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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硨磲（讀音ㄔㄜㄑㄩˊ）貝屬（Tridacna）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雙殼貝，主要分布在

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海水溫度介於 24~30℃的熱帶珊瑚礁淺海域。硨磲貝體內有共生

藻與其共生，共生藻可提供硨磲貝生長所需的有機碳及有機氮源，硨磲貝也會將代謝廢

物給共生藻利用。此外，硨磲貝仍維持主動攝取水中浮游性藻類和有機物為食之習性。

硨磲貝的生長速度隨種類、水溫以及生長階段而異，幼貝生長速率比成體高，以鱗硨磲

貝為例，殼長 13 公分以內時，每年生長速率約 3.8 公分，但隨著體長增加，生長速率

也跟著下降，到殼長為 20 公分左右時，其生長速率下降為每年 1.9 公分（Beckvar, 1981）。 

在珊瑚生態系中，硨磲貝可作為營養來源，提供捕食者吃食，其排放的共生藻、排

泄物及配子亦供隨機攝食者使用；此外，其外殼除了能保護自身，亦是其它生物的居所，

供給珊瑚、藻類、海綿、管蟲、海鞘、苔蘚蟲等生物附生，共棲生物則有魚、豆蟹、蝦

等，因此，硨磲貝具有穩定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功能，其受採捕壓力而呈現的生存狀況，

則可反應珊瑚礁生態系統受人為活動影響的程度，故也被視為珊瑚礁健康狀況的指標物

種之一（Hodgson, 2002），並在 2000 年之前已被列為「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

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附錄二的保護物種，表示其族群數量稀少須進行有效管制。 

為保護硨磲貝族群，各界在復育工作不遺餘力。自 2006 年起澎湖縣農漁局水產種

苗場即開始嘗試進行硨磲貝復育，海洋保育署 2021 年委託國立中山大學劉莉蓮教授團

隊進行「臺灣硨磲貝及其他重要螺貝類調查及保育評估計畫」，並參考國內外硨磲貝調

查、監測、保育及復育措施相關文獻資料等，研提硨磲貝保育計畫草案（以下稱本保育

計畫），並於同年起與農業部水產試驗所合作進行「澎湖南方四島海域硨磲蛤復育計畫」、

「111 年澎湖南部海域硨磲蛤監測與復育評估計畫」及「112-113 年度澎湖硨磲貝復育

及放流試驗」等復育計畫，各地方政府及團體亦積極辦理復育工作或宣導活動，足見各

界對於硨磲貝保育的重視。 

保育行動需要各方團隊參與，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學術單位等，

從保育策略的擬定、執行至教育推廣，都仰賴跨部門且公私協力的配合。硨磲貝在國際

貿易上已受到重視及管制，爰此，本保育計畫回顧歷來硨磲貝調查情形與主要威脅原因

等，並提出提升族群數量等保育行動，以健康棲地及穩定族群為目標，邀請各方團隊，

包括中央、地方、民間、學術單位，共同推動硨磲貝保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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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源狀態  

臺灣曾有 7 種硨磲貝紀錄，分別為菱硨蠔貝、圓硨磲貝、扇硨磲貝、巨硨磲貝、長

硨磲貝、諾亞硨磲貝、鱗硨磲貝，歷年硨磲貝分布資料大多未敘明是何物種，類群密度

為 0-11.2 隻/100m2；根據 2019 至 2021 年文獻，有觀察記錄到 5 種，無扇硨磲貝與巨硨

磲貝。 

根據海保署（2021）「臺灣硨磲貝及其他重要螺貝類調查及保育評估計畫」調查結

果，硨磲貝普遍有成體比例偏低、密度低的情形，加上海洋污染、氣候變遷、採捕壓力、

人為活動干擾造成生存威脅，硨磲貝應有族群數量快速下降的危機。 

目標 恢復硨磲貝野外族群數量。 

保育指標  

1) 減少人為破壞，減緩硨磲貝物種數量衰退。 

2) 提升野外資源密度，維護棲地 

保育行動 

1) 滾動評估保育方針，運用現有法令並落實執法 

2) 持續監測建立基礎生物學資料，加強人工繁養殖復育 

3) 棲地維護與在地守護 

4) 擴大社會參與及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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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物種概述 

第一節 物種介紹 

「硨磲貝」一詞包含雙殼貝綱（Bivalvia）、鳥尾蛤科（Cardiidae）、硨磲貝亞科

（Tridacninae）下 2 屬 12 種物種。臺灣硨磲貝的物種紀錄有 6 種（邵等, 2008），分別

為菱硨蠔貝、鱗硨磲貝、圓硨磲貝、長硨磲貝、巨硨磲貝和扇硨磲貝，其中有一種在過

去被認為是長硨磲貝內之隱蔽種，後續研究確認為諾亞硨磲貝（Tridacna noae）（Su et 

al., 2014），故臺灣應有 7 種硨磲貝，各物種之分布如圖 1 所示。 

 

圖 1 臺灣硨磲貝有文獻紀錄之物種分布圖 

Hippopus hippopus：菱硨蠔貝；Tridacna gigas：巨硨磲貝；Tridacna noae：諾亞硨磲

貝；Tridacna squamosa：鱗硨磲貝；Tridacna crocea：圓硨磲貝；Tridacna derasa：扇

硨磲貝；Tridacna maxima：長硨磲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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硨磲貝以是否具有足絲孔，與外套膜完全展開是否超過外殼邊緣，可分為具有足絲

孔且外套膜可超過外殼邊緣的硨磲貝屬 Tridacna，及不具有足絲孔且外套膜不會超過外

殼邊緣的硨蠔貝屬 Hippopus（圖 2）。硨磲貝的物種鑑定及分類特徵包括外殼的放射肋

數量、足絲孔大小、鱗片發達程度等，活體外套膜的花紋、眼點排列方式等也是物種鑑

定的依據，臺灣有紀錄的硨磲貝物種形態特徵如表 1 所示。以下針對這 7 個物種的外部

形態加以介紹： 

一、 菱硨磲貝 

菱硨蠔貝（Hippopus hippopus），又稱 Horse’s Hoof Clam 或 Strawberry Clam，生活

於珊瑚礁底質上，無足絲孔，不會分泌足絲將自己固定在底質上（Rosewater, 1965），最

大可達 50 公分（Mingoa-Licuanan & Gomez, 2007），呈三角形，殼上有明顯的放射肋，

肋上有紅或褐色斑塊，外套膜底色有黃棕色或深咖啡色，上有細橫線條，外套膜完全展

開不會超過外殼邊緣。 

二、 圓硨磲貝 

圓硨磲貝（Tridacna crocea），最大 15 公分（Rosewater, 1965），本種部分或全部殼

在珊瑚礁底質內，外殼放射肋上有鱗片，足絲孔長橢圓形，會分泌足絲將自己固定在底

質上外套膜底色有藍、綠、棕色，外套膜上有點狀或斑塊狀花紋，外套膜邊緣之眼點密

集，外有一圈深或淺色花紋。 

圖 2 硨磲貝屬（Tridacna，上圖）及硨蠔貝屬（Hippopus，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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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扇硨磲貝 

扇硨磲貝（Tridacna derasa），又稱 Smooth Giant Clam，最大可達 60 公分（Lucas, 

1988），本種生活於珊瑚礁底質上，外殼放射肋不明顯，足絲孔小，外套膜底色有藍、

綠、棕色，外套膜邊緣有一窄藍色條帶，上有眼點分布。 

四、 巨硨磲貝 

巨硨磲貝（Tridacna gigas），體長最大的個體有 137 公分長、230 公斤重（Rosewater, 

1965），最重的個體有 500 公斤、106 公分長（Lucas, 1994），本種生活於珊瑚礁底質上，

外殼放射肋非常明顯，外套膜底色有藍、綠、棕色，外套膜邊緣有一窄藍色條帶，外套

膜邊緣眼點稀疏，且外有一圈藍色花紋，幼貝時期足絲孔小，隨成長逐漸癒合。 

五、 長硨磲貝 

長硨磲貝（Tridacna maxima），最大的記錄是 42 公分（Stasek, 1965），本種部分或

全部殼在珊瑚礁底質上，外殼外殼有 4-6 個放射肋，放射肋上有鱗片，足絲孔大，會分

泌足絲將自己固定在底質上，外套膜底色有藍、綠、棕色，外套膜上有點狀或斑塊狀花

紋，外套膜邊緣之眼點密集。 

六、 諾亞硨磲貝 

諾亞硨磲貝（Tridacna noae），最大達 28 公分（Borsa et al., 2015），本種部分或全

部殼在珊瑚礁底質上，外殼外殼有 5-7 個放射肋，放射肋上有鱗片，足絲孔大，會分泌

足絲將自己固定在底質上，外套膜底色有藍、綠、棕色，外套膜上有水滴狀花紋，外套

膜邊緣之眼點不密集。 

七、 鱗硨磲貝 

鱗硨磲貝（Tridacna squamosa），又稱 Fluted Giant Clam，最大達 43 公分（Hutsell 

et al., 1997），本種部分或全部殼在珊瑚礁底質上，外殼有 4-5 個放射肋，放射肋上有很

發達的鱗片，足絲孔明顯，外套膜底色有藍、綠、棕色，外套膜上有斑塊狀花紋，外套

膜邊緣之眼點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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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硨磲貝紀錄種之形態特徵表 

 菱硨蠔貝 圓硨磲貝 扇硨磲貝 巨硨磲貝 長硨磲貝 諾亞硨磲貝 鱗硨磲貝 

最大殼長

（cm） 
50 15 60 137 42 28 43 

足絲孔 無 大 小 
幼貝小， 

成貝癒合 
大 大 中等 

棲息處 底質上 多於底質內 底質上 底質上 
部分或全部

於底質上 

部分或全部

於底質上 
底質上 

放射肋 8-12 4-5 無或不明顯 4-5 4-6 5-7 4-5 

鱗片 不發達 
發達或不發

達 
不發達 

發達或不發

達 
通常發達 通常發達 大且發達 

外套膜伸展 不超過殼緣 超過殼緣 超過殼緣 超過殼緣 超過殼緣 超過殼緣 超過殼緣 

外套膜底色 綠、棕 藍、綠、棕 藍、綠、棕 藍、綠、棕 藍、綠、棕 藍、綠、棕 藍、綠、棕 

外套膜 

邊緣花紋 

淡色細長條

紋 

點狀或斑塊

狀花紋 
藍色細條帶 深色寬條帶 

點狀或斑塊

狀花紋 
水滴狀花紋 斑塊狀花紋 

外套膜 

邊緣眼點 
無 

密集外有一

圈深或淺色

花紋 

排列鬆散 

稀疏藍色空

心或實心圓

點 

排列密集 排列鬆散 排列稀疏 

 

第二節 分布區域及密度變化 

早期雖有很多文獻提到硨磲貝，但量化資料主要來自珊瑚礁體檢調查。「臺灣珊瑚

礁學會」於 2001 年開始在全臺各地多個地點，每年固定進行珊瑚礁體檢調查，硨磲貝

為珊瑚礁體檢紀錄項目之一，因此可從歷年珊瑚礁體檢的資料中蒐集硨磲貝於臺灣周邊

海域的密度資料，惟珊瑚礁體檢主要目標為調查珊瑚覆蓋率變化，故硨磲貝密度記錄是

以涵蓋所有硨磲亞科物種的方式呈現，不同年間的調查範圍亦有所差異，且部分報告並

無量化資料，僅以有或無的方式紀錄，因此，以下的密度分析是硨磲亞科下所有物種的

密度紀錄，並轉換為每一百平方公尺的隻數（隻/ 100m2）表示，此部分已蒐集近二十年

的資料（2001 年至 2020 年無 2006 年），調查地點包含 6 個縣市 66 個調查地點，有本

島及離島測站，如基隆嶼、蘭嶼、綠島、小琉球等 87 個調查測站。 

臺灣北部測站位於基隆市以及新北市。基隆市的調查測站位於潮境海洋公園周邊，

以及蝙蝠洞一帶，調查年份包含 2017、2019 以及 2020 三年，在調查中未發現硨磲貝。

新北市的調查測站位於野柳以及東北角龍洞一帶，其中 2005 至 2008 年無調查資料。大

部分測站並未記錄到硨磲貝，僅在龍洞灣附近測站有觀察紀錄，族群密度為 0.125 隻

/100m2（圖 3）。 

中文名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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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的宜蘭、花蓮、臺東等三縣市在過往珊瑚礁總體檢調查中皆被涵蓋在內。宜蘭

縣調查測站位於南方澳的豆腐岬及內碑一帶，2001 至 2004 年的調查紀錄顯示豆腐岬測

站硨磲貝密度為 0.4 隻/100m2。花蓮縣測站則位於石梯坪周邊，調查時間包含 2001 至

2004 年，以及 2014 至 2020 年兩個時間區段，在 2001 至 2004 年間，花蓮縣內調查地

點並未發現硨磲貝，後續於 2017 年有零星觀察紀錄，密度僅 0.03 隻/100m2。臺東調查

測站接近三仙台的基翬漁港，以及鄰近臺東市區的杉原以及加母子灣附近，其中基翬測

站從 2011 年開始至 2020 年有連續觀察紀錄，在調查年份內皆有硨磲貝的觀察紀錄，密

度介於 0.125 至 1 隻/100m2 不等，杉原測站則有幾年並未記錄到硨磲貝，有觀察紀錄的

密度變化則介於 0.2 隻/100m2 左右（圖 4）。 

南部珊瑚礁調查主要在屏東縣墾丁地區，近 20 年的調查時間共累積了 21 個調查測

站，主要集中在國家公園西側，東側測站僅有佳樂水一點，南側測站則包含香蕉灣、跳

石、出水口、後壁湖等。過往調查結果顯示，位於墾丁國家公園西側的合界測站，硨磲

貝密度最高，可記錄到 2.65 隻/100m2，且淺水測站（5 公尺內），硨磲貝密度高於深水

測站（10 公尺）。在 2001 年到 2004 年的調查則顯示無硨磲貝的觀察紀錄，爾後缺乏

相關的調查紀錄（圖 5）。 

在離島測站中，以綠島的調查資料最豐富，歷年珊瑚礁體檢一共在綠島地區調查了

30 個測站，其中以位於北側的中寮港、南側的大白沙，以及東側的石朗為硨磲貝密度最

高的地點，最高可達 11.2 隻/100m2，平均而言，綠島測站在大部分調查時間硨磲貝的密

度大於 1 隻/100m2（圖 6）。 

蘭嶼周邊歷年來一共有 35 個調查測站，硨磲貝密度介於 0.25 到 3.25 隻/100m2，

以南獅測站的密度最高（圖 7）。 

小琉球則包含了 21 個測站，每個測站都有硨磲貝的觀察紀錄，但是有些年未紀錄

到硨磲貝的分佈，密度變化則介於 0.2 至 1.5 隻/100m2，厚石群礁以及漁埕尾兩地皆有

1 隻/100m2，或大於 1 隻/100m2 的觀察紀錄（圖 8）。 

澎湖縣是離島中調查紀錄最完整的地點，可能因曾在 2008 年經歷寒災侵襲，以及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設立規劃有關。澎湖本島周邊及各離島共有 109 個調查測站，包

含目斗嶼、吉貝嶼、姑婆嶼和鳥嶼等。本島北邊的測站在過去調查紀錄中無硨磲貝的觀

察紀錄，其他周邊測站則以杭灣以及鎖港兩地在 2005 年記錄到 4 隻/100m2 最高，但大

部分測站及時間則是未記錄到，或是密度低於 1 隻/100m2 以下。南方諸島大部分測站皆

有硨磲貝的觀察紀錄，但密度變化差異大，在東吉嶼周邊測站有 5 隻/100m2 以上的觀察

紀錄，但其它大部分地點密度範圍介於 0.25 到 1 隻/100m2 左右（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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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北市歷年硨磲貝平均密度變化 

 

                         圖 4 臺東歷年硨磲貝平均密度變化 

圖 5 墾丁歷年硨磲貝平均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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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綠島歷年硨磲貝平均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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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蘭嶼歷年硨磲貝平均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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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小琉球歷年硨磲貝平均密度變化 

 

圖 9 澎湖各物種硨磲貝平均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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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署 2021 年「臺灣硨磲貝及其他重要螺貝類調查及保育評估計畫」調查臺

灣本島及離島共 12 個測站，分別為臺東杉原和基翬，墾丁後壁湖、紅柴坑、後灣、香

蕉灣和入水口，蘭嶼玉女岩、開元港和小蘭嶼，澎湖七美小臺灣和月鯉灣。臺東地區長

硨磲貝的密度為 0.25-1 隻/100m2，諾亞硨磲貝 0-3.75 隻/100m2、鱗硨磲貝 1 隻/100m2（

圖 10）；墾丁地區諾亞硨磲貝之密度為 0.2-0.6 隻/100m2，長硨磲貝之密度為 0.2-2 隻

/100m2，鱗硨磲貝之密度為 0.2-0.8 隻/100m2（圖 11）；蘭嶼諾亞硨磲貝之密度為 0.2-1

隻/100m2，長硨磲貝之密度為 1-1.6 隻/100m2（圖 12）；七美諾亞硨磲貝之密度為 0.6-

1.6 隻/100m2，長硨磲貝之密度為 0.2-0.8 隻/100m2，鱗硨磲貝之密度為 0.2 隻/100m2（

圖 13）。調查結果觀察到 4 種硨磲貝，分別為圓硨磲貝、長硨磲貝、諾亞硨磲貝、鱗硨

磲貝，硨磲貝平均密度為 0.25-6.75 隻/100m2，普遍有成體比例低，密度亦低的情形。 

同（2021）年執行「澎湖南方四島海域硨磲貝復育計畫」，於東吉嶼鄰近海域調

查 5 個測站，結果顯示在東吉嶼西南邊海域測站數量分布最豐富，平均密度為 0.4 隻

/100m2，其中以長硨磲貝及諾亞硨磲貝為主要種類。2022 年「澎湖南部海域硨磲蛤監測

與復育評估計畫」於澎湖本島南側沿岸、澎湖南海進行硨磲貝資源調查，共計 12 個測

站的穿越線調查，結果顯示在鎖港海域之東側、南側測站平均密度為 2.6-2.8 隻/100m2，

而在香爐嶼海域測站之數量分布最豐富，平均密度為 3.4 隻/100m2。其中長硨磲貝及諾

亞硨磲貝為主要物種數量較多，再次之為鱗硨磲貝，此外在鎖港南側有發現 1 個罕見之

圓硨磲貝。 

2022-2023 年「蘭嶼周邊海域底棲無脊椎動物資源調查」計畫，共記錄 137 筆硨磲

貝資料，以長硨磲貝 97 筆為主、其次為諾亞硨磲貝 39 筆、鱗硨磲貝 1 筆則屬罕見。在

潮間帶區域（包括潮池及碎浪區海岸）及水深 3m 以上遠離岸邊的亞潮帶，不同的硨磲

貝之分布狀況不同。物種以長硨磲貝數量多，區域上則以亞潮帶較多，諾亞硨磲貝以潮

間帶略多，長硨磲貝則以離岸的亞潮帶數量較多。該計畫執行的亞潮帶硨磲貝定量調查

，紀錄到長硨磲貝及諾亞硨磲貝兩種，90 筆資料，平均每 100m2 有 7.5 隻硨磲貝，密度

以開元港海域較高（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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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21 年臺東各樣點硨磲貝密度 

圖 11   2021 年墾丁各樣點硨磲貝密度 

 

圖 12   2021 年蘭嶼各樣點硨磲貝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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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2021 年澎湖七美各樣點硨磲貝密度 

 

 

 

 

圖 14   2022-2023 年蘭嶼各海域深度穿越帶之硨磲貝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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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硨磲貝與臺灣原住民傳統文化 

 

臺灣原住民族傳統上即有利用硨磲貝的習慣，泰雅族、阿美族、雅美（達悟）族

等族群皆有使用紀錄，其中，又以蘭嶼的達悟族人使用最為廣泛。達悟族會在每年的傳

統時節—嘎呢曼（kaneman）時期（大約是國曆 10 月），燒製貝灰（mabcik），材料主

要使用硨磲貝（kono）、大岩螺（kamanomanok）這兩種貝類的殼，因為燒製貝灰必須

使用最結實和耐燒的木材，傳統上多使用食茱萸和茄冬樹等幾個特定樹種。傳統製作貝

灰的時間與地點也有嚴格的限制，一定會選在新月剛出來的 15 日內，選擇一個晴天，

到自己部落內固定燒製貝灰的地點，大都是靠近海邊， 因為燒製前會先用海水洗淨硨

磲貝，在燒製時也需一邊添加海水來製作貝灰（mabcik）。 

製作過程也必須遵守很多禁忌，貝灰有灰燼，隱含毀滅的意思，而女性是孕育生

命來源，所以女性不能參與。燒製完成的貝灰有多種用途，除了作為拼板舟的白色原料

，也有治病、驅魔的功效。家中有賓客到訪時，達悟族人就會拿出檳榔與貝灰請賓客享

用，因此，達悟族有一個說法：「沒有貝灰，就不能成為人。」足見貝灰在達悟族傳統

上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國海院,2022）。 

為了保存其獨特的傳統貝灰文化，雅美（達悟）族人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正式

將「雅美族 Tao 貝灰（mabcik）文化及其製作」送件原民會，申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

作專用權，並在 2021 年 9 月 15 日公告通過。又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規定：原

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以下非營利行

為，其中即包含獵捕野生動物、利用水資源等，但僅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原

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資訊網）。因此，如何在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前提下，遏

止因私利濫捕硨磲貝導致資源枯竭的行為，並加速復育的進程，正考驗著這個世代的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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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存威脅 

珊瑚礁生態系有超過 25%以上的海洋生物物種居住，其中螺貝類有數百種之多，

硨磲貝是較大型的物種，也是珊瑚礁健康狀況的指標物種，而珊瑚礁目前受到許多人為

影響與環境的威脅，包括全球暖化、海洋酸化、海洋污染和過度採捕等（Hoegh-Guldberg 

et al., 2007; Bellwood et al., 2012; Wenger et al., 2015; Hughes et al., 2018）。由於這些影響

的交互作用，許多硨磲貝物種正遭受嚴重威脅。 

第一節 氣候變遷與硨磲貝白化現象 

自 18 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使得地球溫度節節升

高，海洋水溫也不例外。全球暖化對硨磲貝產生的負面效應，包括海洋熱浪、極端溫度、

熱緊迫（heat stress）、過量紫外線照射導致硨磲貝健康弱化。其中，硨磲貝最嚴重的大

規模死亡事件主要與高溫熱緊迫有關（Mies, 2019），上述多種因素導致共生藻被驅逐或

離開硨磲貝外套膜，形成白化現象（bleaching），最終造成死亡率上升（Buck et al., 2002；

Andréfouët et al., 2013；Junchompoo et al., 2013）。 

嚴重衝擊硨磲貝生存的白化現象（bleaching），其成因硨磲貝共生藻損失或光合葉

綠素蛋白複合物的降解（Glynn, 1993），在熱緊迫下，生物體產生活性氧（ROS），最終

導致共生細胞的葉綠素含量減少並被排出，從而形成了一種無共生藻的硨磲貝，具有淡

白色的外殼（Mies, 2019）。此外，海洋暖化也會導致硨磲貝幼生和成貝族群個體白化，

造成生產力下降或成長期族群存活率降低（Wilkinson & Buddemeier, 1994；Gomez & 

Mingoa-Licuanan, 1998）。由於硨磲貝的白化研究遠少於珊瑚白化的研究，其耐受溫度閾

值因物種和地理位置而異，相關研究顯示介於 29°C 至 35°C 之間（Estacion & Braley, 

1988；Braley, 1992；Addessi, 2001），也有文獻記載，高於平均溫度約 5°C 會引發嚴重

的白化（Buck et al., 2002）。 

在過去，硨磲貝白化現象往往未能及時有效記錄，主要是由於硨磲貝物種缺乏長

期監測，且大多數保育工作多集中在珊瑚（Siebeck et al., 2006 ; Van Wynsberge & 

Andréfouët, 2017）。由於海洋熱浪衝擊是造成全球造礁珊瑚大量減少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印度太平洋海域過去三十年間，曾經發生數次的全球性的珊瑚大白化和死亡事件，其

中主要有紀錄的硨磲貝白化事件，包括與 1997-1998 年、2009-2010 年和 2015-2017 年

的三個全球大規模珊瑚白化事件有關。而這幾次的硨磲貝白化事件主要發生在東南亞、

澳洲大堡礁（GBR）和法屬波里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Mies, 2019）。 

1997-1998 年聖嬰現象（ENSO）所引發印度太平洋海域許多海域的大規模珊瑚白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338-019-01857-x#ref-CR42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338-019-01857-x#ref-CR7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338-019-01857-x#ref-CR137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338-019-01857-x#ref-CR43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338-019-01857-x#ref-CR24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338-019-01857-x#ref-CR10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338-019-01857-x#ref-CR1


 

17 

化（Hoegh-Guldberg, 1999），主要發生在澳洲大堡礁、東南亞、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七

種硨磲貝物種，造成嚴重的白化和死亡（Gomez & Mingoa-Licuanan, 1998；Addessi, 2001）。

在同樣由 ENSO 引發的 2009-2010 年全球白化事件中，儘管法屬波里尼西亞的死亡率很

高（Andréfouët et al., 2013），但硨磲貝白化的研究報告紀錄主要來自東南亞海域（Mies, 

2019）。 

在 2015-2017 年的白化事件中，不同地理位置的硨磲貝白化發生率程度不一，受

影響的區域涵蓋硨磲貝的整個分佈範圍（Hughes et al., 2018）。在法屬波利尼西亞，分別

有 94%和 50%的硨磲貝白化和死亡（Andréfouët et al., 2018）。雖然長硨磲貝（T. maxima）

在模里西斯（Mauritius）沒有發生白化，但是在新加坡、關島也有白化的情形（Neo et 

al., 2017）。 

海洋酸化也會對硨磲貝鈣化、殼成長以及幼生發育造成負面衝擊（Waters, 2008；

Watson et al., 2012），實驗結果顯示在酸性條件下（~600–1000 μatm [60.8–101.3 Pa] pCO2），

硨磲貝幼生會出現負向殼成長（殼溶解）狀態以及低存活率。再者，依據本世紀末預測

之氣候情境下，所進行溫度與 pCO2 綜合影響結果顯示，鱗硨磲貝（T. squamosa）幼生

的殼，其鈣與鎂離子含量將會明顯減少（Armstrong et al., 2014），存活率明顯下降（Watson 

et al., 2012；Watson, 2015）。 

另一方面，對於硨磲貝繁養殖產業亦可能帶來額外的經濟與發展壓力（Neo et al., 

2017）。例如孵化場水溫升高會導致藻類過度生長、殼體形成不良（Schwartzmann et al., 

2011）以及產卵模式過早，不穩定的水溫迫使復育人員需要不斷調整其養殖方式和策略，

無形中造成生產成本與風險管理增加，這些都是進行硨磲貝繁養殖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第二節 海洋污染 

隨著印度洋與西太平洋地區珊瑚礁的退化，硨磲貝的棲地也遭受到威脅（Neo & 

Todd, 2012）。尤其人類活動的壓力威脅到珊瑚礁生態環境的健康，進而衝擊到棲息在其

中之硨磲貝的生存和成長（Neo, 2017）。2016 年 Van Wynsberge 等人應用全球統合分析

（global meta-analysis）解析長硨磲貝（T. maxim）分布之結果，顯示除了人口密度極低

的地區以外（每公頃小於 20 人之珊瑚礁），硨磲貝密度往往隨著人類活動的增加而降低

。在埃及靠近紅海北部海域之研究顯示，在距離人為因素影響較遠的區域，硨磲貝的豐

度較高，其中主要威脅來自於旅遊業、水肺潛水、水污染、懸浮污染物，以及石油鑽探

生產（Mekawy & Madkou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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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珊瑚生長的海域往往容易因為廢污水排放造成優養化，進而影響當地水質環

境，舉凡家庭、商家、工業所排放的污水，以及假日期間遊客來訪，短時間內因遊憩活

動累積之大量垃圾和廢水，皆對硨磲貝族群生存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相關研究亦指出

，硨磲貝暴露在高濃度銅（測試濃度為 50 μg L-1）和鹽度降低的環境中時，其存活率、

成長率和光合作用效率會顯著降低（Elfwing et al., 2001）。此外，沿海城市化程度也會

對硨磲貝族群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在新加坡，由於大規模的填海造地工程，造成許多

曾經記錄過硨磲貝的珊瑚礁被掩埋消逝（Neo & Todd, 2012）。 

第三節 人為過度採捕 

傳統上，硨磲貝的閉殼肌被華人視為高貴食材，而在亞洲美食中被視為美味佳餚，

自古以來在多數地區被作為水產品捕撈（Lucas, 1994）。另一方面，硨磲貝殼作為珠寶

和裝飾品在工藝品買賣中也越來越受歡迎（Larson, 2016），許多大型個體之貝類，經過

加工研磨製成工藝品後，商業價值極高。由於國際上象牙買賣受到嚴格限制，因此硨磲

貝殼也可能成為象牙的替代品（Larson, 2016），使得硨磲貝殼的需求量激增。 

人為採集的硨磲貝大多從珊瑚礁中所採獲，由於硨磲貝外套膜的花紋和顏色多彩鮮

艷，是水下觀光及潛水遊憩的關注點，在水族市場也是重要的展示品，為國際水族貿易

重要經濟性商品，因而造成野外族群易遭採集或盜採，過去也曾在野外調查時目擊民眾

潛水採集硨磲貝，顯示全球硨磲貝族群仍有龐大的人為採捕壓力。相關研究亦指出，東

沙的四種硨磲貝數量減少，與人為捕撈有極大關聯性（Neo, 2018），且可能因此導致基

因弱化。自 1980 年代以來，東沙海域之硨磲貝受到來自中國、香港、越南或臺灣的漁

民持續捕撈，可能已導致族群數量大量減少（Dai, 2004）。 

現階段，全球硨磲貝所面臨之商業過度捕撈壓力和盜獵，已經達到了無法永續的程

度，多處海域野外族群正面臨大量資源枯竭（Neo et al., 2017）。過度捕撈往往造成嚴重

的後果，包括補充群（recruitment）減少、資源大量降低，以及大型硨磲貝物種，如 T. 

derasa 和 T. gigas 的局部滅絕（Gomez & Mingoa-Licuanan, 2006；Van Wynsberge et al., 

2016；Mies et al., 2017）。 

第四節 野外資源密度過低 

由於上述多重威脅的影響下，硨磲貝在其野外原生分布區密度大幅下降，對其族群

在野外繁殖成功率造成嚴重衝擊（Munro,1992）。野外受精卵之成功受精與否往往取決

於該物種間的同步產卵機制（synchronized spawning）（Lucas,1988；Gilbert et al., 2006）

，由於精子釋放的觸發因素大多取決於卵子釋放之化學物質（Munro et al., 1983）。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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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誘導機制，其它鄰近的成貝也會釋放卵子，進一步驅動受精機制。在野外環境中，

硨磲貝大多會呈現整群聚集的現象，也是由於成熟的個體需要彼此相互靠近，才能促使

族群容易繁殖成功（Braley 1985；Huang et al., 2007；Soo & Todd, 2012、2014）。 

因此，硨磲貝野外族群之數量枯竭，將使得海域內成熟個體之成貝族群密度過低，

進而造成野外受精成功率降低，最終導致野外補充群（recruitment）大幅下降（Munro, 

1992；Tan & Zulfigar, 1999；Neo et al., 2013）。更糟的是，隨著族群量變得越來越稀少

，人們往往朝向更小的個體採捕，意味著在成熟個體可能性成熟之前就被捕獲，進一步

降低繁殖成功率（Allee effects）（Stephens et al., 1999）。這可能造成族群區域性消失，

最終導致整個族群滅絕（Frank & Brickman, 2000, Petersen & Levitan, 2001）。 

表 2 全世界硨磲貝之現生種列表及國際保育等級 

學名 中文名 

IUCN 紅皮

書 ／ 最後

評估時間 

華盛頓

公約 

IUCN 紅

皮書（海

保署計畫

評估） 

Hippopus hippopus （ Linnaeus, 

1758）* 
菱硨蠔貝 低危／1996 附錄二 CR（極危） 

Hippopus porcellanus Rosewater 

1982 
瓷菱硨蠔貝 無危   

Tridacna crocea Lamarck, 1819* 圓硨磲貝 無危／1996 附錄二 LC（無危） 

Tridacna derasa （Röding, 1798）* 扇硨磲貝 易危／1996 附錄二 CR（極危） 

Tridacna elongatissima Bianconi, 

1856 
 無危   

Tridacna gigas （Linnaeus, 1758）* 巨硨磲貝 易危／1996 附錄二 CR（極危） 

Tridacna maxima （Röding, 1798）

* 
長硨磲貝 低危／1996 附錄二 LC（無危） 

Tridacna mbalavuana Ladd, 1934  魔鬼硨磲貝 低危／1996   

Tridacna noae （Röding, 1798）* 諾亞硨磲貝 
低危／

1996* 
附錄二 

LC（無

危） 

Tridacna rosewateri Sirenko and 

Scarlato 1991 
羅氏硨磲貝 無危   

Tridacna squamosa Lamarck, 1819* 鱗硨磲貝 低危／1996 附錄二 LC（無危） 

Tridacna squamosina Sturany 1899 似鱗硨磲貝 無危   

*臺灣有記錄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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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育行動 

透過分析臺灣硨磲貝現況、所受威脅、相關調查研究及歷年國內外文獻等，以讓臺

灣周邊海域硨磲貝族群數量恢復為目標願景，以下就：（1）法令規範與執法、（2）調查

監測與基礎研究、（3）棲地維護及在地守護、（4） 教育宣導及擴大參與，四大工作面

向說明硨磲貝保育作為的現況及未來工作重點，分述如下。 

第一節 法令規範與執法 

一、 滾動更新保育等級評估 

華盛頓公約（CITES）將硨磲貝列為附錄二的保護物種。海洋保育署兩度於海洋野

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上，請各方專家學者就評估是否將硨磲貝列入海洋保育類動物提

出意見，後於 2023 年 4 月 10 日第 2 屆第 3 次定期會達成共識，持續與相關原住民族、

專家學者及相關部門溝通及合作，研議多元利用及保育方案，以為決議。 

將依據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告之《海洋野生動物評估分類作業要點》，持續評估硨

磲貝野生族群之分布趨勢、變動趨勢、特有性、面臨的威脅及國際保育現況等，適時更

新保育等級並評估保育成效。 

二、 運用現有法令並落實執法 

(一)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規範原住民得於特定區域從事相關傳統獵捕、利用等

非營利行為，且僅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者為限。在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的同時，竭澤而漁的商業行為，或因個人私利而破壞海洋環境的行為，才是執

法目標。 

(二) 利用漁業法相關規定，鼓勵地方政府發布禁採，降低硨磲貝野生族群採捕壓力。

檢視現行相關法規，澎湖縣政府依據漁業法相關規定，公告禁止採捕硨磲貝；

另一方面，臺東縣、屏東縣政府亦公告禁止於保育區範圍內，以任何方式採捕

（含徒手）保育對象或破壞棲息地環境之行為；而高雄市政府亦公告於東沙群

島特定區域內禁止採捕。 

(三)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第 13 條附表 9「違反本條例與風景特定區管理規

則有關風景特定區及觀光地區管理規定裁罰基準表」裁罰事項第 4 項「於風景

特定區內未經許可或同意，採捕魚、貝、珊瑚、藻類」，亦可處新臺幣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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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鍰並責令回復原狀或償還修復費用。 

(四) 硨磲貝相關盜採案件仍時有所聞，應如何落實執法成為重要的課題。除加強宣

導禁捕政策，及仰賴地方保育人員和巡邏警察的保護外，遊客熱心通報也是發

現非法採捕行為的重要管道。藉由遊客協助巡視，適時通報當地主管機關，有

助於降低硨磲貝野生族群盜捕壓力，並且在已公告禁捕之區域加強巡邏禁捕區

域，強化通報查緝之執行流程。至於尚未劃設保育區範圍公告禁捕者，可鼓勵

地方政府評估劃設保護區，通過宣傳活動和設立簡單的舉報機制來鼓勵遊客參

與共同監督。 

第二節 調查監測與基礎研究 

一、 基礎資訊蒐集 

(一) 硨磲貝族群定期科學性監測是保護重要棲地環境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定期

監測以了解硨磲貝的生存情形，包括數量、分布和健康狀況，有助於及早發

現問題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並提供有效科學數據掌握長期族群變動。而長期

性科學監測，可作為保育等級評估之依據並適時調整策略，進一步建構全臺

灣各地硨磲貝重要棲息海域之各物種之族群數量、分布、生活史特徵等。 

(二) 釐清硨磲貝族群量降低之人為、環境影響因素，提供應對潛在問題的解決策

略。掌握硨磲貝族群減少之影響關鍵，同時分析環境棲地、生物與生態學基

礎數據，並藉由監測棲地環境變動因素，如颱風、風浪，及人為採捕威脅等

衝擊因子，以提出整體族群變動關鍵之解決策略。此外透過風險評估，研擬

適合之管理措施，以保護硨磲貝族群及其棲地完整度。 

二、 硨磲貝人工繁養殖復育 

臺灣在硨磲貝人工繁養殖等復育相關工作已有超過二十年的經驗，主要以諾亞硨

磲貝與長硨磲貝為目標物種，但受寒害及病蟲害、缺乏適當的中間育成與種貝蓄養場地

等問題影響，仍無法大量提供野放復育所需之資源量，其它物種之繁殖工作也需要持續

開發。水試所長期發展硨磲貝種苗繁殖培育作業，海保署自 2021 年起委託水試所進行

硨磲貝資源調查及復育工作，評估以人工繁殖之幼貝貝苗進行野外移植的可行性與適合

野放之海域地點，2023 年開始進行將繁養殖培育的幼貝移植放流至野外，希冀訂定標

準作業程序，進而提升復育技術，增加野外移植放流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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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專家諮詢小組 

成立專家諮詢小組，不定期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參與，檢視調查成果，就海洋保護、

資源永續及國內管理法規等面向，提出實務建議，並討論相關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持續實施滾動式的檢討，與時俱進地修正保育行動方案，以確保保育工作的時效性和有

效性。 

第三節 棲地維護及在地守護 

一、 成立重點保護區 

棲息地的消失，是近來許多瀕危物種消失的重要原因。就硨磲貝合適生活環境而言，

可優先考慮於現有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漁業資源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或國家公

園範圍內之區域，劃設重點保護區域，與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權益關係人溝通協調

及推動，並於重點區域進行復育，搭配定期監測確保其成效。 

二、 在地守護 

運用社區力量，推動在地團體與關係人建立合作模式，建立在地認養與回報機制，

藉由硨磲貝保育的志願者計畫，鼓勵當地居民實際參與保育行動，包含在地巡守隊、保

護區解說員。透過講座及工作坊推廣生態調查監測、教育推廣，提升當地居民有關硨磲

貝保育的知識，透過活動參與親身體驗硨磲貝保育的重要性。以日本沖繩縣為例，當地

政府於石垣島進行硨磲貝的繁殖與復育，復育場海域則為當地數家浮潛業者主要帶遊客

前往之浮潛點（井上, 2011）。 

海保署自 2021 年起補助花蓮縣豐濱鄉港口社區發展協會，執行石梯坪海域硨磲貝

在地守護計畫，進行該區海域內硨磲貝監測觀護，並不定期返回巡查，以了解該區硨磲

貝遺失、盜採及新生之情形。更進一步鼓舞鄰近鄉鎮參與在地守護計畫，帶動地方共鳴，

並凝聚海岸線整體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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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擴大參與 

一、 社會參與及海洋公民科學家 

推廣環境教育活動，普及硨磲貝基礎知識。結合教研單位設計培訓課程，舉辦教

育推廣活動，使保育理念得以扎根。邀請企業加入，實現企業責任，推動贊助硨磲貝在

地保育團體，達成社會回饋的機制。 

利用海洋公民科學的方法，推動在全臺各地硨磲貝重要棲息海域，不同的區域及

時間，收集與硨磲貝相關的野外觀察資料，透過參與民眾於本署 iOcean 網站或海洋資

料庫系統，利用數據統計分析，強化硨磲貝野外族群棲息環境監測能力。 

二、 國際交流 

國際上成功的保育經驗，都值得我們學習效法。例如菲律賓南部的甘米銀省

（Camiguin），所進行的巨硨磲貝（T. gigas）公民科學家計畫，係鼓勵漁民受培訓為公

民科學家，而漁民作業時回報目擊之硨磲貝位置，能適度引進復育，或者將巨硨磲移至

保護區內，數年下來，發現硨磲貝分布範圍得以擴大，顯示藉由當地組織和漁民之間的

合作，能確保硨磲貝的永續保育。 

透過與亞洲、南太平洋等相關國家或國際組織，進行硨磲貝養殖技術與復育政策

的交流合作，例如菲律賓之東南亞漁業發展中心（SEAFDEC）、日本沖繩水產試驗單位、

帛琉海洋資源局之 Malakal 水產養殖試驗場。以帛琉試驗場為例，具有硨磲貝之人工繁

殖技術，每年約可生產殼長 10cm 左右之幼貝 20 萬粒，養殖一年半後免費提供幼貝給

50 家養殖場進行海上養殖（何，2010）。透過具有硨磲貝養殖技術之機關單位如水試所、

澎湖縣種苗繁殖場，結合繁養殖技術的推廣，搭配通盤復育計畫，有助於協助珊瑚礁復

甦，提升生態服務價值，產生永續性藍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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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硨磲貝保育行動方案 

工作面向 保育行動 

優先

性 

（1 最

優

先） 

短中

長程 

經常

性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主辦機

關 

協辦 

機關 

一、法令規範與執法 

滾動更新

保育等級

評估 

持續評估其野

生族群之分布

及變動趨勢、

面臨的威脅及

國際保育現況

等，適時更新

其保育等級並

評 估 保 育 成

效。 

1 
經常

性 
V V V V V 海保署 

原民會、學

術 研 究 單

位、國海院 

運用現有

法令並落

實執法 

利用漁業法、

發展觀光條列

等相關規定，

發布禁採，降

低硨磲貝野生

族 群 採 捕 壓

力。 

1 中  V V V V 

地方政

府 

原民會、漁

業署、觀光

署、海保署 

加強查緝非法

採捕硨磲貝情

事。 

1 
經常

性 
V V V V V 

原民會、漁

業署、海保

署、海巡署 

二、調查監測與基礎研究 

基 礎 資

訊蒐集 

科學性監測各

物種之族群數

量、分布等，建

立硨磲貝生物

學及資源分布

資料庫。 

1 
經常

性 
V V V V V 

海保署 

學 術 研 究

單位、國海

院 

釐清硨磲貝族

群量降低之人

為、環境影響

因素，提供應

對潛在問題的

解決策略。 

2 中  V V V  

學 術 研 究

單位、國海

院 

硨磲貝人

工繁養殖

復育 

持續研發硨磲

貝人工繁養殖

技術。 

2 長 V V V V V 
學術研

究單位 

海保署、水

試所、澎湖

縣 水 產 種

苗繁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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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專家

諮詢小組 

不定期召開會

議，滾動式檢

討修正保育方

案。 

2 
經常

性 
V V V V V 

海保署 

國 家 公 園

署 、 觀 光

署、地方政

府、學術研

究單位 
盤 點 現 行 法

規，討論補足

之必要性及可

行性 

2 中  V V V  

三、棲地維護及在地守護 

成立重點

保護區 

優先考慮現有

水產動植物繁

殖保育區或國

家公園，與中

央、地方政府

與權益關係人

溝通協調，共

同推動 

1 長  V V V V 
地方政

府 

海保署、漁

業署、國家

公園署 

在地守護 

推動在地居民

與團體，共同

參與生態監測

與調查，進行

參與式保育行

動 

1 
經常

性 
V V V V V 海保署 

地方政府、

各 地 方 團

體 

四、擴大參與 

社會參與

及海洋公

民科學家 

推廣環境教育

活動，並鼓勵

企業參與，建

立社會回饋機

制，打造長期

推廣保育的基

礎 

1 
經常

性 
V V V V V 海保署 地方政府 

培育公民科學

家，協助監測

工作，並定期

舉辦人才培訓

及 增 能 工 作

坊。 

2 中 V V V V V 海保署 地方政府 

國際交流 

進行硨磲貝養

殖技術與復育

政策的交流合

作。 

2 中  V V V V 海保署 

水試所、澎

湖 縣 水 產

種 苗 繁 殖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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