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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馬祖海域由於位於福建省閩江口，大量河水注入海中帶來大量的

無機鹽類及有機物質，使馬祖海域的營養鹽異常豐富，過去二枚貝類

如牡蠣與淡菜之掛養即有相當良好成效，產品風味亦受消費市場歡迎，

遠近馳名。但因馬祖漁業從事總人口數仍不及本島，故於此掛養高單

價貝類物種，如生蠔等，更顯經濟效益。 

    然而，馬祖地區與台灣本島之氣候、水文環境皆有明顯差異，過

去於台灣本島掛養二倍體牡犡苗之經驗法則，或許無法一體適用於馬

祖地區不同季節溫度及海象之差異條件。再者，針對不同尺寸之三倍

體生蠔苗體，其成長效率、密度管理及分籠時機、養殖風險控管等考

量皆有不同，應以科學方法協助進行分析，給予當地漁民放養尺寸、

密度、管理之統一建議，以促進當地生蠔掛養產業發展。 

    於本年度之執行作業中，海洋大學團隊已與當地生蠔養殖業者合

作，研究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之成效，針對 2~7公分之不同尺寸生蠔

單體苗體，定期紀錄觀察其生蠔殼體內外表徵、成長率、存活率等資

料，並進行科學統計分析。經由分析數據，顯示大於 4公分之生蠔苗

體掛養馬祖海域之死亡風險較小，且因海域具備豐富營養鹽之特性，

苗體之生長速率可於 4個月內快速 96%以上，達到上市體型，顯示馬

祖海域具備掛養生蠔之良好條件。因此，本研究建議掛養此三倍體品

系時，應以至少 4公分以上苗體做為掛養標的，同時，應至少掛養至

10公分以上，方具上市之食用規格。 

    同時，藉由營養成分分析，對於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學名：

Crassostrea gigas Thunburg)與台灣本島掛養二倍體牡犡 (學名：

Magallana angulate)進行詳細比較後，發現馬祖生蠔具有相當多的營

養素優勢，包含擁有較高的卵磷脂成分表現、較多的不飽和脂肪酸與

肝醣，以及較高的必需胺基酸含占比，顯示對於人體的保健具有良好

功效，對於後續的消費市場推廣將具極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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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馬祖生蠔之掛養優勢評估： 

馬祖海域遼闊，其面積廣達 6,520平方公里，地形為大陸棚邊緣，海

底廣闊淺平，兼具礁岩及沙泥兩種棲地底質條件，也是寒暖海流隨季

節交會之處，此外，馬祖的地理位置也位在閩江、連江及羅源等三江

交匯處，有河川帶來豐富的營養鹽，因此使此一海域成為一處相當優

良的漁場，過去二枚貝類如牡蠣與淡菜之掛養即有相當良好成效，產

品風味亦受消費市場歡迎，遠近馳名。 

2.生蠔營養成分概述： 

生蠔是種非常具有營養價值和經濟價值的海產貝類，其肉質鮮美，營

養價值很高，每 100 克的生蠔含蛋白質 9.7 克、脂肪 1.8 克、醣類 5

克、熱量 78 卡，富含維生素、礦物質及 9 種必需氨基酸，脂肪中含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其中有極高的 EPA和 DHA，膽固醇比其他海產

類如花枝及蝦子等都來得低，故生蠔為低油及低膽固醇的海產食物。

此外，生蠔亦含多項對健康有益之營養素，包含(1)生蠔富含維生素

及礦物質；(2) 生蠔提取物精粉含優質蛋白質，其氨基酸組成完善，

超過牛乳和人乳；(3)生蠔含脂類雖少，但多為具有生理活性的複合

磷脂、磷酸肌醇、廿碳五烯酸(EPA)、廿二碳六烯酸(DHA)等。這些

成分都有防止動脈硬化、抗血栓以及抗衰老作用；(4)生蠔所含的醣

類以肝醣為主，除提供新鮮美味的來源，也可加速人體疲勞的恢復。

(Kellogg, M. L., 2013) 

3.三倍體生蠔之優勢分析： 

人工繁養殖與三倍體生產技術在國外生蠔產業已施行多年(Stanley et 

al., 1981)，不過台灣牡蠣養殖仍然依賴天然苗。過去研究曾針對三倍

體生蠔與二倍體牡犡進行成長、活存、肥滿度(CI值)、肝醣含量之比

較，將其各自飼養一年後進行數據比較，並分析當中具有統計顯著差

異之項目，依結果顯示，三倍體生蠔生長速度高於二倍體、其個體比

二倍體增加 38%以上、肉重增加 60%以上、生殖腺指數較低且肝醣

含量較高，可使養殖業戶達到增產增收的效果(Strathmann, 1987)。由

於三倍體生蠔不繁殖，避免了生殖期的大規模死亡，解決了普通牡蠣

繁殖季節過後不能上市的問題，填補了市場空白；此外，過去繁育期

後的牡蠣由於排精、排卵，迅速消瘦導致口味大打折扣之問題，亦得

到了解決；同時，由於其不育性避免了對養殖海區及周圍海區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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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實現多品種之套養、混養，合理科學的利用海洋資源。而最重要

的市場決定因素，乃是單體三倍體生蠔殼型好，更加適合高端單殼生

食市場。 

4.三倍體生蠔之生產方法： 

有關牡蠣染色體倍體化技術及其處理後產品，目前台灣尚在試驗階段，

市面並沒有相關的生產及流通的產品。染色體倍體化方法主要是以物

理或化學處理(Downing and Allen, 1987)，但要區別同種類倍體化的水

產是使用何種方法做成的，目前應該還沒有辨識方法。在三倍體生蠔

的生產方法上，過去主要是利用抑制二倍體牡蠣受精卵極體排放的方

法獲得，但用於抑制受精的誘導劑價格較高，且有較強的毒副作用，

且藥物具遺傳毒性，不建議予消費者直接食用，同時亦不利於大規模

產業化生產。爾後，當四倍體牡蠣誘導培育成功後，目前皆已採用四

倍體牡蠣與二倍體牡蠣自然雜交，以生產出三倍體生蠔，且雜交成功

率幾達 100%。 

5.本計畫待掛養生蠔之來源及其與常見牡蠣之品種差異： 

本計畫測試品種來自「青島前沿海洋種業有限公司」所育種之三倍染

色體生蠔，其採用四倍體和二倍體雜交之太平洋牡蠣品系，非基因轉

殖品種，經多代選育後遺傳性狀穩定(詳見本報告書之附件一, 專利說

明書)。其上市成體豐腴飽滿，然至少需待其生長至 10公分以上方為

成體，達食用層級，即便已達 8公分左右之蠔體，其生殖腺體仍未成

熟飽滿，不具上市資格，與一般常見熟知之牡蠣性狀有明顯差異(見

下圖)。 

 

太平洋牡蠣品系是牡蠣類中個體較大的貝類，是廣鹽、廣溫性內灣品

種，具有個體大、生長快產量高、養殖週期短、味道好、效益高等特

點。且太平洋牡蠣在低潮區、淺海和深水均能生長，對水溫適應範圍

為 6-32℃，在水溫 28℃以上時，生長較緩，最適生長水溫為 15-25℃，

鹽度範圍為 6‰-30‰，最適為 6‰-26‰。是濾食性貝類，依靠鰓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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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顫動產生水流，使食物和泥沙等隨海水進入體內進行濾食。其餌料

的種類隨海洋環境的季節變化而異，主要餌料以矽藻和有機碎屑為

主。 

擬解決問題 

需深入研究馬祖地區掛養不同尺寸生蠔苗之成效： 

(1)如前述，馬祖地區與本島之氣候、水文、地域環境皆有明顯差異，

過去於本島掛養二倍體牡犡苗之經驗法則，或許無法一體適用於馬祖

地區不同季節溫度及海象之差異條件。 

(2)再者，一般單體生蠔養殖業者所採購之蠔苗，供貨源頭僅能供應

一整串蠔苗，供應鏈裡尚無盤商針對特定體型進行販售，需由下游業

者自行分苗。然而，蠔苗串內苗體大小尺寸不均，因此，針對不同尺

寸之三倍體生蠔苗體，其成長效率、密度管理及分籠時機、養殖風險

控管等考量皆有不同，應以科學方法協助進行分析，給予當地漁民放

養季節、尺寸、密度、管理之統一建議，以促進當地生蠔掛養產業發

展。 

 

 

計畫目標 

(1)完成馬祖地區不同尺寸生蠔苗之掛養成效研究 

(2)完成馬祖掛養生蠔之營養成分分析 

(3)輔導馬祖業者產出在地掛養生蠔 

 

實施方法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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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祖地區掛養不同尺寸生蠔苗之成效研究 

(1)設定三倍體生蠔苗體尺寸區間如下：2公分以下(包含 2公分)、2-3

公分(包含 3公分)、3-4公分(包含 4公分)、4-5公分(包含 5公分)、5-6

公分(包含 6公分)、6-7公分(包含 7公分)，測試 6類尺寸苗體之掛養

成效。 

(2)採用延繩式掛養法，新型塑膠浮球以延繩進行串聯，下方垂掛籠

串進行海上掛養，每籠串共計分十層籠格，每層籠格依尺寸比例置放

苗體。2cm以下之苗體，每層放置約 70粒；2-3公分之苗體，每層放

置約 65 粒；3-4 公分之苗體，每層放置約 60 粒；4-5 公分之苗體，

每層放置約 55 粒；5-6 公分之苗體，每層放置約 50 粒；6-7 公分之

苗體，每層放置約 45粒。 

(3)民間養殖業者於離岸至少 200公尺處海域進行試掛，2公分以下尺

寸之生蠔苗掛養 30 萬粒、2-3 公分尺寸之生蠔苗掛養 30 萬粒、3-4

公分尺寸之生蠔苗掛養 30萬粒、4-5公分尺寸之生蠔苗掛養 30萬粒、

5-6 公分尺寸之生蠔苗掛養 20 萬粒、6-7 公分尺寸之生蠔苗掛養 20

萬粒。 

(4)由各尺寸生蠔之掛養群中，每個尺寸各標記二籠格，以此進行記

錄觀察，各尺寸之觀察數量約落於 100至 150顆間不等。定期紀錄觀

察不同放養尺寸之單體苗體，於馬祖地區掛養條件下，其生蠔殼體內

外表徵、體長、成長率、存活率等資料，並進行科學統計分析。 

(5)分析 10公分以上生蠔之肥滿度數據，一般國際間皆採排水法進行

肥滿度之測量(Walne, P.R., 1970)，其依據阿基米德原理，所取得的生

蠔以排水法求得全體積，再剝開生蠔，得肉濕重，並以排水法求得空

殼之體積，全體積減除空殼體積為殼內體積。肥滿度之表示為：肥滿

度=肉濕重/殼內體積*100 

 

2.馬祖掛養生蠔之營養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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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較馬祖掛養生蠔與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之營養成分，採集馬祖

掛養生蠔與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各 3公斤之生肉，並將樣本標示後委

託「環虹錕騰新速食檢測定中心」進行檢測，檢測項目包含：(1)脂

肪：主要具有生理活性的複合磷脂、磷酸肌醇、廿碳五烯酸(EPA)、

廿二碳六烯酸(DHA)等，以氣相色譜-質譜法(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GC-MS）進行測定；(2)醣類：主要觀測肝醣之含佔比，

以肝醣呈色分析套組 (Glycogen Colorimetric Assay Kit II)參考

(Strickland and Parsons Method, 1968)進行測定；(3)蛋白質：各類必需

胺基酸及非必需胺基酸，樣品經鹽酸水解後與 OPA及 FMOC試劑衍

生化後，以高效液相層析儀儀(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 

HPLC)等進行測定；(4)維生素，以高效液相層析儀或液相層析串聯質

譜儀 (LC-MS/MS)進行測定；(5)礦物質，以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

譜儀(ICP-OES/MS)進行測定。 

3.輔導馬祖業者產出在地掛養生蠔 

於計畫結束後，陸續媒合當地業者進行輔導，透過計畫之科學統計數

據基礎，協助業者選定苗種尺寸、掛養季節、掛養海域，並授予業者

生蠔掛養管理之技術，包含分籠密度、週期及頻率等，降低掛養業者

之養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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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一、於馬祖地區掛養不同尺寸生蠔苗之觀測紀錄時間軸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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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觀測紀錄點作業之實照： 

起始觀測點(1)：青島產地拍攝之生蠔原種苗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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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養殖業者所採購之蠔苗，供貨源頭僅能供應一整串蠔苗，供應鏈裡

尚無盤商針對特定體型進行販售，需由下游業者自行分離單體生蠔

苗。 

紀錄觀測點(2)：由青島轉進寧德暫養之分苗實照(依尺寸進行基礎分

類) 

寧德魚排概況 

由青島轉進寧德之蠔苗，先行於魚排中休養一周使其穩定，減少環境

緊迫。 

 

剝離繩串生蠔(成為單體生蠔第一步)  

由於盤商並無針對特定體型進行販售，因此待生蠔適應環境後即開始

進行分苗。目的為使生蠔變成單顆單體，使其後續生長的殼形美觀，

不會相互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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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體生蠔體型丈量及分選作業 

一般所採購之整串蠔苗，其苗串內苗體大小尺寸不均，因此剝離繩串

之生蠔具有多種不同尺寸。 

 

分選之單體生蠔再集回籠繼續掛養 

依生蠔體型粗略分類，分成 2、3、4、5、6、7 公分 6 種尺寸，並將

同尺寸之生蠔苗置於同層籠格，進行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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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觀測點(3)：由寧德轉入馬祖北竿鄉高登養殖區，並進行第二次

精確分苗作業 

高登魚排掛養概況 

由寧德轉進高登之生蠔苗，先行於魚排中再休養一周使其穩定，以減

少環境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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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生蠔依體型尺寸進行精確分類並拍照記錄 

於寧德所進行之第一次體型分類較為粗略，因此轉進高登後，為進行

後續之科學分析，因此依量尺進行精確的 6個尺寸分類，將其分成 2

公分以下(包含 2公分)、2-3公分(包含 3公分)、3-4公分(包含 4公分)、

4-5 公分(包含 5 公分)、5-6 公分(包含 6 公分)、6-7 公分(包含 7 公分

以上)。 

 

2公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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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至 3公分(含 3公分) 

  



14 
 

  

  

  

  
 

3至 4公分(含 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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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至 5公分(含 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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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 6公分(含 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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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至 7公分(含 7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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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生蠔剖開前後之觀測實照 

2cm 以下(包含 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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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外貌 剖開後之內貌 

樣

本

1 

  
樣

本

2 

  
樣

本

3 

  
 

 

2-3 cm (包含 3cm) 

 完整外貌 剖開後之內貌 

樣

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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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2 

  
樣

本

3 

  
 

 

3-4 cm (包含 4cm) 

 完整外貌 剖開後之內貌 

樣

本

1 

  
樣

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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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3 

  
 

 

4-5 cm (包含 5cm) 

 完整外貌 剖開後之內貌 

樣

本

1 

  
樣

本

2 

  
樣

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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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cm (包含 6cm) 

 完整外貌 剖開後之內貌 

樣

本

1 

  
樣

本

2 

  
樣

本

3 

  
 

 

6-7 cm (包含 7cm) 

 完整外貌 剖開後之內貌 

樣

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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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2 

  
樣

本

3 

  

經量測平均，2公分以下之苗體平均為 1.78±0.18公分，2-3公分之苗

體平均為 2.54±0.23公分，3-4公分之苗體平均為 3.60±0.34公分，4-5

公分之苗體平均為 4.42±0.32 公分，5-6 公分之苗體平均為 5.48±0.24

公分，6-7公分之苗體平均為 6.74±0.54公分。 

 

紀錄觀測點(4)：將生蠔於主要成長期前，進行擴大分籠作業，預留

其生長空間 

距離高登初始掛養 43日後，將掛養生蠔苗撈起進行觀察(見下圖)，4

公分以下苗體產生大量死亡，特別是 2公分以下苗體無任何活存之跡

象，另 2-3 公分之苗體死亡 97%，而 3-4 公分之苗體死亡 82%；而 4

公分以上之苗體存活率較高，4-5公分之苗體具有 73%之存活率，5-6

公分之苗體具有 80%之存活率，6-7 公分之苗體具有 86%之存活率。 

至於成長方面，依據量測，2-3 公分之苗體有 13.39%之成長率，3-4

公分之苗體有 15.56%之成長率，4-5公分之苗體有 18.33%之成長率，

5-6公分之苗體有 16.60%之成長率，6-7公分之苗體有 16.77%之成長

率。 

此外，因接續生蠔即將開始進入主要生長期，因此將生蠔進行擴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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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預留它們的生長空間。放置比例如下：2-4 公分每層放置約 60

粒；4-6 公分每層放置約 50 粒；6-7 公分(包含 7 公分以上)之苗體，

每層放置約 40粒。 

 

 

紀錄觀測點(5)：主要生長期之第一次打撈觀測作業實照 

距離高登初始掛養 69 日後，將掛養生蠔苗撈起進行觀察(見下圖)，

2-3 公分之生蠔苗已無任何存活苗體，而 3-4 公分之苗體死亡率持續

攀升至 98%；而 4公分以上之苗體存活率較早前略降，4-5公分之苗

體具有 67%之存活率，5-6 公分之苗體具有 76%之存活率，6-7 公分

之苗體具有 81%之存活率。 

至於成長方面，依據量測，3-4 公分之苗體有 27.22%之成長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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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之苗體有 32.81%之成長率，5-6公分之苗體有 33.94%之成長率，

6-7公分之苗體有 33.83%之成長率。 

 

  

 

紀錄觀測點(6)：主要生長期之第二次打撈觀測作業實照 

距離高登初始掛養 105 日後，將掛養生蠔苗撈起進行觀察(見下圖)，

3-4 公分之生蠔苗已無任何存活苗體；而 4-5 公分之苗體仍具有 64%

之存活率，5-6 公分之苗體具有 70%之存活率，6-7 公分之苗體具有

72%之存活率。 

至於成長方面，依據量測，4-5 公分之苗體有 59.05%之成長率，5-6

公分之苗體有 60.95%之成長率，至於 6-7 公分之苗體則有 61.13%之

成長率，大部分 6-7 公分之生蠔苗體，皆已成長至超過 10 公分，並

具備成體生殖腺之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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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觀測點(7)：成體生蠔之觀測作業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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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高登初始掛養 131日後，將掛養生蠔苗撈起進行觀察，由於已接

近成體，生蠔存活率相對穩定，與上次觀測點之差異不大，4-5 公分

之苗體仍具有 61%之存活率，5-6公分之苗體具有 69%之存活率，6-7

公分之苗體具有 70%之存活率。 

至於成長速度，依據量測已近幾乎一倍，4-5公分之苗體有 92.53%之

成長率，5-6公分之苗體有 95.62%之成長率，至於 6-7公分之苗體則

有 96.44%之成長率，大部分之生蠔苗體，皆已具備成體生殖腺之構

型。 

起始 4-5公分苗體(經 131日之成長外貌) 

 完整外觀 剖開後之內貌 

樣

本

1 

  
樣

本

2 

  
樣

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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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4 

  
樣

本

5 

  
樣

本

6 

  
樣

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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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8 

  
樣

本

9 

  

 

起始 5-6公分苗體(經 131日之成長外貌) 

 完整外觀 剖開後之內貌 

樣

本

1 

  
樣

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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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3 

  
樣

本

4 

  
樣

本

5 

  
樣

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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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7 

  
樣

本

8 

  
樣

本

9 

  

 

起始 6-7公分苗體(經 131日之成長外貌) 

 完整外觀 剖開後之內貌 

樣

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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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2 

  
樣

本

3 

  
樣

本

4 

  
樣

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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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6 

  
樣

本

7 

  
樣

本

8 

  
樣

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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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祖地區生蠔苗之掛養成效分析：統計不同規格生蠔苗(由 2 公

分~7公分開始掛養)之成長速率、活存率，並分析成長至 10公分以上

生蠔成體之肥滿度。 

1.不同規格生蠔苗(由 2公分~7公分開始掛養)之成長速率、存活率分

析結果 

配合業者依海象許可時程，進行出海作業，並紀錄觀察不同放養尺寸

之單體苗體，本研究之生蠔苗檢體納入統計分析時間分別如下：7/13、

8/24、9/19、10/25、11/20，紀錄生蠔體長、存活率等資料，並進行科

學統計分析。各尺寸生蠔之採樣數量及計算方法，如下方備註說明。 

 

備註： 

(1)每個尺寸取 10個樣本數，進行平均分析並顯示標準差數據。 

(2)本表之存活率數據，由各尺寸之選定掛養觀察籠之 100~150 個樣本數內進行全體觀察，排除死亡之開口

生蠔數目，將存活良好之生蠔數目，與初始放養數(7/13放養數)進行存活率比對計算。 

(3)如該尺寸樣本存活率為 0%，則無紀載其檢測長度(本表以 X 表示)。 

(4)PLG(length gain percentage)，表示與初始點(7/13採樣)檢測長度相較之成長比率，亦即後續每個檢測點皆

以初始點為基準，進行成長率計算。計算公式：(後續檢測長度-初始檢測長度) / (初始檢測長度) x 100%。 

 Check point：7/13 Check point：8/24 Check point：9/19 Check point：10/25 Check point：11/20 

Size Length (cm) Survival Length (cm) Survival Length (cm) Survival Length (cm) Survival Length (cm) Survival 

<2cm 1.78±0.18 100% X 0% X 0% X 0% X 0% 

2-3cm 2.54±0.23 100% 2.88±0.15 3% X 0% X 0% X 0% 

3-4cm 3.60±0.34 100% 4.16±0.28 18% 4.58±0.33 2% X 0% X 0% 

4-5cm 4.42±0.32 100% 5.23±0.34 73% 5.87±0.36 67% 7.03±0.39 64% 8.51±0.78 61% 

5-6cm 5.48±0.24 100% 6.39±0.40 80% 7.34±0.42 76% 8.82±0.77 70% 10.72±0.89 69% 

6-7cm 6.74±0.54 100% 7.87±0.48 86% 9.02±0.62 81% 10.86±0.97 72% 13.24±1.15 70% 

 Check point：7/13 Check point：8/24 Check point：9/19 Check point：10/25 Check point：11/20 

Size Length gain PLG(%) Length gain PLG(%) Length gain PLG(%) Length gain PLG(%) Length gain PLG(%) 

<2cm 0 0% X X X X X X X X 

2-3cm 0 0% 0.34 13.39% X X X X X X 

3-4cm 0 0% 0.56 15.56% 0.98 27.22% X X X X 

4-5cm 0 0% 0.81 18.33% 1.45 32.81% 2.61 59.05% 4.09 92.53% 

5-6cm 0 0% 0.91 16.60% 1.86 33.94% 3.34 60.95% 5.24 95.62% 

6-7cm 0 0% 1.13 16.77% 2.28 33.83% 4.12 61.13% 6.50 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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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長至 10公分以上生蠔成體之肥滿度分析 

肥滿度採排水法進行測定，依據阿基米德原理，所取得的生蠔以排水

法求得全體積，再剝開生蠔，得肉濕重，並以排水法求得空殼之體積，

全體積減除空殼體積為殼內體積。肥滿度之表示為：肥滿度=肉濕重/

殼內體積*100 

已成長至 10-11公分

之成體生蠔 

樣本 1 樣本 2 樣本 3 樣本 4 樣本 5 樣本 6 樣本 7 樣本 8 樣本 9 樣本 10 

全體積 88.69 97.70 64.01 75.82 63.71 76.59 131.3 78.29 74.47 76.83 

空殼重 49.03 48.48 31.86 37.63 30.86 47.77 56.89 38.65 36.55 42.48 

內體積（全體積-空殼

重） 

39.66 49.22 32.15 38.19 32.85 28.82 74.42 39.64 37.92 34.35 

肉重（濕重） 31.75 40.93 30.15 36.64 24.33 27.30 54.84 33.07 28.10 24.66 

濕重肥滿度 80.06 83.16 93.78 95.94 74.06 94.73 73.69 83.43 74.10 71.79 

依上表所示，10-11 公分之成體生蠔，其濕重肥滿度之平均數據為

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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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長至 12-14公分

之成體生蠔 

樣本 1 樣本 2 樣本 3 樣本 4 樣本 5 樣本 6 樣本 7 樣本 8 樣本 9 樣本 10 

全體積 105.5 112.7 97.17 98.38 94.37 115.1 95.38 91.31 94.20 94.93 

空殼體積 53.82 48.44 50.33 55.68 46.53 56.17 42.14 38.25 45.87 45.87 

內體積（全體積-空殼

體積） 

51.68 64.35 46.84 42.70 47.84 58.97 53.24 53.06 48.33 49.06 

肉重（濕重） 44.07 49.99 39.97 41.91 48.10 54.34 45.35 38.88 37.08 48.52 

濕重肥滿度 85.27 77.68 85.33 98.15 100.5 92.15 85.18 73.28 76.72 98.90 

依上表所示，12-14 公分之成體生蠔，其濕重肥滿度之平均數據為

87.32。 

四、馬祖掛養生蠔之營養成分分析 

分析比較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與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之營養成分，包

含：(1)脂肪：主要具有生理活性的複合磷脂、磷酸肌醇、廿碳五烯

酸(EPA)、廿二碳六烯酸(DHA)等；(2)醣類：主要觀測肝醣之含佔比；

(3)蛋白質：各類必需胺基酸及非必需胺基酸；(4)維生素及礦物質。

透過相關數據，確切分析馬祖掛養生蠔之營養成分與市場前景。 

1.台灣二倍體牡蠣採樣實照(於嘉義縣進行採樣) 

 

2.馬祖三倍體生蠔採樣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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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與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所取下之原肉樣本，

送交「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營養成分分析(原始數據詳

見本報告書附件二-營養成分分析報告)，分析之數據整理比較如下。 

(1)脂肪成分含量分析： 

i:磷脂含量分析： 

磷脂醯膽鹼 (Phosphatidylcholine, PC)：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含量

3.76mg/g，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肝醣含量 3.21mg/g，顯示馬祖掛養三

倍體生蠔比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之 PC多出 17.13%。 

磷脂醯乙醇胺(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PE)：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含

量 1.19mg/g，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含量 1.01mg/g，顯示馬祖掛養三倍

體生蠔比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之 PE多出 17.82%。 

磷脂醯肌醇 (Phosphatidylinositol, PI)：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含量

0.57mg/g，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含量 0.48mg/g，顯示馬祖掛養三倍體

生蠔比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之 PI多出 18.75%。 

ii:不飽和脂肪酸(poly-Unsatarated Fatty Acid; PUFA)分析： 

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 DHA)：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

含量 0.10 g/100 g，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呈未檢出(N.D.)狀態。 

二十碳五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 EPA)：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含量

0.13 g/100 g，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呈未檢出(N.D.)狀態。 

(2)肝醣(Glycogen)含量分析： 

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肝醣含量 43.01mg/g，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肝醣

含量 27.13mg/g，顯示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比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之

肝醣多出 58.53%。 

(3)胺基酸含量比例分析： 

包含苯丙胺酸 (Phenylalanine, Phe)、纈胺酸 (Valine, Val)、蘇胺酸

(Threonine, Thr)、色胺酸(Tryptophan, Trp)、異白胺酸(Isoleucine, Ile)、

白胺酸(Leucine, Leu)、甲硫胺酸(Methionine, Met)、離胺酸(Lysine, Lys)、

組胺酸(Histidine, His)共 9 種必需胺基酸，其佔總水解胺基酸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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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之必需胺基酸含量佔比為 40.17%，台灣本島二

倍體牡犡之必需胺基酸含量佔比為 35.34%，顯示馬祖掛養三倍體生

蠔比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之必需胺基酸含量佔比多出 4.83%。 

(4)維生素分析： 

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 

維生素 A：0.38μg/g、維生素 B12：0.49μg/g、維生素 C：24.52μg/g、

維生素 E：120.16μg/g。 

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 

維生素 A：0.29μg/g、維生素 B12：0.31μg/g、維生素 C：50.48μg/g、

維生素 E：183.78μg/g。 

(5)礦物質分析： 

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 

鈣880mg/kg、鋅163mg/kg、鎂610mg/kg、磷1242mg/kg、鉀2232mg/kg、

鈉 3918mg/kg、鐵 51mg/kg、錳 7mg/kg、銅 47mg/kg。 

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 

鈣626mg/kg、鋅131mg/kg、鎂772mg/kg、磷2037mg/kg、鉀2402mg/kg、

鈉 4192mg/kg、鐵 152mg/kg、錳 9mg/kg、銅 30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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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馬祖掛養生蠔品種為人工培育之三倍體太平洋牡蠣品系(學名：

Crassostrea gigas Thunburg)，其與二倍體葡萄牙牡蠣品系(學名：

Magallana angulate)之台灣牡蠣(俗名蚵仔)不同。馬祖掛養生蠔品種，

經由本研究之分析數據，顯示小於 4公分之生蠔苗體，經 105日之掛

養後存活率為零。經調查(詳見附件 3)，於本年度 7/13~10/25 之掛養

期間，風速之平均秒速約為 3~5m/s，等同於 2~3 級風力，因而推論

小於 4公分以下之苗體，無法承受 2級以上風浪，因濾水攝食效率過

低而產生大量死亡之情形。因此，本研究建議掛養此三倍體品系時，

應以至少 4 公分以上苗體做為掛養標的，同時，應至少掛養至 10 公

分以上，方具上市之食用規格。 

2.本計畫目前於北竿之高登養殖區，已進行 131日之初步掛養，其中

較大尺寸之生蠔苗體約有 92%至 96%間之成長速率，推論馬祖海域

由於位於福建省閩江口，大量河水注入海中帶來大量的無機鹽類及有

機物質，使海域的營養鹽異常豐富，有助二枚貝類之養殖。此外，採

樣之生蠔肉體肉質白腴，內殼潔淨無蟲卵寄生，表面無泥，無排漿跡

象，外殼鈣質成色優良，評估馬祖海域具備掛養生蠔之基本條件。 

3. 由本研究所測得之肥滿度，10-11公分之成體生蠔之肥滿度數據為

82.47，12-14 公分之成體生蠔肥滿度數據為 87.32，對比前人文獻

(Nascimento I. A., 1980)對生蠔之肥滿度研究，當其成長至 10公分成

體時，其肥滿度數據為 60.9±14.3，顯示馬祖掛養成體生蠔之肥滿度，

符合標準。 

4.營養成份分析： 

    生蠔或牡蠣都是非常具有營養價值海產貝類，而在本研究報告中

發現，馬祖掛養生蠔在多項重要營養素上比台灣本島牡蠣更具有優勢，

當中即包括豐富的磷脂，一般熟知的卵磷脂(Lecithin)，即由多種磷脂

所組成，包含磷脂醯乙醇胺、磷脂醯膽鹼、磷脂醯肌醇等，馬祖掛養

生蠔皆有含量上的優勢。目前卵磷脂已被證實擁有多項功效，包含減

少腸道膽固醇吸收，以及增加膽汁酸的分泌，因此有益於改善高膽固

醇血症；此外，卵磷脂成分中的磷脂醯膽鹼是結腸黏液的重要保護成

分，因此有助於維持腸道黏液的疏水屏障功能，對於治療潰瘍性結腸

炎有極大功效；同時，亦有研究指出其對於緩解女性更年期症狀、改

善躁鬱症等，亦被透過臨床證實其功效(Miller, D. 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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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馬祖掛養生蠔亦顯現更佳的不飽和脂肪酸含量，包含 DHA

及 EPA，目前醫學實驗上亦已證實 DHA及 EPA之多項功效，包含抗

發炎、降血壓、降低三酸甘油脂、使血管不易阻塞而可預防中風、有

效降低心臟疾病發生；同時也證實其為影響大腦細胞生長重要的因素

之一，醫學上亦建議孕婦可多補充，有助新生兒提升認知力與學習力

(Sands, S. A., et al. 2005)。 

    而在肝醣一項的檢測分析上，更顯現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肝醣含

量的大幅領先，足足比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之肝醣多出 58.53%。由

於肝醣主要生物學功能是作為動物的能量儲存物質，一般存於人體肌

肉與肝臟內，在體內葡萄糖耗盡時能夠即時分解，提供人體足夠能量，

甚至包括中樞神經系統；因此，藉由生蠔補充大量肝醣，除提供本身

新鮮美味的來源，也可加速恢復人體的疲勞(Chan, M. S., et al. 2004)。 

    此外，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的必需胺基酸含量比例亦高於台灣本

島二倍體牡犡，由於必需胺基酸無法由人體自行合成，因此藉由日常

食物補充即十分重要。必需胺基酸之功效眾多，包含苯丙胺酸具有減

輕飢餓感、增強性慾、增強記憶力、消除抑鬱情緒等功效；甲硫胺酸

具有很強的抗氧化效果，具有促進脂肪分解、清除人體內的鉛、汞、

錫等有害重金屬物質，並有助於防治脂肪肝、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

腎臟疾病、重症肌無力、妊娠尿毒症等疾病；離胺酸則能夠防治單純

性皰疹感染、提高人腦注意力、促進兒童身體的生長發育；蘇胺酸則

能夠促進人體對蛋白質的吸收利用、防止脂肪在肝臟中積累、促進免

疫系統的抗體生成功能；色氨酸及白胺酸具有促進睡眠、降低人體對

疼痛的敏感性、緩解緊張焦躁的情緒、防止身體功能失調和預防中毒

等功效；纈胺酸、異白胺酸則是人血紅蛋白形成所必需的成分，能夠

調節人體血糖、提高能量水平、提高人體體能、修復破損的肌肉組織、

輔助治療肝功能衰竭、促進生長素分泌(Paddon Jones, D., 2009)。 

    而在綜合維生素表現方面，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與台灣本島二倍

體牡犡則互有領先，藉由分析結果，顯示馬祖生蠔具有較高的維生素

A 及 B12，而台灣牡犡則具有較高的維生素 C 及 E。至於在多項微

量礦物元素當中，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與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亦各有

不同領先指標，馬祖生蠔在鈣、鋅、銅具有較高表現，而台灣牡蠣則

在鎂、鐵、錳具有較高表現，由於台灣西岸地下水層中富含鎂、鐵、

錳等物質，因此與本檢測結果相當符合。一般而言，攝取豐富鈣、鋅、

銅食物，對於維持牙齒和骨骼健康，或是促進生長、參與皮膚傷口癒

合、維持結締組織的正常發展、提高代謝，具有非常關鍵的影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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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豐富鎂、鐵、錳食物，則對於神經傳導、維持腦部中樞神經正常

運作、調節血糖、增強人體的抵抗力等，有極大助益(Lombardi-Boccia, 

G., 2005)。     

5.輔導馬祖業者產出在地掛養生蠔 

    後續將與連江縣政府持續進行合作，廣泛徵詢具有生蠔掛養意願

之業者，並由本研究數據再進行進一步探討及輔導，透過計畫之科學

統計數據基礎，可明確協助業者選定苗種尺寸，並授予業者生蠔掛養

管理之技術，包含分籠密度、週期及頻率等，降低掛養業者之養殖風

險。 

    此外，由於本計畫執行期程較短，因此關於最適掛養季節，則再

需進一步再與業者進行測試探討，方可確認。但由過往文獻整理探知，

太平洋牡蠣品系之生長可隨著季節和水溫的變化而有所不同，當水溫

處於 15-26℃時，為最適合該品系之生長溫度區間，生長速度最快；

而當水溫達 27-29℃，該品系之生長速度將會趨緩。若以馬祖環境而

言，冬季最低可達 11~13℃之間，而夏季可達 23~25.5℃之間。而以

本研究之觀察，6-7公分之苗體掛養四個月可達上市體型，則理論上，

馬祖之最適掛養季節應在 9月份以後，水溫逐漸下降，生長速度將較

快；或於 2~3月間進行掛養，並在夏季來臨前進行採收，可獲最大生

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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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議之委員提問與回答 

期中報告提問： 

委員提問 回答 

連江縣

產發處 

劉委員

德全 

1 請執行單位確認來源及品

種，並於報告中補充。 

本研究之三倍體牡蠣來自青島前沿海洋種業有限

公司，其三倍體牡蠣為通過四倍體和二倍體牡蠣雜

交生產之太平洋牡蠣新品系。四倍體牡蠣和衍生三

倍體牡蠣的專利技術由郭希明和亞倫發明。該技術

已在世界各國產業化多年。相關詳細報告另檢附附

件於報告書中第 50-64 頁。(郭希明和小斯坦狄

許·K·亞倫。2001。生產四倍體軟體動物和三倍體

軟體動物的方法。發明專利說明書，專利號

95192167.3)。 

2 夏天發生大量死亡，並未

在報告中看到，執行單位

應詳細瞭解並於報告中補

充相關資料。 

已按委員建議撰寫於報告書第 41 頁。推測當水溫

達 27-29℃，該品系之生長速度將會趨緩，因此夏

季較不利該品系之掛養。此外，死亡原因除了溫度

緊迫之外，另有小螃蟹造成之少量病害，此現象經

查詢，亦發生於中國霞浦之生蠔養殖案例。 

3 成份分析應與大陸所養殖

之三倍生蠔比較。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團隊曾前往青島公司拜訪，

未來有機會將協調於當地實驗室進行成分檢測，以

與馬祖掛養樣本進行對照。 

連江縣

產發處

劉委員

剛 

1 報告中所提 2-4 公分之生

蠔全數死亡，希望可以明

確說明為何死亡。 

推論小於 4公分以下之苗體，無法承受 2級以上風

浪，因濾水攝食效率過低而產生大量死亡之情形。 

2 期末報告請補充建議事

項。 

已按委員建議撰寫。 

3 紀錄統計表資料請確定明

確。 

已按委員建議撰寫於報告書第 34~36 頁。 

連江縣

產發處

賴委員

文啓 

1 每張圖片應增加說明。 已按委員建議撰寫於報告書第 8~33頁。 

2 本次實驗跨越很多次颱

風，請在報告中補充颱風

影響之情形。 

本年度移動路徑對於連江縣有影響之颱風為 8/9利

奇馬、9/30 米塔，然經觀察，颱風對於馬祖本地掛

養之延繩浮球(包含淡菜等養殖)並無產生結構破

壞。 

3 延繩式掛養，請補充 已補充於報告書第 5 頁。本計畫採用延繩式掛養

法，新型塑膠浮球以延繩進行串聯，下方垂掛籠串

進行海上掛養，每籠串共計分十層籠格，每層籠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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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尺寸比例置放苗體。 

4 肥滿度以及上市基準等補

充參考文獻。 

相關文獻補充於報告書第 48 頁。 

5 三倍體生蠔相關說明文獻

也應納入。 

同連江縣產發處劉委員德全之第一點回答。 

6 請在詳述死亡原因。 同連江縣產發處劉委員剛之第一點回答。 

連江縣 

陳委員

依興 

1 種苗來源為何，是否能穩定

供應？將式將來輔導養殖

戶的重要因素。 

同連江縣產發處劉委員德全之第一點回答。另該品

系經查詢其公司資訊，其為全年生產，可充足供應

馬祖養殖業者。 

2 12-14 公分的成體肥滿度很

高，若未來養殖穩定成功，

希望可以辦理試吃活動、發

表會等推廣，讓地區的消費

者認識它。 

感謝委員建議，本團隊願意配合縣府進行相關行銷

宣導活動。 

3 報告內說成體無寄生，但要

有其他有公信力的機構做

為全面檢驗，不只寄生蟲應

該還有其他有毒物質等的

檢測。 

相關生蠔樣本，經本研究團隊於實驗室塗盤鏡檢，

確認無發現寄生蟲之存在。未來如有推廣上之需

要，本團隊亦願意配合縣府所指定之第三方檢驗單

位，進行寄生蟲或病毒等項目檢驗。 

4 如何將成果輔導漁民或養

殖戶，請再補充說明。 

後續將與連江縣政府持續進行合作，廣泛徵詢具有

生蠔掛養意願之業者，並由本研究數據再進行進一

步探討及輔導，透過計畫之科學統計數據基礎，可

明確協助業者選定苗種尺寸，並授予業者生蠔掛養

管理之技術，包含分籠密度、週期及頻率等，降低

掛養業者之養殖風險。 

連江縣 

林委員

樹棋 

1 請執行單位再補充種苗品

種等相關資料。 

同連江縣產發處劉委員德全之第一點回答。 

2 高登地區的飼料生物種

類、水溫、鹽度應於期末報

告中詳述，並說明是否跟南

竿水域有差異。 

已補充於報告書第 41 頁之說明。另查過往資料(馬

祖沿海魚類資源調查保育與利用研究計畫 , 2010, 

邵廣昭)，南北竿因海域極為相近，整體水文包含餌

料生物相、水溫、鹽度等並無差異。 

3 預估成長至 10 公分以上約

需多久。 

經本研究之觀測，於夏季時，經 131 日掛養，可使

6 公分之苗體，成長至 10公分。 

4 需要大面積(擴大養殖)那

種苗從何處引入馬祖? 

建議與連江縣政府關務相關單位、養殖業者，再進

行多方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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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青島為高緯度 (較寒冷地

區)，馬祖是否真的是何養

殖該地區之品種? 

(1)由過往文獻整理探知，太平洋牡蠣品系之生長可

隨水溫變化而有所不同，水溫於 15-26℃時，生長速

度最快；水溫於 27-29℃時，生長速度將會趨緩。 

(2)若以馬祖環境而言，冬季最低可達 11~13℃，而

夏季可達 23~25.5℃。確實適合該生蠔品系之掛養。 

6 請在期末報告中更仔細的

列出成份以及與傳統牡蠣

養殖有哪些區別。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數據於報告書第 36~38 頁。詳細

原始營養成分分析表請詳見 65-81 頁，附件二。 

水試所 

1 實驗材料與方法說明第三

點，請將業者放養數量與此

計畫中之觀察數量分別描

述。 

(1)已依委員建議補充於報告書第 34頁。 

(2)民間養殖業者放養數量：2 公分以下尺寸之生蠔

苗掛養 30 萬粒、2-3 公分尺寸之生蠔苗掛養 30 萬

粒、3-4公分尺寸之生蠔苗掛養 30萬粒、4-5公分尺

寸之生蠔苗掛養 30 萬粒、5-6 公分尺寸之生蠔苗掛

養 20 萬粒、6-7 公分尺寸之生蠔苗掛養 20萬粒。 

(3)而本研究，由各尺寸生蠔之掛養群中，每個尺寸

各標記二籠格，以此進行記錄觀察，各尺寸之觀察

數量約落於 100 至 150 顆間不等。 

2 請說明存活率之母數及計

算方式。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於報告書第 34 頁。 

本研究活率數據，由各尺寸之選定掛養觀察籠之

100~150 個樣本數內進行全體觀察，排除死亡之開口

生蠔數目，將存活良好之生蠔數目，與初始放養數

(7/13 放養數)進行存活率比對計算。 

3 樣本平均體長建議加入標

準差值。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於報告書第 34 頁。 

4 請說明結論中:「比同同時期

於大陸寧德養殖區所掛養

之生蠔生長速度約多出將

近 14.5%」，其生蠔為二倍體

或三倍體，及其數值與資料

來源。 

(1)本計畫於馬祖海域進行 131 日之掛養，實測其中

較大尺寸之生蠔苗體約有 92%至 96%間之成長速

率。 

(2)而寧德養殖區之掛養數據，本團隊並無前往進行

實測，乃依當地漁民代為回報粗略數據。依寧德養

殖區所詢問之數據，由起始平均 7 公分開始掛養至

今，約可成長 5.5公分，其不及馬祖掛養的 6.5公分，

換算為成長率，可推測馬祖大約多出將近 16%的成

長率差距。 

漁業署 

1 實驗用生蠔苗係購自青島

地區，其品質及來源是否穩

定?有無疫病傳播風險?請

貴府審查確認。 

本計畫所採之生蠔為人工培養苗種，其為公司化經

營之產品，已具多年生產供應之規模。未來相關檢

疫事項，本團隊亦願意配合連江縣關務單位、或連

繫青島公司進行相關檢疫事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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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論內容包含生蠔苗掛養

於馬祖地區因濾水攝食效

率等問題產生大量死亡情

況，然次段結論又紀錄有馬

祖海域，因天然因素等具有

掛養生蠔之基本條件，兩結

論似有相互衝突之處，建議

該校應以實驗數據紀錄並

加以敘明。 

(1)推論小於 4 公分以下之苗體，無法承受 2 級以上

風浪，因濾水攝食效率過低而產生大量死亡之情形。  

(2)而 4 公分以上之苗體，明顯可適應當地海象，經

131 日之掛養，其中較大尺寸之生蠔苗體約有 92%

至 96%間之成長速率，顯示若購進生蠔苗之殼體完

整，馬祖水域確實有助於該生蠔品系成長。 

3.相關活存率及成長率數據詳細載於報告書第 34

頁。 

3 建議該校將馬祖掛養生蠔

之海域水文參數如溫度、鹽

度等季節性數據於成果報

告中列表整併，以方便結論

對照佐證。 

(1)由過往文獻整理探知，太平洋牡蠣品系之生長可

隨水溫變化而有所不同，水溫於 15-26℃時，生長速

度最快；水溫於 27-29℃時，生長速度將會趨緩。 

(2)若以馬祖環境而言，冬季最低可達 11~13℃之間，

而夏季可達 23~25.5℃之間。 

(3)而以本研究觀察， 7 月 ~11 月之水溫約在

22~24.5℃， 

則理論上，馬祖之最適掛養季節應在 9 月份以後，

水溫逐漸下降，生長速度將會更快；或於 2~3 月間

進行掛養，並在夏季來臨前進行採收，可獲最大生

長效益。 

(4)至於鹽度方面，太平洋牡蠣品系之生長鹽度範圍

極廣:6‰-35‰。而馬祖海域鹽度除梅雨季(3 月~5 月)

可降至 24.9‰-26.7‰外，其餘季節則相當穩定維持

於 30‰-34‰，即使大量降雨導致鹽度下降亦無損生

蠔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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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提問： 

委員提問 回答 

連江縣

產發處 

劉委員

剛 

1 簡報及圖表請納入成果資

料中。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於成果資料中。 

2 國貿局目前定義牡蠣 2 公

分以下為苗，本計畫最主

要目的為確定三倍體生蠔

4 公分是否為苗體，需要

有很明確的資料。 

馬祖掛養生蠔品種為人工培育之三倍體太平洋牡

蠣品系(學名：Crassostrea gigas Thunburg)，其與二

倍體葡萄牙牡蠣品系(學名：Magallana angulate)之

台灣牡蠣(俗名蚵仔)不同。馬祖掛養生蠔品種，經

由本研究之分析數據，顯示大於 4公分之生蠔苗體

掛養之死亡風險較小，因此，本研究建議掛養此三

倍體品系時，應以至少 4公分以上苗體做為掛養標

的，同時，應至少掛養至 10 公分以上，方具上市

之食用規格。 

連江縣

產發處

賴委員

文啓 

1 請補充苗種全名。 苗種學名全名如下：Crassostrea gigas Thunburg。

其為人工培育之三倍體太平洋牡蠣品系，採用四倍

體和二倍體雜交之太平洋牡蠣品系，非基因轉殖品

種，經多代選育後遺傳性狀穩定。 

2 肥滿度相關資料，業者反

應要在 10 公分才可食

用，請在報中補充成長到

哪種程度才可食用的相關

資料。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並撰寫於本報告書第 39 頁。

本計畫品種-三倍體生蠔，至少需待其生長至 10 公

分以上方為成體，達食用層級，即便已達 8 公分左

右之蠔體，其生殖腺體仍未成熟飽滿，不具上市資

格，與一般常見熟知之台灣二倍體牡蠣性狀有明顯

差異。 

3 成份比較之臺灣二倍體牡

蠣養殖地點是哪個縣市請

在補充。 

本研究為進行與馬祖掛養生蠔營養成分比較，而採

集之臺灣二倍體牡蠣，其養殖地點位於「嘉義縣」。 

4 因為三倍體生蠔與牡蠣並

不相同，本案僅有針對三

倍體生蠔定義苗體大小，

請在報告中補充。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並撰寫於本報告書第 39 頁。

馬祖掛養生蠔品種為人工培育之三倍體太平洋牡

蠣品系(學名：Crassostrea gigas Thunburg)，其與二

倍體葡萄牙牡蠣品系(學名：Magallana angulate)之

台灣牡蠣(俗名蚵仔)不同。馬祖掛養生蠔品種，經

由本研究之分析數據，顯示大於 4公分之生蠔苗體

掛養之死亡風險較小，因此，本研究建議掛養此三

倍體品系時，應以至少 4公分以上苗體做為掛養標

的。 

水試所 
1 有關肥滿度比較之相關參

考文獻請整理後納入成果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於本報告書第 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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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 

2 報告中提到 4 公分以下之

苗體因馬祖風浪關係不適

合養殖，但於簡報中提到

為因為苗體太小在分苗作

業時造成耗損，馬祖海域

不見得不適合養殖，比較

偏向是養殖方式導致不適

合，因此是否可由業者改

善操作來進行克服？ 

感謝委員建議，然而，依本研究之現有數據確實顯

示，大於 4公分之生蠔苗體，其掛養死亡風險確實

較小，因此，本研究建議掛養此三倍體品系時，目

前仍應至少以 4 公分以上苗體做為掛養標的，可確

保當地產業之掛養穩定性，減少經濟損失。或如委

員建議，未來相關單位亦可研議，再另開增研究計

畫，針對改變業者養殖操作模式，再設計多項實驗

變因，以排除較小苗體之死亡率之所有人為因素。 

3 有關本養殖品種業者宣稱

溫度耐受性可達較高，是

否有實際文獻可以佐證？ 

目前針對該養殖品種之溫度耐受性尚無正式文獻

發表，然本研究團隊曾前往「青島前沿海洋種業有

限公司」進行學術交流，與會中所敘及此議題，該

品種之發明人-郭希明先生表示：本品種於東南亞

地區之高溫環境，仍有掛養成功之案例，但並無明

確顯示東南亞高溫環境下生長速度之數據。 

4 夏季發生大量死亡事件非

本案主軸，但建議相關說

明可以納入成果報告中，

可提供後續研究參考使

用。 

已說明如報告書第 41 頁。由於太平洋牡蠣品系之

生長可隨著季節和水溫的變化而有所不同，當水溫

處於 15-26℃時，為最適合該品系之生長溫度區

間，生長速度最快；而當水溫達 27-29℃，該品系

之生長速度將會趨緩。若以馬祖環境而言，夏季可

達 23~25.5℃，可能對於該品系形成生長之阻礙。

因此，理論上，馬祖之最適掛養季節應在 9 月份以

後，水溫逐漸下降，生長速度將較快；或於 2~3 月

間進行掛養，並在夏季來臨前進行採收，可獲最大

生長效益。 

5 報告中回應委員內容提到

含菌量較高不建議生食，

請在補充詳細解釋。 

在海鮮食品中，魚貝類易受生長環境中的微生物，

例如弧菌等微生物所污染，如未經加工方式處理，

或是保存與調理過程處理不當，就很容易滋生微生

物，一旦不慎直接生食，就可能造成急性食品中

毒。過往相關產業所採之常見處理方式，如：紫外

線 處 理 之 海 水 流水殺菌 、 以 低 溫 高 壓 法

(High-Pressure Processing, HPP)破壞微生物的細胞

膜等法，以殺滅附著於生鮮海產品上之有害微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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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研究之三倍體牡蠣來自青島前沿海洋種業有限公司，其三倍體牡蠣

為通過四倍體和二倍體牡蠣雜交生產。四倍體牡蠣和用四倍體生產三

倍體牡蠣的專利技術由郭希明和亞倫發明。該技術已在世界各國產業

化多年。(郭希明和小斯坦狄許·K·亞倫。2001。生產四倍體軟體動物
和三倍體軟體動物的方法。發明專利說明書，專利號 95192167.3，授
權公告號 CN1075927.) 

關於其母品系為遺傳穩定、性狀優良、適合亞洲海洋氣候的四倍體太

平洋牡蠣新品系。用優良四倍體牡蠣和正常二倍體雜交，可以產生優

良的 100%自然三倍體牡蠣。 

其三倍體之發明專利說明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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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委託「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營養成分分析報告書 

說明：將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與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所取下之原肉樣

本，送交「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分析二者之營養成分，

包含：(1)脂肪：主要具有生理活性的複合磷脂、磷酸肌醇、廿碳五

烯酸(EPA)、廿二碳六烯酸(DHA)等；(2)醣類：主要觀測肝醣之含佔

比；(3)蛋白質：各類必需胺基酸及非必需胺基酸；(4)維生素及礦物

質。 

二者之營養成分分析報告書數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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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島二倍體牡犡營養成分分析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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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掛養三倍體生蠔營養成分分析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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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央氣象局公佈之馬祖觀測站資料，於本年度 7月至 10月期間，馬

祖地區之逐日風速及當月平均風速。 

 

資料來源:https://www.cwb.gov.tw/V8/C/C/Statistics/monthlymea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