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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常見文蛤-

疾病與管理



中華文蛤(Meretrix petechialis)

文蛤種類與分布:

韓國文蛤(Meretrix lamarckii) 皺肋文蛤(Meretrix lyrata)

越南白文蛤

文蛤(Meretrix lusoria)

臺灣文蛤(Meretrix meretrix)



文蛤濾食行為:

鰓
食道-嘴

巴

消化道

胃腸
心臟 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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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鞭金藻(Isochrysis galbana)餵食文蛤



文蛤養殖放養條件與土質關係

地區別 放養量(萬粒/公頃) 放養規格(粒/斤) 養成期 土質

彰化 110-200 400-800 8-18 砂質底/通透性高/

保水性差

雲林 80-160 400-800 8-16 砂土底

嘉義 70-140 500-800 8-14 泥土質/保水性高

台南 60-110 500-800 8-12 泥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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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養前了解池中養殖池先天條件，水源條件 (地下水?)，緊急時操
作程序，養殖操作方法。隔壁池操作手法與養殖物種..

民國 82 年文蛤的養殖密度是 80 萬粒／公頃，平均養殖期是 11.6月
民國 91 年文蛤的養殖密度是 120 ∼ 150 萬粒／公頃，平均養殖期是14.85月
養殖密度增加,文蛤養期有延長的趨勢。
目前，文蛤養殖的放養密度高達 150∼ 200 萬粒／公頃，與 82 年相較，放養
量提高 1.87 ∼ 2.5 倍，文蛤養成時間加長。(養殖密度 vs 存活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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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養殖成本分析:

資料來源: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黃振庭)

From:黃振庭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獲利與育成率與
銷售單價有關!!

*銷售單價:

由市場供需決定

*文蛤養殖成功關鍵:

養殖技術+天候條件

間捕
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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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漁業署歷年漁業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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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大
量死亡?

環境變遷

種苗

弱化?

養殖環境
改變?

病原感染?

養殖技
術缺口



2017年調查結果



研究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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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
池水
地下水

入水
池水
益生菌

細菌分析:

菌項
(TCBS;TSA)

菌量
總生菌數
弧菌數
組織病理判讀
生長評估

水質參數:
鹽度;

藻類過旺
藻類不足

藍綠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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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監測結果: (1)氣候環境變化:

▲:文蛤出現異狀 (高溫與藍綠藻過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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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監測結果: (2)養殖環境水質變化:

(藍綠藻過旺池底ORP越往負值)▲:文蛤出現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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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土底開口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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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綠藻過旺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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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飄文蛤(弧菌數高):



1616

空飄文蛤肉眼解剖病變:
腸炎



空飄文蛤同池底土文蛤(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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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鰓部組織正常與異常病變:

臨床可見:出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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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消化道組織正常與異常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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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生殖腺組織正常與異常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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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周圍炎症反應



22

肌肉壞死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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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監測結果(5):文蛤組織病變分析發現:

組織病變分類 病變炎症分類

急性 亞急性 慢性 正常

消化道周圍炎症 28 7 18 5

鰓部組織間質增生 20 7 31

神經或神經結 11 9 26

肌肉組織壞死 12 5 41

生殖腺周圍炎症 12 46



文蛤發病病程:

水色過濃

出土
• 缺氧

• 腸炎

空飄
• 腸炎

• 細菌入侵

沉底

開殼

死亡率超高(50-70%)



水色過濃(不退):

1.常見於夏季高溫期。
2.清晨水色未清澈。
3.藻類濃度過高，光合作用
過盛，導致pH過高，在高
水溫下，增加分子氨(NH3)

之毒性。
4.高水溫期藍綠藻具有競爭
優勢，不利池底硝化細菌
及其他有益藻種之生長，
致使文蛤處於生長緊迫環
境。

5.操作迷失: 下石灰(?) ..卻未注意後續池底死藻/死菌之分解與代謝

可行處理:

沸石粉吸附+益生菌分解
光合菌打底(厭氧菌)

少量換水(大蛤特別注意鹽度變化)

其他除藻劑的種類: 二氧化氯(水體分解產生氯+氧氣)



文蛤大量開殼/空飄死亡緊急處理建議:

• 大量排水/曬坪4hr(讓池底硫化氫氧化)

• 加水消毒(二氧化氯0.5-1ppm)。

• 加強池底分解(光合菌 15ppm)。

• 預後收成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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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監測結果: (2)養殖環境水質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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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地區養殖池水總氨與硫化物之關係

▲:文蛤出現異狀



有氧

肥料 飼料

殘餘飼料

胺基酸

糞便

地下水

藻類

氨氮:NH3+NH4+

亞硝酸鹽

硝酸鹽

氧氣

氮氣

厭氧

硝化菌

池塘氨氮代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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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體中氨的以分子氨(NH3)毒性高 和離子銨(NH4+)藻類營養源兩種形式存在。
*分子氨和離子銨的總和稱為總氨，二者在水中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其數量和比
例主要取決於水體中的pH值和溫度。

不同溫度與pH值下，有毒氨(NH3) 占總氨氮的比例(%)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JaKgB.html



池底氧化層:

30

氮循環

ORP 氧化還原電位:

越趨向正值越好；
-100〜-100 以下要注意；
-200



3131



32

夏天矽藻倒藻:



矽藻種類:夏天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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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零星死亡前兆:文蛤腸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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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咬肉(含肉): 皮膚脫皮(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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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監測結果:(3)養殖環境微生物量之變化:

▲:文蛤出現異狀
(正常狀態:文蛤體內弧菌數高於池水弧菌數)

冬天大量投餌

(發病狀態:文蛤體內之弧菌數高於正常)



文蛤殼的成長:
殼皮

稜柱層

快速成長期易發生脆殼，防治方法穩定水質pH值；強化池底分解



田間監測結果(4):文蛤成長評估

• 每月定期每池採樣30顆文蛤/平均體長/彰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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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藻類過旺
F:高位池操作
H:藻類過旺

生長抑制



田間監測結果(4): 文蛤成長評估

• 每月定期每池採樣30顆文蛤/平均體重/雲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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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一旦出現異常:將影響成長2-3月

C:14%存活率(出土)

D:35%存活率(空飄)



實驗證明溫度影響雙貝類之成長:

溫度高:

成長較快
殼厚度低
蛤肉瘦

Milano, S., Schöne, B.R., Wang, S., Müller, 

W.E., Impact of high pCO2 on

shell structure of the bivalve 

Cerastoderma edule,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6), doi: 

10.1016/ j.marenvres.2016.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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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未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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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綠菌(藍綠藻) Cyanobacteria

在高溫，低光照下生長良好，釋放種間化學交感物質
(allelochemicals)來競爭生物之間的營養。它們具有
氣體泡，便於在水柱中遷移，以確保有足夠的光和養
分供應。

藍藻會產生毒素，導致水生和裸露的脊椎動
物種群大量死亡。

2

高溫環境下，文蛤處於高溫緊迫、池中水質狀況不佳，
加上藍綠藻之競爭優勢，不利池底硝化細菌之生長，致
使文蛤處於生長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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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監測結果(7):文蛤池餌料生物細菌分析結果

監測場 餌料配方 生菌數/弧菌數(cfu/mL) 

  餌料生菌數 餌料弧菌數 池水生菌數 池水弧菌數 文蛤生菌數 文蛤弧菌數 

彰化(A) 益生菌+鰻料發酵 14 天+乳酸菌 1.51*103 0 1.31*103 2.9*103 2.4*104 5.2*103 

雲林(A) 益生菌(D5)+文蛤輔助飼料 3.43*104 0 1.07*104 1.1*102 3.23*102 3.3*101 

雲林(B) 文蛤輔助飼料不定時投與 - - 7.2*102 2*101 4.37*103 5.73*103 

嘉義(A) 純海水養殖 - - 1.8*102 0 1.36*103 2.03*102 

嘉義(B) 益生菌+鰻料發酵/海水 2.02*106 3.0*101 4.3*103 0 1.56*103 1.3*101 

 

*乳酸菌是腸道優勢菌要在腸道定殖才能發揮功效
*添加於飼料中進行發酵或擴培之益生菌,建議使用能分泌蛋白酶或
纖維素酶或澱粉酶之菌種，將飼料分解消化成小分子，以利吸收



益生菌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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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酸化的影響:

電顯鏡顯示的貝殼被酸化的損傷程度(雷漢杰博士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池底太酸不利養殖,殼之生成



絲綢殼菜蛤/厚殼貽貝

(Mytilus coruscus)

現在與未來挑戰-

藤壺 (鄧晶瑩副研究員 科學化文蛤養殖)
螺類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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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生物入侵競爭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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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色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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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不一定會死，但須注意夜間溶氧，
冬天ok; 夏天不利文蛤生長(對溫度)易
敏感。

*原因:長期水色過清，陽光直射池底，
致絲藻繁生

*絲藻過多如何處理:
1.生物防治法:虱目魚 黃錫鯛(枋頭)

2.人工移除。
3.除藻劑不建議使用。

容易操作迷失: 冬天下料重 (未重視分解及代謝)

溫度一升高，細菌繁殖快，加劇池底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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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生物入侵(2):綠殼菜蛤俗名孔雀蛤

菲律賓以南的熱帶海域

可分泌足絲吸附在文蛤外殼

目前處理方法:

1.人工移除
2.生物防治法(效果有限)

池中混養200～300尾/公頃
黃錫鯛(枋頭)

或50尾/公頃的黃臘鰺(紅杉)

或變身苦(背鰭具棘尖銳且具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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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層過濾方式進水，才能

完全杜絕浮游幼生進入池
中。

海水引入蓄水池，潑灑
10ppm的漂白水，滅除其
中的浮游幼生後再注入文
蛤池。

可行處理方式:

*水位降低使其裸露於空氣中，
瓦斯噴槍燒死

綠殼菜蛤(P. viridis)俗名孔雀蛤

*人工移除

*生物防治法(效果有限)

作法參考: 國立嘉義大學水生生物科學系助理教授董哲煌、國立嘉義大學生
物資源學系助理教授方引平建議。(水試所:林志訓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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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高溫緊迫(1)

• 經由監測場採樣之文蛤與池水中之細菌分析結果顯示，
弧菌仍於夏季高溫為其養殖環境與文蛤體內主要優勢
細菌，其中以V. vulnificus、V. harveyi 與V. 
parahaemolyticus 為主。

• 由彰化、雲林與嘉義地區長期監測之夏季(5-9月)文蛤
養殖池之池水溫度，皆位於28-35℃之間，其中7份之
水溫高達32-35℃，而該月10場監測場有5場出現文蛤
出土或部分零星空飄之現況，同時監測出現空飄或出
土死亡之文蛤其池水之氨氮值皆高於0.8ppm。顯示，
高溫是造成文蛤成長緊迫之重要因素之一，相同之觀
察於中國學者實驗證實文蛤對溫度脅迫的生理反應
(Yang et al., 2018).此現象表明，文蛤於高溫緊迫下
會造成高耗氧與排氨率降低，造成文蛤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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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高溫緊迫(2)

• 在監測期間於雲林與彰化地區常見之藍綠藻優勢之藻種有顫藻、
平裂藻為主，由於藍綠藻之大小不適合文蛤之濾食，因而常在
文蛤池造成極強之競爭優勢，此外，藍綠藻於夏季高溫(>28℃)

的生長優勢、加上低鹽度之飼養環境操作，與夏季氣候(雨量) 

之變化劇烈，更不利原本有利文蛤生長之藻種(矽藻)繁殖，進
而造成文蛤成長受限。國外文獻指出(Hampel et al.,2018)，
湖泊中藍綠藻優勢之池水，會合併出現氨氮值過高之現象。此
現象亦同樣於108年度監測之養殖場有相同之狀況。



From: Mechanisms of probiotic actions in shrimp. 

Mechanisms of probiotic actions in shrimp: Implications to tropical aquaculture

Carlo C. Lazado, Jermaine I. Lacsamana, Christopher Marlowe A. Caipang

益生菌作用機制:



水體使用:

枯草桿菌＋酵母菌 降氨氮

>１０４

枯草桿菌＋酵母菌＋硝化菌 降氨氮及磷

芽孢桿菌＋地衣芽孢桿菌 促進成長＋耐熱

納豆枯草桿菌
抗緊迫及促代謝

短小芽孢桿菌
降氨及提高存活



枯草芽孢桿菌

免疫力

枯草芽孢桿菌＋酵母菌＋乳酸菌
免疫力

乳酸菌 消化道＋免疫力

經口投予:



益生菌之選擇與評估

• 了解益生菌的種類與來源?

• 了解益生菌之擴培方法與生存條件 (厭氧or好氧）?

• 用吃的? 通過宿主胃腸道之存活率?分泌抑菌素之功能?分泌消
化酵素?

• 加在水體內?是否能通過在水體環境中之競爭與存活狀況?

• 是否能有廣鹽性、廣溫性（耐高溫或低溫）?

• 對宿主有明確效益作用（例如，提供營養或免疫反應增強）or 

水質明確改善等。
• 益生菌必須在正常情況下的儲存條件能夠存活多久？經凍乾
或擴培後是否會造成活性損失？

• 最重要的是: 成本效益？



廣泛分布於水田、河川、海洋和土壤中的一
大類細菌，為革蘭氏陰性細菌。

在厭氣環境下可利用光能進行光合作用，以
H2S和有機物作為供氫體，以CO2或有機物

作為碳源。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也可能有
多樣的異營功能 (固氮、脫氮、固碳、氧化硫
化物等)，在自淨過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培養方式：目前在水產養殖上應用的光合細
菌，主要是光合異營型紅螺菌科，其中以紅
假單胞菌屬 (Rhodopseudomonas) 為主。養

殖方法有全封閉的厭氣光照培養方式以及開
放式的微氣光照培養方式。

光合細菌 (Photosynthetic bacteria，簡稱P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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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