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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港鎮陸域軟體動物相

越大嚮*﹒其忠霖﹒碌于衰成

國.ft. .'f山大學生命科學系

000265 

趙大衛、吳忠嘉樂‘陳俊成 (1999)黨港鎮陸城軟體動物相必與類學報， 23 : 55-60 .筆者於 1999 年 7-9 月

共五次的役軍事業縣東港鎮進行陵域數體動物講查，於東海鐵內設登山假採檢點。議主查結果共採得隨機軟

體動物 2 綱 5 El 12 科 14)寫 21 種，其中撥撥貝類 7 種(包括 3 種話錄) ，淚水樓與類 14 撞事檢台灣蛻 l

稜賞這雙殼綱貝類外，玄之重金均為接足細貝類。夜繳費盤上以福壽螺、總絲、輩輩線為最多，而分布之則以搞壽

螺毅佔優勢，陸棲鼠類中以至求蝸牛為最多，恭喜為斐然了建立東港線之緩緩妻女體動物資料廠外，對於其分

布地點、生態環城也-{;并作記錄。

關鍵字:豆葉浴畫貝類，動物相，台灣。

鵲言

東港鎮住於聽取縣間~t吉ß(東經 120 自主 25爛的分， ~t韓 22 潑 26-28 分，露一) , 

55 

漁港鎮集，起一黨主義小琉球地區出久的情戶。本地區結話貝類生態相當聽蕭雪特點是海域貝類方路已有謂

查(巫等 1994) ，但鐘接民類方闊的蜜料館始接付之闕如。本報告的完成除可與前連海域鼠類的調查轄果想

呼慧、使東港士也區軟體動物相互建鐵完整之外，亦可在最近大聽灣館發的熱潮衝擊下，頭先主龍聚港現有陸城

，作為日後環境保育工{惜袖的依據 o

材料與芳法

1999 年 7 月 19 、 27 日、 8 丹 i 筒、 9 丹 3 及 11 日共去次懿我解東縣東港鎮，進行陸棲及溪水接

，以暸鱗j泛地臨陣域軟體驗物機額、數量及分布情形 c 東港鎮地勢誼，並無任何的山

，在南方的大鵬灣為-天然的瀉潮，其烏遭的相鄰地路多請寄 i海水養殖的魚、燼。除了大鸝灣附近

的海水養殖業外，來港鎮內亦有不少水韜間。境內之東港溪7位樂港鎮與新醫鄉之交界處向西混入台灣梅峽，

做東港鎮的臨議繁觀仍有相當的變ft 0 

本次調主義共設有十四個陳榮點，靄蓋整劉東港攝的大都分區域，惟南部給大露露灣，因國鹹水環境，故

並未列入本調查籃麗金接集時以幌子、領子、小賣學穹琴協助採集壟棲累頭，將l孔子撈緝採集淡水機與額，莖

詳輯記錯各f采集點之環境獸況與大致的植被4躊勢。據間之標本，參考 Pace(l 973)及中華長聽興辦學會(1984 ' 
、並對照實驗設中以前所採田的標本進告畫畫定，員類之名構及排列次序則依熙中華民國貝擷學

會fifr訂之中文名構使用。

結果

本次調查共發現 2 續 5 日 12 科 14 麗 21 輯之臨域貝類，起話?憑攏，與(其中含有 3 藤蚓輸)及 14 種誤

，除台灣觀 l 種為雙潑總貝額外，其餘均為聽足細貝額。我按趣聽貝頓中，禪額數多梅為錐峙科，
搶購體、台灣網輸、瘤麟、塔輯四窩，聞其他各抖的頁美麗儷有一、士種 c

* : To whom correspondence and reprint requests should be addressed. 
: j重大簣，高雄市蓮海路 70 號，關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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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鞋離地1ii陸續軟體動物柏拉 list of non-marine mollusks from 11m諺kaI嗯， Taiwan) 
軟髏動物們(Phylum Mollusca) 
自寞是顯(Class G轟諒。poda)

茄標單調(Subclass Prosobranchì吟
中腹足百(Order路岱0伊stropoda)

由螺草等(Family Viviparid糾
1 、稜目輝(ι';ipangopaludina miyagii) 
2 、石問螺(Sinotaia quadrata) 

蘋果螺科(Family Ampullariidae) 
3 、福善意螺(Ampullarius cαnaliculatus) 

中梯狀騙轉螺(Pomαceα scalaris)

沼螺料(FamilyBì由yniidae)

5 、台灣靈泊螺(Bìthynia misella) 
鐘捲科(Family Thiaridae) 

6 、塔接〈路iara scabra) 
7 、續接(Thiara tuberculata) 
8 、台灣網蜂(Thiara tuberculata formosensis) 
9 、瘤蜂(Tarebiiα granifera)

有肺亞綱(SubcIass Pulmonata) 
基服自(Order Basommatophora) 

推實螺科(Family Lymnaeidae) 
10 、台灣雅爾螺科(如dix auricularìa swìnhoei) 
11 、小權實螺(Austropeplea ollula) 

囊鏢科(Family Physid益的

12 、囊撰(Physa acuta) 
露露科(Family 封anorbìdae)

13 、車撞車平鸝攤仰伊'Peutis Ul扮ilicalis cantori) 
皺足臣(Order Scholifera) 
皺足超科(Superfamily Vaginulace吋

皺足科(Family Vaginu1idae) 
14 、皺足帖輸(均ginulus alte) 

柄眼目(Order Stylommatophora) 
喝溜蝸牛超科(Superfamily Achatinacea) 
誰輯牛科(Family Subulinidae) 

15 、大錐蝸牛(Allopeas gracìle) 
16 、緝鑑蝸牛(Allopeas pyrgula) 

憲議蝸牛科研amily Ac惚惚lÍd品)

17 、非棋大鎖牛(Achatina fulica ) 
謝皇蝸牛超熱切的祕ily Zonitacea) 
括輸科(Family 姑i1omycidae)

18 、蓮萊宙語愉(Incilaria戶rmosensis)
19 、馬氏鱉晰度活輸(Paramarion martensi) 

扁蝸牛超科(Superfamily Helicacea) 
厲蝸牛科(Family Bradybaenidae) 

20 、球蝸牛(Acusta tourannensis) 
瞥殼網(Class Bivalvia) 

真瓣釋自(Order Eulamellibranchia) 
說科(Fami1y Corbicu1idae) 

21 、台灣觀(Corbicula戶um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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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鐘韓集點問霄，東海地湛的陸域貝穎，在數盤上以淡水權的攜喜怒輯、網蛤及囊螺為最

多，塔童醫及廣東平扁蜂數量最少，臨棲具額g:項目以球蝸牛鵡骰多，分布上仍以繭蹲螺接佔釁贅。表一為 14

餾採築艷的位置及植被情形，表三三為民類之名稱、分布及樓所現混 e

討論

東港為解泉縣境內最主要的辦主黨之叮叮素來以其蓬勃的藥繼業及舉躍的海產漁業關名全台。自距離高

誰都會磁較近，僅一小時車嘿，文覺敵往小琉球旅運的客貨臨入鞠口，加以最近本藍藍境內大鵬灣水、陸議

，甚至接代表不間環保觀念的團體，所炒熟，再站上外來貝類的λ麓，本區內之生態環繞互之

眾有的貝額生物相正臨臨巨大的衝擊。一年以來，前往東港的選客大最增加，商業行爵王蓮勃發艘，

tJ{笠，對東港站區的民獄生態勢必造戒嚴蠶影響，故貝類生態現況的攤主鞋，實己對不容緩 e

輩分析結果顯示，除了到j鑫肆虐的蝠籌螺之外，仿有不少的貝類存捕。

東港鎮的議域與期以淡水棲者為笠，共包括石E螺‘發由麟、編導螺、詩故福壽螺、台灣蜜追螺、塔

輯、網懦、?窮輯、台灣網蠅、台灣椎黨章獲全小椎實螺、囊線、厚實東平扁轄‘台灣棍等十四糧。福壽螺不論

在分布上成數量上均為本峙的體與攏，在東港鎮境內各鑼麗蓮E豆、灌溉溝渠及大拇水溝中均大量繁藉，

，已明顯影響原有的生態環境及環有民類的存輩輩爭。

聽棲貝類方面，有非樹大蝸牛、球蝸牛、大喜愛蝸牛、結錐攝牛、雛足蚓輸、蓬萊話騙、馬氏勢實用絕籬

等七撞，在種觀上及數糞土均不及淚水據其聽聽多。數量上較多的楚球蝸牛，細錐蝸牛和大錐蝸牛等在車

八1lI採集點數躍不少嘆有集中分布的情形 n 輯續其目在兩後出現 ， tJ聽足括輸之數最最多，馬氏鱉甲括端

，即謹萊括輪更是只有…個記錯。值得一攘的錄馬氏鱉甲話韻和藩萊帖轍，在生物地理上的

分布情形，尚未有明確之界定，三字報告中的調查記鋒或許能為此二種括皇島在台灣的分布，捶供資料供後人

作研究之參考。

就具類種類的集中分布間霄，以第十到採樣點，那東港溪岸財近所找到的種額最多，

。與同樣忱於扉頁震戀的麟洛鄉互相能較(Chan草制d Chao 1999) ，可以樹脂闊地的種域貝類存麟欄上有相當
程度的頭蚣，個在來港鎮並未發現錐略、與盤山椒蝸牛、圓口龐棒、得猴蝸牛及為鵲牛等剖種只要頁 e 若另

外與小接球的擱宜結果拉拉較(Chao et al. 1 鑄在) ，點可發現闊地的軟體動物種頭更是大多數選樓，這可能與

東港讓接期以來就一直是小說球晶入的門戶相濁。輯洛鄉和小琨球之無以和黨港的民報接迢，推測其原關

應該是這些地方地勢他卒，黨綠豆豆憲章並不太遠，民接聽磯境在生物地理學上糊(Jj，臨度較大的緣故(Chang 細d

Chao 19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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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鎮軟髏動物接集挖點及憨曬纜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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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描述

187 縣議道路旁及時近韜韶

得?縣這豹 200 公尺的路旁

要童年攤旁稻田附近
既能山頭和路上的福安宮約 400

126 點宜過大鵲橋附近

126 縣道與鐵路交會附近

大鵬桶旁的魚池

在鐵路附近的乾魚壇內

魚蠟附近的水溝中

187 乙縣道耐近路旁

300 餘公尺處

星在光纜路路單純 100 公尺喜趕

來港獸般藍內

東港大橋下溪岸

被
一
盛
盛
噩
噩
通
少
少
少
少
盛
通
噩
遠
遠

植
一
茂
茂
茂
茂
普
稀
稀
稀
稀
茂
普
茂
蕾
蕾

-可恥心心和"‘，.........，阱，、 v 、 H世~恤..-...，'苟，，，.J 'I~~""、‘.，且，、" , 
軟體動物名稱 路集點 樺所 豐度*

I.Achatina戶lica 1.2.4.5 .14 路旁潮濕 O 
2.Aα4品:ta tourannensis 2.6.7.8 .14 小i草叢上 C 
3.Allopeas gracile 1.4.8 大樹下土中 C 
是.Allopeas pyrgula 車.14 大樹下土中 O 
5.A mpullarius cana/iculatus 1.2.4.5.6.7.9.1 0.11. 水濤的是壁上 P 

6.Austr，中eplea ollula 1 .4.6.將 話自接 O 
7.Bithynia misella 10.14 水溝中 O 
8.Cipangopaludina miyagii 14 溪岸草堆中 C 
9 .Corbicula jluminea 2.9.13.14 路邊土堆 C 
10.Hippeutis umbilicalis cantori 14 溪岸草堆中 R 

l1 .Incilaria formosensis 4 小灌議上 R 

12.Paramarion martensi 2.3 小灌叢上 O 
13.Physa acuta 4.6 .1 1 稻田裡 P 

14.Pomacea scalaris 4 水溝石盤上 C 
15.Radix auricularia swinhoei 1 1.1尋 怒目捏 C 
16.Sinotaia quadrata 7.14 溪岸草堆中 C 
17. Tarebi，α granifera 之7.9.13 .1 4 路邊土堆 O 
18.Thiarα scabra ? 溪岸草堆中 R 

19.Thiara tuberculata 6.7.9.12.13 路邊土堆 P 
20.叫做ra tuberculata formosensis 6.7.9 .13 大眸水滴!:þ C 
21.均~ginulus alte 潮濕地面 O 

體;

，不普遍，五分攤判時找甜的不到十個魚"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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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驛東縣東港鎮的貝鑽探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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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and Freshwater Mollusks in Tungkang, 
Pingtung, Taiwan 

David Chao, Chung鵬Lin Wu and Chun-Cheng Chen 
Depar的l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N，αtional Sun 始t-sen Universi紗" Kaohsiung, Taiwan 

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兮的hwater mollusks of Tu設gkang was conducted from 19th of July to 11 晶
of September, 1999. Sn真ils were collected from 14 different sampling areas during 5 field trips. They 
were care臼lly c1assified into 2 classes, 5 orders, 12 families, 14 伊nera and 21 species. All species found 
in this study were belong to the Class Gastropoda except Corbicula fluminea which was belong to the 
Class Bivalvia. Among the 21 species found in this study, 14 were freshwater species and 7 were land 
species, which included three species of slugs. The most dominant snails in numbers were Ampullarius 
canaliculaft的 TI年iara tuberculata, and Physa ac諮詢.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species was 
Ampullarius cana/iculatus. Habitat, dis位ibution and other ecological data of each snail species were 
recorded in detail. 

Keyword單:11主ngkang， Mollus徊， Fauna, Taiw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