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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螺繁殖與養殖可能性研究

主 麗 莉

Studies on the Propag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Babylonia formosae

Li-Li Wong

Sea snail, Babylonia formosae is the highly demanded shellfish of economical

value in Taiwan. This report studies the technique of its artificial propagation and

culture with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procedure of mass production of sea snail can be carried out indoors or ou “⋯
s.

There should have a shelter for outdoors system to protect the larvae from sunshine

during the summer.-

experiment. Matured sea snails lay eggs in capsules onto the inner wall or outer

wall of the tube with the ratio of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is 1 : 1. 45 and the

mortality ies on the two surfaces are 63. 1特 and the 12.05% respectively.

3. The optimum range specifi 已 grav,ity of water is 1.022-1. 026 specific

between 1.014" and 1.026 would be acceptable.

gravity

前 曹

台灣四面環海
, 處於陸地資菁、日漸匿乏的今天 , 海祥對我們的生存益形重要 , 如何充分利用海洋

皇宮的蘊藏
, 便是吾人當今努力的方向 , 文寶島地狹人眾 , 開發新興的生產事業利樂民生 , 則文是刻

不容麗之事
, 為保護還漸桔桶的天然資棍 , 並為水產業另闢一路計 , 鳳螺繁殖的可行性與技衡的探尋

, 勢在必行。
鳳螺、屬於軟體動物門

, 腹足綱、新腹足自 Baccinidae 科、學名為Babylcnia fcrmasae.
一

艘棲息於20-36m 之 it 海砂混底之水域
, 外形顯位蝸牛、殼高約 S.lcm ﹒殼帽約 3.26cm ﹒殺為淡黃

與祖然相間成不規則斜紋
, 分布於台灣南部 , 宜蘭沿海亦有漁獲﹒叮性喜酒於砂±中 , 食魚鮮碎層 , 左空.

命力強
, 龍耐不良的環鐘 , 餵飼管理易 , 無市場價格很好 , 讀此間組擻 , 盛漁期每公斤百來元左右〈

夏、秋〉﹒訣季卸高到三百元之上〈冬 ) .是一種養殖投資條件相當好的對象 , 將來可與海水養殖混

聲並發展加工專業
, 開拓外錯 , 其利潤優厚 , 前途不小 , 有待吾聲望學獻更多之心力。本丈乃鳳螺人工

繁殖拉術及養成之心得
, 以供養殖業者參考﹒

材料與芳注

1. Ci) 本試驗始於 1979 年 9 月 5 日
, 自安平漁市場購得般畏 5.Zcm .殼幅約 3. 24cm 之種螺 108 個

, 闊天清晨放聲於長 4m 寬 1.6m 高 0.86m 之室外水混池
, 放養 ]j( 溫質 28.S0C' 池內韓紅砂 5cm' 經

多次 ]j( 蹺
, 池肉脖入清灣海水 . 7 分楠 .]j( 僅以 O. 2mm X 0.2mm: 網因之浮游生物網過濾。種螺每

日投餵過量之下雛魚﹒

(ii) ]j( 池四壁垂用 20 個跟那管 4 乃遍現塑牌浪板裁成長20cm .直徑 5- 6cm 之區管
, 使垂於

池底並價制 45 度﹒以利雌螺進入產卵
, 叉開時於池底平放20 個操卵管

, 以賈比較﹒
(HD 稚螺餌料以五鑽頓去殼剝肉 , 放入果汁機打碎 , 並用潛水誰去其黏漿波 , 適量投餵﹒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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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佈
, 每日投值二次 , 清晨抽換部分池水並眼是殘自 t� 後投蝕 , 傍晚一次則投以少量拇肉 , 靚殘餌多寒

而斟酌其量
, 其餘蝦肉脖入冰箱。

(iv) 聽餌處理 , 稚螺飼於室內 20£ 之玻璃水缸
, 欲保持良仔的水質 , 可利用打氣管裝設簡單而定

置之小型流水式換水系統
, 因蝦肉易腐 , 而鳳螺必食生鮮肉峙。簡單的流水式換水於早晨進行 , 每日

換水 20-36 分鐘
, 使流動的水流帶動細徽的殘餌漂浮水中

, 以小管虹眼排出 , 稚螺因已附著底層 , 故

只要水流交換強度適中或稍小
, 又換水時水壓不驟然改變 , 並不對稚螺造成傷害 , 此換 7.K 法最應注意

水流之控制j 得當﹒

2. 溫度與產卵試驗
(D 試驗至于對照組一室溫 , 試驗組水溫控制為20.C. 24 � C. 28.C . 32.C .各組選雌雄螺 10 對

,

放聲於 24£ 之相膠桶內
, 投以適當蝦肉 , 每日記錄水溫 , 試驗目的乃為瞭解在一特定溫度長期適應下

之種螺於非繁殖季裡是否仍能有產卵之現象。

(m 於菩盤水溫 20.C 之同時 , 以加溫器 {吏水溫增至30.C. 而後冷卸至原來水溫 , 軍竄三次 , 欲

知是否能刺激產卵。

3. 堪度對大小螺之活存與適應
(D 堪度 hk- 海水比重來接作

, 卦 8 組
, 比重為 1.000 ( 淡水 ) 1.006. 1.010' 1.014. 1.018

. 1.022. 1.0 鉤 . 1.030. 當時室內 7.K 溫平均21.C. 換算得堪度分別為 2. 毒品 . 10.3 此 . 15.6 品
'

20.9 鈍 .26.1 品 . 31. 5 品 .36.7 此 . 42� 串戶每組放聲殼長 4.93m. 殼幅 3.17em 之大螺10 隻 ' 殼長 2.53

em ﹒殼中高 1.78em 之小螺10 隻 ' 坡度兩天調整
, 高堪度以海水加粗堪配製成 , 試驗進行兩星期﹒

(m 取比重 LOg. 1.G18. 1.022. 1.026. 1.036. 之海水 , 其繼度換算為 22.7 品 . 28 %J

. 33.35.%, ﹒ 38.7 品 . 43.9 月品 , 放聲殼長 2. 31em . 2. 67em 及殼幅 1. 54em . 1. 82em 大小二顆螺各主O

聾 , 欲明暸比重不同對大小螺之成長有何影響並印證上問活存之結果。
4. 稚蝶、生長調查
於 1980 年 1 月一 5 月在安平購買鳳螺﹒由每月摸得之鳳螺體形與其大小螺出現情形列為記錄

, 雖
調查時間不長﹒扔可略聽得其在自然生態環讀之成長狀混﹒此工作若能繼續

, 將有益於來自養殖業者

市場利潤之尋求。

結 果

1.9 月 5 日購同之種螺 ' 其中雄性的聾
, 雌性 45 隻﹒於鼓聲次日陸續產卵

, 喜爬於水平面壁上產卵
, 此時費留意注水以免水面上之卵囊乾死﹒卵為灰黑色 , 球形 , 卵徑 0.52-0. 57mm .平均約每 17 個

卵包含於一個透明膠賞之卵囊裡﹒卵囊排成長列
, 每一雌螺之卵囊產量不定 , 觀其成熟與個別差異狀

況而定
, 多則上百個 , 少則數十個 , 且常在某處產數十個字後艾轉住他處繼續生產 , 組略得知平均每

一雌螺於一次產卵中可在71 個卵囊 , 而在一個交配季裡﹒同一雄螺能做多少次的交配與產卵 , 目前尚

為不知。

將 9 月 6 日 -9 月 18 日地壁上之卵囊於清晨小心移於室外橘色 290£ 塑膠桶
,
內舖 5em 細砂﹒計

有2674 卵囊
, 符其孵化 , 當時水溫28.3.C ﹒比重同原水池海水

, 三天能卵囊全部壞死變自濁 , 此法違

告放棄﹒

懿卵管於 9 月 21 日開始裝置
, 於池壁垂吊 20 個園膏 , 使與池監星傾斜間。便利雖螺隱蔽產卵 , 並

同時平故20 個園管於池 |喔 , 供比較操卵之用。揉卵管裝置後 , 鳳螺散見少部分產卵於水面池壁 , 檢靚

每一管則喜獲大量的成列卵囊產於其正 , 但水泥壁之最下層約 5-10em 處
, 仍見層層相疊的卵囊連

成透明略星白色的一片 , 約佔總產量 4 成之強
, 雌螺有聚集於某處卵之傾向 , 往往可以發現其卵黨成

堆聲合多睛
, 此足以影響其內層溶氧供應孵化所需 , 使卵麗多見白濁壞死 , 有礙孵化。

雄皇軍喜於平滑乾淨之物體上產卵﹒故園管上之卵實數相當多
, 其申文以垂帝式的園管踩卵妓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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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大部分的卵囊皆產在垂吊之管上

, 僅少數零散產於平放式之園管。
管內與管外之卵囊踩收比率為 40.8%/59.2'; .ι��� 45. 接多次估計

, 取入室內之揖卵管孵化率

為 67.11 路
, 死亡率 32.89� 右

, 管外卵囊壞死率為 12.05 克
, 而管內之壞死率竟高達 63.1% .此數攘

乃由孵化完畢之室
, 死卵囊數求得。

因產卵時間不同
, 陸續將踩卵管取入室內孵化 , 依孵化時間不同分四組餵飼﹒附著種仔數抽樣估

得 , 以每 1cm2 中平均個數計算如下 :
20£ 之 }j( 缸其底面積爵的O. 的 cm2

Table 1 Nunler of Larvae in the Different Time of Hatching

The Time of Hatching Number of Larvae / 20£

A

B

C

D

10.12-10.15 12 x 490. 63 = 5888

10.25-10.28 15 x 490.63 耳 7359

14 x 490. 63=6869

11 x 490. 63 = 5397

11.3 -11.6
11.11-11.14

Table 2 : the Size and Number of Larvae in Three Different Stages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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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vae
Survived

on the
10th Day

Number of Number of
Survived Survived

on the on the
20th Day 30th Day

length-width length-width length-width

1. Imm-; 1. 41mm- 1. 75mm-

0.89mm 1. 03mm 1. 35mm

2785 2260 1896

1. 34mm- 1. 64mrn-
4 品。 3900 1891

1. 15mm-

0.92mm

0.98rnm-

O.80mm

1. 03mm-

0.85mrn

O. 98mm 1. 24mm

1. 30mm-

0.97mm
。 O2923

1.36mm- 1. 68mm-
1782 14 叩 1036

1. 03mm 1. 27mrn

附註 :@ 於 11 月 18 目有一強烈寒流過墳
, 稚螺意外損失極大 , 遂開始裝設加溫器 , 使水溫鰻種加至

25
� C 稚螺部分漸漸復甦。

@C 缸中於 11 月 20 日因加溫器故障 .}j( 溫失去控制
, 清晨檢眼 , 無一倖免 , 全部罹難。

C 缸所測之20 日齡成長數據
, 實為18 日齡。

2. 溫度與產卵試驗
試驗胎於 2 月 7 日 , 隔夫M見 20

� C 者有一僻伊在水面處產下是個卵囊 , 文於 24
�

C 補中見壁上

有48 個卵囊探卵管中有 16 個卵囊
, 第 19 天仍於 24

� C 桶增加 23 個卵囊
, 如圍 1 .試驗期間 . 32

�

C 組於

第 10 . 11 . 12 芙共死 8 聾
, 對照組因水溫太低 , 常有投餌不食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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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墟度對大小螺之活存與成畏試數
(1) 活存與適應

也梅、市場構問之鳳螺先蓄養於普通海水一週' 穩定其狀視
,
後取放聲中之健康種嘿 , 殼長 5.12cm

f的商 �. 31cm
'
的恆 ,

艾購岡之小螺殼長 2. 39cm 投幅 1.66cm ' 的惘
, 以瞬間改變梅度 ,

各 10 雙
, 放入

8 組不岡比重淡游水中 , 實驗階段水溫平均約 210 C
' 其結果如妾

, 淡水純之鳳 �W 隨即急促分泌白色

半透明黏液 , 並全部將身體縮入殼裡﹒ 3- 4小時後屯部死亡 ; 比重 1. 006 ' 1. 010 t 1. 014
'

1.018 四

組於第 2 天投餌皆不食 , 可能極度之驟然變化 , 其體內窮於調節 �1i1 適應 , 無法攝食 , 1. 006 組於第2 夫

fie 部死亡 , 而 1. 010
'

1. 014 組雖有少數照不移動 ,
m. 仍見部分螺依常態般吸附於底層

, 伸偎著長水管

(dat.)

Water temperature.2.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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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無異樣 , 1. 018 組具大多吸附底層並四處移動
, 小螺各於第 3' 5天亮一雙 , 1. 022 者於第 5 天

死一隻小螺 ' 並於第 8 天在池壁上產生了卵囊33 個 , 乃活力最盛之一組 , 喜爬於壁上 , 攝食正常 , 此

組之比重最接近平日放聲之海水
, 1. 026 組正常無殘餌

, 亦爬於壁上﹒無死亡 , 1. O:W 組不動
, 螺體倒

置仰臥
, 無殘餌 , 但於第 2 天死 1 小螺﹒第 3 天再死 2 隻小螺﹒試驗進行 2 個星期

, 活存狀混見妾 ,

第 6 天起便無死亡發生
, 螺對其生活水城堪度之適應漸入佳境。

The Adaptation and Survival Rate for Two Kinds of Size of Sea Snail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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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稚螺成畏調查
囡礙於調查時間極麓

, 無法割出更詳盡之成長曲總園 ,
僅就 1 月至 5 月間由市場採間在漁獲中較

具代表型 , 師所佔出現比率較吾吾者 , 做以下記錄 , 從其成長曲線的發展中 , 可以租略的推翻到今年夏
秋季產卵孵出之稚仔

, 於隔年之夏秋季可達上市體型 , 並將可能成熟交配 , 雖未來的及從組織學土家
得其生物最小型 , 但多次調查中說鳳螺的外生殖器官之發育情形 , 觀察知 , 殼長 3. 1-3. 6em 之鳳螺有

趨於成熟之可能﹒

符得體型如下 :
1 月 2. 02em x 1. 41em

2 月 2. 33em x 1. 57em

3 月 2. 65em x 1. 85em

4 月 2. 86em x 1. 97em

5 月 3.10cm x2.12em

612

30

E

20
冉
冉

dVMW
自
@

」

10 I'

一一

。-。
)Ir--«.

Length of she1l
\\'idth of shell

2 3 4 5 (month)

4. 世le growth of small snail-;Fig.

討 論

的大量繁殖 :
(1) 室內孵化育苗一

@室外揖卵

試驗用探卵乃自製直徑 5- 6em ﹒長20em 之透明塑膠浪板圓智
, 也估計得管內 / 管外之探卵

率為 1/1. 45 ' 知鳳輯之對產卵物體的選擇
, 乃在物體之附著安全性 , 潔淨度上 , 女管內卵囊因溶氧交

換較↑壘
,
供給不易

, 易流於自謂壞死 , 而管外卵囊孵化率可達 87.95% ; 雖螺喜聚於向一處產下堆疊

多層的卵囊
, 有害孵化期氧氣之供應 , 故解決之道 , 乃增加卵囊附著空間 ,

增設閩管
, 另外 , 可於他

壁四周以小井之浪桓覆於他壁
, 完全取代水泥壁 , 必可將雌螺所產之卵全取入室內 ( 外 ) 大量繁殖

,

對提高稚仔的數量 t .f干狀踩卵有其必要性。

平故園管於底層之踩卵量少
, 因底層水質較差 , 打氣使水流聽筒L細砂雜質飛落管上

, 造成不潔之

苗 , 卵蠹不易附著 , 故平放管不宜多。
@孵化與會苗

間管在浮游幼生的將孵化前取入室內
, 其成功孵化率可達於九~ 十成

, 而若於產卵後愈早將踩

卵管取入室內
, 則其孵化率將受各種因素之影嚮而大戚 , 卵變白酒死亡增多 , 損失很大。室外、孵化乃

惜重其原先生態環攬孵化稚仔
, 其活存孵化情形大大好於直接將踩得卵取入室內孵化看 , 因在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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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裡 ' 時l於範間犬
, g::. 態變異小

, 而試驗室之孵化環境小 , 故往往生態蜂件變化極大 , 使卵實不糢負

荷而死
, 其中以溫度、帥、水流等之可能變化最大 , 其影嚮也最重要。

-
揖卵管之移敢者當於清晨

, 讀非常留心 , 切切使其受到太多之第1] 紋
, 車門外水溫應調和一致 , 間

為卵囊之移動太大
, 木祖差大 , 孵化通常不易成功。

@餌料
,此次主要以蝦肉為餌料

, 由初期至育戲 , 成長情形比較各類動植物前料混合試驗 ( 季
, 1979)

之結果還好
, 而專一性的使用某種飼料 , 日久可能使稚仔營養需求缺乏與不平衡 , 是否應與他類生餌

混合投餵 ' 留待 R� 是追查。唯生問易腐臭
, 水質之保持與殘何處理愈見其重要。

@殘餌處理如前述。

@10 日齡之稚仔有爬出水面之特性主常不知返問水域而乾亮
, 其損央目有所見 , 此時可加大打氣

, 但以不造成大水流傷害到稚仔為限。
@故養

室內培養之稚仔可於 2- 3個月放聲大蹈
, 若欲混蓋其他水產生物 , 切恩典肉食的蟹或魚為伍

, 鳳螺稚仔易受殘害。
(均室外繁殖

@孵化地
理想孵化池如下 , 畏度隨意 ,

寬 1- 2m ,�. 池高 O. Sm' 舖細砂 3- Sem '
為操作芳便起見。

孵化池必讀有遮陽設備 , 既肪血夏季水溫太高 , 並減少池壁中褐色藻繁生 , 有碟稚仔攝食與生存。為

肪血乾亮
, 應在四周壁上抽設塑膠管 (1 堅 '%r

x 2. O� 說 x4M 久
, 每 Sem 鑽一小孔

, 鎮日徵徵注水
, 潤濕池壁 , 並每 2- .3hr 巡視拖壁 , 取水將壁1三小螺送入池裡

, 減少損失。
將大池中之採卵管移於孵化池 , 於水溫25.C-30.C 時 , 約1S-21 天即可孵化幼生﹒

室外孵化池之殘餌處理仍暫以流水式換水。

由衷 2, 知大量死亡發生於浮游期即將結束 , 面盤退化消失 , 幼生是否能靈活運用腹足行附蟬生
活之時。文因浮游期很妞

, 其幼生是否攝食與其攝食方式未明 , 若能明白其營養需求而供給其適當浮

游生物餌料
, 當有助於增加勃生的活力並安全渡過變態期達附著階段。

價飼密度試驗未傲
, 業者可自行斟酌。

亡3 堪度與活存、成長
自試驗結果知

, 成熟之種螺對進度之適應性強 , 並能忍受驟然堪度改變 , 自 1S.6% 至42% 間之堪度

裡 , 大螺並無死亡發生 , 而在淡水一 3- 4小時郎宮 , 10.3 品中則延至第 2 天三字死。小螺之活存率便有

明顯之變化 , 於混度 10. 3.9fu 以下之 ;1}( 域小螺之活存為零 , 15.6 月品-42% 之間之活存率以 36.7 品最好
,

次為 31. S 月品
, 於試驗第 6 天起死亡不復見

, 可知其己慢慢適應各種不同堪度而不致死亡。

男取海水比重 1.014'1.018'1.022'1.0 訝
, 1. 030 S 組 , 當時平均* 溫26.S.C ﹒換算堪度為 22. 7

品 , 28%, ﹒ 33. 3S.�
'

38.7 鈍 , 43.9 此 , 結果知鳳螺在此5組瞬間變化之堪度內能適應良好
, 無死亡 ,

試驗目的為求知其堪度之不同對生長之影嚮有何差異
, 以供海水養殖開發之參考 , 然時間忽促 , 無法

得到詳實結果殊為可惜
, 僅就簡單分析侮知 i 小螺 2. 31em-1. 54em 之成長以比重 1. 022

( 堪度33.35

月品) 最好 , 其次為 1,026 (38.7 呢。 ) 1,014 (22. 7%0) , 1,018 (28%0) ; 最差為 1,030 (43.9%0) ; 大

螺2.67 em -1. 82em 之成長速度不如小螺快
, 以 1,026 (38.7%0) 最好

, 次為1,018 '
1,014 , 1,022 而

以 1,030 最差。

放風螺之養殖 , 於海水比重 1,014 ( 堆度 22.1 站。 ) -],030 (43.9%0) 不死 , 但成長以比重 1,022 (

也度 33. 35%0) 至 1,026 (38.7%0) 最仔‘但在 1,014-1,026 之海水皆可養殖。
此類試驗盼以後加強。

目鳳螺的生活史簡圖

安配 1- 2夫數小時- 1 夫卵→扭輪子-被面于→附著
L 一25.C-30.C, 的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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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鳳螺乃台灣寶貴的經濟貝額之一
, 為保護天然的資源並為水產業另尋一路計 , 鳳螺之大量繁殖之

可行性與控街之揉尋具有重大之意義﹒

1. 大量繁痕工作可放室外及室內進行﹒室外賓於孵化地設遮陽裝置
,
防 11: 夏季水混太高有礙稚仔孵

化 , 並減少池中搞色藻維生嚴重的損害稚仔飼育工作。
2. 以透明摺膠浪板製成小片 flil 直徑 5- 6cm 長20cm 之間管垂吊於種螺放聲池壁

, 以跟得多量的卵

囊 , 送至孵化池孵化並有成。
3. 雅仔之飼料暫以五鬚蝦肉去妞 , 果汁機打碎 , 說去和i 漿

, 直接拌水均句投餵稚仔 , 其營養高 , 成

長率高於其他浮游生物之教果。

4. 殘餌以定置流水式換水 , 適當的水流帶動殘餌涼動池中 , 再以小管於池水中吸走殘餌 , 既不因水

壓改變而傷害稚仔
, 又保持本質良好。

5.10 日齡稚仔易爬出水面乾花 ? 必讀於四周池壁加設明膠管 , 每 5cm 鑽小孔
, 徵徵注水 , 揖潤池

壁 , 並每 2- 3hr 檢觀池壁
, 水洗送爬出稚仔岡水中 , 以減少損央。

6. 比重於 1.022-1,026 海水之成長良好
,
但在 1.014-1. 026 郎可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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