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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一個特展，結合深厚紥實的學理基礎、高瞻務實的推廣應用，融合廣博艱深的學術研

究、通俗淺顯的科普教育，那就是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共同

主辦，邀請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金門縣政府水產試驗所、美國生態

研究與發展法人團體 (ERDG，Ecologic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Group Inc.)，以及海景世

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協辦，在金門縣浯江溪鱟巡守隊的大力協助下，由全球鱟學專家出席見

證的「鱟的史詩－臺灣三棘鱟保育特展」。

　　更重要的是，本特展以「海洋教育，從小紮根」為方向，展場中處處都是吸引小孩們目光停

留的焦點。美國ERDG的【年輕之聲，鱟的藝術】國際兒童鱟畫比賽，提供了歷年來的得獎優選

畫作，是決定整體策展風格之關鍵；本館舉辦的【得天獨「鱟」，面面具到】繪圖比賽，募集了

國內小學生對鱟的創意聯想，色彩鮮豔的童趣童畫妝點出特展的活潑個性；中研院多樣中心設計

的【鱟彩繪立體摺紙】，滿足了小朋友們天真塗鴉的快意，也讓家長們浸浴在歡樂學習的氛圍

中。您若沒能來得及到海生館體驗這鱟展的無比風潮，未來可別也錯過了，即將駐足全臺的巡迴

展現。

　　「鱟的史詩－臺灣三棘鱟保育特展」專刊，可謂集臺灣海域鱟學研究之大成，比喻為「鱟

經」一點都不為過。超過五萬字的文句與近二百張寫實精確的圖照，涵蓋鱟的習俗文化、形態特

徵、生物生態、族群遺傳、繁養殖及復育、棲地維護及保育，是長期深耕鱟研究保育的中研院生

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陳章波和謝蕙蓮研究員及其學生助理們，十多年來團隊合作的心血結晶；也是

肩負鱟復育重責大任的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與金門水產試驗所，多年來辛苦累積之成功經驗。

海生館有幸能擔任這將知識內化至人心深處的推手角色，是我們的榮幸，更是我們當仁不讓的義

務與責任。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長　　　　　　　　　　謹誌

序 

言
序
言出版序

　　冥冥之中讓我從棘皮動物的研究轉入了海洋潮間帶生物的保育。這種自然的呼喚，尤其是

鱟，給我帶來了完全不一樣的生命歷程。鱟跟人類互動這麼久，尤其是跟華人的互動久遠，具有

更重要的文化意涵。牠能夠永續，也就意涵著人類也能夠永續。鱟的未來必然不是我一個人所能

承擔的，要大家一起來努力。

　　鱟，你不瞭解牠，或是有錯誤的認識；沒關係，現在您可以知道牠。你越是認識牠，越是會

發現牠生命無可取代的美妙奧秘之處。牠的存在不會比你的存在還要沒有價值。

　　在賈福相老師的指引之下，中央研究院的支持，以及實驗室的同仁、助理及學生們辛苦的投

入，經過十多年的研究，我們對鱟的困境，復育的方法都有所了解掌握，它包括了六個面向：科

學、文化、組織、在地、年輕化及產業化。現在是落實的時候了。為了有效的行動，我們一定要

有組織，來打一場長遠的仗。希望藉這個展覽機會成立愛鱟協會、愛鱟之友之類的組織，讓大家

的力量能夠集中。

　　最重要的是先改變我們自己，我們人類的存活並沒有鱟來的長，牠們一直在地球上安居樂

業，而我們人類的出現，捕撈吃牠，拿牠當肥料、器皿，同時也做為文化的教育意涵。現代工業

化、資本主義後，我們破壞了牠們的棲地，使得鱟族群了無生機。我們必須做深入的反省。第一

步是瞭解鱟的困境，第二步是瞭解困境的成因是我們造成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自己。第三步

是要付諸行動。

　　集中力量做什麼事呢？第一，呼籲政府將鱟列為保育類；第二，維護好鱟的棲地；第三，做

鱟的人工繁殖；第四，標誌稚鱟放流，以增加族群量；第五，廣泛宣導，如鱟的生態旅遊、環境

教育、藝術創作；第六，鱟的血液生技產業之開發；第七，兩岸及國際合作；第八，以農曆七月

七日做為鱟保育日。

　　本特刊是許多面向的集合，各有不同的角度描述鱟的種種。有時候會重複，也沒有很完整的

交集。這些都沒有關係，人就是要坦然誠實的面對學術文化的多樣性。

　　謝謝海生館以及其他關心鱟的相關團隊，尤其謝謝大陸福建省的鱟關懷者，讓兩岸一起合

作。鱟的保育就看年輕一代的努力了，除了鱟的生物基因傳遞下來外，更是文化基因的傳承。

” 

鱟的存在就繫在大家的一念之間，我們大家一起來行動吧！”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研究員　　　　　　　　　　謹誌

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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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地表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神將光、暗分開，創造了天地；於是有了夜晚和早晨。
這是頭一日。
…
第三天，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
稱露出水面的為「地」，水集聚處為「海」。

	 	 	 	 	 	 	 	 －廖鴻基●￭南方以南－

　　生命源自於海洋，在經過數十億年的演化交替之後而成就了今日生物多樣性的繽紛。而不管

是否離水，我們的血液裡永遠留著海洋母親的印記，不管是紅色的、綠色的還是藍色的，閉上眼

睛，用心，一種微鹹而輕腥的味道會從記憶中滾動而出，我們與海的緣份。

　　就這樣，在海裏，我守候了數億年，當決定以海洋為一生一世的守護之地時，我便決定以我

數億年來最真實的容貌與海相伴，一種堅貞，無法言喻的堅貞，我是鱟，我住在沿海區域的底砂

之中，每每看著陸地，想上岸，卻永遠眷戀著海洋。在看盡滄海桑田之後，我的家族全世界目

前僅存四種。在分類學上的名字是節肢動物門、螯肢動物亞門，肢口綱，劍尾目，鱟科…幾億年

了！不管有沒有名字，你都該來看看我，我的身體裡印記者這個島嶼以及屬於它的海洋之中所有

的過去與現在，但，我不知道我還有多久的未來。我堅持了數億年的容顏，或許即將褪色，並

且，退下舞台。在變動的主流價值裡，保持不變是不易且需付出相當昂貴代價的，我伴隨者時間

流動，卻擋不住人們對海洋的漠視與侵犯，縱然我以血相救…。

　　做為臺灣最重要的海洋教育基地，海生館猶如一艘大船，應該傳承著這個島嶼中所有美麗

的、哀愁的海洋故事。感謝這次特展中所有協助參與的人們，尤其現場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活體

鱟，當時空交錯，我期待著億萬年來的等待能在此碰觸、交會、相融，並讓我們能夠有機會守住

未來。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展示組　主任　　　　　　　　　　謹誌

　　很榮幸能有此機會再度為我的師兄和益友陳章波研究員所倡議的鱟特展之專書寫序。他致

力推動鱟的保育工作，少說已有十五年以上的光陰，從他上一本在2002年出版的《兩億年之

鱟》，到今天轉眼已快要十年了。雖然臺灣目前捕鱟來吃的風氣已經式微，鱟的保護區和稚鱟放

流的工作也偶在金門和澎湖推動，但野外鱟的族群數量卻始終沒有明顯地恢復。於是章波兄乃三

番兩次為鱟請命，希望政府能將臺灣產的三棘鱟列入第Ⅲ類的保育類動物，禁止捕撈及限制販

售。但卻因三棘鱟並非臺灣特有種，且鱟已可人工繁殖及放流，還有生技公司在高價蒐購野外所

捕到的鱟，滿足其收集鱟血的需求。再加上一旦列入保育類，還需投入不少管理及監測的人力物

力。因此在各方不同的意見與角力下，政府仍決定維持加强棲地保護、種苗放流及教育宣導的保

育政策。

　　「鱟」已存活在地球上達4.5億年之久，是名符其實的活化石，鱟能活存到今天必定有牠一

套適者生存的本領，但本領再強也難以抵擋人類過度捕撈、棲地破壞及污染的威脅。全球包括臺

灣地區在內的許多海洋生物物種仍在快速地消失之中，去年出版的《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第三

版》已明白指出物種滅絕速率在過去十年來並未停止，又以珊瑚礁生物最為嚴重。其實在各種的

海洋生態系中，又以潮間帶生物的消失最為嚴重，特別是沙岸潮間帶是許多海龜、鱟、海星、

多毛類、貝類、蝦蟹、魚類等唯一賴以棲息、繁殖及孵育的重要場所。一旦遭到開發(水泥化)、

污染、不當的生態旅遊活動、及外來入侵種(如互花米草)等的破壞，則將會因棲地喪失而無法

存活。以潮間帶魚類而言，我們在臺灣南北相同潮池所採獲的魚種數，相較於過去30年前的資

料，赫然發現已有2/3以上的魚種已經消失無蹤，沙灘上也早已不見貝殼的蹤影，取而代之的是

撿不完的垃圾和廢棄物。因此，潮間帶亦即海岸溼地的保育和復育工作實已刻不容緩。

　　保育要成功，也得要有好的研究資料和知識作基礎，再配合持續的教育宣導，以及適當的政

策與落實的管理。上述各層面，章波兄可說是面面俱到，他為了鱟，不但從研究室到野外，跑政

府機關也到海邊村落，除了參加國際研討會，也積極推動兩岸保育合作，他可說是國內少數從事

生物多樣性研究工作，可以兼顧學術理論和實際應用的學者。章波兄對鱟的鍾愛和投入之深，或

許從他近十年來的面相可以窺知一二，他的前額寬亮有如鱟殼，他留的鬍鬚愈來愈長也就愈來愈

像是鱟的尾巴了。真不知他是先天與鱟即已結緣，還是後天受到鱟的薰陶所致。

　　總之，這本書內容不但非常豐富完整，而且圖文並茂，可讀性高，又兼具科學與科普的性

質，真是難得一見介紹鱟的一本好書。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也能在今年民國百年之際，舉辦臺灣

海域三棘鱟的保育特展，配合此書的出版，令人鼓舞，值得肯定。相信特展及專書一定能有助於

臺灣鱟的保育、臺灣潮間帶的保育，以及臺灣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研究員兼系統统分類及生物多樣性資訊專題中心執行長　　　　　　　　　　謹誌

記一段億萬年的相遇為鱟祝福、為海洋生物請命序 

言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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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詩有什麼意涵嗎？中國人不用史詩一詞，但西方人用的很多。當今歷史中最有名的是荷馬

史詩，描述了國家、民族的興盛衰亡。從前鱟在臺灣很多，現在幾乎難得一見。其實人類跟

鱟正遭遇同樣的狀況，正朝向衰亡道路前進。讀鱟的史詩，豈不也是讀人類的史詩嗎？

緣起

自生命的源頭算起，即以DNA的角度來看，鱟是活化石，人類也是活化石。人們的生存方

式、改變地球的生存條件，造成鱟的命運危在旦夕。「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其中的道理再清楚不過。當鱟滅絕了，地球承載生命的根基也不見了。

人類還能存在嗎？人類怎麼面對這個課題？鱟為什麼成為活化石？牠有哪些生存機制？人類

如何破壞牠的生存環境？又如何回頭推動鱟的復育？

所有的物種都是人類的同胞，因為都源自於同一個生命-單細胞。我們人類在演化上同時得

到優點和缺點。怎麼去接受它？怎麼去改善它？「我們身體裡有一條魚」這本書中提到，我

們祖先從鰭演化到有腳、有手。當有能力走路時，人類就演化出特有的行動文化。如果你不

走路，你就違背了演化的方向，即遠離活躍的生活，於是身體變得肥胖不健康。演化之初，

人是很弱小的動物，要避免被捕殺，還要想辦法吃到其他的動植物。人類不容易捕到動物；

一旦抓到，第一個反應是趕緊把牠吃了，放到身體裡頭，轉換成脂肪；萬一餓了好幾餐，儲

藏在身體內的脂肪能轉換成生存所需要的能量，可以維持好幾天不會死掉。人們一有機會就

大吃特吃，形成貪婪的習性。如果你有貪婪的習性，請不要去怪任何人，這其實是人類遠古

的老祖宗演化而來的。但若你知道那是動物的本能，你還去做，那你就是動物，靠著動物本

能生活，而不是靠理性生活的智人。

目前社會食物豐盛，大家吃太多，反而出現一種奇怪現象：許多居住在城市的人喜歡到健身

中心踩腳踏車當作運動，把身體多餘的脂肪消耗掉。花了好多錢、好多時間把食物吃到肚

子，再買了健身會員卡，努力流汗，消耗能量，淨做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鱟的生活史

目前世界上有四種鱟:美洲鱟、圓尾鱟、南方鱟（巨鱟）與三棘鱟。鱟最早出現在美洲，之

後演化分兩支，其中一支留在美洲的美洲鱟，其他三種在亞洲。鱟的地理分布與地球板塊結

構變動的過程有關，現今各自命運各異。

鱟屬於節肢動物門，有螯肢亞門、肢口綱、劍尾目，並不屬於螃蟹等的甲殼類，反而跟蜘

蛛、蠍子有較相近的親緣關係。鱟早在四億五千萬年前的地球上出現，約在距今二億年前

後，外形特徵就沒有明顯的改變。牠不需要改變，因為牠足以適應環境。只是沒料到，後來

出現人類，危及了牠的存在。

當人類發明輪子的裝置，先是獨輪車，之後陸續發展出兩輪車、三輪車。現代的四輪車四平

八穩，於是它變成車的基本模型。鱟也是一樣，牠定型了，不需要改變。但是同樣是四輪

車，臺灣生產的、印度的，甚至德國的金龜車，車子裡頭配置的功能卻改變不少，各有所

異。雖然化石上的紀錄顯示鱟的外觀並無明顯改變，其實鱟體內的生理機能卻改變很多。如

果沒有如此，鱟可能無法適應環境。鱟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碩大的體型。體型碩大就不易

被其他動物吃掉。另外，鱟具有拱門形狀的外殼，不但可以承受巨大的壓力，還提供了裝載

很多東西的諾大空間。

鱟血液的變形細胞有良好保護機制，萬一鱟身體任何一部分受到碰傷，牠就會把細菌凝結，

殺死它，因而不會感染、發炎、死亡，這是鱟可以存活這麼久的原因之一。現今人們從鱟血

分離出特定的物質製作醫學檢驗試劑叫做LAL。任何注射到人體內的藥品（如點滴），都需

事先使用LAL檢驗是否受到細菌感染。鱟血救人無數反而造成鱟因大量被採捕抽血，而不利

於鱟生存的反效應。

鱟的生活史中需要有產卵、孵育、成鱟居住地等三種棲地。在後豐與水頭之間的半月型海灣

剛好都包含這樣的生態環境。大、小金門之間有很深的水道，是金門小三通的路線，商港的

開闢威脅了鱟的生存環境。

三棘鱟在中國文化中與人的互動

鱟這個字是怎麼創出的？。它是形聲字。鱟在民間叫做「ㄏㄠ」。學校的

臺語叫做「ㄏㄠˇ　ㄏㄠ」，是同音字。鱟字可能是用學校的「學」，加

上水產動物中的「魚」字而成。

人們如果在沙灘上撞見正在交配成對的鱟，會發現雌鱟背著雄鱟，就算波

浪不斷衝擊也不會被沖開，因此先人稱之為「鱟媚」；其中「媚」是指雌

的還是雄的，無從考據。漁夫捕獲一對鱟時叫「得雙」，意謂著不落單，

這樣命運才不會帶「衰」‐落寞而終。實際上，兩者之間沒有關聯，這只

是漁民捕魚的傳統觀念。

人類跟鱟接觸久了就發現牠可以利用，於是開始吃牠。在廣東汕頭有鱟

粿，彰化有家小吃店，以招牌「鱟殼炒蚵麵」，招攬顧客上門。臺灣人也喜歡吃鱟，但是原

鱟的史詩 ─ 以三棘鱟為例01

圖 1 ▲
在金門鱟殼被用來彩繪成
避邪的門神

中央厛厛研究厛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陳章波演講，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科學教育組　陳勇輝整理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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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不明，小道消息說跟壯陽有關。金門人及廈門人吃牠，據說可以消暑去火。福州人喜好吃

鱟的原因在於，相傳早期福州在飢荒之際，林則徐說海邊很多鱟可以充飢；風俗傳承至今。

福州人每次遇到親朋好友來訪，並非殺猪宰羊，而是煮鱟與朋友分享，以表主人真誠歡迎之

意。

海邊的人把舀水的水瓢叫做「ㄏㄠv　ㄎㄚ　ㄚ」，就是「鱟殼仔」，目前在福建、福州居

民仍還在用。由臺灣古地名中可發現：基隆人會說他們的港叫做「鱟」港。基隆港附近曾有

「鱟公嶼」、「鱟母嶼」，原為沙灘上之島，與「鱟嶼凝煙」，當時名列基隆八景之一。

1906年日據時代，鱟公嶼在基隆築港第二期工程被清除；鱟母嶼則因填海造陸而成為市區

的一部分。基隆人舉辦選舉或是辦事情的時候，就會召集一群人共同協力，就叫做「鱟」援

會。為了舉辦活動，需要動用許多人力，大家要一起合作協力，就像鱟產卵時會大量聚集在

一起，因此稱做「後」（鱟）援會。其他地名如通霄灣的「風鱟山」、淡水的「鱟殼莊」都

是以鱟為名的地名，反映出當時鱟已經在當地大量出現，因而被用於地方命名之用。

金門人會在鱟殼上作畫，創作出藝術品，並把它掛在家門前，當作避邪保平安之用。由於形

象極為醜陋兇惡，連鬼見了都會規避三分。另外，澎湖種瓜、種蔬菜，就在土中挖一個洞，

把鱟埋進去，待分解之後，自然就變成肥料了。

臺北市艋舺龍山寺，入口處左右門柱基部分別雕刻章魚和鱟。「孝」順的臺語是「ㄏㄠ

․」，將章魚跟鱟畫在一起，就蘊含「彰（章魚）」顯「孝（鱟）」道的意思。希望人到廟

裡頭進香拜拜，求神保佑之前，先走入這個門柱，理解「彰顯孝道」的文化基礎，藉此教化

人心，由此顯見鱟對我們的文化有重要意涵。鱟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如此多的意涵，就表示從

前鱟數量繁多，多到成為常民生活的一部分，但當今鱟的文化卻快速消失當中。

為什麼鱟可以在地球上存活如此長久？

牠如何能歷經多次生物大滅絕，環境異常變遷之下仍能逃過一劫，不禁令人感到好奇?這可

從鱟的生活史、適應力、形態等等來分析。雌性個體體型大是因為需要裝很多卵，而精子較

小，因此雄性個體較小。鱟的書鰓，除了呼吸功能之外，尚可前後擺動，作為游泳的工具，

如此鱟可以仰泳。劍尾的功能是可以做撐竿翻身之用，另外鱟的單眼與複眼都具有特殊視覺

功能。

鱟為了繁殖下一代，雌雄個體在形體上有了戲劇性的變化，讓雌雄在假交配時，可以緊緊地

抱在一起。成對的鱟雌雄乃是一前一後並列相連，雄鱟前端演化出半弧形的凹陷，雌鱟腹部

兩側的後三對棘變短。有趣的是，雄鱟腳的前幾肢，變成鉤子狀，可用於勾住雌鱟，其中三

棘鱟有兩對鉤子，其餘種類僅有一對。這就好比騎機車的時要帶鋼盔（安全帽），而駕駛與

後座乘客的鋼盔（安全帽）常會撞在一起，講話很不方便。如果後座安全帽能夠適度的凹進

去的話，駕駛與乘客就可以抱的比較緊，這就是凹進去的妙用。又如果在前的雌鱟棘太粗，

雄鱟很容易會抱到棘，所以雌鱟腹部後緣的三根棘變短，以便雄鱟在交配時可以用腳鈎抱得

牢靠一點。其實鱟未成熟時，雌雄個體形態特徵並無差異，直到牠性成熟之前的那一次脫

殼，形狀才會改變。所以野外的稚鱟體型通常都具有圓圓的外表，常令人誤以為都是雌的，

因為第二性徵尚未出現。這些都是很了不起的演化適應。

性成熟的鱟在夏季農曆初一、十五日高潮時，游到高潮線上緣在灘地裡產卵。產完卵，潮水

會將產卵痕跡沖得一乾二淨了。鱟產卵時，因腳擺動會在水表面產生許多白色碎波。漁民尋

跡下水抓鱟。如果水深一點，他們會拿竹竿，半潛水的方式抓上來。鱟卵，像綠豆一樣。沙

灘基質中砂的顆粒粗大，在生態意義上表示卵有足夠的孵化空間，空氣流暢，鱟卵不易被壓

壞。因此產卵場的優劣，要依砂石顆粒大小而定。如果砂石顆粒太小，砂石縫隙細密，通氣

不良，就不是好的產卵場；反之底質顆粒粗大，砂石縫隙間寬大，就是好的產卵場。

一齡稚鱟沒有尾節，外形類似四億年前的三葉蟲。鱟脫殼才會成長，依牠脫殼的次數當作年

齡來計算。剛出生的稚鱟要先在泥灘地生活直到特定大小，之後就會往砂質海底移動。潮水

一來，稚鱟就會潛入泥灘中。退潮的時候，牠由沙中冒出覓食，所到之處，常留下三條痕

[01]   鱟的史詩  ─  以三棘鱟為例

圖 2 ▲▲
鱟的生活史中需要三種類型
的棲地（吳松霖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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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三條線是劍尾和殼兩側拖過沙攤所留下的畫作。到金門的沙灘，必須正確地估算潮水的

時間，提早或過晚，都不易發現稚鱟蹤跡。人們填海造地、污染水質、築堤，無不破壞鱟的

生存空間，例如在金門北山建海堤對鱟的生存造成不良影響。

鱟有假交配行為，卵受精率高；卵顆粒大又營養、孵化率高，卻成了人類及其他動物的食

物。鱟的生活史中有三個階段，分別在三種棲地生存，分散了競爭的風險，但此多元棲地的

優點反而造成棲地易被人們破壞，尤其是高潮線產卵場及泥灘地育幼場，導致生活史中斷，

危及鱟的生存。

臺灣三棘鱟保育

2007年國際首次舉辦鱟

的研討會，除了有關鱟的

科學研究議題之外，鱟的

保育列為大會重要議題之

一 ： 以 棲 地 的 保 護 與 管

理、喚醒社會大眾覺醒與

借 助 社 區 在 地 力 量 為 重

點，這些都是需要長期投

注的課題。臺灣並未重視

這方面的工作，最多重視

陸生動物的保育工作，並未將海洋列為本國的主體性。

美洲鱟族群數量繁多，仍受到完整的保護。臺灣三棘鱟族群數量卻是少到無法進行研究，亦

無法作保育管理。我們曾出海設置許多流刺網、蝦籠誘捕成鱟，結果一無所獲。為此，個人

撰文向相關單位申請，希望政府能把牠歸做保育類。

（一）將鱟列為保育類

依據動物評估分類作業要點的規定，三棘鱟在臺灣族群已經符合在族群趨勢下降、棲地面積

消失的威脅、漁獲壓力與外來種入侵威脅等成為保育類的條件，且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

條，政府必須設立鱟的保護區。

臺灣主管單位雖有明確表達保護三棘鱟的意願，卻無意將牠歸屬為保育類，要求先進行人工

繁殖與放流復育的工作，再做評估。政府單位編列的預算相當拮据，在無人又無錢的狀況之

下，進展有限。目前只能依法規限制金門鱟的保育區裡的個體不能捕抓，其他地區就沒有規

範了。許多人誤以為牠是保育類，實際上牠不是。

觀光客在金門的漁市場吃牠，並沒有觸犯法律。社

會上許多人都會告訴我，鱟是保育類，這是因為我

們多年推廣鱟保育的成果，讓社會大眾認識了鱟的

保育價值。

（二）三棘鱟的族群復育

將成鱟做上標誌就可以追蹤鱟族群生物學上多方面

資料。透過標誌，追蹤鱟放流後在野外成長的狀

況，也可以評估放流的效果-如移動與分佈。但目前

並沒有任何經費支持，成體個體數也太少，難以執

行。

在金門評估三棘鱟稚鱟的族群量，結果發現，金門

南山的鱟族群量大幅減少，而北山地區族群量則維

持穩定的數量，不幸的是夏墅的地區也出現個體數

減少的趨勢。

除了在野外誘引成鱟產卵的方式之外，另一方式則

是在實驗室中繁養稚鱟，再野放。目前養殖的技術

已經能將鱟由卵養到接近十齡了。只要能滿足稚鱟

成長的環境條件，就能使稚鱟快速成長，我們所採

用的方式簡單又方便，充分打氣增加溶氧量，就可

以縮短孵化時間，且提高孵化成功率。剛出生的稚

鱟並不進食，二齡鱟就會開始進食，鱟什麼東西都

會吃，屬於雜食性。只要大量投入飼料就可以促進稚鱟快速成長。稚鱟放流前先做體內之標

誌，是值得後續推動的。

（三）鱟的棲地保育

金門水頭這個半月灣已經改建成港，只好另外易地規劃為保護區。如果要進行鱟的野外復育

工作，就要同時考慮包含三種棲地環境；萬一無法同時兼顧，可將保育工作分三個地點去進

行。研究棲地特色，就要逐一分析鱟的生存條件如粒徑大小、比例成份或有機物含量等。萬

一原有棲地被破壞了，就可以依此準則，設法營造規劃保護區。

鱟的現有棲地亦受到外來種入侵的破壞。其中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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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目前金門古寧頭有設置鱟的保育區

圖 4 ▲
調查稚鱟在沙灘地的數量有助於瞭解族群動態
（陳佳宜攝）

圖 5 ▲
可使用高密度的食物餵食稚鱟，以達到促進發育的
目的（陳佳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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