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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著L及覓食蚵螺Pu φura clavi� 仰的舌齒 、

胡與華、林伯拳、五繼志

Radula, Boring and Food Searching of Oyster Drill Pur ρura clavigera

* * *Sing Hwa Hu . Po Fong Ling ﹒ Chi Chu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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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蠣的天然害敵很多 , 包括扁虫、軟體動物、甲殼類、魚類、鳥類及哺乳類等等 ,
但它們對牡曠的為害程度有很大的差距。本省來說最為嚴重的是肉食性的腹足類 (Car-

nivorous gastropods) 。

本省養殖牡蠣 Crassostrea gigas 的貝類夫然害敵有蚵螺、香螺、主螺等 , (1)
其中

以蚵螺為害最甚 , 每年平均損失 20 克 , 還還是在報民們每日不斷地摘除情況之下 , 所能
保持的最低損失。若是置之不顧而任蚵螺殘食 , 損失可達 805 古以上。牡蠣受蚵螺為害的

損失 , 困地理位置及養殖芳式而有極大的差異 , 如近河口處 , 因輔度較低不適於蚵螺生
存 , 故蚵螺很少 , 又如插撰式及橫掛式與底層接觸點太多 , 蚵螺容易延附而上 , 所以揖
失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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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腹足類中 , 鑽穿軟體動物外殼 , 而吭吸其肉的很多 , 最為普遍的是月螺 (Fam

ily Naticidae) 及石螺 (Family Murcida 吟 , 這些腹足類在其前突 (Proboscis) 中 , 長
有不同形式之舌齒 (radula) 以穿透、葫[製或磨碎軟體動物的外殼 , 多年來對螺類的鑽孔
行為有許多不向的說法 , 直到近十年來 , 人們才對一些肉食性螺類的鑽孔原理略為明暸

' 知其為一種化學與機械 2 種活動的組合。化學活動是由一個在腹足上的器官稱之為鑽

孔輔助器官(accessory boring organ, 簡稱ABa) 執行 , 而機械的撕裂 , 磨碎則是靠舌
齒之功

(2)(8)
。可能是先由 ABa 分泌一種酸性酵素一眼酸軒酷 (CarbonicanhYdrase, 簡

稱CA), 將軟體動物的外殼先行軟化 , 由舌齒將這軟化部分挖除或吞下後 , ABa 再行分
泌酵素 , 如此反覆進行直到完成齡孔為止 (4) ,

舌齒除了鑽孔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完成鑽孔

之後 , 隨著前突伸入孔內 , 將牡峨的組織撕碎而食。
蚵螺以肉食為主 , 美國蚵螺 Urosal ρ inx cinekea follgensis, 不但鑽食牡蠣 C'

Vi1'ginica 也食蛤 Mya anenaria 及 JJ{ytilus edulis 等。本省貝類除牡蠣以外 , 在同
一地區養殖的尚有文蛤 Jtleket1'i1' dusoria 、花蛤 Mac1'idiscus veneriform 旬 , 公代
Latenzulna im 戶ura 等其他貝類 , 但在養殖場中罕見蚵螺鑿食文蛤、花蛤。雖然牡蠣
、文蛤在生態環境上有許多不同之處 , 除此之外蚵螺是否有選食的能力 , 亦是本試驗之
重點。蚵螺之危害每年損失在數千萬 , 多年來軀除的方法完全靠人力 , 雖漁民日日下海
摘除 , 教果亦不能令人滿意。

材料與方法

本報告為有關蚵螺研究的一個項目 , 以提供大家參考。本試驗用之蚵螺 ' 是由鹿港
地區橫掛式牡蠣養殖場所踩得 , 蓄養於容量 1 噸之塑膠桶中 , 水深 50C111 °水溫 16 。至 20 � C

' 鹽度 31-34%0 ' 平日不餵食
, 於試驗或解剖觀察時取出使用 , 各種體型之蚵螺標本 ,

新鮮解剖由前突中取出舌齒觀察 , 測定記錄之。
覓食行為察觀 , 以長 90cm' 寬 60cm 之水族箱分別從下列各頃試驗。

1. 水深 5cm' 砂底及碎石底 , 在水族箱對角位置活牡蠣 ( 一團約 10 個〉及文蛤 (5 個

) , 將大小不等蚵螺 ( 大 2.5-3cm, 小 1. 5-2. Oem) 各 10 個置於水族箱之正中央 , 連續
觀察其移動之軌跡及附著食物的情形 , 5 日結束。

2. 砂底水族箱 ( 大小向前〉四角落分別放置牡蠣 , 文蛤、牡蠣空殼及文蛤空殼 , 水放
箱中央放蚵螺20{ 圈 , 分別以 5em 及20em 兩種不同水深 , 連續觀察記錄 3 日。

3. 砂底 , 水深 5em' 水族箱各角落分別放牡蠣 , 文蛤、死蝦、文蛤殼包蠣肉 , 中央放
蚵螺20 個 , 追尋其移動 24 小時。

4. 水族箱中央以木板隔成 2 個相連接 , 一端閉口 , 三面密闊的隔悶 , 星m 狀 , 每間每
邊長 10em ' 其間分別放置牡蠣及文蛤

, 蚵螺按殼長2.5-3.5em 及 1.5-2.cm 兩種體型

各10 個分別放在水族箱的 2 個角落 , 另一組蚵螺位置反置 (Fig3A) 24 小時觀察。

5. 水族箱頂上加蓋 , 於外壁 7i 以黑紙粘貼防 ll: 光線進入 , 另 7i 以禍紙粘貼 , 使有徵弱
光線進入 (Fig 4A)20 個蚵螺由水族箱的中央開始移動 , 觀察其對先線之反應 ,24 小時
記錄。

y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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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樣上述水接貓 , 於無掩敝光線明亮角落放射:蠣 , 蚵螺由箱底中央開始移動 f 記錄
其移轉五日。

舌齒 (radula)

蚵螺有一個可以延伸肢締的前突 , 內有舌齒囊 ( radula sac) , 舌齒郎在其中。前
突為淡紅色 , 尖端有孔 , 位於兩觸鬚中間下方位置 (Fig 1) 。靜庄狀態下 , 前突內縮, 外觀上無法看到 , 活
動時靠肌肉及血壓的

力量而得向外伸張。前

突中有如舌狀的支齒器
(Odontophok 的 , 以
支持舌齒。接 WU(5) 記述

台灣產 25 種骨貝類的舌齒

形態 , 謂舌曲的形狀因種
而異 , 可以做為種之特徵

e

結果與討論

Shell

$Ip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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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Oyster crawling with proboscis protr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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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yster drill P. clavigen:i ﹒

Table 1. Dimensional measurements of transverse row of teeth

Shell Length

radula length

width of base of rachidian tooth

width of toothless space between
rachidian and marginal tooth

interval betw�en b�se of marginal
tooth and mid-rachidian cusp

interval between tip of mid-
and lateral rachidian

hight of mid r,achdian cusp

hight of !ateral rachidian cusp

length of marginal tooth

distance between row of tooth

1 cm 2 cm 3 cm

125(p)

85

200( μ〉

115

350( μ〉

230

是5 105

125 140

45 80

45 210

180

190

75

、

J 115

40

80

100

105

40 65

本省蚵螺過去鑑定為 Purpura clavigera
(1) ,

後來曾經日人今井鑑定為 Drupa
marginada , 及美人Lindsay 鑑定為Thais tumnlosa(6) , 但由筆者以舌齒之觀察捌定
與WU(5) 所做中間齒特徵中之Pur ρura 屬相間 , 故本篇仍暫使用 P. clavigera 之原名。
鑽孔 (Boring)

蚵螺的鑽孔過程 , Carriker 等
{ 似的 {州 7) 的報告中已有詳細的鼓述和說明。 Carrik-

er(3) 曾比較美國蚵螺的牙齒 , 牡蠣 (C. virginice) 殼、蛤M. edulis; M. akenaria

等殼的硬度 , 雖然美國蚵螺的邊緣齒在其中的硬度最高 , 但以鑽孔為主的中央齒其硬度
卸較C. virginica 及M. edu/is 的外殼為低 , 而且牡蠣的外殼與文蛤等相同卸是以碟酸
餌為主

{ 肘 , 所以如蚵螺對牡蠣及文蛤有選食的能力 , 並不是因其外殼組成或硬度不同所
致。蚵螺鑽食文蛤的位置和鑽食牡蠣不同 , 文蛤被鑿孔的位置都是在左右殼的接縫處 ,
而牡蠣通常在殼蓋上較薄由比較光滑之處 , 在殼的連縫處很少 , 這可能是縫接之邊緣十
分鋒利不適蚵螺爬行、附著。如牡蠣生長快速 , 則生長環 (growth ring) 的突緣十分

密集且尖銳 , 則蚵螺選擇較厚但平滑之處鑽孔 , 觀察牡蠣被鑽孔的位置 , 以生長環的區
域來劃分如除最新生出的最外環區以外 , 一般愈內環區 ( 愈老 ) , 被穿孔的機會愈小。
蚵螺在牡蠣殼上鑽孔的大小 , 因蚵螺本身體型的大小而有不同 , 外孔直徑一般在 0.35-

0.80mm 之間 , 以 15-30 。角度 (22-26 。最多〉向內鑽鑿 , 內孔直徑約 0.15- 0.6mm 0

男生可螺尚能對老化及年青的牡蠣加以分辨月在實驗室水箱中放老化及年育的生可螺各20 個
, 再放 10 個牡蠣於其間 , 3 日後新牡蠣被鑽孔有 5 個而老化的牡蠣完全沒有被穿孔。

Galtsoff(8) 敏述美國蚵螺亦有相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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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stribution of oyster drill in plastic tank and in aquarium

with 50 cm water depth.

蚵螺Pur ρ ura clav.igera 的舌酋、鑽孔及覓食

aquarium (90 x 60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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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食 (Food searching)

生可螺有背地 ( negative geotaxis) 的趨向 (8) ,
在實驗室及野外常可見蚵螺大量聚

集 , 許多小型 (3cm 以下〉蚵螺常跟附在大型或同型體蚵螺的身上 , 在塑膠水槽中其分
佈以空氣和水面的交接處為最多 , 亦有錯過水面在空氣中棲息者。 Table 2 為 1 噸圓形

塑膠桶及水挨箱〈長 90cm ' 寬60cm , 水深50cm ) , 蚵螺棲息位置之分佈 , 在水洩附近
5cm 內 , 其棲息數之百分率皆在35J 古以上 , 而在水面上 5 一20cm 閉 , 每 5cm 深所包含
面積的蚵螺數在 10 克以下 , 深度 20-50cm 間 , 每 5cm 所占面積蚵螺數不到 5 克 , 未附
桶壁而在底部棲息者分別占 17.6% 及 24.9% ' 由此可知

, 蚵螺並非絕對的背地性 , 但有
此趨向 , 性喜水面與空氣交接處棲息 , 若將水位上升或降低 , 蚵螺亦會隨水位的升降而
起落。

158100.00511-
"

Total

Food searching of oyster drill in aqunarium.Table 3.

N:untouched.

以牡蠣及文蛤為餌 , 在砂底及碎石底的水族箱中 , 經 5 日觀察 , 不論何者蚵螺都有
選擇蠣牡的能力 , 找到目標的數量是隨時間而增加 , 如 table 3 所示 , 在砂底 7Jc 接箱中

, 1 日內有15J 右 (3 個〉附在牡蠣上 , 而文蛤僅 5 克 (1 個 ) , 3 日牡蠣上有50% ' 文
蛤10J 右 , 5 日時牡蠣有 75 克 , 而艾蛤身上仍然 10 克。但在碎石底的情說下 , 似乎因不利

C: clamO:oy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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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 , 蚵螺找到食物的比率比較低。
為做進一步之觀察 , 水族箱內分別以社蠣、文蛤 ' 牡蠣及文蛤為餌

, 經 3 日觀察 ,
不論在水深 20cm 或 5cm 它們都是有極好的選擇力 , table 4 。另以牡蠣、文蛤、蝦肉及

文蛤殼中放牡蠣肉等 4 種誘餌 , 2, 次試驗結果 '24 小時內有 3% 找到牡蠣 , 10; 苦尋到文

蛤殼中置社蠣肉 , 蝦肉 7.5% ' 文蛤 5 克。自以上結果可知牡蠣對蚵螺確實有特殊之吸

引力。為進一步了解蚵螺選食能力及其究食路徑 , 在 7.K 接箱中央以木棍分隔成兩個只有
一個進口的隔問 (Fig 3A) 分別放牡蠣及文蛤 '24 小時以後 , 尋到食物的蚵螺全在牡蠣
之上 , 有的甚至在此期間已附若在文蛤上 , 而叉改變移向牡蠣 (Fig3A-E) , 蚵螺在
本族箱壁的爬行速度約 5 -10cm!: 扣 In , 爬行的路徑常為彎曲狀 , 其尋找食物的路線不
為直線 , 卸也無一定的規律可尋 , 但似乎因光線之物理刺激 , 一般蚵螺卸是遠離強光的
一面後 , 再行尋找食物 , 此點與 GaItsoff(8) 所得相同。

Table ι Food searching of oyster drill in aqu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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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螺有背光性 ,
在牡蠣養殖場中通常蚵螺卸是吸附在牡蠣下方或無竹 , 蚵殼暗處的

。水族箱以黑紙及稿紙貼壁造成不同光線之環揖 (Fig4A) , 觀察其移行發現蚵螺幾乎
是立即向黑暗處移動 , 6 小時內有85% 移至黑暗區 , 此後才有少許逐漸離開 (Fig4A--':
D) 。同樣的環境 , 將牡蠣放置於光線明亮的角落 (Fig 4E) , 1 日後有 15 克找到j 牡蠣
而有50% 在黑暗處 , 2 日 60; 百悶著牡蠣 ,60; 若在暗區 ; 3 日 45 克在牡蠣上 , 黑暗區35; 右

, 5 日後牡蠣土45; 右黑暗區15% (Fi'g.4E-1) 由此結果可知蚵螺是先對光線有所反應

後 , 再開始覓食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 在此情況之下 , 蚵螺大都是在夜間光線陰暗之時
移動覓食。

金量=: :A,白自問
依本省蚵螺的齒式 , 應屬於Purpura 屬 ,

軀除蚵螺蝕了不斷地摘除以外 , 改進養殖
芳式減少與地面之接觸亦是可行之法。蚵螺如何能尋找釷蠣 ' 至今尚不明瞭

, 有人認為
牡蠣能分泌一種蛋白質 , 而蚵螺的前突對此蛋白質有特別之感應 , 而得其來源 , 蚵螺除
了食牡蠣之外尚能以文蛤等其他貝類 , 永中懸浮有機物 , 死亡水之生物為食 , 可說對食
物的韌性很大字蚵螺的選食性及背光性使得吾人對軀除蚵螺增加才重重的困難 , 其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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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選擇食物的能力 ,
使得社蠣成為蚵螺殘食的主要目標 , 而其背光性的使然 , 蚵螺

的攘息處皆在牡蠣團的底部或空隙洞穴之中 , 加上它本身堅厚的外殼 , 吾人即使發現有
殼的藥劑也難以直接嘖灑至蚵螺身上而將其消潰。由本試驗得知蚵螺對牡蠣有特別的感
應及選擇的能力 ,

除了蚵螺的感覺器官以外 , 牡蠣本身一定有某種特殊之分泌 ' 如能找
出此種物質而加以人工合成 , 在養殖場中安裝 , 吸引蚵螺聚集而捕提之 ,

當可節省人力, 減少牡蠣的損失。

蚵螺Pur ρura clavigera 的舌齒、鑽孔及覓食

辭

本工作承蒙農復會陳顧問問自之鼓勵與供給資料 , 漁業組關組長壯狄 , 袁拉正柏偉,
李嫣彬小姐及本所鄧所長等之鼓勵 , 鹿港分所余分所長廷基的支持 , 郭阿拉正之意見, 一併在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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