi 曙 out freely. The 、 plastic

the sperm water flowing into the eggs collected tank.
H

6

tank as former were

inflow

wes set

The last

water could get

could keep back

paper

前 雷

近一年來文蛤養殖之種苗大都來自人工繁殖苗 , 供壓種苗之繁殖鑄在鐘時間內獲利甚聾 ,
以致

於一般業者認為設立繁殖場是致富之揖徑。事實上 , 大規模生產遠不胡模型說駿般穩定 , 因使用少
量種貝在銀卵時雌雄個體之數量可以控制 , 成分別鋒精、揖卵 ,

陳與揚 ( 1979 ) , 陳與自 ( 1982

) .且挽卵步驟亦不可缺 , Alagarwami . K.. et al. ( 1983 ) .揚與丁 ( 1招4 ) 。大量繁殖

池容積大 , 用 ]j( 量多
,
種貝亦多 , 而採卵之卵位密度受到精波濃度限制 , 即當精被太多注 ]j(� 希釋或

停止接卵為種貝移池 ,
卵位密度必低。若採卵池多闊無眼照顧任其排鵝卵 ,

必有孵化率不穩定之現



16

象。

本試毆為顧及精卵分離與說卵欽果 , 且叉能以﹒最少的人力 , 最鍾的時間內輕易的從最大量的種
貝中探得最多暈的卵腔 , 而設計出種種操作與處理模式 ; 以孵化率為改良模型設計之指標。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所使用種具來自民間益殖他擇其生短 l睬成熟街 , 每次探卵 IJif 鏡檢種具至少 -1- 斂 '*11 甜苦卵

質狀況再決定是否使用該池種兵。從地襄撈起之種具陰乾二至四小時 , 再置入適當鹽度水中不打氣
吐沙爾小時。各不同之探卵模式皆以打氣造成水滾動刺激排捕、排卵。每一模式梭討據作上之優點

與缺點
, 並與對照組比較發育至 D - stage 期之孵化率

,
作為改進下一探卵模式之依躁。

A 、定時撈卵 :

第一次以 90 � ( 60 em x 40 em x 35 em ) 方型桶 ( 如照片 1 ) 置入種具 10 斤 , 打氣刺

P I ate 1

加框之 35 戶浮游生物網典 90lit 釘桶

The 35 P. plankton net with net frame and 明 li ter

rectangle tank.

照片 1

觀排稽排卵
, 待種貝排出精卵 30 分鐘後讀精卵濃度高得不見底部種具時 , 使用特製長方形網框

( 60 em x 38 em ) 之話μ浮游生物網 ( 如照片 1 ) .撈起卵粒 ( 如照片 2 ) 。卵粒置入孵化

Plate 2

90 liter 方桶內撈卵粒

Netting eggs in 90 liter rectangle tank.

照片 2



17

桶之前以 95 μ網布篩離污物 , 分別單入兩桶 ( 即0 f ) 卵拉密度不同 , 等待孵化。對照組分三
桶 ( 500 l ) 各置放種真 2 斤 ,

打氣刺激排精排卵
, 符排精卵兩小時後起出種貝 , 臉繼讀打氣外

不作其他處理 , 等待孵化。
第二次以 4mxO.7mxO.8m 長形水槽置入種具 25 斤 , 使用與第一次同一特製浮游生物

隅 ,
排精卵 30. 分鐘後 , 從方形稽之一端慢速攪至男一端 ( 如照片 3 ) , 撈起後亦除去污物再鹿

入孵化桶內 , 每摺煎網次分置一楠 ,
且臨可能使億中的卵粒嚮 j吏相 |司

, 楠敏 !現排卵 MI 而定。對 JK{ 組

以 10 斤種貝平均分置四俑 , 其操作處理程序與第一次試獻之對照組相同。

?3

照片 3 溝狀長形槽內撈卵
Netting eggs in ditched--shape 仙也 .Plate 3

B 、流水式集卵

將 90 l 方形桶近掃底處打洞接排水管
, 桶內之活動彎管可調整排水水泣 , 過滄海水從另描

底部之注水口流入 ( 如照片 4 ) , 住水口以塑膠管蹤向鋸鰱研成 ( 如照片 5 ) , 可使水流平均分
佈

, 操作時鼓桶墊高以便在排水口下方置入 35 μ網布收集流出之卵粒
,
網布置於盆內

, 盈之上
圈打洞可保持 ;,t( 位並使含精波之水外洩 ( 如照片 6 ) 。當網布內之卵粒濃度足以阻塞網孔目時 ,

即停止流水 ,
洗去網內之合攝水 , 館去污物 , 將卵粒移入備妥之桶 ( 500 l ) 內 , 現排卵量決定

需用桶數。對照組以 10 斤種具分軍閥福 , 操作與處理同前試驗之對照組。
第二次以 4mxO.8mXO.7m 長形水槽置入種具 40 斤 , 當種貝排精、排卵時從一端注入

過福海水 , 另一端以虹吸管將含精卵之水排至前述之網布盈內收集卵粒 , I司前述方式分構 ,
對照

組將 15 斤糧貝分間誦 , 其操作與處理同前。
C 、滴水式篩卵

種具 50 斤置入 1.8mxO.9mxO.3m 持製之長形木槽內 , 木槽內面塗肪 ;,t( 漆肪漏 ( 胡照

7 ) , 揖 2/( 端在槽內個l 用活動費管調整水位 , 外部揖 ;,t( 口為下側有鋸縫之 T 型管以分散排出

之水流 ( 如照片 10 ), 增加前面精卵分離敷果。注水管口沿用自有試數 9al 桶前設計者。卵篩掛

在木橋排水臼下方 , 卵矗由 90 Cm x 45 cm 之木框釘上 0.15 cm 孔目之塑膠黑網研成 ( 如照片

8 ) , 其上舖以 35 μ浮游生物網 ( 如練片 9 ) , 斜度之調整現流水量及精卵濃度而定 ,
使含精

;,t( 在篩內排除
,
含少量 l( 之卵世經卵篩排卵端流出 , 由 90 l 俑收集 ,

J現卵量分桶
, 對照組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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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4

Plate

e
/

頭片 4 斑
*'
式集卵方桶內之注水管

The inf low ing tube in rectangle tank of runni og water

collected eggs type.

5

照片 5 注水管朝下之蹤向鋸鰱

The 10 曙 itudinal aperture in dowhside of the inflowing

tube .



Plate 6

Pla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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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流水式網布集卵裝置

The device of the eggs filtering plankton 前 t in

runni r留 water collected type.

照片 7 流水式篩卵之操卵木槽

The rec ta 曙 Ie board tank of the sloping sieve collected--

eggs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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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 te 9

照片 8

Plate 8

§特區卵篩

The siopir 可?: sieve.

義上 35 μ浮游生物網布之掛面卵篩

The sloping sieve with the 35 μ plankton net.

照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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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10

照片 10 木槽之排水口

The outflowir 海 aperture outside the board tank.

斤種貝分置五桶 ,
操作與處理同前述。

D 、流水式篩卵之改良型

在 C 試磁之木槽內增置三層網架 , 網框大小配合木樁內之排、注 :zl( 管所佔空間 ,
框內釘上

3.2 cm 之黑色萬能塑膠網 ( 拍照片 13 ), 擱架之底部與間隙可保持水流悔過 , 種貝置掛第一、
二、三層調架上 , 氣泡石置於網架最底部。注水管口部已改變設計為橫向較扭之主管接上縱向較
細之支管五吏 , 主管及各支管鑽有住 :zl( 細孔以擴大注水函攝少 :zl( 扼死角 ( 胡照片 12 ) 。卵篩之排

卵端底部附加擋水膠布 ( 如照片 14 ), 以防含治水眠施混入卵粒收集橘內。本試融使用種貝 70

斤 , 對照組用 15 斤分置五俑 , 分橘及對照組之操作與處理同己試騙。

結 果

A 、定時撈卵

第一次 90 i 桶撈起之卵粒分兩桶後甜定密度 , 記攝象如表 1 , 高密度者平均 23 世 /mf! , 低
密度 8 位/m£ 。對鳳姐中之一攝未排卵 , 撿兩桶宮度各處 123 位/ml ]f{ 4 粒 / � , 15 小

時後各桶浮游中之正常 D- stage 期苗密度依次為 15 駐/m£ 、 1.3 粒/m£ 、 2.6 世 /m£ 、

3.3 垃/m£ 。孵化率各為 65% 、 91 % 、 21% 、 83%0

第二次長形水槽撈起之卵誼共分 7 桶 , 密度瀏定如表 3 ' 對照組有三桶排精卵。經 13 小時

後翻定各桶浮游中之正常 D - stage 期苗密度記裁於如表 4 ' 計算孵化率各為 70% 、 78 % 、

100 96 、前 % 、 739 屆、 7896 、民 % 、 28% 、 10% 、 60% 。

B 、流水式集卵

第一次 90 � 桶內所收集之卵粒共分五桶 , 而對照組困桶皆排精卵 , 各桶卵粒密度測定記錄
見如表 5 。值 16 小時後酒l定各桶浮游中之正常 D - stag 但期苗密度記錄於表 6 ' 計算孵化率

各為 94% 、 89% 、 105% 、 84% 、 83% 、 34% 、 139 石、 32%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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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11

Plate 12

Plate 13

照片 11 木槽內之出水口
The ouUlowing &pert 叮e inside the board tank.

照片 12 木構內之注水主管與支管與支管

The main tube and branch tube inside the board tank.

木槽內之第一層細架

net. inside the board 仙也

照片13

The first layer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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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14

卵篩排卵端底部之擋水膠布及集卵方橘

The Plastic paper at the bottom of the sloping sieve

collected end and the eggs ω l1ected tank.

照片 14

Table 1

部 2 桶分捕盤及對照組卵位密度

The densi ty of eggs of the experiment A and

ωntrol tanks.

表 1

1 2 3 4

1 19 11 14 2

2 17 7 11 2

3 33 6 12 5

mean 23 8 12.3 4

T 3.T4 is control tank.

T 3 .T4 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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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 2 15 小時後各桶正常 t> - stage 期菌密度

The dens i ty of normal D - stage larval of each

tank after 15 hω rs.

1

2

3

M

T8. T9. TI0

Table 3

1

2

3

M

T3. T4

T3,T4

表 3

1 2 3

2

5

1

2.6

長形槽分桶後及對照組卵駐密度

13 6

4

1

4

5

3.3

The density of eggs of the experiment A enlarged

11 10

21 6

15 7.3

is control 個nk.

為對照組

device 缸Id cont ro I tanks.

1

11

8

7

8.6

13

2 3 4 5

9 7 145

6 11 1312

8 14

9.3 8.3 1210.7

is control tank.

9

6

8 19

16 14

12 20

12 17.7

7 8

17 5

21 6

19 3

19 4.7

9 10

10

8

12

10



Table 4

＼、 T.No.

R. No. ＼

1

2

3

M

T 8 , T9', T 10

Table

＼＼ T.No.

R. No. ＼＼

1

2

3

M

表 4 13 小時後各桶正常 D - stage 期茵密度

25

The density of normal D - stage larval of each

tank after 13 hours.

1 2

10 5

6 10

3 7

6 7.3

3

11

7

7

8.3

is control t 缸也 .

4

13

12

6

10.3

5 6 7

6

12

9

9

8

8

3

5

5.3

5

9Oi 桶流水式集卵分桶後及對照組卵粒密度表 5

12 11

9 10

6 7

4 7

8 10

3 6

8.7 9.3

4 5

3.3 6

tad<s.

The density of eggs of the experiment B and control

1

7 8

9 3

4 5

6.7 5.3

T6 ,T7 , T8 .T9

2

4

7

6

5.7

3

9

6

4

6.3

is ∞ntrol tank.

4 5

7 12

4 15

7 8

6 11.7

6

11

15

16

14

7

3

5

8

5.3

8 9

7

9

1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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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6 16 小時後各桶正常 D-s 個ge 期苗噶廈

Table 6 The dens ity of norma I D - stage larva I of each

t 缸1k af ter 16 hours.

＼＼ T. No.

R. No. ＼＼

1 2 3 4 5 6 7 8 9

1 6 4 8 5 4 3 9 o 11

2 8 4 4 5 4 2 14 3 8

3 5 6 6 6 7 7 8 2 8

M 6.3 4.7 6 5.3 5 4 10.3 1.7 9

T6 . T7 . T 8 .T 9 is con tro I tank.

第二次在長形水橋內所收集之卵粒共分七桶 , 而對照組凹構亦皆排精卵 , 各桶卵粒密度捌定
甜表 7 。徑 14 小時後測定各橘浮游中之正常 D - stage 期苗密度記錄於衰 8 .計算孵化率

各為 38%. 、 61% 、 50% 、 86% 、 73% 、 85% 、 15% 、 38% 、 14% 、 44% 、 79% 。

表 7 長形槽流水式集卵分桶及對照組卵粒密度

Table 7 The density of eggs of experiment B enlarged device

and control tanks.

:

0

＼

J

N

＼

-J

:

-T
＼

LM:

一
＼

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17 8 14 10 13 8 22 16 30 23 10

2 28 15 13 9 12 16 27 19 18 17 9

3 31 13 7 9 12 13 25 13 12 6 14

M 25.3 也 11. 3 9.3 12.3 12.3 24.7 16 20 15.3 11

T 8 . T 9 . T 10. T 11 is control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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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4 小時後各桶正常 D - stage 期苗密度

Table 8 The density of normal D - stage larval of each tank

after 14 hours.

、＼
＼＼ T.No.

R.No.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10 9 3 8 9 14 4 7 1 6 7

2 5 7 7 11 7 9 2 3 5 7 11

3 14 6 6 5 11 12 5 8 2 7 8

M 9.7 7.3 5.3 8 9 11.7 3.7 6 2.7 6.7 8.7

T 8 . T 9 . T 10. T 11 is control tank.

C 、流水式篩卵

種貝 50 斤正好舖浦長形木橋一層 , 精卵起過卵篩面時 , 35 μ網布易受阻塞 , 篩面斜度讀不
斷調整 , 而含精水易麗卵篩排卵端混入卵粒收集橘內 , 因此分桶前得再濾取卵膛。本次試驗種貝
排卵不多

,
各桶密度嫌低 , 對照組五桶僅三桶排精卵 , 各為卵粒密度測定記錄見衰 9 。經 17

小時後翻定各橋浮游中之正常 D - stage 期苗密度記錄於衰 10 0 計算各橘孵化都為 89 %

Table 9

流水式篩卵分桶後及對照組卵粒密度

The density of eggs of the experiment C and control

表 9

t 缸1I<s.

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4 6 5 8 4 11 9 6 14 7 11 5

2 3 7 4 6 9 6 7 2 11 12 6. 13

3 4 8 5 9 4 6 13 4 9 8 4 10

M 3.7 7 4.7 7.7 5.1 7.7 9.7 4 11.3 9 7 9.3

T 10. TH. T12 is control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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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7 小時後各循正常 D - stage 宙之密度﹒

The density of normal D - stage larval of each tanksTable 10

after 17 hou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5 4 7 11 7 7 5 3 10 7 。 2

2 2 9 4 5 3 6 11 2 7 5 3 6

3 3 6 1 6 6 7 6 6 6 1 4 5

M 3.3 6.3 4 7.3 5.3 6.7 7.3 3.7 7.7 4.3 2.3 4.3

TI0. Tl1. T12 is control tank.

、 90% 、 85% 、 95% 、 93% 、 87% 、 75% 、 93% 、 68% 、 45% 、 33% 、 46% 。

D 、流水式篩卵之改良型

本次試驗所用種貝最多姆是排卵最少的一次 , 對照組排精卵狀況亦差 , 五桶僅兩桶排精卵。
採卵木橋

,
內因水流悔過 ,* 施帶動卵粒排出的故果顧然較佳

,
叉卵篩之排卵端底部之擋水膠布有

紋的肪止含精水混入集卵桶內 , 集卵梅內頸揖卵粒濃度舔加新鮮水稀釋 , 以便於分誦。因排卵量
少

, 僅得四桶密度亦值 , 各桶密度由定記錄見表 11 。經 15 小時後測定各桶浮游中之正常 D 一

表 11 流水式篩卵改良型分描後及對照組卵較密度

Table 11 The density of eggs of the experiment D and control

tanks.

＼＼ T .No.

R. No. ＼＼
1 2 3 4 5 6

1 4 8 9 14 12 10

2 5 6 U 13 9 7

3 7 5 7 13 11 6

M 5.3 6.3 9.3 13.3 10.7 7.7

T5. T6 is control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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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期苗密度記錄於表 12 。計算各桶孵化率為目 % 、 95% 、 89% 、 85% 、 71% 、 22

% 。

15 小時後各桶正常 D - stage 期茵之密度表 12

The density of normal D - stage larval of each tank12Table

6543

af ter 15 hours.

21志之
o2108761

37158632

2199553

1.73.311.38.364.7M

is control tank.T5. T6

吾吾�
a 悶

-吉、定時撈卵

為便於磕可能將 9Ot' 桶內卵粒撈起 , 網權之設計需配合街之長度 , 撈起之卵鞋都已受精 ,

分桶後易沈於桶底 ,
潤l 定密度時需先攪拌再打氣 , 首次試驗僅為探討操作上之可行性撈起之卵粒

僅分高、低密度兩桶 , 孵化後發現高密度者 D - stage 期苗就賣會為底者甚多
, 底密度者皆孵化出

正常苗
, 對照組一偽未排卵 , 一捕排續過多孵化率遠低於撈卵高密度者 , 另一桶排精量少卵量亦

不多
, 因此有較好之孵化率。種貝量少可每瞞自 -30 分鐘撈次卵。

第二次模型擻大為長形槽試驗 , 槽寬之設計需配合網握寬度。以長形槽容積計之本次試駿所
使用種貝不算多 , 因撈卵速度不能太快 , 再經說卵與消除污物 , 每網次需耗時 15-20 分鐘

,
故

在排精卵兩個多小時內得不停的操作與處理 ,w, 乎不勝其煩。除密度較高之一為外 , 其餘各橘之
孵化率皆高於對照起 , 對鬧起之孵化率為精波濃度所左右 , 撈卵與任其自然排精排卵 , 其孵化率
平均值各為 78% 典 53% 。

三、流$. 式集卵

撈卵雖可使用在較多量之種具 , 但若種貝數量過多 , 其工作量一個人必定負荷不了 , 而孵化
率不盡理想 , 可能精波一直保留在槽內 , 前網次未攘攘起之卵粒在後網次撈起時 , 受精卵困在高
濃度精讓中時間太長而影響孵化率。

流永式集卵亦先以 9O/! 梅小模型試驗其可行性。因水流不停部可達稀釋俑內與網布內清波

濃度之欽果 , 文卵自行集中在網布內 , 攝作者懂需隔鹿時間看看網布是否阻塞 ,
再行收起爾布洗

卵分俑 , 省時省力。五桶卵粒密度適中 , 對照組四桶 I皆排精卵
, 卵粒密度不寓 , 兩俑精波較濃者

顯著影響孵化率 , 四桶對照組平均為 58% 。試雖組中之一桶幼苗密度高於原卵粒密度 , 可能因
卵粒密度測定時有所誤差 , 孵化率以 100% 計 , 五桶平均值為 90% ' 此一孵化率即可很滿意。

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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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擴大模型以長形槽試驗 , 增加所使用種貝數量 , 因注、排水管臨未精心設計 , 注入之

* 未能均勻擺動 ,
且虹眼管排永永位不易控制 , 排水* 流常中斷 ,

排出之卵粒易就於槽底 , 槽內
精液之濃度高低不定且分佈不均 , 集卵教果大受影響 , 每網次卵世各置一桶 ,

各橘卵駐密度亦懸

殊。較高密度橋是在較高水位時開始 1& 集至水流停止才起網處理所移之桶 ; 甜第一網次與最後網

眾所停止流 � 時間較長而提高了精波濃度 ,
以致孵化率低得不合理之地步 ,

平均值為 58%' 對

照趙四桶皆排精卵 , 各桶卵較密l立亦懋餘 , 平均孵化諱: “ %. 本次試驗 �I 只徘精卵R 紋的數次
高出甚多 , 亦可能為導致值孵化率因素之一 , 未必全歸咎於注排* 管且在之設計不晨。z 、流水式篩卵

記取前長形糟試驗甚為不理想之教訓 , 乃設計可搬動且容積適中之探卵木槽 , 注排水管口沿
用 90£ 桶模型研設計者 , 使水就儘可能整體均勻移動。在流水式集卵試驗中 ,

若種貝數量太多且

大量排精卵 , 集卵網布阻塞之次數必定增加 . ji:頁不停的故拾即將盎出網布之卵粒 , 而增加操作負
荷 , 故本說毆乃有斜面卵宙之設計 ,

起當網排除含精水
, 而卵駐尚能自極少量之水帶動沿著斜函

集中在卵橘內 , 若該試驗可行性盔 , 則可降低置放木槽之高度 ,
再使用網布集卵法。本試驗在操

作上略有問題 , 在水流固定狀況下 , 篩面斜度讀廳網布阻塞程度不斷調整 , 否則頭用清水從卵篩
底部向上仲說 : 本試驗用自來水噴水器從底部噴說阻塞以代懿面之調整 � 獻。另較嚴重之問題亦
因網布阻塞與斜度太大所引起 , 回合精* 從卵篩宋端混入集卵橘內 , 因此在分桶前得多道濾除多
餘水分之手鑽。本次試瞌種貝排精卵量不多 , 分移各桶卵粒密度甚低 , 對照組排精卵狀況亦差 ,

所排三桶卵粒密度亦低 , 精波濃度略高致影響孵化率之程度。兩組孵化牟平均值各為前 % 典 41

%. 笛卵敏果在較高卵粒密度桶大打折扣。因篩卵模式尚有改進之餘地 ,
而不致於罔竄作網布集

卵。

四、流水式窗卵之改良型

前一試驗研使用種貝正好排滿木槽底部
,
當結束試驗收拾種貝時發現有不少受精卵在種貝間

隙中無法為* 流所帶動移出。本試融以網架架萬種貝 , 注水管之注水組孔可,提高探卵量 , 卵篩排
卵端底部情水膠布發揮敷果 , 分桶前不需再泄臉多餘之合精求 ,

為肪集卵桶內卵粒密度太高 , 可
喜售完加入新鮮海水。本次試驗為歷來使用種貝量最多之一次

, 而排卵量刻是最少的一次 , 對照組
排精卵桶數不到一半 , 卵量雖少精波濃度刻仍高 , 可見排卵量少並非受空間所限制。家試驗研設
計之網架與注* 系統及卵篩采發揮提高採卵量之功能甚為遺憾。兩組孵化率之平均值各為 90%

與 27 % .其孵化率之懸殊並不足以表示本試融為最佳探卵方法。

以不同來輝與季節之續貝有利用木探卵模式作比較試驗之必要 , 另卵宙歌用集卵爾布以比較
兩者敷果亦尚符進行。

-摘 要

* 試驗研設計之種種操作與處理模式 , 乃為顧及精卵分離與洗卵欽果 , 且能省時省力的從大量
種貝中接得最多量的卵粒。

在A 試驗中 , 首次在 9Ol 方型桶內定時撈卵
, 其次在 4mXO.7mxO.8m 長形水槽內定時

撈卵 , 兩次所得孵化盡管較自然排精卵者高 20% 以上。 B 試驗中 , 首次亦以 9Ol 方型桶進行流水式

集卵 , 孵化率高達 90 %. 較對照組高 30 %; 其次讀大模型於前A 試驗之長形水槽內流水式集卵
,

但因注排水管路設計不良 , 未能提高孵化率。 C 試驗為流水式篩卵 , 種貝置入 1.8mXO.9mx

0.3 m 肪水木槽內 , 以 35 μ浮游生物網舖在傾銷之卵篩上
, 以流水式分離合精水與卵粒 , 所得孵

化率 86 %. 較對聞組高 40% .但木槽內有不少之沈底卵無法為水流移出
, 且因卵篩斜面調整頓仍

, 含精卵分離故果不佳。 D 試數乃在 C 試驗之探卵木槽內放置三層網架
, 可放置較多數量之種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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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j( 孔平均分佈可消除 j( 流死角 , 卵粒易關水流出 , 卵篩排卵端底部裝上擋水路布 , 可防含精 j( 混

入集卵桶內 , 所得孵化率 909 后 , 較對照組 27 % 高出 60% 以上。

最後一次試驗所使用道貝 , 無論試驗組或對照盟 , 其排卵量皆少 ,
未發揮提高探卵量之教果 ,

其孵化率之懸聽並不足以表示本試臨為最佳探卵方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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