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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蛤人工繁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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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the Hard Clam

(Meretrix [usoria Roding

Hong-Shii Yang and Yun-Yudn Ti 曙

In recently y'個間 , being to 也 e pollution of industrial and fisher man catch the

larvae of clam wi th the machine, so the resource of clam decreasitg.

The cuI ture area of hard clam extensived in gram 且ally because this species sea food

is s 曲 ring dema 咄咄 . There .have no enough larvae could be cultu�ed.Most part of

cuI ture area is leisured, so we must research 位le art if icial propagation about hard

clam that it can improve the fisher man benef it.

There are have resul ts of experience about hard clam propagation.

1 I nduced spawning of the p 訂 ent shellf ish with U. V. and

good effect.

2 �utibi1ity mixed the e.臨 S 組dsperms,the fertilized eggs ccll divied into trachopbore

in 7 hours then metamorphosis into velliger in a day.

3 The veil iger floating time from four to ten days dependent with water temperature,

the average floating time about ten days in 28
� C.

4. After teri days from ha tch ing,

benthic life.

temperature shake have a

the larvae set t led to the bottom and begain to

5. Larvae feeding with yellow fllagelate algae, su 晶晶 Isocrys 峙 , platymonas.

已.F;r�m settl lng .to the bottom reared 2 months after can grow into Imm length in size.

7. The-spawning parents shellfish sex ratio male and female about 1:0.8 .
8. lhe fl 閣 ting time over t曲曲.ys have a high surviva� percentage..

9. Fertilized 曙gs have the highest hatchi 曙 ratio in salinity from 25%0 to 35%0 .
IO.Floating larvae have the highest survival percentage from 25 %0 to 30%0 .
11 The larvae of hard clam have higher 回 rvi va 1 rate in 16%0 at three temperature

(

25 � C, 30 � C, 3SoC ).
12. The larvae reared 57 days have a growth diversi ty.

reared a. year have a growth diversity.

14. The larvae have high survival rate from 3 - 9 pH value that' the pH5 -8 in water have

hi 且 er ratio about instant shells opened.

13. The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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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齡最近幾年台灣西誨岸受到嚴重污染
, 貝額資觀逐漸擴少 , 加以聽民踩捕丈蛤幼苗 ( 俗稱黑砂

苗 ) , 過去是以手捕 , 據量有限 , 因此實灑尚能雄持隱定。現在則大多數以動力馬達大量抽取砂粒及
文蛤幼苗

, 使得幼苗海床受劃嚴重破壞 , 使幼生再生能力擴屬。因此近幾年攬捕黑砂苗之觀民已無利
可圖

, 資麗日漸缺乏。
文蛤是人們所喜食之海鮮額之一 , 由於價格較其他顛海產便宜 , 故需求量特別大。養殖丈蛤因-無

需特別技巧加以其攝食天然藻類 , 故戚本低廉 , 養殖者有利可圖 , 因此大大提高養殖者興趣。以致於其
他養殖魚溫甜紛改贊成文蛤養殖魚墟 , 問時海埔新生地叉臨成文蛤養殖魚溫 ( 如台西福埔新生塑 ) ,

一時之間養殖面積增加很多。原本就已經逐漸枯竭的實頓更形見缺乏 , 幼苗價格日益提高 , 甚或有魚
溫荒廢 , 因此要創造資輝以及開發資額就必需賴人工繁殖以達增殖目的。
本省研究有關文蛤資料很多

, 但大部就有關生理生態進行調查或研究 , 郭 ( 1964 ) 、林 ( 1971

) 、賈 ( 1973 ) 、顏 ( 1974 ) 、丁 (.1973 ) 、曾與陳 ( 1974 ) 、揚 ( 1981 ) 、陳與呂 ( 1982 )

, 但研究繁殖之文章則很缺乏只有兩篇蔡 ( 1957 ) 、陳與自 ( 1982 ) 。其中膜與自之報告僅就繁殖

方法及幼苗說底前之蝕述 , 尚無其他因素如幼貝與環揖因子之闢係 , 本報告將敘述之其他有關幼生與
環境之關係 , 本報告之資料與陳和眉之報告有些差異 , 因此將討論之。國外文獻在很早就已經開始對
文蛤幼生之生活史開始研究

, 如吉由 ( 1941 ) 研究劫生之生活史及費態、相互 ( 1958 ) 研究幼生對

壇度之適應性、內田 ( 1941 ) 研究丈蛤之移動性、井上閱 ( 1938 ) 研究文蛤之織毛運動與溫度之闢

係 , 這些都是人工繁殖成功前必備之參考資料。
本研究對於母貝之產卵生態 , 幼生浮游期典活存之關係 , 以及幼生說底接之環境因子影響活存率

等之生態因子做為研究對象
, 以科爾後可培育出健康之種苗。

材料與方法

-種民誘導產精產卵之比倒關係 :

自文蛤養殖池中撈取成熟種貝帶回實驗室以溫度刺潛法請導產精及產卵。每次之雷導中計數排

精之雄及排卵之母貝 , 未排者另計之。以了解產卵之現象從而可估算所需母貝之數量。
毛澤游幼生之浮游日期與爾後生存之關係 :

每次踩完卵及精之後 , 依例行方法做授精、說卵、靜置孵化等之步驟 , 待孵化後觀察站生浮游
天數並記錄忱底之後之活存率 , 以了解幼生之健康情況 , 作為處理對斷之指標。

三有壇度之變化對受精卵孵化率之影響:

在圈定溫度 28
� C 下 , 以相同的受精卵數放入不同墟度之梅水中 , 並記錄各不同墟度之孵化率

, 以了解在何種墟度之下有最好的孵化率。
悶不同墟度對孵化後幼生活存率之影響 :

取一定數目之幼生放入不同墟度中 , 並觀察記錄浮游情況 , 以了解在何種墟度是最適合幼生之
生長。

五丈蛤幼苗在不同溫度及墟度之下之活存率 :

取繁殖出之幼貝平均體型 1.6 公分之幼苗放入不闊的墟度 ( 16 %0 、 21 %0 、 26%0 、 31960 、 36%0

、 41 %0 ) 、並在 3 種溫度之下 ( 25 � C 、 30 � C 、 35 � C) 飼育 15 日後之幼苗活存率
, 以了解溫

度及墟度兩因素作用之活存率。

六丈蛤幼苗之生長額度調查 :

以繁殖成功之種苗放入長 75 至2 分、寬 55 公分、深 25 公分之白色平底桶中 , 均勻攪拌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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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幼苗 , 然後抽樣計算平均每克重之抄粒中含有 45.7 粒幼苗之密哀 , 飼育 57 日之後抽樣計量並

測體長之頻度分佈 .以了解丈蛤成長之體長分佈狀況。

有飼育 1 年後之體長頻度分佈 :

文蛤幼苗 ( 俗稱黑砂苗〉移至室外 ]j( 混油 ( 長 4m 、寬 1�5 m 、 ]j( 深 0.5 m) 飼育 1 年發之平

均體長頻度分佈。

J九丈蛤幼苗 ( 平均體長 1.6 公分 ) 對 pH 值之適應性 :

不間 pH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各放入 10 粒丈蛤幼苗觀察出入水管伸出體外之

比例 , 以及經過 72 小時之後的死亡率
, 以尋求最適活存之 pH 值。

緝 果

-種貝雷導產精產卵之比例關係 :

人工繁殖在最適當的季節中實施教果最好 , 在整年世之卵巢觀察及每月抽樣 , 發現在每年 4 月

至 11 月是台灣文蛤種貝卵巢飽滿的月份
, 但是在這些月份之間並不是文蛤皆達百分之百的生殖腺

飽滿
, 這種現象在九孔種貝之蓄聲亦是如此 , 陳典揚 ( 1979 ) 。這種成熟度的比例可做為繁殖之參

考 , 如表 1 所示 , 還定 6 月份在 9 次之種貝誘導率來看 , 無論種真數目大小 , 雄性之排精率及雌性
之排卵率在各 lk 之喬導中比例相差不多 , 總平均 9 次之誘導雄性佔 35.2% 、雌性佔 27.7 %' 未排

精排卵者佔 37.1 % 。雄性之排精數略多於雌性排卵數
, 排精排卵數佔整體數 62.9 % .未排之母貝

佔 37.1%0. 誰貝與母貝之排放比例 1 :0.80

表 1 丈蛤種貝在誘導中之產精、產卵比例以及其性比之闢係
Induced spawning rate 個d 'sex rate of parents shells of hardTable 1

clam

T
N

合 ♀ x tol 合 (%) ♀ (%) X(%) 合+ ♀ (%) (): ♀

2 9 8 9 26 34.6 30.8 34.6 65.4

10:8

10:9

1 18 15 20 53 40.0 28.3 37.7 68.3

28.1 59.4

10:9

10:960

61

54

62 189

4 78 192

34.9

31.3

32.2 32.8

40.6

67.13 66

5 14 14 20 48 29.2 29.2 41.6 國 .4 10:10

6 62 29 56 147 42.2 19.7 38.1 61.9 10:5

7 61 49 59 169 36.1 29.0 34.9 65.1 10:8

8

9

20 13 21 54 37.0

34.0

24.1 38.9 61.1

62.3

10:7

18 15 20 53 28.3 37.7 10:8

TOL 328 .�58 345 931 35.0 27.7 37.1 62.9 10.:8

三毛荐游幼生之禪游期與商後生存之闢係 :

生物皆有臨界死亡點 (Criticol point) .尤其以夫量產卵之 2 枚貝之死亡點更是明

顱 , 圍 1 所示
, 幼生在荐滑階陸是大量死亡之時期 , 過了此期沈底之後斧足長出才渡過危驗

期。釋游期愈長括存率愈高, 在第 10 天以接沈底之幼生活存率達 90% 以上。如果在第 4 天就開始說

降則活存率纜乎等於零。第 4 天至第 9 天之活存率費化很大隨釐荐游天數愈長活存率愈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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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浮游幼生之浮游天數與日後活存之關舔

The relationship of floating days and survied rate .after the

fertilized eggs hetching into floating stage

Fig. 1

三三溫度變化對受精卵孵化率之影響 :

受精卵對外界環境因于之敏感度很大
, 其中壇度影響孵化是一重要因于 e 闡 2 所示在溫度 28" C

時壇度從筠 %至 35 %0 有最高之孵化率
, 墟度低於 10 %0 或高於 45 %0 ' 則孵化率等於零

, 其他墟度
次之。

同不同壇度對孵化發幼生活存率之影響 :

浮游階投如果壇度不適合亦會使幼生提早沈底而死亡 , 圖 3 所示在墟 25 %0 至 30%0 有最高之活

存率 , 靜游天數也最長 , 墟度低於 15%0 或高於 40 %0 ' 則幼生無法生存皆提早沈底而死亡。

B; 丈蛤幼苗在不間溫度及墟度之干之活存率 :

如圖 4 所示
, 溫度鈞。 C 之活存率較高 , 其坎 30

0 C , 以話。 C 之活存率較棍 , 顯示幼貝在高
溫較具忍耐性。在 3 種溫度當中 , 壇度越高其活存率卻下降 , 當墟度超過 36 %0 ' 活存率明顯下降。

溫度 250 C 、 30 � C 、 350 C 等溫度出現低壇度 16 偏有較高活存率 , 由此可知欲放養丈蛤 500 單身斤

必須把抽水墟度降低。

六丈蛤劫苗生長頻度調查 :

孵化後之幼生之生長體型可從圖 5 分佈圍而知 , 同一次所繁殖之幼生經過57 日之飼育 , 最大體
型與最小體型之比相差 3.1 倍

, 平均體長分佈在 0.65 mm 至 0.85 mm , 佔有比側約絡。最大成長量
可達平均 1.25mm ' 最小者只有平均 0.4mm 。

有飼育 1 年接之體長頻度分佈 :

文蛤幼苗飼育 1 年後之成長頻度分佈如圖 6 昕示
, 以平均 0.70 cm 至平均 L 10 cm 所佔比例較

多 , 約佔整個族群分佈
7'2"
其中最大可成長至平均 2.10 cm

, 最小達平均 0.30 cm , 最大成長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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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受精卵在不同墟度中之孵化率

The hatched rate of fer.tilized eggs in .nine different 阻 linities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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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擇當幼生在 9 種不同墟度中之活存率

Fig.-3 - T-he-sutYi�<Lrate of floating larvae in nine different sal i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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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丈蛤苗在 3 種不闊的溫度內 6 種不闊的墟度中之括存率
The survied rate of the larvae of hard clam at six different

salinities in three di fferent tempera tutes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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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 文蛤幼苗孵化後偶有 57 日之體長頻鹿分佈

Distribution in body leng 出 of hard clam reared 57 days fcom

hatching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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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ching

Fig. 6

最小成長量之比相差 7 倍之多。與上圖比較
, 飼育時間愈久 , 體型差異愈大。

八幼貝對 pH 值之適應性 :

如圖 7 所示丈蛤對於環境費化是敏感的
, 對音是不適生存之環境則雙殼緊閉 , 當 pH 低於 4 或高

9 .丈蛤雙殼緊閉之平均數高於從 pH 值 s 至 8 0 5-8 ;Z:pH 值閱殼率高於 95 % 以上 , 然而在低

於 4 或高於 9. 其閱殼率低於 30% 以下 . ,pH 值 3 萬 10 JtQ 閱殼率等於零。顯示高酸高鹼之環境並不

適合文蛤之檀居。然而文蛤對於揖 f 值之忍耐性卻很驚人。自圖知 pH 值從 3 至 9 經過 72 小時之後

活存$ 居然高達 100% .只有 pHI0 之活存率為零
, 顯然丈蛤對於 pHI0 不具忍耐性 , 而對於pH3

具有忍耐性。

翰

自弋丈蛤種貝雷管導產精產卵之比例關係 :

丈蛤之繁殖季節各地皆有不同的報導
, 內麗 ( 1930 ) 調查東京站難之丈蛤 (�eretrix lusoria

) 產卵期 6 月下旬至 11 月
, 瀰 ( 1950 ) 調查于葉縣沿津卻是 6 月上旬至10 月上中旬 , 盛期在 8 月

中下旬至 9 月上旬。朝鮮總督府 :If( 試 ( 1937) 調牽朝鮮南部是 7 月上旬至 9 月下旬 , 北鮮在 7 月中

旬至 9 月中旬
, 兩園地理位置皆靠近溫帶地區 , 然產卵期趟靠近北部則越慢 , 南部 :If( 擴 :If( 溫較高卵

巢司提早成熟
, 本省位於亞熱帶 .:If( 溫一艘比韓國、日本為寓

, 故推測產卵期應可提旱。另一方面
本省黑砂苗之盛期根攝調盔 , 林 ( 1971 ) 、賈 ( 1973 ) 、了 ( 1976 ) 等大致可分為春苗 ( 2 、 3

、 4 月街 ) 及教苗 ( 8 、 9 、 10 月街 ) .根攝圖 5 黑砂苗頻度分佈可知畏至黑砂茁之體型需要 2-

3 個月時間 , 因此估計台獨西海揮之丈蛤產卵期有兩個時期 , 一是從 5 月至 7 月為盛期 , 另一是從
11 月至 1 月為盛期。然而養殖地之卵巢成熟度與自然海棋可能有所差別

, 依筆者觀察發現養殖迪之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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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丈蛤幼苗在不闊的 pH 值聞散之反應及其活存率

The instant shells opened and survied rate of larvae of hard

clam in different pH value

Fig. 7

卵巢成熟度含有比倒高於自然海棋 , J比點與九孔種貝之盛產季節顛倒 , 即向一時期養殖抽含有飽滿
之生殖巢的比倒高於自然海域 , 陳與楊 (�979 ) 。因此利用繁殖之種貝皆取自養殖地中。文蛤之卵

巢成熟與餌料及溫度有很大的關係 , 一般養殖地環境餌料都很充足 , 故有較多的成熟種貝出現 , 依
照理論在適當的季節卵巢成熟應該很一致才對 ,

但是在接精蝶卵過程當中卻無法達到百身之百皆使

種貝放精放卵 , 有些種貝對環境的反應也不? 致 , 據卵時間可從 2 小時至 8 小時不等 , 甚或不實施
誘導、據卵亦有大量排放的。一般雷之 , 從 4 月至 11 月皆可發現生殖巢飽滿的 , 繁殖盛期應在 6 、

7 、 8 月較為理想 , 此期之 7.K 溫使釋游幼生不致於荐游過長以致於變態較慢而影響括存率。然而從

幾次之諜卵比飼來看 , 排精與排卵之縫貝及雌貝興未排之母貝各約佔% 。由於丈蛤不倒九孔可從外

觀挽選具有最佳生殖巢之母頁 , 以達高誘導率。丈蛤只能以摸樣解剖來了解成熟度的高低 , 因此對
種貝的需求量也較大。

三毛澤游幼生之釋當期與日俊生存之關係 :

]j( 質 ( 包括溫度、溶氧、墟度、餌料及其他有輯或無極化合物 ) 對於幼生之活存率有很大

的影響。浮游幼生的最高死亡點在浮游階段, 如果外界環境適合生存 , 貝。浮游日期在 10 日左右
, 如果外界環境不適合在靜游階投則會陸續說鹿死亡 , 因此吾人可利用幼生浮游的日期而飼斷以
後之活存率的多寡 , 從而可估計產量。

其受精卵孵化與墟度變化之關係 :

、墟度對齡受精卵之孵化是什國重要因子 , 因此有很多報告研究有關墟度之影響因子 , 如攏庸 (1950

) 、郭河 ( 1964 ) 、吉回 ( 1952 ) 、陳典昌 ( 1982 ) 等都有研究。本文對於受蜻卵在不同墟度中

之孵化率亦有探討 , 發現在墟度 25%n 至 35%1 。孵化率最高 , 這點似乎與聽和自所探討有相反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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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和自認為在溫度 250 C 墟度 15 她有最高之孵化率 , 由其間表可知最高之孵化率在 50% ' 然而在
本文研究最高之孵化率接近 95� 名以上

, 對於此之不間結果有平等研究必要。然而由聞 4 知文蛤幼貝在較

低墟度有較高之活存率
, 內回 (1941 ) 發現丈蛤幼苗有移棲的習性 , 本省丈蛤茵通常在河口捕獲量

較多 , 由還些實料來看 , 幼苗孵化及附著階段較嗜好高墟度 , 隨著體長之增長移棲至低墟度。
悶不開墟度對孵化幼生活存率之影響 .

孵化之後的荐游幼生在 35%0 的話存率稍有下降
, 顯示孵化之設有趨向稍低的墟度 , 高壇度對於 -

孵化後幼生體內滲脅壓有直接影響
, 為了艦和此種滲誘壓 , 因此幼生必費移向較低壇度 ,

但以25%1 。

至 30%0 較適合。

主毛文蛤幼苗在不同墟度及溫度下之活存率 :

文蛤幼貝對高墟度較不具忍耐性
, 在 3 者溫度範園中有明顯的趨勢

, 墟度)6%0 有最高之活存率乞

, 墟度 41%0 其活存率低
, 顯示丈蛤有向低墟份之洞口地帶移棲的習性正本省文蛤養殖每年 3 、 4 月

份有較高的死亡率 , 推翻興高墟份有直接關係 ' 有經驗的業者亦認為降低海 #. 比重較不容易死亡。

六文蛤幼苗飼育 57 日之後體長額度封佈 :

影響丈蛤生長之因素很多
, 如溫度、溶氧、密度、餌料及其他未知因于 -溫度高 , 織毛活動較ι

快 , 井下朗 ( 1938 ) 。而丈蛤是經由織毛運動以進排水 , 其中海水之藻顯便設躇食 , 濾食多則生長

快 , 氧量克足生長亦快 , 然而高密度卻是生長的限制因子 , 在筆者飼育之桶中亦發現密度低者生長
較快。餌料亦是影響生畏的主因

, 孵化之後荐游幼生因消化能力差 , 因此以無細胞壁或較薄細胞壁

之鞭毛藻餵食則有直好的教果
, 待說底之後消化系統已發育完成 , 則對藻類較不具選擇性 , 但還是

較偏重黃色藻頭 , 對於線藻則較不喜爐食。孵化後之幼生以黃色鞭毛藻饅飼 , 海 j( 比重 L 020
, 溫

度泊。 c, 密度平均 1 克的抄中含有 45.7 粒
, 飼育 57 S 則體長分佈曲線構成 2 項分佈曲線

, 從平

均值長 o. 自rom 至 0 屆 mIn' 佔有全數之括
, 成長最大典最小體型之比的 3 倍 , 顯示丈蛤成長並不很一致

, 還可能用做為母貝之品系 , 並不是單純 lusoria 種
, 文蛤品種區分也很難 , 本省 5 種品種

, 郭 (

1964) .因檀息環讀不悶 , 表現色彩也有差別 , 但同一種品種因生長地理位置不間 , 亦有表現體型

、色彩不間 , 因此僅以體型、色彩來區分品系位乎不安。人工繁殖之種貝在無選擇之下可能會出現

雜交 , 因此生長差異也特別大。
有文蛤幼苗飼育 1 年後之體型成長頻度分佈 :

、 .

生長曲融亦構成 2 、項分佈曲麓
, 顛倒劫苗飼育 57 日之頻度分佈。其最大生長分佈在 0.71 值;J. .10

公分之間
, 比倒約佔總數巧 , 最大平均體長典最小平均體長相差 7 倍之多 , 造成此種生長差距是否

因養殖不當或種系之關保有待今後再課討。

J、文蛤幼貝對 pH 值之忍受力 :

丈蛤對外界有影響之因于反應很快 , 組因不適棲居或環境有所改變 , 則丈蛤將緊閉雙數以渡過
此惡劣環墟 , 待環境改善之後再伸出進出 #. 管以行呼眠。但文蛤緊閉雙殼也有一定時間

, 如果環境 .

不改善 , JIg 丈蛤雙數亦不打開 , 最後只有窒息而死。本實驗在各種不開 pH 值環境中利用文蛤本身ι

對環境敏感性來了解 pH 值對文蛤本身的影響三丈蛤剛開始移入不同 pH 值申 , 對 pHfi 直星現現則的

反應 , pH5-8 閱敵軍事館乎相間 , pH 4 典 9 閱殼率只有 �o% 及 25 %' pR3 與 10 則緊閉雙殼 ,

然而讓人很意外
, 在 pH3 如此酸性的水中竟能忍受 72 小時

, 一在最後階說亦發現有開殼者 ( 不是

死亡 ) 0 pH 3 至 9 經過 72 小時皆無死亡 , 相反的 pHIO 在實驗 18 小時之後全部死亡
, 顯示丈蛤較

能容忍酸性 #. 賞。對於文蛤有如此高的忍受力
, 因此推斷 , 養殖池中文蛤的死亡 , 必定在死亡之前

就已經受環讀之壓力 , 而文蛤忍受一段時日之後 , 最後窒息而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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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丈蛤產卵期可自 4 月至 11 月發現卵巢飽滿者 , 如相斤 1 所示。

三毛文蛤產卵後未跟水 , 卵粒在動物極略成尖形部相丹 2 .經過克份跟 ]j( 之後曇圓形 f 個相斤 3 。細胞

受賄行 2 至于裂、 4 分裂 ( 相井 4 ) 、 8 分裂至Morula trach 叩bora ( 相丹 5 ) .閱蛤轉動 , 當 ]j(�

溫鉤。 C 時經過 7 小時可孵化出幼生 , 幼生具有向光性質1釋向 ]j( 面。經過 12 小時之後截散發育完成

聲態成 Dstage .釋游 10 日之後說底 , 頂殼長曲 ( 相片 6 ) .消化系統分化完成。 12 日之後斧足長

出開始移動 ( 相 Jt7)' 飼育 1 年後之仔貝 ( 相沖 8 ) 。

有韌期餌料為 Isocrysis 或 P latymons 等之黃色鞭毛藻。

同產卵母貝在盛期時 , 雄性與母性雷導比例 1 : 0.8 。

2毛澤游幼生之浮游時間愈長 , 員自活存 � 愈窩 , 當浮游日期在 ]j( 溫 28
� C 時超過 lQ; 頁以土則活存率達最

高 , 反之浮游恆於 4 天以下則活存率為零。

六受精卵孵化最適墟度介於 25 %0 至 35%0 之間。

有擇當幼生最適墟度介於 25%0 至 30%0 之問。
J九丈蛤幼貝平均體長 1.6 公卦 , 對於墟度 16 她有最高之活存率三種溫度 ( 25 � C 、鉤。 C 、詞。 C)

都不適合高撞車 41 %0 .溫度詣。 C 時對各墟度忍受力最低只

� 孵化能飼育 57 日之平均體長分佈於 0.65 mm 至 O.85mIil 之間 , 最大生長量是最小生接量 3 倍﹒

弋飼育 1 年錢之平均體長分佈於 0.30 至 2.10 公分之間 , 分 :佈介於 0.70 去分至 1.10 公分之間估有總

數絡、' ‘平均最大體長典最小體長相差 7 倍。

主丈蛤幼貝〈平均體長 1 冶金分〉較適合生長在 pH5 至 8 之間 , 其忍受能力較偏重陸酸性 , 對於高鹼
性 ( pH 10 ) 忍受力最低。

甜

本研究承本分所分所長丁雲灑先生之鼓勵及悶仁之協助 , 以及 72 年度省公務預算經費之贊助 , 觀
民實共膽先生、林聾說先生等提供種貝 , 黃長進、歐再福、邱進君等同學之幫忙 , 吳廣鹽、陳酷現小
姐幫忙打字 , 得以完成本文 , 在此話謝。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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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斤 1 Female mature gonad (10 x 10 ) 相斤 2 Unfertilized eggs ( 10xlO )

母貝股熱卵巢 未受精卵

相片�3 Fertilized eggs (lOx 10) 相 Jt4 4 -Cells stage ( 10,xlO )

受精卵 4 分裂細胞期



110

相片 5 Trachophor stage ( 20 x 1Q ) 相斤 6 Settled to the bottom stage

輸擔于期
( 20 x 10 )

說底期

相丹 7 Larvaes ( 10 x 10) 相片 8 Larvae for ω It ure

、幼生 也可供放養之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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