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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台酒的重要經濟貝頰 , 其肉質柔軟、味美三從不生食之歐美月族對之亦頗
為欣賞 , 甚且有海牛乳之稽。其分佈甚廣 , 陰兩極國外各地均有發現。其種類全世界知者約有百餘種

, 惟在本省所見最普遍的為 Os.trea (Crassostrea ) gigas 乙種 , 為最有經濟價值之養殖種類。

自 IJ

。

接衛 : 吐蠣的年產量每年都在增加 , 至 1978 年年產已達一萬八千公噸之多 , 價值高達 13 億 6
千多萬元吟 , 佔報業生產之第 11 位 2) , 其養殖面積亦佔本省養殖面積之第三位 , 並佔淺海養殖面積的
的茲2) ;

況且近年來由於遠洋漁業因受世界各國 200 涅盤濟海域設限關係 , 洩海養殖相對的受到重現
: 叉由於垂下式 , 漂海養殖的成功 , 今後吐蠣的產量勢必繼續增加 ; 因此可想而知牡蠣今後在水產業
所佔地位的重要。

吐蠣為生長於沿海的內髓 ,
河川的入口。由於沿河川人口的集中 , 耕地的程遠 , 河川已被污水等

污染 , 尤其下雨時陸地上的污物及土壤等被沖流至養殖海域 , 因此海水就免不了破污染了。而社螞是
由總葉吸入大量海 2f( 營呼吸作用 , 同時由體葉捕集攝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及其他微小粒子 , 因 1比受生
長海域影響很大 ; 而說們吃釷蜻是吃其肉賣卸包括了內臟全部 , 如此生食了不潔海域生產的牡蠣便容
易傳架到消化系統的傳染病 , 諸如儷寒、霍亂、赤廟、肝漿等。因此歡三三諸國便很早就施行吐蠣的衛
生管理法 , 例如美國對講場及生產品有以下規定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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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i i �:- 區熾為有污水等直接流入 , 且嚴重污染者 , 又 100 ml 中大腸菌群MPN 在 700 以上的海城
O 其只知的採取、販賣一概禁止。

手可i瓦城 : 億下水及其他污染物無流入的海域且大腸菌群MPN 在 70 以下的海城。

制版區蛾 ; 為介於許可區城與禁止區域中闊的海域 , MPN 介於 70 以上 , 700 以下的場所。

文規定巴剝殼釷蠣 100 g 的MPN 要在 230 以下才得肢賣 , 此外於處理場、容器、社蠣的處理 ,

作業人民等都有嚴格的衛生標車。至於我 w;,j 目前也已制定了生食用蛀蠣的衛生標單。 ' 島。規定總生菌
哦在 5XI04 個 / 公克以下 , 大腸菌 h 征啊 230 個 /100 g 以下。與美日標準相同。

樣王果行等 5) 調查台灣社蠣之細菌數在每公克 9.1 X103 至 7.4 X 107 之間 , 如以生食為標車
則有75% 之牡蠣不適於生食 , 同時也貝類體中之細菌數及大腸菌群數{直對斷 , 台酒淺海貝類養殖場已
受到細南某種程度之污染 , 因此以目前狀況而言 , 台竭市飯之吐蠣 , 實在不宜生食。所以為了衛生上
的安全 , 則實施淨化實為主主要的手段。
安川氏的以前疾菌嚴重污染的社蠣施以漂白紛 1

'"

500- ppm 加入海水中 , 在 20 �C 祖.IJ其細菌之生

存期間 , 可知加入漂白粉立即有妓 , 但要完全誠菌不易辦到 , 加入 5O0ppm , 30 小時以後仍然有生菌

存在。但據經驗以氯劑直接對社蠣作用 , 則會降低牡蠣的生活力 , 因此要得到良好的淨化成績很難 7)

。又一般污染貝類的淨化法尚有如下幾種 :
付自然淨化法 : 即將被污染的吐蠣在極清淨的海域經一定期間的蓄蠱 , 吐蠣有自然淨化的自掙作用

, 如日本遠山民 8)9) 以實際上不存在的高度人為污染之牡蠣 , 移員直於神奈川縣金呎灣的清淨海域 , 於
夏季 7.5 日

, 冬季 15 日就能達完全淨化 , 叉 2 日的時間淨化 , 大腸菌數即可達 50 以下。

� 殺菌體之淨化法 ; 刺用殺菌燈殺死海水中之細菌以淨化牡蠣研舍之細菌。但紫外線無穿透力 , 只
能殺辦水中及空氣中之細菌 , 若水中浮游生物、雜質、有機物、鐵哥xFe 甘會影響穿透力 , 誠少棋菌放
果。她法有佐藤民之流水式淨化裝置

10) 旬 , 熙、射過之海 j( 從 2K 面垂直流下 , 污物由底部排出 , 這種裝
置淨化能力每-m3 可淨化 300

'"

400 個牡蠣 , C 連殼 20N30kg ),10 小時後可淨化至MPN 230 以下。

尚有一種循環式的淨化裝置 , 淨化糟約旦m3 C 6 X 3 X 0.7 ) , 每日作 5000 個吐蠣之淨化。此設備

利用 6 支 15W 紫外線殺菌燈管照射 30
'"

40 秒 , 每小時可殺菌 4.5 噸之海水。

日臭氧發生器之淨化方法 : 利用臭氧發生器發生臭氧送入淨化槽棋菌 , 但 03 濃度要保持 20 ppm

M 上才有教果 6) 。

陳茂松、吳Mi 衡 ll} 曾利用經紫外線照射處理之無商海水如將牡蠣淨化 6 小時 , 再以含 25 ppm 有

放氯之情掙海水 ,淨化 2 小時 , 則可將釷蠣每公克舍生菌數 1.9 X 106 個降至 240 個而每 100 公克含
Cliform MPN 2.8X 105 降至 23, 大腸菌 C E. Coli) 由每佰公克 9.3 X 104 降為陰性反應 ,

可說具有相當良好的淨化教果 , 然國設備費較高 , 且無法大量處理 , 叉囡鑑於目前紫外線處理設備的
改良 , 紫外線海水殺菌機的改進 , 海水由殺菌機瞬間殺菌 , 其處理的容量每小時能由 0.5 噸至 300 噸
12 站立大量處理 , 而解決了高設備費及無法大量處理的缺點 , 因此進行太試驗。

材料與方法

-弋材料 :

l 淨化用吐蠣 : 採購自嘉義縣東石鄉及彰化縣芳苑鄉王功海埔地 ; 牡蠣由養殖場採取後不經剝殼於

生活狀態直接損回實驗室。

Z 紫外線海水殺菌機 : 為美國 Aqua fine 公司出品之 electronic liquid sterilizer

Model: PVCL-1" Capacity: 8 GPMC salt water) No. of IN lamps: 1

二毛組 ! 兩千金查方法 ;

If\( 出 Sample C 帶殼 ) , 將殼的表面以酒精棉消毒後 , 用棋菌器具除去殼 , 以誠菌容器探取 100

watts: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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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含貝汁 ) , 作為檢體 , 次將檢體移入誠菌 homogenizer 的杯中 , 加同量磷酸鰻衝液均質細碎 , 作
倡試料原液

, 次將試料原被 20ml 加 80 m) 磷酸輝衝液 , 做成 10 倍的稀釋液 , 再取 m 倍稀釋被適當稀釋
gzlO

-2, 10 -3, 10-4 倍等供試。

l 總生菌數 C Total plate count) 之測定 : 取上述各稀禪讓 0.1 ml , 塗佈於 Nutrient agar 培

養基上
, 以 3Q"C 培養 18

""'

24 小時 , 挑選菌落在 30'" 300 聞之二重血計算。

Z 大腸菌群 C Coli forms) MPN 之測定 : 取上述各稀釋液 1 ml, 接種於 5 支 BGLB

藹℃之恆溫2K 槽培養 24 小時讀 48 小時 , 由產生氣體的陽性管數 , 計算MPNo

1 太腸菌 ( E.Coli ) MPN 之測定 : 取上述各稀釋液 1 ml
' 接種於 5 支 E.C.

主恆溫 2K 槽培養 24 小時
, 由產生氣體的陽性管數計算MPN 。

三三群度潤l定方法 :
1 TTCC 2,3, 5 Triph�nyl tetrazolium chloride test) : 為測定吐蠣之鮮憂而實施本試驗 ,

舔依持永等
�5)
簡易迅速鮮度對定法。

Z pHft 直 : 取上述均質細碎之試料原液 }
利用 glass electrode pH meter 測其 pH 。

同仕蠣淨化裝置 : 本實驗淨化裝置如 Fig.l 海水由海中直接抽入實驗室 , 經過過讀流入 B 槽中 , 再由
B 槽 tl 帶浦打入 C 槽中脖存備用 , 待操作時海水便利用 2K 位差原理流經紫抖線海水殺菌機殼菌 , 如此
情淨海 2K 便直接流入淨化槽中行淨化試驗。 � 裝置簡單 , 所佔空間小 , 可加以大型化。

broth, 於

broth 於 44.5 �

C

sea water

B

A: filter
B:s 個 water tank 1.

c: 曾a water tank 2.

D:UV sea water sterilizer
E: purification tank

Fig.l The apparatus for this 也periment.

E;' 吐蠣淨化方法 :
自養殖場帶回之帶殼吐蠣 , 先將外殼附著之污泥以氫水充分洗淨後 , 湖定其總生菌數、大腸菌群

、大腸菌及pH 、 TTC test, 孟將其餘的裝於不錫鋼網龍中 , 置於淨化槽中淨化 , 淨化槽中則一面
進水, 一面排水 , 同時每隔一小時將淨化槽底部吐蠣所吐出之污物、砂土清除一次( 因木裝置係屬小型,
砂土無注自動排出 ) , 如是於第 1 3. 6. 9. 24. 小時各分別探樣一次 , 測其總生菌數 , 大腸菌群 , 大腸
菌及 PH 、 TTC tes t 等。

蛙蠣吐砂量之測定 :
自養殖場帶回之帶散址暉 , 先將外殼附著之污泥以氯 2K 充分說淨後 , 分別置入燒杯中 , 再將燒杯

故入禪化槽中淨化吐暉 , 令其吐砂 , 吐砂完畢取出攝杯 , 過種燒杯中之污泥並稱重 , 吐囑亦開殼稱其
肉畫, 算出其所吐出污泥之百分比。

結果與討論

l 費菌機殺菌妓東 7至與其他教菌方法的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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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試驗研用紫外龍海 2K 殼菌機型式巴如前述 , 其最大流量每分鐘 8 加侖 , 亦即其紫外線照射量約
達的 ,000 μ W sec/em2 其計算式如 Fig.2.1 月前示 :

j-- - --- m_--1 三日 --,.---

.. .

2. UV

w 16.5 W*

T 4 αz

r' 1. 27 em

J

〈

Fi g. 2. Formul a of cal(

一般細菌的死誠照射量約為 6000 到 13,000 μW

宵 , 其殺菌故果如 Table 1

* The available watt of 50W UV lamp

:ulation of U V dosage.

sec/i 臼12 , 因此殺菌機的殺菌敷果幾達百分之

14)
is about 16.5Wu.J

Table 1 The efficiency of U V sterilizer.

Flow RateC l/min) UV DosageC pw-sec/em 叮 Total Plate 臼 1月1t ReductionC%)

O 8.8 X 102

2.54 595780 O 100

5.46

32.76

277157 O

46190 1

100

99.99

* Water Temp. 27 "C

其次紫外融殺菌法與其他殺菌法比較時 , 紫外線殺菌有如下特徵 14): (1) 不改變水溫即能殺菌。 (2) 運轉

費用相當便宜。(3) 水中無藥品殘留問題。其與其他殺菌芳法比較如 Table 2. 0 藥品雖較紫外線殺菌設備

上要便宜 , 但根攘經驗以氯劑直接對牡蠣作用 , 則會降低吐蠣的生活力 , 因此要得到良好的淨化成積
很困難 7)1 吟 , 同時若以氯淨化海水後 , 再以還原劑中和如 Tab 古 ett 法 7) 則免不了須計算還原劑量之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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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tem Ultraviolet

The compari son of various steri lization

Heat Chemicals

Table 2.

=

-
Apparatus forVVater

Steri lization
UV steri I i zer

Steri lization 恥fethod Ultraviolet

St eri I iza tion Effect U V illuminance X
Retention time

Liquid Property U V -permeable
liquid

Residue No.

Trea 值lent Capad ty Several lmndred
tons/ hr.

Heat exchanger Reagent injection

Heat Chemicals ( chlorine)

Temp.X Retention
time

Reagent ∞nc. X conc.
retention time

Heat conductable
liquid

No. Yes.

Severa I ten tOlW'hr.

Running Cost 0.35 - 1 yen/ ton

About 7O-SOyen/5ton About 250yen/5ton

About 150yenlton .o\bout 1 yen/ton

Installation Cost

Operation Labor- saving

Cheaper than oth�rs

The change of
vapor quan ti ty
must be examined

frequent ly

Z 以紫外龍海水殺菌機殺菌海水之淨化教果 :
由於使用藥品淨化社蠣之缺點 , 以往陳茂松、吳純衡均等故以紫外韓照射法與藥晶法儕用雖可得

良好之淨化教果 , 惜不能大量處理為其缺點 , 因此 :<t: 試驗故以紫外線海 2f( 殺菌機行淨化試驗 , 於試驗
初期 , 所用的紫外線殺菌機 , 乃:<t: 圈製晶 ( 鴻吉、興業有限公司 , HC 2H 型 ) , 為適用於家庭自來水殺
菌用 , 不但型小且經使用於海水殺菌時 , 殺菌效果不良 , 更有生錯的現象。我們以每分鐘 4 公升的流

速測其殺菌效果時 , 海水生菌數由每公克 2.0 X 103 只能降至 2.7 X 102 , 而用之以行釷蠣的淨化
時 ,;u: 結果如 Table 3.

Table 3. The effect of U V

Immersion time(hr.) TPC per gram

steri lizer ( 鴻志HC 2H) treated sea water to purify ovster.

E.Coli(�N/100g)

O 5.2 X�O
6

4.8 X 106

4.0X105

6.2 X 103

1.1 X 104

1.3X104

1

3

6

9

24

Coli forms α征)N/100g)

3.5 X 105

9.2 X 105

7.0 X 104

7. 9 X 103

‘ 4.5 X 103

3.3 X 103

3.5 X 104

2.4X 104

4.9 X 103

200

< 1.8

< 1.8

也表 3 可知於淨化至 6 小時 , 雖可達生食標單 , 但隨淨化時間的增長 , 生菌數並未繼續下降 , 反而略
有提升 , 而大腸菌群則下降不明顯 , 因此淨化教果並不理想 , 遺可能為教菌棋不能完全智富之故。因
此在槍討後 , 故以美國 Aquafine 公司出品之紫外線海 2f( 殼菌機 ( PVCL-1 ) 行淨化試驗 , 其澤化教
果如 Table 4.



sea. water sterilizer CAquafine PVCL- 1) treated seaThe effect of U V

water to purify oyster.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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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C test

++
十+
++

pH

6.00

6.09

6.12

6.13

E. Coli
C MPN/100g)

4

4 . 0 X 103

3.1 X 103

150 ++
++6.16

6.10

< 1.8

< 1. g

Coliforms
CMPN/100g)

1.3 X 105

4.5 X 104

7.9 X 103

2.3 X 103

9.3 X 102

T.P.C. per gram

1.1 X 105

1.3X 106

7.9X 103

7.3 X 103

3 . 9 X 1 03

3.4X 102

Immertj on time

Chr)

O

1

3

6

9

++

* Sea water temp.: 22'C

於淨化前 , 我們以氯水洗淨吐蠣之外殼 , 但氯水並不能完全棋菌 , 因此於剛開始詢:化時 ,
�D 淨化第一

小時 , 生菌數有升高的現象 , 因此淨化前社蠣外殼的沖洗工作相當重要 , 經此步驟可縮鐘淨化時間及
無菌海式的用量。生菌數升高的現象於大量處理時 , 可能不會種生 , 因為 :本試驗係屬實驗室的小型操
作 , 水交換妓果不盡理想。我們每小時清理淨化槽底部污泥 ( 蛀騙研吐出者〉一次 1311 此道理 , 於太量
處理時即可無此缺點。由衰 4 知釷蠣於淨化第 6 小時後巳合乎生食標車 , 生菌數也每公克 1.1X10S

4
降至 7.3X1D 人大腸菌也從每公克 4.9 X 10 降至 150, 到第 9 小時後大腸菌呈陰性反應 , 淨化到

24 小時則近乎完全淨化。鮮處以 TIC test, pH 測定結果顯示鮮度沒有改變。文牡蠣淨化完成後殼

上所附若之細菌已被無菌海水所帶走 , 因此於剝殼時 , 更可降低由殼研帶來的污染。
1 吐蠣淨化吐砂之故果 ;

釷蠣人工淨化 , 有胡文蛤等貝類之吐砂效果 , 一般性蠣於探收接直接剝殼里的是達市場。如果不經
淨化 , 非但不過生食 , 就是熟食 , 亦常有咬到砂粒的感覺 , 因此有人說常吃蛙蠣易得結石 , 我們估且
不管這句話的真實性 , 但單就齒感上來講 , 即降低了許多。由 Table 5. 我們可知牡蠣責令一天半的時間

內所吐出之污物聾的多寡。

2024

during 1. 5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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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ample No. B/AC%)

8.28

5.49

3.29

0.1077

O. 0726

0.0542

1.3005

1.3223

1.649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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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重約 1.5 克之吐蠣 , 經 1.5 日之淨化所吐出之砂粒、雜質等 , 約佔肉重之 3-8%, 因此淨化後
可改善食用時的齒感自不待贅述。
4 蛻、文蛤等之淨化 :

本研曾調查有生食習慣的輯、文蛤〈以現蚓、壇丈蛤狀態供消費 ) , 發現其含菌數甚高 , 其中蛻
的含菌數更高達每公克 3.3 X 107 之多 , 另攘王果行 5) 等調查 , 謂台潛市肢的牡輝與文蛤 , 實不宜生
食。因此本計劃亦擬探討蛻典文蛤等之淨化臨件。其中蛻之淨化經多次試驗發現似乎不具淨化效果 ,
其生菌數 , 大腸菌經 24 小時淨化 , 仍無滅少的現象 , 是否混水貝類不具淨化教果 , 尚待進一步探討。
文以丈蛤行淨化試驗時 , 因為實驗中 , 沒有每隔一小時將淨化槽底部文蛤前排出之污物砂土清除 , 因
此其生菌數由 5.0 X104 淨化至第三小時降到 5.2 X 103 後 , 便維持在此附近 , 時或稍有升高 ,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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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繼續淨化。欲進一步試驗時 , 礙於本省西南貝類的大暈死亡 , 採樣不易 , 無法更進一部研究。

摘 要

l 紫外線海2K 殼菌磯的教菌妓果達 99 .99 � 后
, 其主要特徵為 :CD 不改變水溫 11m 能殺菌。 @運轉費

用相當便宜。@無藥品殘留問題。 @操作容易。

Z 在本試驗中利用紫外線海水殺菌機可於 6 小時內將吐蠣淨化至合乎生食標單
, 24 小時內達完全

?你。
1 吐蠣外殼於淨化後生菌數降低

, 剝殼時可瀛少由蚵殼所帶來的污染。
4. 吐蠣經淨化 , 右吐砂效果 , 可改善蚵肉品質 , 放心食用 , 不虞咬到砂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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