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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刀舌人工繁殖之研究

楊鴻禧﹒ T 雲源

Studies on the Ar,t if icial propaga t ion of the

Sinohovacula constricta ( Sangvinolaria

r"o8 t r α ta 8olander

Hong - Shii Yang and Yun - Yuan Tir 電

8. Larvae

Artif i ci al propagati on of the purpl e cl am ( Sangui nol ad a r,個 trata sol ander ) has

creating and resering the resource. The methods used as

I. Investigation of spawn season. 2. Selection of spawner. 3. Methods

spawning. 4. Observation the spawning behavior. 5. Artificial

hatching. 6. Observation the planktonic life. 7. Researching for

test. 10. Effect different salinity

Effect of acute change 0

。f induced

the effect of follows

fertilization and

of

rearing. 9. Growth

larvae. 11.

tre live organisms.

on theand diets

growt h

larvae.

There are

f sal ini ty on tolerance of

have results in this

to December,

3 � c to 4 � c can induced

paper.

the October and

The pawni ng

December are

season

is 6Ou and fertilized

the best

lIs

the

The

after

and hal f into two or

four hours

aft er

hatchi ng, the size

begai n

pass through twenty eight

of

to

hours

shel I af 卸d begain formation, forty ei$!ht

into D stage, the size length 102u, wide length 81.7u. height length Slu, 96 hours

the body length 117u, wide length 92u. The plantonic larvae pass turough 10

days after then into settle life, thebody size of length are 200uandwidth 100u.

The best sui tabl e algae "tor I arvae are I sochrysi sSp. and Chi 0

orthers are Spirulina and TetraseImis sp'. also have good effect on the settle larvae.

The suitable salinity trom8960 t044 純 , the best range of salinity from 20960 to 25 %0 .
Effect of hight and low salinity on the tolerance of larvae are 44 %0 and S 偏 .

the

stage

cells

the larvae

after

一

rell a the



124

言

本省無貝 ( Purple Clan ) 較有經濟價值者主要分為兩種 : 具一篇富士紫貝 Sanguinolar ia

rostrata ( Solander ) 俗稱尖嘴型。另一種為紫貝 ( Sanguinolaria adamsii (Reeve) 叉稱

Soletellina diphos ( LINNE) 俗稱潤嘴型。兩種叉共稱為西刀舌或西施貝。本研究種額為富士

紫貝
, 此貝體型星捕閱型 ; 上端峙尖 , 殼大型可長至 10 公分

, 稜價薄很特易被穗 , 兩殼 �I 符偏 ,
-,'IX

表 � 滑星煞色 , 外敏有為色之表皮 j餒 , 幽竄逞 , 但依幽弱 , 敘內套 l取有碟的問入。缺少翩條白色

放射線。

西刀舌棲息於沙層底下
, 一般悽息、保度由表層至 45 cm 深度

, 食性為自盡食植物性荐游生物。
主要分佈於日本本洲中部以商之潮棋下。台輯中南部西海岸及各主要河川河口。

西刀舌昧鮮美 , 含肉車高 , 由於貫源量有限市場均很少看到 , 只有在餐誼、飯店引為名餅。一
般市場都在中南部

, 胡北部市場打開則需求將日糟。目前時價一斤西刃舌為 260 元至 340 元不等。

根線台灣省農林區報業局民國七十一年之統計資料
, 台鴨年譯自刃舌 149 公噸

, 值 2735 萬元其中

沿澤魚業 47 公噸
, 養殖業 102 公噸。由此可知台脅之西刀舌 B 以養殖業為主。然由於種苗大量誠

少購買不易以致不能增加養殖面積, 產量不能增加 , 為了 (1) 解決養殖所需種商以發展此新興事業。

(2) 供應入工種苗以供放流增加資頓故研究人工繁殖西刀舌是期不容緩之事。

有關西刀舌之研究很少
, 本省研究西刃舌也不多 , 祇有郭河 ( 1934 ) 揚名久 ( ) 及何

雲 ( 1959 ) 等但祇限於生態調產及幼生生理生態之研究
, 對齡人工繁殖尚未有報告 , 因此本報告

針對西刃舌有關人工繁殖及養成之研究
, 提供研究結果供業者參考。進而提高台灣沿海水域西刀

舌之產量。

有可

材料與方法

-τ誘導方法 :
西刀舌人工繁殖之研究從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開始至七十三年六月止。在這實驗階段所使用誘

講古法大部份以溫度改撞來訪導為主
, 致於嚐試用其他方法如 Gonad extract HzOz .NaoH.

NH 4 oH 等也嚐試使用。

H 種貝之選擇 :
自彰化縣西刀舌養殖池選取體型 6--8 cm 之成熟種貝其生殖巢位於足基部兩側

, 成熟時

是飽滿狀、精、卵巢星乳白色
, 由於飽滿之生殖巢真是法以外觀來判別 , 只有以抽樣解剖之後來

對別種具之成熟性。

叫誘導設備之設計 :
實驗之裝置在各水伍中置有打氣一只

, 加熱管 250W 一吏 , 冷氣機等。

目誘海蔽之製取 :

1. 精卵巢抽出波 :
選取成熟鐘貝以解剖刀切下精巢及卵巢分別搗碎之後各加入取二C 海 7.K 充分攪伴 , 再以油紙

過總去除一些雜碎組織。

2

以一艘市售化學分析用之 HzOz NaoH 加入海水使 PH 值改變到 9-- 10

左右。

但) 排綺排卵之誘導 :
比較試驗上者誘導對種貝之誘導紋呆並記鼓排精排卵之比例。

32% 反 NH4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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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卵之收集、受精 :

西刀舌之卵係 j到沈性卵 , {II 沈 !海迪 j史才使啦 , 將卵收集之緣 ifl] 入 IJ,' II: 梢液 , 稍微攪伴 , 在水
溫 25

� C 鉤。 C 中的幾分鐘內部可完成受精過程 , 受完精之卵即可放入孵化桶中孵化。
(六)孵化及背-游 �1J 生的培育

受搞卵在孵化桶中需氧氣以行呼眼作用 ,
故必須打氣

, 唯前不肯太大 ,
否則受精卵容易破

燼。當細胞分裂至擔輪子之緩開始接動孵化 , 孵化之幼小是打向光悅 , 們不 '向讀 :tt 聚唉 , (AlII 七

繼續打氣是必要的
, 一方面增加氧氣 , 另一方面使不聚集 , 以肪缺氣。孵化之幼生約經過 24

小時之後費態成D 型期此期即可投入藻類。
{吋藻類之培養 :

黃色鞭毛藻及級報是二故貝最佳之藻類
, 因此末實驗以之飼養為主。藻賴先以純種在

盟中培養之後密度 101/ C.C 以上即可接種 5001 以大監培養 , 營養鹽見禪額培養之配方。
v\) 仔貝之飼養及管理

浮游幼生約經過 10 天以後開始就降以營底接生活 ,
待沈降之後

,
收集沈降仔貝移到 *外

地 , 池中舖有砂層 , 厚約 10 cm' 由於室外抽水易受太陽照射而使水溫提高 , 因此以黑色塑膠
網搭在抽上以肪水溫增高。投以線藻水或黃色鞭宅、潰, 水色濃度保持能見度在 30 cm 左右。

三毛急速鹽度改變對西刀舌幼生生活之影響

取正常生長之幼生貝放入 10 種不同鹽度之海水中 , 各 10 隻 ( 44 倫、 40 楠、 36 S店。、 32 楠
、 28 他、 24 楠、 2 。她、 16 偽、 12 楠、 8 站 ) 中﹒超過 72 小時之後槍查活存率。不同海水鹽

度以ATA GO Tanaka S - 100 折射體度計測伊拉。高鹽度海水以祖鹽溶解之後加入高濃度
鹽水以調高海水鹽慮。低鹽度之海� 以隔置一星期以土之自來水調配之。

三至不同鹽度對西刀舌幼生生長之影響

在不同盟度中 (44 偽、 40 楠、 36 騙、 32 站、 28 偽、 24 �i泊、 20�to 、 16 楠、 12 怖、

8%0) 醒過三天之鹽度馴化之後繼續活存之仔貝經過 2 個月之飼養之後詛Ij 量體型之長度及寬度 ,

以瞭解活仔率及成長率 , 粵找最適合之鹽度。體長及體寬之旅Ij 最是以解剖顯微鏡經過目鏡之翔度

與物鏡刻度使正之後淑II 單: 之。
悶不 |司餌料對幼生生長之量該書

由上之鹽度試驗中選取最迪生長鹽度純國 20 )福。 25 均以 5 種不 |司藻類 :CD 螺綻線 (Spiru-

lina ) @ 鯨藻 ( Chi orella sP.) @ 黃色續毛發 ( lsochrysis ) @ 矽藻 ( Chaetoceras sP.)( §)

綠綠 (Tetraselmis sp. ) 來飼養 , 分別測生長盛以轉成最適合之餌料。

結果與討論

-弋誘導還捕、產卵及仔貝之培育

西刀舌極貝務導方法如 i司其他貝類 , 九孔、文蛤等之誘單方式 , 以溫度改變方法來促使謹蜻
產卵。在這些誘導方式裡也噹試用 Gonad extract. HzOz. NaoH.NH.oH 等 , 但結果不住。
溫度改麗的方法應用在貝類是極重要的一因子 , 當然有些種類如丸子L 若以溫度加上紫外融照射海
永敏果比學用溫度來得好 ( 陳、傷 1979) , 文蛤產卵放采甜只有學一溫度 QI] 可 ( f君、丁 19 匈〉

由比如l 斷二故其對外界刺激反峰是以溫度改變為最重要因子。然而接受外界刺激皮蟬的程度某個
別性差異很大 , 如文蛤需 4-6 小時的時間大部份即可謹卵完畢而西刀舌需要 12 小時以上 , 其
反應產卵的時間卸很長 ,

但產卵比例卸很低 , 此問題值得深思。溫度改變之因于對西刀舌請導之
產卵雖然具有放果 ,

但誘導產卵比例卸很低因此今後對如何提高產卵比例之請海古法廳繼續加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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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刀舌報貝成熟季節可從 6 月五 12 月有律,照蜓的滿之成熟椅貝 , 但以 10 - 11 月份為
盛期。尖嘴型種貝及國嘴型種貝成熟期稍有不悶 , 但撮 6 月份至 12 月份所傲的調查及探卵之結

果對新 , 尖嘴型西刀舌 6 月份之種貝生殖巢雖然飽滿 , 但稿子及卵子尚未形成 , 同樣月份園嘴型
西刀舌具有成熟生殖巢 , 同時也可成功誘導產精 ffi 卵。由此記錄並不衰示圓嘴型西刀舌在六月就
有全熟性之成熟種貝 , 根攏揉按本得知 ,

在六月份並不是都有成熟精貝 , 由此可知成熟種貝興池
子躍揖之條件布很大關係 , 池子不同住抗 ([ 跟他滿芹� �'11 很大 . ;收費驗和 6 月份及 10 月份將成 J)} 誘滑

產卵 , 加上對季節性之種貝做一探樣調查發現圓嘴型西刀舌一年中具有兩個生殖期。一個在六月
至七月 , 另一在 10 - 11 月份 , 而尖嘴型西刀舌一年中只有在 10 - 11 月份才具有生殖能力。

西刀舌性別鯨法從外觀來對別 ,
必需解剖梭瘋生殖巢才能飼斷。成熟母貝精巢及卵巢皆學內

色飽滿臉。產卵時精卵由出水管噴出水中。西刀舌為雄雌異體 ,
行體外受精、卵為說性卵 , 無端于

性。

剛排出之卵一端略尖星捕圓型狀 , 如抽于形狀 , 當吸水後星圓型。卵膜與冊資很靠近 , 無膠
質層 , 卵徑約 60 μ

( 照片 1 ) 卵自受精後經過 30 分鐘種體出現 . 1 小時 30 分分裂至 2 細胞或

Plate 1

照片 1 未受精卵卵徑 60 μ

untortilized egg egg diameter 60 μ

4 細胞 ( 照片 2 ) . 4 小時分裂星桑梅朗 ( 蟬片 4 ) . 22 小時分裂星擔哺于朗 ( 照片 5 ) .此
期體長篇 71.4 μ . 28 小時變態至切期故面于期 ( 照片 6 ) .此期貝殼腺開始形成 , 的小時變
態為D 型期 ( 照片 7") 及 ( 照片 8 ) .此期長 102 μ寬 81.7 μ , 厚度 51 μ . 96 小時之後體

長 117 μ
,
寬 92 μ浮游幼生約經過 10 日浮游朗之後閱始進入沈降期

, 此時的體長約 200 μ

, 體寬 100 戶 . ( 照片 10 ) 進入底層之後閱始潛入沙層表層 , 以後則隨其生長 , 潛沙越躁。
孵化之幼生有向光性

, 因此孵化之後給于適量打氣是必要的 , 一方面可防止浮游幼生聚集 ,

另一方面可增加供給足夠的氧氣以行代謝作用。靜游兩天之後即可投于藻類 , 藻類必讀事先培育
, 培育之藻類以黃色微毛藻 ( I sochr ys is SP .及 Chlorella SP.) 餌料數果較佳。

浮游幼生密度以每 2-5 c.c 隻為理想 ,水溫 25
� 訕。C. 鹽度 15 %0- 25 均為最適合 . PH



127

照片 2

Plate 2

二細胞期及四細胞期

2 ce lis 個d 4 cells

照片 3
. Plate 3

32 且 64 細胞朋

32 cells and 64 cells.

值 7.9-- 8.1 。待碎游期終止 , 故集沈 i峰之幼生放至預備好請有沙眉之池子上 , 飼育幼生廳預肪
海類發生 , 否則底線鹿董幼生將使幼生發生窒息而死亡。

二三急速鹽度改聽對西刀舌的幼生活存率之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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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4

照片 4 桑權期

卸forula stage

照片 5 輸搶手期

Plate 5Trachophore stage

10 種不同鹽度之海水經過 72 小時之後
, 幼生全部活荐 , 顧示西刀舌對鹽度容忍住很高 , 但對長

期高低鹽度封無法容忍。當鹽度降至。她時則發生死亡
, 鹽度高至到他則無法生存。尖嘴型商

刀舌對鹽度之容忍能力有偏向低鹽度之傾向
, 而圈 l獨型西刀舌則較偏向較高體度之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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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初期投面子期

Plate 6 Early .Vel iger stage

照片 7
. Plate 7

攝食後之後期被面子期

Late'Veliger

三笑不同鹽度對西刀舌幼生生長之影響

由實驗數線 ( 表 1 ) 可知尖嘴型西刀舌最佳生長鹽度在 2。她�28 漏
, 由圍 1 可看出尖 i嘴臉

了拉住成長暉度之外 , 偏向低鹽皮之成長盛較高於高鹽 1宜之成長量 , 由此可姐尖嘴型較儡向較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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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8

照片 8 捍游敏面子期
Floating Veliger stage ( 側面〉

照片 9 浮游敏面子期 ( 正面〉

Plate 9 F loath1g Vel iger

之半淡鹹水中 , 然而聞嘴型雖然最佳成長盟度是在 20 -- 25 %0
( 陳自 83 ).

,

海水中 , 由天然產之生存區域性也可君出有以下的兩種傾向 :

叫尖嘴型生長於河口內部之半淡鹹水中。

但卸偏向車; 高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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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

Pia te 10

底棲生活之幼生

Settle life ot larvae

The

10 種不同鹽度對西刃舌幼苗成長之影響

effect of 10 different salinities influenced the larvae

表 1

grouth of purple claxn.

E.N. : Ex 戶 rience number S.N. : Survival number B.L.:
Begin experience b αly length E. L. : ENd experience body

length G .A. : Growth amount G. P. : Growth percentage

S. P. : Survival percentage

E.N. S.N.
B.L

(m. 風〉

E.L.
( m. m.)

G.A.
(m. m.)

G.P.
(%)

10 5.47 6.-53- 1.06 10.65

10 5.63 3.05 30.59 8.68

10 9 9.44 3.89 38.95.55

10 10 11.25 59.35.32 5.93

10 6.27 13..30 7.03 70.310

10 10 5.67 7.12 71. 212.79

10 10 6.35 73.513.70 7.35

10 10 6.12 61.25.95 .12.07

10 10 11. 00 60.54.95 6.05

10 10 10.67 5.53 55.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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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同鹽度對西刀舌幼苗成長之影醬

The effect of di fference sal inities
.

influenced the larvaeFig.l

grow th of 俱uple clam.

叫圓 l嘴型商刀舌卸在台潛西南沿岸抄層中成長。這些沿岸海水鹽度較高。

悶不同餌料對幼生生長之影響

由表 2 及圖 2 得知五種餌科中最佳餌料為黃色鞭毛藻
, 二個月中成長 11.38 mm

, 成長比例為

3.63 ' 其次為鯨藻種
( Chlorellasp. ) , 成長量為 8.57 ' 成長比側 2. 駒 , 第三種為螺旋藻 ,

成長量為 5.1 m m
, 成長比例 2.08 ' 第四為 Tetrasellmissp. 最差者為矽藻種

, 前四種餌料;幼

生之活存率皆為 100% ' 唯有矽 1美之活存率為零
, 由此可知西刀舌對矽線種的婦食均無法吸收。電

在大量藻類培養中
, 黃色草屋毛線較難控制隱定的培養 , 因此雖然西刀舌對黃色鞭毛藻有最佳之攝

食及眼收
, 但無法體定拱睡時料是最大缺點。線 t黨種雖然比黃色微毛藻成長

,最差
, 但仍優於其他

三種以及線漆種較易培養
, 因此在養殖上以線藻水來飼育較為可行。

結論興建懿

西刀舌在本省資源逐漸擴少
, 由於該種鎖在貝類中亦屬有經濟價值之種類 , 因此市場價椅也較

局賞
, 目前時價每斤 260 元 / 斤不響

, 一般在餐廳中才有的東西 , 可見資源並不很盟富 , 因此針對

該項目之人工繁殖探討質有必要。

養殖西刀舌較為簡單
, 餌料生吻可配合養魚用水來飼育西刀舌 , 因此在養殖上可節省一筆很大

的飯料費用
, 同時西刀舌之成長也相當快速 , 由平均 2 公分放養經過六個月養殖可達成長最 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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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絕不同禪額對 jJg 刀舌幼前成長之妓果

Table 2 The effect of 5 different algaes for the growth oflarvae of

purple clam.

E.N. : Experience number S.N. . Survival number B. L.

Begin experience body length E. L. : End experience body

length G. A. Growth amount G. P. : Growth percentage

S. P. : Survi val percentage

B.L. E.L. G.A. S.
E.N. S.N.

(m.m.) ( m.m.) ( m.m)
G.p.

(%)

S 10 10 4.71 9.81 5.10 2.08 100

c. 10 10 4.53 13.1 8.57 2.89 100

I . 10 10 4.32 15.7 11.38 3.63 100

Ch. 10 O 4.05 O 。 O O

T. 10 10 4.42 7.15 2.73 1.6 100

s. : Spirul ina C. : Chlorelle sp. I. : I sochrys is CH. : Chaetoceros sp.

T. : TetIBselmis sp.

的體型
, 捕獲來約為 70 % 。

滋調查養殖戶實際收支以供參考 :

放聲體型平均 1.8 cm 約每公斤 5>0 -- 600 粒
, 放聲總數 95.0 ∞粒

, 每粒 2.57 已 。故挂一分

地。

種苗成本費 2.5 元 / 粒 x 95.000 粒 = 237.500 元

收成率 70 % X 95.000 粒 = 66. 自O 粒

皈成體長 6 -- 8 cm 約 30 粒/ 斤 , 的 .5 ∞粒÷泊粒 / 斤 = 2.216 斤

每斤溫邊價格 260 元/ 斤 X 2.216 斤 = 576.160 元

不計人工費用 ( 共淨利 ) 576.160 元一 237.500 元 = 338.660 元

摘 要

本計量 1研究目地在探討如何以人工促使黨卵、孵化及前背之生殖方式使n 源之創造及維護恃能
達到預期之成果。研究方法分為 (1) 生殖期之調盡 2) 選種 (3) 種貝誘導產綺盧卵方式之探討(4) 產卵行為

之撮
,
崇 (5) 採卵、授精及孵化 (6) 浮游幼生生活行為之觀寮 (7) 餌科生物之探討及培育

, (8) 幼生培育(9) 成

長試驗ω i矗度及餌料對成長之影響仙急速鹽度改費及最高最值鹽度之耐性試驗。其研究結果如下 :

弋西刀舌 ( 尖嘴型〉之生殖期自 9 月份開始至 12 月份為止以 10 及 11 月份為盛期。

之完成熟種貝利用溫度改龔方式可達 I是卵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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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越不同線組對凶刀舌幼苗成長之欽采

The effect of 5 different algaes for the growth of larvae

of purple clam.

三頁剛排出之未受精卵略成柚子型 , 峽水後揖成圓型 , 卵徑 60 μ
, 在極鐘時間內授梢 , 約 30 分鏡

後極體出現 . 1 小時 30 分後分裂至 2 細胞武 4 細胞 . 4 小時後分裂至桑權朋 22 小時後分裂

至擔輪子期 , 此期體長為 71.4 μ開始樟游。

同浮游幼生經過 28 小時後變態為初期投面子期 ,
此期貝殼 j攘開始形成 . 48 小時後變態為 D 型期

, 此期長為 102 μ寬 81. 7 μ
, 厚度 51 μ . 96 小時之後體長 117 戶 , 寬 92 μ

, 浮游幼生經過
10 日詩游之後開始沈陣營底怯生活 , 此期體長別 0 It .位寬 100 μ。

主主飼料生初以 Isochrysis sp. 及 Chlorella sp. 較適合 , 其次 spiruli 咽
,
再其次為 Tetras-

elmis 最差 {f 為矽親如 Chaetoceras sp.

六潛沙之幼生適合生長於盟 J宣 8%0 至 44 侃 , 其中以 20% 。至 25 地最佳。

有幼生對鹽度急速改麗最高容忍度可達 44%0' 最低 5 克。。

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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