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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域經濟貝類之研究 -II

銀馬蹄螺的生殖季節

翁其明﹒涂嘉歡﹒胡興華

in Peng Hu - II Spawning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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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Min Ueng, Jia- You Twu and Sing-Hwa Hu

This studied was carry out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1981. Five to fifty samples

were collect mon 出 lyat Pai-Sa areas of Peng-Hu.

Sex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was 1:1 both in seasonal and length groups. Condition

index was high in December and February. Gonad somatic Index had two peaks in January

and April. Edible portion to somatic and total weight index (E.P.S.I. &E.P.T.I. )

were high in March, and E.P.T. 1. had a low value in October to November.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of Gonadal development had four stages as primodridal

stage, growth stage, maturalstage and retrogression stage for male; vi tellogenesis

of female showed five stages as follicular-ovumstage, yolk-less stage, plasmic stage,

yolk stage am mature-spend stage. Major stnwning season were from May to July. The

harvest season was inoptimum stocking season were suggested at August and optimum

March and November.

言

銀馬蹄螺( Top !>hell) , 俗名鍾螺 , 廣泛分佈於台灣沿海以基陸、高屏及澎湖漁獲量最大 , 為

相當普遍且重要之食用經濟貝頭
, 很適合發展為洩海養殖之一項。

其體圓錐形、螺層 12 層、左旋生殖腺體部佔 7-8 層
, 延螺階有顆粒狀突起 , 殼表育福或黑有古

色 , 口蓋質薄半透明黃褐色 , 軸居有強大之壁 , 棲息於暖海域海礁帶 , 干潮線至水深 10 公尺之地帶。

龍自目前對腹足類研究多著重於生態而生殖生理研作之研究並不多
, 我國更是關如 , 在原始腹足

自 ( Arch 閻明 astropOda ) 中以飽魚 Haliotis 屬所作最為詳備。本研究針對肥滿度、生殖腺指數、

生殖腺截面積比友生植腺周年變化之組織學觀察
, 並對可食用體部季節變化及性比加以探討 , 以現暸

其繁殖季節、放養及收獲之最適時間。

前

材料與方法

自 1981 年 1 月至 12 月
, 按月由自抄鄉赤按海攘攘取標本 , 1 - 6 月為 51 圈 , 7 - 12 月為 30 -

50 個 , 標本揖回實鐵室干出 4 小時
, 量取殼底座部長徑、鐘徑、教高、總重、軟體部重、可食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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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足〉肉量、生殖脫及肝膜臟部合童及其截面之厚度百分比、性別等。

截取生殖腺體部 , 按月進攝取雌雄各 5 個 , 以 BouiD'S . B 一 15 閻定被固定 , 分前、中、宋 3 段

製成 1 ems 組織塊 , ParaffiD 包埋 , 雌性 8 -15 戶m' 雄性 5-7' μ z 胡片 ,Delafield's HematoxyliD

-EoniD Y 染色。

卵巢之成熟過程參照 MlGIYA
�(1) ,

依攘卵黃物質 , 按盟及膠膜層之厚薄封為浦胞卵期、無卵
黃期、聽質期、卵黃期、及成熟卵等 5 期。而雄性生殖巢則分為休 11:: 期、成長期、成熟變態期及退化

期等。

結 果

既有蝶集之 247 個樣本中 , 臉 2 個無法由外觀對別性別外 , 計得蛙貝 129 個、雌貝 116 個。

性比 1 : 1 ( 雄 : 雌 ) 經卡方分佈適合度測驗之棄民連續矯正頃得 X2, = 0.59 <X2
D = 1 一
e = 0.05 -

3.841 符合偎設。性別與季節組 ( 表 1 ) 及性比與骰長組 ( 表 2 ) 的關係除 9 月外均不顯薯 , 顯示性
別為 1 : 1 , 不因季節年齡而有閉雙異。

MODth

J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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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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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Jun.

Jul.

Al 忽 -
Sep.

Oct.

Nov.

Dec.

Table 1

性比與季節之關係

S 臼 sODal group of sex ratio (1: 1).

s
NO. %

表 1

NO.

♀

%

3 60

N X2 test

2 40

1 20

5 N.S.
N.S.
N.S.

4 80

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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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8

1 20

2 40

5 0.8

3 60

2 40

5 。 N.S.
N.S.3 60

3 60

5 o
2 40

12 40

5 0 N.S.
0.83 N. S.18 60

21 42

30

50 0.98 N.S.

S.
29 58

11 31.4 35 4.1124 68.6

20 57.2 35 0.46 N.S.
0.11 N. S.
0.83 N.S.

15 42.8

19 54.3 35

30

肥滿度、生殖腺指數 ,
可食用部佔軟體部重量百分比 ,

可食用部估總重重量百分比及生殖臉部與

肝膜臟之截面積百分比的季節龔化分別顯示於圖 l'
、 2 、 3 、 4 、 5 0 肥滿度分別在 12-5 月春季及

10 月秋季有兩個高盔 , 最高為 2 月 28.9 , 最低為 6 月 19.8 , 7 月至 10 月聲域小且平均。生殖腺指

數以 1 月 39.2 為最高 , 推斷為採樣上偏大之誤差 , 春季 2-8 月每隔兩個月起伏 1 次 , 夏季達 16.5

最值為生殖行為所造成 , 歌多季平豈是增高。
可食用部伯軟體部重量百分比 (A.P.S.I) , 最高為 3 月 58.75 路 , 最低為 4 月 44.15 名 , 6-11

月生殖線處於排放及休止狀態 , 此期間之生長以軀體部之積重為主 , 可食用部肉量與殼長之相關曲線
與月測定之比較亦顯示 3 、 10 、 11 月高於常態。可食用部佔總重重量百分比 ( A. P . T. I ) , 同樣以

16 45.7

12 40 1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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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殼長與世比之闢係

Length group of sex ratio ( 1: 1).

X2 testN.♀

Table 2

古She 11 leI 還 th

5 名NO.%NO.( em)

0.25 N.S.
0.05 N. S.
3.28 N�S.

N.S.
0.37N.S.

3.06 N .S.

42517532.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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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chaI 恥、 of eo 凶 ition index.

NOSA.JJMAMFJ

Fig. 1

40

35,

30

《
油
帆

)

阿

.
的.
。

25

20

81'AM
15

DNOSAJJMFJ

Mon th

圖 2 生總腺指數之季節慶化

Seasonal ehage of gonadal som 泣 ie indexFig. 2



(

法
)

4.
ω

-A-M

間

1 站

81'DNOSAJJMAMJ F
40

Month

可食用部與軟體部重量比之季節變化
Seasonal change of ed ible part to somatic weight index

盟 3

Fig. 3

15

14
(

訣

).H.H.

心
﹒
凶

81'DNOSAJJMAM
一

FJ
10

Month

可食用部與總重之季節變化

Seasonal change of edible part to total we ight. index

、

圖 4

3 月 16.3% 最高 , 最低為 6 月 10.4 %' 1 、 2 、 10 、 11 月皆在年平均 12.56 土 1.58 %以上。由上

推斷 , 最適故養時間為 8 月
, 最適收獲季節為 3 及 11 月。

生殖腺部與肝頓臟之截面積比以 4 、 5 、 12 月為高 ,
可 7-9 月至最低 , .與組織學觀察比較 , 低於

40� 名者為退化期至休 11: 期 .60'-: 80 %搞成長期 . 100 以上鑄成熟及排放期
, 此點觀察雌性較雄性為

明顯。

生殖腺可自外觀顏色性別
, 雌性自辦綠→墨綠 , 雄性由灰白→福賞→乳白而漸次達到成熟 , 排放

後之生殖腺表面會失去光擇
, 生殖腺部佔 4 - 6 螺層 , 肝膜臟部黨附於生殖眼佔 3-4 螺層 , 生殖跟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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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5 生殖腺部與肝騙騙之識面積百分比之季節變化

Fig. 5 Seasonal.change of gonad bulk ind 位

部終年均無發現消退 , 只在顏色及積截面積上有所變化。
生殖臨之組融學觀寮

, 外部表皮層為 3 層結構 , 最外為單竄 , 顆粒立方體表皮細胞 , 中層為長纖

維束狀之結結組織
, 其間雜有多輯之類黏液細胞 ( resemble mucouscells) , 內層為圓形單該胞之

生殖上皮
, 表皮層內倒為生殖腔 , 自生殖單位組成 , 孕育各個階段之生殖配于 , 雄性為精小葉 , 雌性

為長蝶狀之圈卵腔。緊鄰之肝膜攝組織與生植腔之間無隔膜
, 除稀疏之結結組織外 , 尚有按染明顯之

桂狀細胞群
, 肝膜臟內之K 一細胞 20-36 μ

, 隨生殖腺之成熟而有明顯之變化 , 生殖腺進入成長期

後K 細胞在數量上顯著增加且星狀突起明顯
, 周圍之肝醋儲存組織星 P.AS 陽性反應

, 達成熟期逐漸

消失。

雄性生殖巢依組織學可分為休血期、成長期、成熟變態期及退化期 , 但期間之差異性並不顯著。

休11: 期轎車起以精原細胞為主
, 結締組織肥大 , 成長期圈競賽精原細胞之韌級指母細胞與精原細胞間時

增多 , 提縮之染色體曇深嗜酸梁之點狀 , 而後精細胞生成並開始皇規則排列 , 成熟變態期以精細胞變
態為精子為主 , 精于成東狀尾部星嚕伊缸染 ( eos inophi Ii c acrosome) , 成熟之精子群逐漸種運送

至輪精管星濃密之小點狀染色力不強
, 退化期以歡離之精細胞為主多數之精小葉為空腔狀態。精原細

胞大小為 6-8 μ
,
精母細胞 3,..,...5 μ

p 精細胞 3 μ
, 精子與精原細胞大小相斟ρ 12 - 5 月為成長期

精小葉以精原細胞為主並在橫截頤墊上增加
, K 一細胞顯著 ,5-6 月為成熟變態期精細胞及成熟精

于取代而估精小葉優勢 , 7 - 8 月為退化期 , 精巢星現顯著之排放後間隙及空巢狀並開始崩臣 , lamina

增生。 8 月為休止期
, 精小葉立於肝臟旁 1 層

, 表皮層變厚 , 9 一 11 月有一不明顯之成熟期
, 精小葉

再度發達。

雄性卵巢為軟體動物中之濾胞型兵團卵腔ι
, 其卵巢卵依卵實物質堆積 , 該型及膠膜層厚薄可分為

濾胞卵期、無卵黃朗、接貿期、卵黃期及成熟卵期。爐胞卵期卵原細胞游離在滴胞壁上大小 5 -7 μ

j
胞按 2-3 μ染色不明顱

, 無卵黃期韌級卵母細胞向學邊突出 , 胞按急速增大星嗜鹼性染 , 動植物

心三極明顱 , 並游離至圈卵腔中 '. 朦質期卵細胞胞質及胞輯同時增大 , 大小 20 - 60 戶
, 胞按 15 μ

, 展

仁不明頤 , 高爾基體首次出現在植物種於卵母細胞成長過程中逐漸變厚 , 並融合於嚕鹼性線狀群 (

basophil ic lin 聞 r strands) 中並平行移向卵之極軸 , 以為後來卵黃物質蓄積之功能 , 卵黃期卵細
胞繼續增大為 150 μ

, 膠膜層出現 , 細胞賞中有油球及卵黃球之出現 j 膠膜層逐漸增厚並明顯分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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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 內層搗蛋黃膜層 ( vitelline membrane) .外層為敵毛膜 ( chorion) , 成熟卵大小 200 μ
,

胞頓消失或不明頤 , 胞質基濃染 ,
蛋黃膜增厚為 1 μ

, 絨毛膜消失 , 裘皮層領粘被細胞增多 , 卵準備
排出。月變化觀察 12-3 月以無卵黃期及蝶質期卵為主 . 4 月 4 分之 3 受翻個值達到卵資期以上 . 5

、 6 月成熟即發逞 , 卵巢細胞分裂旺盛 . 7 月圈卵腔多數崩置 ,
肝膜臟表面骰佈著點狀之殘留卵 , B

、 9 月多為讀胞卵期 , 偶有聽質期 . 10 - 12 月卵巢擾雜各期卵皆有
'11 月且有卵黃期及成熟期卵巢

卵之低頻出現。生殖巢各期比率之月蟹化及成熟率現於表 3
' 每個月測定 5 個樣本 , 雌性則以休止期

為 1 期 , 生長期之各個精巢細胞廚佔優勢分為 2 、 3 期 , 成熟費鸝期及退化期 ( 排放期 ) 為 4 、 5 期
,
成熟率以 4-7 月為高。由上歸納鍾螺主要之產卵季節為 5 一 7 月 . 10 - 11 月有一低頭之歌卵期

或為越多前寫成熟之特殊現象。

最小成熟體型由外觀及組織觀察對斷 , 2 個 2.0 cm 以于之貝顯皆無法調到世剔 , 其中之一 I.Bcm

者具有單獨腔但無法確定為何性別之生殖原細胞 , 2.2 cm 發現雄貝 . 2.6 cm 發現雌具 , 由此推斷最
小成熟睡型為 LB 一 2.2 cm: 殼長。

Table 3

表 3 生殖巢各期比率之月費化及成熟率

S 個回nal change of gonad stage and mature

Month Mature ratio.E mm VI V

Jan.

Feb.

2 1 2

2 3

Mar. 1 3 1

Apr. 4 可

Aqd恥
,MM

1 1

1 4

5

Aug.

Sep.

Oct.

I3 1

13 Z

2 21

Nov. 2 12

Pec. 1 2 11

前 論

rat io.

0.3

0.5

0.6

1.0

0.9

0.9

1.0

0.4
0.2
0.4
0.3
0.5

腹足頓中原始腹足自螺類之生殖生理探討以 Hal iotis 層最詳備
(2) (3)( 的 (6)(8)(9)Q<&aoo� ω ,

鍾螺之生

殖巢成熟過程與其極為相缸 , 因此延用其有關資料以褲比較。
原始腹足目之貝顯其生殖季節因地緣性同種及種間均有很大之差騙性

(3) (4) (5) (帥 ,
其中最主要之因

素為棲息地之水溫
(3)(4) (7)

及藻場之榮桔
(8)
以廣分佈於全世界海壤之黑飽 Haliotis cracherodii II!

紅飽 H. ru!esf;ens 為例 , 可分為 3 種 ,
全年生產型、教卵型自軟末到春初 , 夏卵者自春末到教初 , 亞

熱帶及熱帶者多屬糊地帥 , 服 Cos 叫 10 個等調蓋 24 種大西洋軟體動物 . 23 種是為夏卵型 '0
此與適合幼生生長之 7.1<. 溫及餌料藻揚之生長有很大之關係。鐘螺經調查推斷為夏卵型 , 澎湖之水溫春
末夏初升歪扭。 C 左右且穩定 ,

福藻類之馬尾藻及泡泡菜之藻場又以春夏最為繁盛 , 符合鍾螺繁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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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件。

腹足類原始腹足目之雌雄同體很少如 D iodora , 鎳螺之性比為 1 : 1 ' 且在組織觀察上並未發生
雌雄同體之生殖巢 , 但在 30mm 以下有 75 %為雄性 , 40:- 10 mm 之間雌雄均等 , 70mm 以上雌貝

則估 75% 以上 , 向現象也發生在
(3)

其 16 - 25mm 有 90% 雄性 , 60mm 以上有的

一 70% 雌性 , 共推斷是因為雌貝體型較大及雄貝早熟 , 或為只有在生殖季節時才發生之性轉變ω。
肥滿度 ,A.P.S.I 及 A.P.T. I 均受年溫度變化及生殖行為之影響 , 春季時水溫昇高餌料豐富 ,

3 者均顯著升高 , 但因受生殖巢成長之影響而下降 , 夏季水溫高增加代謝及生殖行均降到最低點 , 秋
季恢復快速成長 , 冬季則受 :lJ( 溫限制而保持平稽。 A.P.S.I 及 A.P. T. I 在冬季可食用部並不成長 ,

而以肝膜臟之成長為主 , 到 3 月急速達最高點 , 推斷是受攝食既需而將能量轉為腹足部之生長 , 4 月

以後軟體部快速增加而使比值降缸
, 前建議以 3 、 11 月為最佳收獲季節 , 是以肉質為考慮 , 而非總體

重。

生殖腺指數及生殖腺截面積比除 1 月之揖樣誤差外
, 均與組織學觀察助合 , G. S. 13 - 7 月的變

化是由於肝膜臟 , 生殖腺之能量轉換及生殖行為既造成。多數的腹足頓生殖季節統計值上之對斷均以
此 2 者為準確之依攘

(2) (6) (8) , 亦有以生殖腺截面積與殼長百分比為生殖腺指數 ( Gonad index) ,

James 等確定此 2 者符合常態分佈且無季節上之差異
(3)

。

組織學上觀察所得與飽魚非常接近
(3) 帥 ,

但並未在生殖巢中發現肝臟一生殖腺血管 ( hepa to-

qeni to blood vessel s ) 及變形血球 ( amoebocyte)
(3) , 鍾螺在表皮層具有特殊之黏液細胞 , 雌

性較明顯、對斷與生殖腔被及色素形成有關。

本研究著重於生殖季節探討周年之生長行為
, 以此作為未來人工繁殖及養殖上之生物學基礎。

摘 要

銀馬蹄螺之肥滿度以 12 - 5 月為高 , 可食用部份與總重之百分率 ( E.P.T. I ) 在 3 及 10 - 11

月星現兩個高議 , 生殖腺組織觀察其發生過程 , 雄性分為休止期、成長期、成熟變態期及退化期 , 雌
在至于為滴胞卵期、無卵賣期、膜質期、卵黃期及成熟排出期 , 而主要生殖季節為 5-7 月。最適放養

時間為 8 月 , 最適收獲時聞為 3 月及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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