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9

台灣海膽的生怠調查及其生鎧腺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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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糧膽之生殖腺之揉捕量據統計
, 民國 55 年僅為 4 公噸 , 而民國58 年竟增加至 46 公噸 , 大部分產於

澎湖縣。海膽新鮮生殖腺 ( 主為卵巢 ) 除少部分供佐膳外 , 餘均加工為海膽醬 ( 半製品 ) 外銷日本 , 外銷
數量去 (58) 年約有40 公噸之鉅

, 因此 , 澎湖沿岸漁民婦孺利用漁閑期 , 下海踩捕海間普及剖殼採取生殖腺

' 觀為一種副業
, 增加漁家收入很多。

查海臆生殖腺在加工海膽醬聽酵中 , 屢遭異狀酸酵致成品變色、變敗 , 失去商品價值頗鉅。海膽生講
腺 ( 卵巢或精巢〉墨色有缸橙色、黃色、黃白色、相色響之差別 , 與海膽種額 s 雌雄、季節、食餌、生長

期、成熟期、產卵期、產卵後等倒有關係。澎湖地區的海膽探捕加工 .' 散處各偏僻觀村
, 文時值炎熱夏季

, 其酷醬加盟量為 10 克 , 以及加15% 酒精量為防丘變敗
, 但難以完全前正其變色 ,、變敗 , 此為外銷曰 :本歷

寶寶退貨原因之一。

因此 , 探求海膽生態及生殖腺 f 卵巢或精巢〉色素佳狀、化學成份等
, 以資研究處理海膽醬異狀酸酵

防也芳法 , 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設將自民國 58 年 8 月至59 年 11 月所得調查試驗結果 , 列述如次 :

、
﹒-

T;7一、綠

海膽原料自澎湖縣白帶鄉通梁、後寮、屏東縣憶春鎮南腎、尖山、台北 i\I$< 澳底及野柳等地操取之 , 在
各產地 , 每月一次〈矗曙 1 目或15 目前後、自問于潮時期

) 在一定海區探取海膽各種20 個 , 測定海膽每個
體的全重量、殼高、殼纜 h 生殖腺重量、食餌、生殖腺色潭。同時並將海膽生殖腺各分別浸潰保存液 ( 苦

殊酸、福麻林、醋酸、精合被 ) , 連同測定委書問研究室以利檢鏡盤定酵雄別及成熟度 , 並乎整理統計地
區別、種類別、月別的生殖腺指數、肥滿度、殼高殼徑比等。如此辦理整年 , 抬得明瞭各地區海膽生態變
化 , 藉為加工原料基本島上之參考。

次依海臘的種頸、陸 })I) 、季節、樓息地區、食餌、成長期、股熱期、產卵期、產卵後等事項 , 調查與
生殖腺 ( 卵巢或精巢 ) 之墨色關係 , 同時各分別抽出色素物質 , 測定色素佳狀土之差異 , 而鑑定色素巔 ,

次分析其* 份已蛋白質、脂肪、酵素額等化學成份。接以上結果 , 分別依照常接製造海膽醬 , 觀察測定體
帶膺品的色潭、熱成慶、 * 份及胺基酸等 , 由此等結果 , 探求海膽最適宜加工種別與最適宜探捕時期。

基於上述基礎試驗結果 , 選擇原料 , 調節水份、 PH 、盤份、酒精及舔加保存料製造海膽疇 , 分別置
於各種溫度保存 , 而顧祖II 晶質 , 籍以綜合庫是最佳聽酵並肪庄變色變敗芳注A

法3 于符合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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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 全玄武驗結果

科台灣產海膽種類 :
海膽係屬於棘皮動物 ( Echinodermata) 的一種 , 供食用者慨屬正形穎 , ( 但少數有歪形類 ) , 而

星饅頭形 , 表面生有多數的硬棘 , 其色影由種類而異。經調查本省所產的海膽種類計有 7 種 :

. -
1. 自值取j 海膽j 賽�- 醋 .> - - - �. . -.. . -� . -
名 : Tripneustes gratilla (Linnaeus)學

自 名 :v7t: 夕
,
夕早已

主產地 : 澎湖縣各地區、屏東縣 ( 南灣、尖山、後壁

湖) 、台北縣 f 野柳、澳底 )

特 徵 : 殼徑 7cm 、鼓高 4cm 、全重量 HOg 左右

、殼形星稍帶圓形的五角形 , 棘題而尖銳 ,

星白色或基部里聽搗色 , 殼衰為紫黑色。

國二 紅題刺海膽

3. 黑紐刺海膽 ( 第三間 J

名 : Echinostrephus aciculatus CA. Agassiz

臼名 ::>r!7v 夕早已

主產地 : 屏東縣 ( 南聞 ) 、畫北縣 ( 澳底、野柳〉影

湖縣離島。

徵 : 殼徑 5cm 、殼高 3cm 、全重量6Sg 左右 ,
殼形自背面君之星稍帶圓形的五角形 , 若側
面君之皇軍狀 ? 棘在背面部分特細長 , 自側﹒
面至下面部分隨之粗鈕 , 棘或殼衰均是紫黑
色。本種以棘穿鑿岩礁作棲息場所。

學

特

園一 自起刺海脂

.2. 缸捏刺海膽 ( 第二圖 )

學名 : 不詳

名 : 7.:1J 匕夕
,
夕二 ( 暫定 )

主產地 : 澎湖縣各地區、屏東縣 ( 南筒、尖山、後壁

湖 ) 、台北縣 ( 野棚、澳底〉

敏 : 殼徑、殼高、全重量、殼形及棘形與前者自

日

特

但刺海膽大致相同 , 但棘呈赤紅色或其先端
星赤黃色、黃白色、殼表亦星紫黑色。本種

可能與前者自主豆刺海膽同一種, 但其棘為何
星赤紅色 , 現尚不間。

盟主 黑控制海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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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圈 黑長刺海膽

5. 謹點粗刺海膽 ( 第五圖 )

學名 : Pseudoboletia rnaeulata (TroseheI)

日名 :'7 夕'7 夕二

主產地 : 澎湖縣 ( 後寮、通梁 )

特徵 : 殼徑 8 ern 、殼高 4ern 、全重量 180g 左右
, 殼形里近似五角形的扁平球狀 , 殼質稍脆
弱。棘或殼表大略里白色 , 其表面有放射狀
或不去見則的暗攜色斑點。

圖:六 姥姑海膽

7. ( 第七間 ) 諸槽祖刺海臆

學名 : Eehinometra mathaei (BIainvHle)

自名 :;-:Ji 夕二

主產地 : 台北縣野柳、屏東縣南灣
特徵 : 殼形墨精圓形 , 其長徑 53rnrn , 值徑 46mm

, 殼高30mm 全重量 SOg 左右
, 棘強夫 , 其

先端尖銳 , 色影雖多種 , 普通大棘星暗能搞
色 , 多棲息於珊瑚礁 , 或岩聽聞。本種殼骸
如同諸槽 , 而取名的

4. 黑長刺海膽 ( 第四園〉

學名 : AJ?thocidaris erassispina CA. Agassiz)

日名 : 么 7-Jtq- 夕二

主產地 : 屏東縣 (香蕉灣 )

特徵 : 殼徑 gem 、殼高 Sern 、全重量 220g 左右

, 殼形晏稍扁平的球狀 , 殼質強固而厚 , 親
強大 , 其先端尖銳 , 長度不等 , 但略等於殼
徑 , 若遇敵聾 '>.�P 以棘端棘入敵者體部 , 痛
腫激烈 b 棘或殼表均星濃紫黑色。種息於淺

海岩礁間。

園里斑點租剩海膽

6. 結姑海膽 ( 第六圖 )

學﹒名 : Toxopneu3tes ehlor<: 士 anthus (Clark)

日名 :�r97:/,J 是歹二

主產地 : 澎湖縣 ( 後寮、通槃〉

特徵 : 殼徑 8 ern 、殼高 4em 、全重量 160g 左右
, 殼形旱稍帶五角形的圓形 , 全表面生有位
棘和喇叭形的文棘 , 均里綠色而混有白斑或
自慷色彰。棘題小 , 先端不尖 , 其基部和先
端均早白色 , 文棘能分泌毒素 , 本種從外觀

, 如同姥姑石而取名。

回老 諸槽!詛劉海腫



132

""-'

_.�
戶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第18 號

圖入 自起刺海肥殼骸

園丸 鼎粗刺海般做

圖+ 措滑粗 'fill 海肥殼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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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畢臆斷面

肛門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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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十一 :每臆斷面及其發生程序

制台商海膽分佈及產量:

海中藻類不但為海產動物 , 如海膽之重要食餌 , 並可作海產動物之產卵、棲息、隱蔽、覓食之場所 ,

同時營同化作用時 , 放出氧氣 , 吸入二氧化碳 , 可使海水保持充分之溶氧量 , 而淨化海水 , 功用甚偉。
台灣北部在台北縣野柳至澳底海岸 , 南部在屏東縣西海岸的海口尖山及東海擇的港口 , 或鷺蠶鼻至猶

鼻頭的南灣一帶 , 西部在台灣海峽的澎湖縣各島嶼海岸 , 凡海中有藻類生長地方 , 懿乎有海臆棲息。
經查本省西部澎湖縣各島嶼地區的海膽產量為本省之冠 , 既為加工外銷。尤其自沙鄉的海膽產量佔其

多數 , 接近年來的統計如第一表 ; 其中自起刺、缸鍾刺海膽兩者為大宗 , 黑粗刺海膽次之 , 其他提點祖刺
, 挖站海膽均甚少。西嶼鄉產自、紅起刺海膽及黑粗刺海臆。湖西鄉均為自、紅題刺海膽。車安鄉黑組刺
海臆為多 , 次為自、缸鐘刺海膽。七美鄉白、紅鰻刺及黑祖東j 海膽各半。詳細分佈如第十二圖。站攝澎湖

縣通梁、後寮方面操取海膽漁民面告 : 4 月 -9 月春夏季本地區海膽生殖腺特大而成熟
, 操取海膽地點為

離岸約 2km 範圈 , 水深 3m 以內 , 盛期時每人每日可摺 1,200- 1,500 個 ( 相當海臆重量 120- 180kg

' 相當卵巢重量12- 站起 g) , 平常期平均每人每日可撈 500 個 , 其漁場每坪最大海膽密度為15-20 個。

本省北部台北縣、野擲地區海膽以黑粗刺海膽為大宗 , 次為措槽祖刺及白、紅題刺海膽。詳細分佈如第
十三圖。至於澳底地區海膽 , 均為黑租刺海胞 , 而自、組刺海膽為數徽少。詳細分佈如第十四間。接台北
縣野柳及草鞋底方面探取海膽漁民報告: 4 月 -6 月本地區海臆生殖腺量較多 , 但自 7 月起生殖腺都成溶解

狀態 , 部係成熟期而放卵期直前的生殖腺 ' 故不適鮮食或加工。惟此間地區海膽產量不多
, 至今尚未有操

捕加工外銷。

本省南部屏東縣西海岸的海口尖山均為自、紅粗刺海臆 , 東海岸的港口海權均為黑祖刺海膽 , 但講謹
鼻至描鼻頭的南灣地區 , 郎在香蕉灣均為黑長刺海擒 , 並棲息於岩礁孔間 , 非用鉤極難採取。大按時雖產
有白、紅鐘刺海膽 , 黑租刺海膽及諸槽粗制海脂 , 產量為數均徵少。大光、水泉〈後壁湖〉雖亦有白、紅
起刺海膽 , 但其形態及生殖腺較小。詳細分布如圖第十五圖。接屏東縣南灣及後壁湖方面採取海脂漁民面
告 : 10 月 -3 月冬季 , 海底地形混有岩及砂碟處 , 且有海藻繁茂地區 , 而無颱風雨 , 海底未遭騷亂及未有
雨水沖淡時期 , 其海臆生殖腺量為多。如此各地各有異說 , 難能定論。

雄本所羅吉雍瓶揚調查員告謂 : 台灣海峽或台灣東部沿海 , 在水深 30m-60m 往往由拖網插鐘海闊或

海膽骨散 , 如確實 , 海臆棲息分布地區 , 更大有待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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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丹桂
A

、』

圖十五 屏東縣地區 :海膽分布圍

目海膽與鹽分關係:

海水中鹽分之多寡 , 與海藻之生長及海膽之棲息、索餌 , 關係密切。最明顯者 , 為生長於乾滿潮諱地
區間之海藻 ' 往往因車夫或雨水急劇之變化

, 而致桔死 , 則引起海膽不適於另一種濃度之海水 , 甚至因缺
乏海藻餌料 , 而移動或死亡。

惟海膽向為棲息於鹽分濃度較高的海戚 , 並對鹽分變化極為敏感 , 如有河水 , 雨水影響的海棋不能棲
息。接松井魁民研究 , 海膽在鹽至于暈27%, 。以上為最適棲息海水 , 在20-23 恥之間不會致斃

, 但 15% 。以下時
, 棲息不適 d3% 。以下師急激失去活力

, 甚至 7 臨時即刻斃死。但由海膽種穎而略不間
, 如例有 :

馬糞海膽一一沿革性 ( 低鹹性)

紫海膽一一外洋性 ( 高鹹陸 )

赤海鵬一一前兩者之中間性

因此 , 澎湖各島嶼地區由地勢環境 , 未有河川雨水或工場排水 , 則遍地盛產海海海鵬。

" 海贖與永直關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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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溫與食住 :

海膽的食住在適當溫度範圍內
, 水溫越高 , 生活代謝越旺盛 , 當然操餌量亦隨之增加。攘日本松井跑

馬研究海膽揉餌率與水溫關係為在夏季時 '7lc 溫34 � e 為限界 , 尤於30oe 前後時揉餌劫率最高 , 但在冬季
時 , 水溫 21 � e 前後為適溫。

2.* 溫與成長 :
攘Mcphevson 民研究結果

, 在水溫 20-32
� e 範圍內之周年變化中 ,

自 11 月下旬至 2 月下旬期間本溫

22 � e 為最高範園時 , 海膽成長軍為顯著 , 至於 3 月至 7 月期間水溫雖隨氣溫昇高
, 海膽生長則相反地漸

減 , 如達到最高水溫32 � e 時 , 完全停正成長。
又攘日本川村一廣氏研究水溫奧海膽成長結果

, 日本北海道為中心所產寒海住馬糞海艙 , 水溫在 5-
7 � e 為成長最適溫度 , 次為 10-:--12

� e,18-20oe 為成長最不良溫度。

總而言之 , 海膽在冬天為殼體之成長而攝餌 , 夏天為生殖腺之成長而攝餌。
明海膽與光線條件 :
接日本富士昭氏研究單夷馬糞海膽攝餌與照射光關係為 ; 海膽在光下之活動

, 由於照射光的強健顯示

種種活動狀態 , 即光線之強度約以 5,000 lux 為界 , 若超此時 , 海膽的攝餌活動即刻停止。
倒海膽奧海藻及其棲息地形關係 :
接日本大島泰雄民對于馬糞海膽、黑長刺海膽實驗食住結果

, 雖有嗜食動物性餌料 , 但較植物性餌料
甚少量 , 而植物性餌料的海藻攝餌壘 , 以褐藻類的虎尾藻 (Sargassum 屬 ) ; 馬尾藻 (Sargassum 屬)

、揖目 (Ecklonia 屬) 等為最多 , 次為紅藻類的石花菜 (Gelidium 屬 ) , 綠藻類的石穿 (Ulva 屬〉的順

序 , 其量僅為搞藻類的地 -Pi 而已。

文攘日本川村一廣民調查北海道產的海膽胃內容物結果
, 發見海藻種類概有30 餘種。

因此 , 海藻已是海膽的重要餌料 , 其種類分布對于海膽成長極為密接 , 經調查本省海膽棲息區城所出

產之主要海藻名稱
, 產地如次 :

甲 : 藍藻類 :
1. 海電菜 :

學名 : Braneytrichia puoya (e .Ag.) Born et Flah

日名 :7 刁 : r 9

產地 : 遍產於各地 , 如讀鼻頭、大坡玲、鵝欒鼻、新港、大武、大旦、基陸、澎湖等地。生於高

潮線附近之岩 WI'
上。

乙 d 綠藻類 :
1. 石車 (Ulva. 7; 才 '11-) :

(1) 帶石奪 :

學名 : Ulva fasciata Del.

目名 : 9Jf-Y7;t�

產地 : 聽盤鼻、大里、基陸、澎湖。生於潮間帶岩面上。
(2) 網右尊 :

學名 : DIva reticulata Forsk
.日名 :7:7;t'11-

產地 : 頭變鼻、描鼻頭、澎湖。蒼生於馬尾藻或其他海 � 鞋上
.)

(3) 薄石尊

學名 : 薄石尊 : Ulvalactuca Le Jol.

日名 2 不詳

產地 : 遍產本省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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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穿孔石諱 :

學名 : DIva petusa KjeIJm.

H 名 :7 步 7;t-t

產地 : 產南部海潰、融島、華麗、澎湖等地。生於潮間帶下位的岩面上。
2. 石髮 (Entermorpha. 7 ;1- / 9) :

(1) 鸝石髮

學名 : Ent. intestinalis L.
fI 名 : 示 '/7; 才 / ')

產地 : 遍生各處 , 以 12 月至 4 月最盛。生於受外洋水的海岸岩上。

3. 線苔 (Chaetomorpha ﹒ V'::1-:;;r: 毛 )

(1) 林那線苔 (Ch� linum K\ 泌的

II 名 �: 本詳

產地 : 普遍產於各處。
(2) 大綠苔 :

學名 : Ch. crassa (Ag.) Kutz.

日名 :;t;/V' 且只老

產地 : 產蘭嶼及本島澎湖各處。在潮間帶或低潮總以下
, 蒼生於他海藻「馬尾藻 ) 上。

(3) 螺旋綠苔 :

學名 : Ch. spiralis Okam.

日名 ::7H? 三!..:;;r: 毛

產地 : 產於新港 ( 成功〉。在潮間帶下位或低潮線以下 , 蒼生於他海藻上。
4. 岩葛 (Caulerpa. 1 'J '/ 夕

) :

(1) 千子葛 :

學名 : C. racemosa Web. V. Bos.

日名 : 有�y;l9'/ 夕

產地 : 遍產本省各地 , 生於低潮線附近之岩石上。
5. 水松 (Codium. �) ν〉﹒

(1) 斜水松 :

學名 : C. intricatum 0 】eam.

日名 : 毛 y ν � ) ν

產地 : 產於值春、臺東、蘇澳、澎湖一帶。生於低潮釀以下的岩上。
(2) 直水松

學名 : C. tomentosun Stack.

日名 : 1 毛 -t � )1.1

產地 : 新港、值春等地 , 生於低潮糗附近岩礁上。
'

丙 : 搗藻類
1. 舌苔 :
學名 : Endarachne dinghamiae J. Ag.

日名 : .I 、λ / 9

產地 : 基隘、大里、三貂角、星島湖 , 各宋春初時繁生於潮間帶的岩聽上 , 5 月後帥不見 -

2. 馬尾藻 :

學名 : Sargassum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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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名 :/-::1 平 P 毛夕、 } 夕
,
毛夕、 7 ν只 T 毛夕等。

附諱 : 因本省種顯甚多 , 尚未全部研臉 , 正名。
產地 : 本島 , 澎湖等各地 , 生於 i勢,間 ;持下位至漸深帶岩石上。

了、紅藻類 :
1. 頭髮楚 :

學名 : Bangia fuscopurpure.; Lynr ﹒

日名夕 i/7/'/ 。

產地 : 野帥、澎湖等地 , 蒼生於高潮線附近岩土 , 接期為冬季。
2. 紫菜 :

學名 : Porphyra crispa�a Kjellm,

日名 :'Y 夕 i/7--</'/ 。

產地 : 本島、澎湖各地 , 叢生於向外悔的高潮線附近岩上。在冬春二期均有產出。
3. 海索麵 :

學名 : Nemalion pulvinatum Grun.

日名 : 夕 � 9 夕 ;1.:/0

產地 : 大里、華陸、綠島等地 , 以 10 月至 3 月間最多 , 生高潮線岩上。
4. 缸海英 :

學名 : Halymenia durvillaei V.
產地 : 蘭嶼、綠島、蘇澳、新港、生於漸深帶特上。

5. 龍鬍菜 (Gracilaria)

(1) 丫歧龍鬚 :

學名 : Gr. coron 叩 ifolia J. Ag.

俗名 : 鹿角菜 o

產地 : 貓鼻頭、犬坡縛一帶繁生。
(2) 細龍鬚 :

學名 : Gr. confervoides Grev.

自名 ::;t::f/!J

產地 : 高雄。蒼生於潮問帶秒泥地帶的岩 , 小石 : 只殼上。
6. 軟電車 :

學名 : Chondrus ocellatus Holmes f. Crispus

日名 :'Y/� 夕

俗名 : 鹿角菜。

產地 : 本省各地 , 生於潮間帶岩上。
7. 鹿角葉 :

學名 : Gloiopeltis furcata Post. et. Rtipr.

日名 : 7 夕口 7/ 夕

俗名 : 鹿角菜。

產地 : 基陸、入斗于一帶 , 生於潮間帶上部的一岩礁上 -
8; 騏嘴藥 :

,
學名 : Eucneuma.;serra J .Ag.
日名 : }7'�9:/� 刁

俗名 : 琉球賽。

O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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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相-4飛

產
地

: 遍產本省各處如基陸、恆春、蓋東、結島、花草等。生於 (時說�] 線附近岩上。
9. 雞冠菜 :

學名 : Meristotheca papulosa (Mont.) J. Ag.

日名 : I-"!;I- 力 -1 9

產地 : 基陸、蘭嶼。生於低潮線以下的岩上。
10. 捲毛菜 :

學名 : Asparagopsis sanfordiana Harv.

日名 : 力 �7-19

產地 : 高雄、琉球嶼。生於低潮線附近岩石上。
11. 鵰捕菜

學名 : Digenia' simplex Ag.

日名 :
"1"
夕 3

產地 : 綠島、蘭嶼、馬公、東抄島 , 生 ;股漸深帶岩土υ
12. 石花菜 :

學名 : Gelidium sp.

日名 : 丈二夕少 7 夕ν 4 可夕 jj 夕 :1 I-
"1"
夕 "!;I- 匕 :7 夕 �.

俗名 :大本小本小本鳳尾
產地: 本島北部及澎湖島 , 生於低潮線附近至漸深帶岩上。

13. 翼技菜 :

學名 : Pterocladia tenuis Okam.

日名 : 丈λ夕步

俗名 : 淺水。

產地 : 遍藍本省北部各處 , 生於潮間帶至漸深帶岩上。
接調查本省主要禪讓結果計藍藻類 1 種 , 線藻類 10 種 , 揖藻類 2 種 , 紅海類 14 誼。

一艘海藻生育地點 , 自海面上層至下屑 , 隨其深度 , 而有
分別以能藻、褐藻、紅藻之順序排行 , 即淺處綠藻為多 , 隨深
度之增加則搗藻也漸多 , 至深處多生育紅海類。如此開暸海藻
生育深度順序 , 同時知悉海膽嗜好海海食餌 , 因而可們定海臆
棲息海區及深度。

海藻生育多器 , 由季節、海流、氣饒、營養等因素時有變
遷 , 問時海臆亦有選擇食餌嗜好性 , 隨起海膽的棲息增減。所
以 , 海膽的餌料 I!D 海藻的質及量 , 能影響海膽成長 , 成熟、生
殖腺色澤 , 且對于加工海臆醬成晶晶質關係亦甚大。

因此 , 實際在海中生育的海藻 , 與海膽所嗜食的海痺 , 此
兩者的相互關係 , 今後應依時期別作調查研究之必要。
海膽棲息海底地形 , 接澎湖縣後寮揉取海膽漁民報告有如

, 國+六海潮帶區分次 :

al. 海底是平坦的情盤 , 並部分有淺溝地區
a2. 海底是平坦的岩盤 , 且有深溝 , 其溝內並有卵型右散在的地區
b. 海底是岩盤或蝶底 , 並有直徑 1O-20cm 多數卵型的地區

""
..

海底是岩盤 , 並有直徑 50cm 以上的移轉石 , 但無卵型石的地區
海鹿為砂碟底 , 但稍有卵型石的地區 ...

高潮線

-﹒ ---.---...
潮間帶

c.
d.

攝膽棲息 : 低密度。
海膽棲息 : 高密度。
海膽棲息 : 高密度。
海膽棲息 : 密度稍高﹒
海膽棲息 : 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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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此 , 就以海底雖是岩盤 , 應有多溝或有多卵型石及移轉石的地區為海膽高密度棲息海底地形。海底

地形與海膽棲息密度為下列順序 :

a2 地形>b 地形>c 地形>al 地形>d 地形。

制海膽生殖腺

海膽係臨雄異體 , 其肘雄在外觀上並無分別 , 生殖臨每個體有 5 個 , 未熟期時 , 由肉眼無法判別雌雄
, 如達成熟期 , 雄性精巢即分泌如乳的白色精子塊 , 雌性卵巢 , 即是橙色 , 各能由肉眼易于區別。但稍有

病態 ( 如營養不良〉者 , 便無法分別。
海臘的生殖腺色露 , 似由海膽種穎 , 環單而異 , 此原因均由於食餌所致。一般攝食綠藻類者 , 其生殖

腺量多 , 色澤亦佳良 , 其殼色亦旱線色者為多 , 如攝食禍藻類者 , 其生殖腺量少 , 色澤稍里帶搞色 , 其殼

色亦略星褐色。

海膽生殖臉色彰 , 不論攝食線藻或褐藻 , 其所含有機溶劑可溶性色素為葉線索 (Chlorophyll ) 、脂

黃素 (Corotenoid) 及水溶性色素的色素蛋白 ( Chromoprotein) , 經體肉消長概變成黃色或橙色 , 但

艾由福藻類所含黑桶色色素或餌料條件 ( 如食石灰藻〉致生殖腺發育不良等因素 , 一部份海膽甚至星摘色
, 其確實原因尚不明。將各種海藻類之主要色素根攘日本土屋蜻彥民研究結果列記如第二衰。如表所示 :

綠藻類主要色素以業結素一-ab (Chr 叫ophyll--ab) , {3 一一胡蘿葡素 ({3 一一Carotein) , 葉黃素 (

Xanthophyll) , 搗藻類以葉綠素 , {3 一一胡蘿葡素 , 藻黃素 (Fucoxanthin)
., 紅藻類以葉線素一 -a

' 。一一胡蘿葡索、葉黃素
, 藍藻類以葉綠素一-a 、 3 一一胡蘿葡、 Myxoxanthin Myxoxanthophlyl

、 C一 -Phycocyanin 等為多。

海膽生撞腺的內容變化峙目本川村一廣民研究分穎 , 就以卵、精子的發達狀態 , 可分別如下記 5

設 :
1. 產卵後悶復期
本時期的生殖腺在量上最小 , 僅開始發育的過程 , 沿在殼壁生殖腺上之酷雄性兩者 , 均有出現多數的

卵原細胞或精原細胞 , 但卵母細胞 ( 精母細胞〉甚少。由肉眼觀察未能分別雌雄。

本二各種吾泰類的主姿色素〈引用「水產化學 J J:. 屋請彥〉

' 台滑省 7J< 產試驗所試驗報告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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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R一一 Phycoerythrin @

業 R一 -Phycocyanin .一 O

蛋 C一一Phycoerythrin O

自 C一-Phycocyanin .
註 :8 主要色素 ,et 全色素的一半以下 ,0 少量 , 一無存在 , ? 存在提間 , ﹒定量不確實。

2. 成長期

生殖腺開始急速發育 , 由肉眼觀察尚未能分別雌雄 , 雌性者在殼璧周圍排行生出多數卵母細胞 , 雄性
者生出甚多精原細胞及精母細胞。

3. 成熟前期

生殖腺發達程度略達最大的時期 h 部雌性者星橙色 , 雄性者略星自黃色 , 但由肉眼觀察鑽乎能區別雌
雄 , 油性的卵細胞變大 , 而自殼壁脫離者漸增 , 雄性開始形成精子並移集中心部。
4. 成熟期
生殖腺成熟已達最大的時期 , 雌雄性別已有I 由肉眼觀察判別。部雌性者吉橙色 , 生殖腺體容易脫落 w

恰如溢出狀態 , 雄性者發乎變成白色 , 生出乳白狀精子。
5. 產卵期

卵、精子均放出體外 , 因此生殖腺急遠地變小﹒
海膽的產卵期就是生殖跟成熟期 , 業者稱為「溶解」妝態 , 供鮮食或加工不適用 , 因此 , 產卵期的長

趕不但對海膽的繁殖 , 在產業上頗屬重要。然產卵期與水溫有闕 , 則低韓度海臆較為早期約為 2 個月 , 高
緯度海膽較遲約為 4 個月 , 春砍二期產卵。
的海膽成長變化及資頓量

澎湖縣自沙鄉通梁、臺北縣澳底及野柳等海區 , 設定一定地點 , 每月一次〈農曆 1 日或 15 日 , 日開于
潮時期 ) 在同一地點攝取同一種海膽各20 個 , 說.tl 定海膽每個體的全重量 , 殼徑、殼高、生殖臨重量 , 食餌
、生殖臉色澤。同時並將海膽生殖腺各分別浸潰保存液〈苦味酸、福麻林、醋酸混合液 ) , 連同捌定衰寄
岡研究室以利被鏡鑑定性別及成熟度 , 並于整理統計地區別 , 種類別 , 月別的生殖腺指數 , 肥滿度 , 殼高
殼徑比等。結果如第十七、十入、十九、二十、二十一圖 ;

1. 自題刺、紅鐘刺海膽的地區及月別生長變化

澎湖地區 ,
自 11 月 -1 月其個體重量均有 100g 及 140g 糗二群 , 生殖腺重量有 8g 及14g 糗二群 ,

生殖腺指數為 0.5- '0.7 、此期間相當於所謂海臆成長期或成熟前期。自 2 月 -4 月均成長達 180g 線左

右 , 生殖腺重量在 8 g-14g 繞 , 生殖膜指數為 0.5- 0.8 , 此期間相當於成熟前期﹒自 5 月 -6 月海脂

個體重量竟達 200g 組以上 , 生殖腺重量急劇增加在20g 糗左右 , 生殖腺指數為 1.0- 1.3, 此期間相當

於成熟期。但至 7 月 -8 月其個體重量均低落於 140g- 160g 蹺 , 生殖總重量亦低落於 10g-12g 麓 , 生
殖線指數為 1.0- 0.7, 此期間似係產卵期。 9 月 -11 月個體重量為 130g- 1909 線 , 生殖腺重量在 14

g-20g 線 , 生殖腺指數為 1.5- 1.2, 此期間似因壯齡群海臆之產卵期 , 或係部分幼齡群海膽成長竟達
成長期 , 因此期間 , 該地區的海膽棲息 , 變成援雜難能判定。

臺北縣野棚地區 ,
自 6 月 -8 月其海膽個體重量竟達 120g- 150g 糗 , 生殖腺重量急劇增加至 18g

漲 , 生殖腺指數為 O.!J- 1.3, 惟野柳地區的海膽個體重量及生殖腺重量 , 雖較澎湖地區略小 , 但其生殖
腺已連相當於成熟期。至於肥滿度野柳地區為 0.6- 0.7, 較與澎湖地區的 0.6- 0.9 , 野柳地區海臆略
為小型。殼高殼徑比 , 野柳地區為 1.50-1.63, 較真澎湖地區的 1. 62- 1.82 , 雖然兩者問一種類 , 在形態
上澎湖地區的海臟較為扁平而大型。其臨雄比率各平均約為10 對 8 。

因此 , 根接上述結果 , 澎湖縣通聽地區 5 月 -6 月的白、紅鐘刺海膽生殖腺指數為 1.0- 1.3, 蓋北



縣野柳地區 6 月 -8 月的生殖腺指數為 0.8- 1.3, 此期閩南者均顯示增大
, 而可認該地區各自 5 月 -6

月及 6 月 -8 月均為加工原料最適宜揉取時期。
2. 黑粗 W-J 海膽的地區別及月別生長變化

澳底地區 ,
自 5 月起至 8 月的海＼全的叫川盆

'"

x,...

膽個體重量達 70g-90� 線
, 生枷 b 可以有; 值 }

暈暈為 8.5g-11. 旬 , 生殖臨指數 200. 34

為 1.0-"1.4' 野柳地區
, 自 6 月 ~

7 月的海膽個體重量60g-80g 腺 , 生
殖腺重量為 4 g 6 g , 生殖腺指數
為 0.6- 0.8 。因此

, 該兩區的黑粗
制海膽生殖腺最大量僅及澎湖地區白

、缸短刺海膽的最大量生殖腺之弱或

咒 , 在科用價值上徵小。
3. 諸槽粗 W-J 海膽月別生長變化

野柳地區措槽粗刺海膽 , 6 月 ~
7 月的最高個體重量為 48g--S4g 攏

, 生殖腺重量為 3g 線左右 , 生殖臨
指數為 0.6 附近線

, 此海臆除骨骸供
觀賞外 , 其他刺用價值徵小。

根據海膽踩捕者 , 時常提及事 ,
就在同一魚場地區 , 海膽經捕採後不
久 , 漸次復原分佈相當量的海膽新資
源 , 但補克此海膽資醋 , 自何處來 ,
為何來此地 , 其理由極為奧妙 , 至今
尚未查明 , 但位可如次推察 ; 凡在生

物界 , 具有勢力群者 , 佔攝食糧豐富
的場所棲息 , 皮之 , 弱小群者 , 自然
難免棲息於食糧缺乏的偏僻場所 , 若
此等海膽具有勢力群者 , 經被捕獲而
成空虛場所 , 該等海臆弱小群者 , 自
都接揖所移動至此享受生活 , 因此 ,
海膽在同一漁場地區 , 桓取不盡之理

1叫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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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別個體重量組成 月別生殖腺重量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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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之亡3 澎湖地區白鐘制海膽主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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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別生殖腺重量組成月別個體重量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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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地區紅鐘刺海膽主長變化圖十七之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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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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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腺重量
.×﹒

( 平均值 J(:J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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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紅鐘刺海膽月別生長變化〈野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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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十八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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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別個體重量組成 月別生殖腺盡量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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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三丸1 二四、力。量生重量旬 , 生 1U1If�i1lJii
(g)

( 平均值占

科海膽生殖腺凍結

因臺灣海膽踩捕加工 , 散處各偏
僻觀村 , 時值炎熱夏季 , 其酷酵酷醬
加堪量為10 克 , 以及加 15% 酒精量為

防丘變敗 , 但難能完全肪血其變色變
敗。為期海膽生殖腺四季均能供給加

工 , 特實施海膽生殖腺凍結保存法 ,
於民國 58 年 (1969) 8 月 5 日將澎湖

縣白抄鄉後寮產海膽作如次處理 ;

原料 ( 在後寮沿岸揉取仍活蒼的

自短刺、紅種刺梅膽 , 如第二十
二園〉一一開殼 f 以尖銳鐵斤 2

支 , 自海膽肛門部插入用力拉開
成二斤殼 , 如第二十三圍及第二
十四聞) 一說幣 ( 漫3-4% 墟水

中 , 說去腸砂污物 , 如第二十五
圖) 一一摘取生殖朦 ( 用海匙括

取) 一一選別 ( 用手指取除黑腸

筋及雜物 , 如第二十六間 ) 一一

滴水 ( 約15 分鐘 ) 一一加保存料

( Sodium 吋ho 晶的 2
加

一一裝匣 ( 1 磅裝的有蓋把製便

當匣 ' 自漁獲處理後、至此凍結
前時間約 4-5 小時 ) 一凍結 (

放入馬公鎮澎湖區漁會冷凍廠 -
43 �e 凍結室凍結 12 小時〉一空

運 ( 裝於「普利龍」防熱箱空運

高雄 , 其經過時間約 4 小時 ) 一

冷藏 ( 放入一 20oe 冷凍庫脖藏〉。

如此 , 經過 5 個月期間常聽後
,

其生殖腺色澤、形態並無由凍結氧化

及組織崩壤現象 , ( 如第二十八聞 ) 。其成分經分析結果 : 水分 73.01% ' 組脂質 5.06� 右 , 粗蛋白質 14.

44% ' 粗灰分 2.27% 仍與新鮮者無甚差異。接民國59 年 (1970) 10 月 , 日本田中和失民研究報告 ; 市販

新鮮海膽生殖腺 , 如單以一 2soe 凍結後 , 並于一 20oe .It5' 藏 3 個月後
; 引起凍結氧化 , 組織晶壤為甚 , 已

失去商品價值。查田中氏試驗所用海膽生殖腺原料係東京魚市場服賣的
, 踩取後三日以內之所謂新鮮者 ,

並以一25 � e 施行凍結後 , 財藏試驗 , 考其海膽生殖腺原料雖有冷卸 , 但鮮度已經過 1-3 天 , 其生殖腺
卵巢展可能開始崩壤 , 並僅以一25 � c 溫度凍結 , 難能維持卵巢膜完全。惟筆者所實驗者 , 海膽生殖腺揉取
後至凍結經過時間僅為 4-5 小時 , 其凍結溫度為一徊。 c' 因此 , 兩者旭然不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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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重量 (g) 生殖腺重量 (g)

1ZJ5.
7 O. 3.5

伺海膽醬加工

生鮮海膽生殖腺或凍結海

、 , 均值 )
膽生殖腺 , 經凍結後依照

常法如次加工海臆醬 :

. 、

＼;// 、
＼＼ .

滴水 ( 或解凍 ) 一一撤精60.3.0

so. 2.5 製嬴 ( 炒墟 ) 10% 一一加

保存料 (b 肯石 0.2% ' 砂
40.2.0 糖 0.23 右 , 酒精若干 , 並

3 O. 1.5
調節 PH 為 6.0

) 一一接

瓶一一酸酵熟成 ( 常溫25

20. 1.0 -32 � c 低溫 15 � c) 。

如此所製海膽醬經過 6 個
10. 0_5

月期間釀酵成熟後 , 較日本製
a o. 海膽醬

, 其食昧、香氣均無遺
色 , 並無異狀聽酵現象 , ( 如

2.0
生殖腺指數 第二十九聞) 。但其色澤為洩

黃色較與鮮橙色不同。站為現

1.5
瞭日本製海膽醬與本省製海膽

1.0 醬成分差異 , 極分析結果 , 如

.一- -戶﹒一間, 因 第三表 :

0_5 註 : 色素劑的被查方法

o.
, 將用一保毛線以極薄曹連液
煮煮洗淨後 , 再浸潰於同少許

肥精度、殼高殼徑比
水稀釋之海膽醬中並煮沸之

,

0.7 1.7 . .���/'
＼'-.

然後取出毛線用水沖洗後觀察0.8 1.8
, 如果毛線已接染色 , 即為使

4 月 6 7 9

用人工化學色素劑之證。

攘上記分析結果 , 關於海0.6 1.6
(59 年〉 5 8 10

圈二+ 一 緒槽私剝 i海膽月別主長變化

〈對柳地區〉

脂醬色澤均無使用人工化學色

素劑 , 其色澤比較仍甚差 , 趣

查因與本省原料海臆的種類 ,

樓息地、食餌 ( 主為海藻種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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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三 海膽贊成份比較

口
日口 名 17Jc 51 ω

|
堪分ω

!

PH 素

70-75 無會化學色
素劑澎湖外銷品璿藏海膽醬 ( 半製晶〉 8-11

日本製品梅膽醬 58-63 8-10 6.2- 6.4\ 橙 色 ",
--, 一一一一一

本分所試驗製品海膽醬 60-65 8-9 6.0- 6.2i 淡黃色

7.0 一叫賣

f"
一一一一一

生鮮海膽生殖腺 ( 澎湖後寮產 , 民國59.6) 73-75 色

色素 ) 等原來因素似有關係 , 現極力追求研究外 , 另以動植物性天然色素加以著色試驗 , 此種措施無並抵
觸衛生蝶件 , 現正在自動植物性夫然物研究抽出提煉Carotemid 色素而添加使用。

查海膽醬加工前處理方法 , 在澎湖實施者有 :
1. 三層式撤墟法 :

將精選海膽生殖服排於數有自粗布的竹簣籃上 , 並撤佈相當于 10 克精製摳 , 其上面再敷自粗布並排海
膽生殖腺及撤墟 , 如此壘成三層 , 並用電扇吹風 , 使其墟藏脫水乾燥 ( 如第二十七園 ) 。如此處理海膽生

殖臨可脫水至含水量 60 克 , 墟分含量約為 11% 左右。

2. 二層式撤堪法 :

依照上述三層式方法壘成三種。如此處理海膽生殖腺可脫水至含水量50 克 , 墟分含量約為12% 左右。

雖然本二層式與前記三層式撤堪法對堪分浸透、脫水、乾燥迅速有裁 , 但需器具甚多 , 佔加工廠面積大 ,

據作頌雜 , 臉一家踩用外 , 未接普遍接用。
3. 撤堪加酒精混合法 ( 文稱「本海膽 J 法 )

將精選海膽生殖腺放置於竹簣籃上略于滴水 , 裝入數有塑膠袋的20 公斤裝鐵皮罐內 , 添加相當于 10 克

精製瓊及 15% 酒精于以混合攪拌
, 封蓋裝木框就待外銷 , 此法現在澎湖均被普通揉用。如此處理海膽生殖

腺經加15% 酒精 , 其生殖腺卵黃液與水份立刻成乳化 , 恰如經過脫水成漿液狀態 , 其實水分並無脫去 , 經
分析結果 ; 其水分含量均 -80 克之間 , 端分含量約為 8-11% 左右。因含水分量過多 , 屢遭輸入國退貨。
4. 乾燥脫水法 :

‘將精選海膽生殖腺排於數有白布的竹簣籃上 , 撤加 10% ; 精製墟及15% 酒精
, 放置陰涼處或用電扇吹

乾。因此法佔加工地面積大 4 必需在屋外實施 , 難免閱有蒼蠅附若干擾。
5. 濃溫水浸透收縮法
本法係筆者考案推廣揉用之法 , 將精選海膽生殖腺投入20-30; 右濃堪 7Jc 中 , 並到保存料 0.2 克檸據酸

浸潰 1-2 小時 , 使其鹽分迅速地浸透生殖腺組織內部 , 同時可使海膽生殖腺脫水收縮而形成現粒狀 , 如
此處理海臆生殖腺可說水至含 7Jc 量60 克 , 鹽分含量約為10 克左右 , 困此法 3 難免稍有生殖腺搖動流失之缺

點。且如能集中冷凍廠加工時加冰冷詞 , 而保持鹽水溫度 8 -10
�C 以肉 , 可能防止此缺點。

查日本國內已於民國 59 年 (1970) 8 月 4 將海膽醬〈蝶雲丹、粒鑒丹〉製品制定日本農林規格 (

JAS) , 特級品規定水分含量 60 克以下 , 普級品規定水份含量 65 克以下 ( 各包含酒精在內 ) 。因此 , 我圈
外銷海膽醬製法應需改草外 , 同時實施出口樟驗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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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海膽原料

圖=+.=. 海膽的開殼

圖=+ 盟 剖開的海膽及生殖腺

圈=+3i. 海膽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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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十六 海膽生殖腺精選

/'

圖= 十七 海膽生殖腺三層式撤鹽脫7]( 法

圖=+ λ 海膽生殖腺色影

圓=+ 丸 海膽醬製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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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接調查結果 , 本省產主要海膽有 7 種 , 、均屬正形類。
份本省產主要食用海藻計藍藻類 I 種 , 綠藻類10 種 , 搗藻類 2 種 , 缸藻類14 種 , 此嘍荐額為海臨的主

要餌料 , 且各藻類均含有主要色素 J3-Carotene
, 而由海膽體內消化管消長積蓄 , 生殖腺概贊成黃色或橙

色。因此 , 實標在海中生育的海藻 ' 與海膽所嗜食的海藻 ' 此兩者之互相關係
, 今後應有依時期作個別調

查研究之必要。

開海膽係甜雄異體 , 其比率雖由地區別有差異 , 但平均比率約為 10 對 8 。

制根攘 f 個年闊的調查海膽生態結果 , 澎湖縣地區 5 月 -6 月的白、缸值刺海膽生殖腺指數為 1.0-
1.3 , 臺北縣野柳地區 6 月 -8 月的生殖腺指數為 0.8- 1.3, 此期間兩者生殖腺量均顯示增大至 20g 以

上 , 而可認定該地區各自 5- 6 月及 6- 8 月期間均為加工原料最適宜揉捕時期。

薑北縣野柳及澳底地區黑粗刺海膽生殖腺最大量僅及澎湖地區白、紅鎧刺海膽的最大生殖腺量之告或

u 而己 , 在利用價值上微小。艾野柳地區措槽粗刺海膽生殖腺最大量僅為 3g 糗左右 , 除骨骸供觀賞外 , 其

他利用價值徵小。

關因澎湖海膽踩捕加工 , 時值炎熱夏季 , 其生殖腺鮮度易低落 , 引起酪酵分解作用 , 形態崩壞而損失
收量。故應連送集中澎湖漁會冷療廠冷卸處理加工。

肉 f4!J 解後海膽生殖巢
, 應迅速投入冷濃鹽水中 , 此不但能保持其原來鮮麗 Carotenoid 色素 , 同時可

使海膽生殖腺脫 =* 收縮而形成塊和狀。

制根攘分析結果 , 海膽醬 f 半製品 )
=* 份應脫 =* 減低至 60% 以下為佳 .在品質保持上不可缺少的重要

帶施條件。

的關於海膽色澤 1J 面 , 因與本省原料的種額、棲息地區、食餌 ( 主為海海種類色素 ) 等原來因素有闕

, 應再繼讀研究。

�J.; 、

石呵豆、結

辭

本調查試驗奉水產試驗所鄧所長 :k 土、賴分所長永頤指導與鼓勵 , 並蒙臺灣大學漁業生物研究所章投
鼠逸修、澎湖縣政府奧謀畏齡 , 澎湖水產學校朱主任耀槳、澎湖漁會拱股畏皆興、但春漁會郭慣上幹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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