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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資源研究

11. 本寫文給研究的回顧與展草

巫文隆﹒到秀于

中央研究說動物研究所

關重建訝: í.密封綱瓏的抖，文的惱。

Key words: Bivalvia-Veneridae ,Merer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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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 1月與吳1985 ; 

1971 ;于1973) ;沿海與

197犯， 1976 ;會等 197這:說 1973 ' 

1974 ;費ß1975 ;鄭與正的76)

蓄積(賴 19游6 ;賴間期 198是鄭

1975 ;鄭等1973 :鄭等197，4 ;供等1982)

，然而其他有關生殖平飾，

司! 人T繁殖系就'

，導致大量畸形，

，以t脅力Ll

，分類，生態，

，棲息、環境等方麗的研究報告，皆唱

詞在或缺乏 O 戚與對(1 987) 已經建

分鎮的缸子

，以

有所的益。

時對(198的也完

今日在玉立生種生態研究。

閑文蛤族;草
二、分鄉地{立

少

1931), Habe(l977) , 

t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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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Yield of percentage of aquacu1ture and natural production of Meretrix spp. from 1953 to 1986 in Taiwan. 

Phylum: Mollusca 

Family: Veneridae 

Genus: Meretrix 

大型，左右等殼，形狀近似三角形 O 殼厚、

殼表平滑有光澤，有成長輪，大多數有放

射帶斑紋 O 殼頂向前傾斜，小月面Ounule)

及楣紋面î(escutcheon)不明顯:韌帶Oig

ment)位於殼外部後方:有三個主齒(car

dinal teeth) ，前側齒( anterior lateral 

teeth)發達，套線彎入(pallial sinus)淺。腹

Class: Bivalvia 

Order: Veneroida 

Genus Meretrix特徵為:殼從小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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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內面早白色， O 前後鶴教肌大

略問影，出入水管(exhalant and inhalant 

siphons)在騁的基部搬到脅。

三五、華灣埔區文翰的種語

有下到三三篇:

卜) Kuroda(19是1)提出聲灣的 Meretrix屬

有3種 O 分別是M. petechia峙 ， M. 

lamα rckii以及M. lyrata 0 

1 . M. pefechialis(Lamarck)分布於

O 

2. M. lamarckii Deshayes 分布於淡

水、 O 

3. M. lyrata(Sowerby)分布於混水、

平及台商。

(二)掌[~(196是)措出本省的文蛤麗在5種 O 分別

M. lùsoria, M. formosa侃 114.

lamarckii, M. ρetechialis及M.lyrata o

1 . M. lusoria(1至δding)按布於榮當沿

?少灘。

2. M. formosana(Sowerby)分布於基

盤、台南、諾維等地。

3. M. lamarckii Deshayes分布於沿海

干潮線以下激漫之處 O

是 . M. petechialis(Lamarc划分布於淡

水、臆諧、高雄及向山等地。

5. M. lyrata(Sowerby)分布於滾水、安

。

亡三)Wu(1 980b)指出Meretrix屬，

。分別是M. meretri.玄， M. lyra的， M.

lamarckii, M. petechialis以及M.lusor-

za 0 

1 .M. meretrix (Linnaeus) 投砂泥

質樺樹帶至20公尺j棠，分布於淡水、

鹿港、 、高機及東j慧。

2. M. lyrata(Sowerb抖擻卑、於砂總賞，

潮悶帶至水深20公尺處，分部於談

水、安zf豆、台商、 O 

3. M. lamarckii Deshayes蟬，皂、於砂質

期間帶盜水漂泊公尺墟，分布於台花

淡水、蘇澳、安平、台?有、颺港及東

港 O

4. M. petechíalis(Lamarck)機息於

泥質i聽懦營至水深20余尺，分布於台

北淡水、鹿梅、台ri<J、 。

5. M. lusoria恨δding)綴形略是三角

，腹梅、鈍髓，殼上有二線黨褐粗放

/辭書為本種特徵。

影及既紋變化在皇大 O 自妞，套

線彎入明顯，餃蠱板的主由發達，懿

側鹼明顯，能側輛不明顯。

泥質

，潮問帶豆豆水深20位尺的臨城均

可發現。均與較喜在半淡輯水的河口

高，分布於峽水、唐港、嘉義、台商、

高雄及東權 O

樣據 Linnaeus 1758 '波音巨與小蕾

1970 , 197趴在晨1976 ;法部與伊草草197日;

在uroda 1941; Wu1980b以及命名的雙先

，可笑日盧灣的文章台囑，應該有

M. lus01ia (Röding) ， λ1.戶etechìalís

(Lamarck ), M. meretrix (Linnaéus) • 

M. lyra的 (Sowerby)以及M. lamarckìì 

D的hayes等5種 O

本會這5種文蛤的特種可以歸納如

Table 1 以能分類峙，曾用了些

齒的形質，如殺厚0

，所以若採用成熟話及成熟

後的樣本來比較則會有不冉的結果 O 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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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nym 

shell 
shape 

escutchcon 
lunul日

ligme 

sheIl 
thickness 

shell 
width 

color 
pattern 

pallial 
smus 

hinge 

位laX1mu校1

shell 
len慧th

habitat 

shell 

中 ~l 菜、鄧玲、l'

Table 1. A 挺喜t of taxonornic characteristics for 5 species of 

G闊的 Meretrix in Taiwan 

且去 lusoria M. meretrix M. petechialís M.lyrata 

M. formosana M. castanea 
M. fusca ! M. zonaria 

;λ.f. graphíca 
M. morphina 

oval trianεle ， trian黨le 話pper shell shape more oval triangle 
short anterior part, round bot- round哎， umbon扭
告說岳， long poste- tom p在rt ， oval ， more smaller than 
rior e祉，∞nvcx length more M.lusoria ‘ an-
umbonc than shell terior posterior 

mor巳 shorter

not c1ear narrow not clear 
wide 

esc lI tcheon 

onvex 

thick thick 

narrow |削川i伽伽I
M. lu的ria

V且rious color monochrome 
from whíte to 
black, two black-
brown radíatíng 
Iines 

章h在llowan垂

I ob、lÎous

two radial card ial hingl日 plate more 
teeth , pretty stronger 
stIOng obvious 
antenor lateral 
teeth , nucleaT 
posteTÎor lateral 
teeth 

12… 13 cm 9.5 cm 4 …5cm 

tidal zone , sandy 
and muddy area 

smooth concentric rid黨的 narrowly spaced 
more deeper than concentric ridges 
且1.. lusoría deeper anterior 

part句話moother

posterior part 

且f‘ lamarckii

long triangular 
。val

thícker 

narr恥W

mo柱。chrome

more deeper 
趴在n M. lusoria 

hingle plate 
much stron義

10 cm 

livín萃 in high 
軍在línít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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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般不很適當的表達，如對般覽的搔

，只是寬窄，並未提及實際的長度，

以不自 。

而且只廠外部形態搞主義，就將本屬加以分

類， ，女丘

, a寺
。所以若瞥了解台灣地磁

Meretrix聽的分額倩影，

合生吭，沒比較解剖等方法較為客觀。?在

。

四、生態懿嚮性

文蛤適合標怠環境烏合至少東在50%

90% '以60%-80%議道，在沿海砂質沙

灘，矽泥實認械，潮摺帶至三水深20公元;還

域皆可發現(丁 1973 :顏 197是;

Wu1980a : I葉與品 1982 :郭 196的。幼貝

較:搭在半淡鹹水(15-25%。左右)

瞞著斧足及黏被分站、海移懿，有隨成長哥

還漸向外啟動的趨勢 C 較大文蛤移動方式

高三籬，一:是接長約2公分左右，

轍，大潮時被潮流沖著舟下滾動

出無的還同穹的粘被帶漂於水

，借助襯滾的力量，將認體貼著觀面向

下拖行，有時文蛤亦f均是彈跳協助揮動，

2 - 5 公分的文蛤，

有時一{悶:潮汐可移動60-70公尺，凡是5公

分以上的大文始，體大陌蠢，粘液分泌又

少，只能靠符足的伸縮在攤仁爬行，

慢，

等的結0) 。

過海水 ~ 1.015“1.02 ,1 (譯直

1引進;丁1973 ;緣與呂 1982) 。最適pH

S忌，對酸恩、耐性較強。

，潛入砂中較淺，冬天水

溫下降，成長停滯，潛入砂中較澡 ， t)呵。

C-32" C 成長較快(彈1974 ;郭 196是 ;T

1973 ;會197生b) 。

文蛤的天然敵習馬 類

196是) , 
酸性竄，

，能，分j，ø特殊的

。 Ý，JJ貝

自稱的黨有想的防治方法。

豆豆、分布與蠶蠱

根據 Kurod似的是1);郭(1側的:

Wu(1綿的) ;波部與小會(1970' 1974) ;吉

良(1976); 設部街伊輝(1975);把能(1973)可

將文始在亞洲i師分布情形聽謝如下:

(一)M. lusori，ω分布於臼本游覽日本本楠、問

國與九俐的太平洋岸、朝鮮及台灣。

(二)M. meretYÍx分布於沖繩，台灣以繭的西

太平洋岸、菲律賓及印度 c

(:..=:)M. lmnarckii分布於日本本州東北部刀、

南的太平洋岸、西路、日本海及九州、

。

做M. lyrata分布於台灣西海岸、東印度諸

C 

何)M. petechialis分布於朝鮮、華北

。

卜)M.lusoria分;布加淡水、

林、嘉韓、台商、

的情形如Fig.2

、車主化、

。

(二)死 merelrù;分布於淡水、彰化、

、高雄及東海 O

ωM. lamarckii分布於蘇潰、淡水、彰化、

台商及東諧。

但)紅 petechialis分布於淡水、彰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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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Previous records of Genus Meretrix in Taiwan. 



的是7.7是%增加至

98.80%(1九五~.1) ，在民國67-71

降至6700曬(Fig.3) , 
殖文蛤大量:死亡之緣故(當

197仰﹒ 1976 ;會等 197是:胡 197是:

55 文也只月次 11. 本利玄虛心IíJf究的 1111廠與

(五JM. lyrata分布於滾水、台 i輯、高雄及東

港

沿

台灣官漁業年報告守捕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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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叫λ文除、毅然于

1975 ;鄭與正1976 ;胡1973) 。

六、人工繁殖

月沒至11 月

餾瀚的丹份(續與了198是) ，並由黑砂苗盛

(2 4 月及 8 司的月) , 
之文蛤產卵興有“二個盛斃，…是從6月倘7月

為峰期，另…是從11 月至 1 月話雖賄，黃(

1973) 唱出f裝卵斯r' i清如左打開始， 6月。

月為其躍連長期， 1月日皇終止狀態， 10月 4

丹為砂敝苗(平均體長在0.5勵 1 m宜。三支產

期。陳與品(1982)提歪斜月哪11月是人工繁種

季節。根揮各舉者所揖出的資牌，雖然有

M 0 N T H 

，可皇帝納出文蛤的蘊期由

開始， ，軟乖結束(Fi侈的。

安輯邱孵化以28'C '車接度15%。的情況

，而且畸形最少、(陳與品 1983) 。

'鹽度在15%。孵化所需的時餌

，的需蚓、時，讓腔:遲至180e以

下即不能孵化 O

應為 23-詣。e ，比重為1.010- 1.020的海水

中

在溫厚友詣。e ，

~背後約的分鐘出現他體，有絲分聽開始進

行， 1小時後分裂連三飼細胞，但說分裂盾

，成…大一小之形態。依次為四

。

J F MAMJ J ASONDJ reference 

C二三之二玄之:::::J E三三之泛泛泛玄之司

-闡-闢嘲

full matur8 

翩翩圓圓 spawnlng 盤 81量 50n

口=:=J juvenile 

Lukang 

Tanshui 

翩翩.

Yang and Tin9 19' 84 

Huang1973 

Chen and Lyuu1982 

Li u 1988 

Fiε.4. Spawning season of Meretrix lusoria from previous record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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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內接(envagination)即日開始，

出織毛， 。

子(Trochophore)期孵化站出，調始游顱，

此時的受精日♂小詩。

有貝

可三(velar cilia)亦慢慢的買主品草之聽聞發

，胚體之編輯分化大部分都在JJt區內

進行，

D-shaped stage 0 後 retr為ctor muscle 

及adduct仿 muscles:f支出，因此可持一整個

。而治化瞥，神經節及外

, 2-3天?愛腹f旦時?已成。

輪子期即行浮游生活，自受鱗後的7-10天

即可控綠草地底，沈i總額越晨，活存率較

著，

後，

結與丁的制)。

，有助於附

也 1983 ; 

'溫度以恕。C'

40-80% ' lï';今泥.實

潭，能乾數小時之地最適合， líi立個體的

(彥fi'i

197這:辣與自 1983 :楊斜γ1984) 。

，約需六個月在右，長

。

的因譯者包括飼料的種鎮及水溫，

明囂的 化 1973 :額 197是; -J “ 

1973 ;李~197是) 0 

七、對i生

日

擴大，

，也自此期餌料顯得更為

。研究結盤指出投餵懈可三三是;IsochY)咐:s

sp. , Pla今!rnonas 叩門 !{ymenomonas sp. 

及矽藻Nitzschia closter缸 Chaetoceros

S斜 ， Alnρhora turgìda及BiddU/學hìa aur

ita 給 11 天大的文蛤(平均體i是為 167. 。

μ1刊) ，經 i笛一段詩憫，發現以

Pla~vmonas sp門 lfv

Am戶hora turgida (吳與黃

198帥， sp也

(構與于198是;陳

與呂 1怖的。

八、蓋彌女輪大量延調查研究

海洋中生物大量死亡約記載頗多，

、溫度、

、海流、

、光線、敵害、 、養殖

、工廠排水污染、在病等因素的eaven

1946; Smith 1的是 Hansen 1939, 1949; 

Porsild 1902; 甚至cGowan 1兮持 Defant

1940; Lo兮兮汶口。ff 19的; Davis and Hide 

1969; Calabre紛 and Davis 1966 , 1969; 

Medcof and Bourne 196益 Old 1 例1;

Storrow 19是7) 。

、豎度的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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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廳7}::等， O 每年大

量死亡詩闊的在4月 -5月，第每一次大雨溫

後，死亡率瀉達70-90% '先亡的原自可

能是過度、額度等大蝠度變化，高能文蛤

生理受到剝澈，再加上大師路後， 1吏j先指

於河床的工廠廢物茵大量雨水之沖儲海流

入河口能真大量死亡(會197徊 '1976 : 

1973 ' 1974 :會等197是:鄭1975 :鄭和王

1976) 0 

解決之盟主要是故善工轍所排放廢水

，選取, m 
對溫度， ，對有機物抵抗力

強者，以期減少或遲至免台灣自荊沿岸文蛤

。

九、檢討

目前對Meretrix麗的分難的存在許多

問題，如形贊選取的不適當，

芝客觀，眩，因此在後在種立分顯檢索素，

主監控意所選懦的形賞，並應將三令~1七、解都

及形態等方法，加以配合，以期完誨。

對怯生殖細聽發育，生殖腺發育，

小成熟體謊，孕卵量，當地文蛤資源，解

剖、形態i賞自定及接掌判定等尚無

。主義於進行放說及海洋教場作槃及演梅

管理所需將分別立在分額，族主革科定'

，以期填補本省文蛤

資源研究資料之缺陷。

十、臨辭

本文承中央研究脫動物研究所周延鑫

開衛生茫的鼓勵興支持，文獻的收集與經理

中研院動物所戴仁蔣先生的協助，

研究經脅做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科技研究計

(76攏建 7.1-撮-37) 之補助，特此致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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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cological Research on Meretrix Resources in Taiwan 
11. 誼istory Review and Evaluation 00 the Studies 

of the Taiwao Meretrix 

Wen-lun草 Wu and Hsiu-p凶惡心u

Institute of Zoology , Academia Sinica 

Meretrix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dible molluscs 泌 Taìwan ， many p在pers
described the distribution，這rtificial propagation , feeding habit 在nd mass morta1ity 
of Meretrix were published in last two decades. Unfortunately , the reproductive 
ecology , systematics taxonomy , 挂n在tomy ， morphorτlatrics study and 惡的wth of 
Meretrix are still unclear. 

The historical review and ev叫做tion 0位 the studies of the τaiwan Meretrix 
are made by the authors. We found the old criteria on taxonomy of the Taiwan 
Meretrix is not perfect , therefore isozyme electrophoresis is recommended to 
redescribe the c1assific在tion st在tus of Meretrix. The anatomy , reproductive ecology 
and isozyme st法dies on the Taiw在n Meretr伏在re prepared to publish in the near 
furture by the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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