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崗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第 28 號1977 年 1 月
Bull. TaL Fish. Res. Inst. No. 28. Jan. 1977

103

菜麟麒的灣堂
文陽﹒陳忠信V9

向

Eucheuma of Taiwan

Chung-Sing ChenWen-Young Tseng,

Summary

Three species of Eucheuma : E. audiolis, E. cottonii and E. serra were

found from the rocky coastal area of Taiwan and Peng-hu, with the latter

being rather dominant than the other two in southern water sand being exclu-

sive in northern wat

emphasis on E. se1

ers.

.ra.

-
n

產濁的海產紅藻約有11 科76 屬 150 種 , 其特徵是除含有葉能素 a,d 外尚含有較多的藻

缸素 ( phycoerythri 的 , 一般藻體大都星紅色或缸福色 , 大部分皆有經濟價值 , 本省
已利用的有龍鬚菜 (Gracilaria) 、石花菜 (Gelidium) 、紫菜 (Por 戶紗 r 的和頭髮
菜 ( Bangia) 等。尚未接開發利用的尚有很多 , 例如 Solieriaceae 科中的麒麟萊〈
Eucheuma) , 此藻除了可供生食或抽取傲洋菜外 , 更重要的是可從其藻體提煉出缸藻
膠 (carrageenan) 以供多種化學工業之需要。

�J

麒麟菜之一般特徵

麒麟栗的藻體一般呈圓往或扁平形的羽狀分校 , 表面或多或少有乳頭狀或鐘技狀突
起。棲息於潮流較強之水域 , 水深約從最低潮之零公尺至 3 公尺深左右之岩礦上 , 有時
會曝露於零公尺以上。其棲息繁殖之底質隨種類而不同。麒麟菜全世界約有二十多種 ,
廣泛分布於熱帶及亞熱帶之暖水域 , 馬來西亞、印尼、澳洲北部與菲律賓很多 , 特別是
菲律賓不但野生藻產量豐富 , 同時已進步到用此類麒麟菜夫規模從事淺海養殖。

本 ;高麒麟菜之調查

筆者等於 1975 至 1976 年間曾 J;), 浮潛 (skin diving) 及水肺潛水 (scuba diving)

的方法先後調查本省北部 , 東北部及南部 ( 如裹一〉一帶的麒麟藥資源 , 並參考Yamada
(1936) , Shen and Fan (1950), 江 (1969), Doty (1973,1975) 及陳 (1975) 等

資料加以整理分析 , 其結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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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1975.3.2.

1975.3.20.

1975.4.4.

1975.5.31. I和

1975.6.8.

1975.9.1.

1976.6.3.

1976.6.4.

1976.6.5.

1976.6.6.

1976.7 .11. I坑

1976.8.1.

1976.8.7.

19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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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海海調查日期、地點、目的、人真與方法等

日 地 點 發 現

間 9 以前 |基隆、八斗于 |體生物生態 IE. serra

福陸、卯澳 |豐麟菜生態調
島 |海藻生態調查

島 |海藻生態調查 ,

福陸、卯澳 |麒麟菜生態調 |
|查 l

1975.7 .12. !外﹒木山 |海藻生態調查 |

1975.8.15. I品主豆、 |海藻生態調查 |
凹75.8.29. 1品主豆、 |海藻生態調查

福陸、卯澳 |麒麟菜生態調
野柳、八斗子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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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淺海生物生態 I .. I門中間 1-,- 吟唱

"'�1976.4.20.21 勝底、福陸 |調查 I " Ii")(. ml

總鼻、砂島 |豐麟菜生態調
I

E. serra, 品
cot-

\

i"3t� 、 M.S.
I篇章?

船帆石、 |麒麟葉生態調 IE. serra,
香蕉灣 |養 IE. cottonii

南灣、貓鼻頭 |星麟藥生態調 IE. ��r 笠
, E. cott-

i澎湖、自沙、 |麒麟菜生態調 I
1

.
吉貝 |查

11\ 3} �i 堅麟葉生態調回 . s1976.6.7-8 I八斗子 I'�","";>I<:=;C>.'W�JI

1_- Jilt - ,�.k 81 海百合生態調 IE.1976.7.10. I鷺暨鼻、沙島 |查怯
海百合生態調 i

頂 !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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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產麒麟菜之種類

接25 次的調查中 ( 表一〉發現本省有麒麟萊三種 : Eucheuma serra, Eucheuma

cottonii 及 Eucheuma audiolis 等。除E. serra 外 , 餘者量很少 , 前者分布於本省北
部、東北部及南部 , 而後二者僅發現於南部。本文特以E. serra 為重點敏述其形態及生

態。

形 怠

本種麒麟菜 E. serra 的成熟藻體星筒筒狀 , 幼體則星直立之技條 , 附有塊狀附著
器 ( disk-like holdfast) , 藻體自附著器四周不規則地長出許多技條 , 成熟藻體大都
背腹分明 , 劫體則背腹色澤相近 , 曲技條之形狀及其上所生之突起可將本種分為三額型

, 此三型分別為本種之四分袍子體及雌、雄配子體。
第一型成熟藻體枝條背面星乳黃色並夾雜部分淡紅色斑點 , 腹面星暗缸色 , 校條星

圓形或扁間形 , 其上有許多輸生之刺狀突起 , 此型為本種之四分袍子體〈圖 1) 。

圖 1. Eucheuma serra 之四分袍子體

第二型藻體技條背酪星乳白或乳黃色 , 並略顯出腹部缸底 , 技條基部星圓形或扁圓
形 , 自中段至宋端旱扁團或扁平形 , 投條上有許多載形突起 , 一般星對生排列於按條之
兩側 ,

少有生於枝條腹或背面者。此型為本種之雄配子體〈圖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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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ucheum α serra 之雄配子體

第三型藻體枝條色澤與形狀大致與前者相近 , 惟藻體枝條上之載狀突起不僅分布於
枝蝶兩側 , 其背部亦常見密生 , 此型為本種之雌配于體 ( 圖 3) , 成熟時枝條上之載狀
突起大多分化成為突出之果袍子 ( 圖 4 ) 。

闡 3. Eucheuma serra 之雌配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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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Eucnenma serra 囊果之縱切面

觀察上列三型藻體之技條擴切面 , 發現其內部構造大致相同 ( 如圖 5) 。最外面由

一層裘皮組織所構成 , 表皮外覆有一薄層之膠狀物質。表皮之內有由六~ 七層排列不整
齊的薄壁細胞所構成的皮層組織。表皮組織之細胞及皮層組織外聞之細胞具有紅色色素

, 皮層組織之內部為髓部 , 由密集之根絲狀細胞所構成。

-. 圍 5. Eucheu1 仰 .serra 校條之橫切面

分 布

本種之分布〈圈 6) 由北部之野柳、基陸、八斗子至澳底、福陸及頭坡等沿海。南
部由海口、猶鼻頭、南灣、墾丁、船帆石、沙島、驚鑒鼻至頂坑等地都有分布。其中以

基陸、八斗子、福盤以及南灣至沙島附近產量較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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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沿岸Eucheuma serra 之分布圖6.

4性習

本種由每年 3 月左右 , 本溫20--23
� C時開始繁殖 , 一方面是平的詞筒生長 , 另一方

面於 4 月初創閱始直立生畏 , 至5 月中旬時 , 一蝶藻體約有 lO-20cm 寬及 10-15cm 高之

藻叢 , 6,7,8, 月 1毒繁生盛期 , 7 月底 8 月初即發現有 ice-ice 現象 ( 即藻株變白色 ) ,9

月初開始部發現有崩解之現象 , 至 10 月中旬 @P 告消失 , 其時* 溫約在15-18
� C左右。冬

季期間絕少發現。

福隆澳底附近 ( 圖 7) 棲息於水深 3 公尺左右 , 是在內礁台 (inner

始郎可發現少量之麒麟楚 , 最多的地方是在外礁台 (outer reef)

生長。

reef) 外緣閥
, 在整井礁台上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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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陸、澳底附近之 Eucheuma serra 分布園7.

基陸和平島之千疊岩 ( 聞 8) 沿海 , 麒麟菜亦不長於內礁石之平台上 , 而是長於外

礁石之岩石或礁石上 , 以及岸邊的峭壁從最底潮線 (Om) 至 6m 的水深處 , 在Sm 到6m

的礁岩上量很多。

野榔附近〈圍 9) 之外海麒麟菜生長於內礁石之平台上較多 , 岩石上較少 , 水深約
在 1 3m 左右 ,Grn 以上之外礁石水域無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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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干疊岩沿海之 Eucheu1'1'la serra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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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附近海岸之Eucheuma serra 分布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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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部海邊Eucheuma serra 之分布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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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斗子附近 ( 圖 10) 有很多內礁石區 , 此種麒麟菜很多 , 大都是在內礁石區約 Om

至3-4m 水深處 , 外礁石區水較深沒發現。
外木山外海亦生棲於內礁石平台 3-4m 水深處量較少。

南部 ( 閏 11) 鷺盤鼻、砂島、船帆石、墾丁、南灣、貓鼻頭及坑頂等地都有發現 ,
大部亦生息於內礁台區 , 水深 0-4m 左右。

主侖

本省之麒麟架依攘Yamada 之報告 (1936) 有三種 : E. serra; E. gelatinae;

E. crassum 。但攘筆者等與Dr. Doty 調查結果 , 其中 E. gelatinae 在本島並未發現
, 至於澎湖出產何處 , 尚待查詮 ; E. crassum 之產地 , 攘Yamada 係在南部驚盤鼻附
近 , 其形態與筆者等所發現之 E. cottonii 極為相符。雖然未踩到成熟之藻體 , 但仍可
推斷屬於同種 ; 至於筆者等所發現而經 Dr. Doty 鑑定為 E. audiolis 者 , 應為本省之
新紀錄種。然而本省所產麒麟菜量最豐富仍為 E. serra' 其產量據筆者之初步估計約

年產有20 噸 ( 乾重 ) , 菲律賓天然生產約的噸 (Doty 告訴筆者〉。但因淺海養殖之成功
, 年產約 1000 噸 , 本省也可嘗試養殖。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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