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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門海岸線具有廣大之沿海濕地生態系，位於陸地與海洋之交會處的

沿海濕地，具有多樣性棲地環境提供各種生物生存繁衍，孕育出豐富的自

然資源，成為當地居民長期所利用的海產食物及漁業經濟來源。其中稱為

花蛤的等邊淺蛤(Gomphina aequilatera)，為金門本地重要的經濟物種，分

布於金門島南面海岸如后湖至成功等沙灘。隨著金門持續的開發，觀光急

遽的成長，海岸線人為休憩及漁業活動頻繁，潮間帶沙岸常民所利用的貝

類自然資源急需保育及管理，因此本計畫以資源調查評估及保育意識宣導

等兩方面進行規劃，選定金門島南面成功到后湖沿海沙灘作為貝類資源調

查的範圍，進行 1.花蛤族群定量調查: 調查地點包含成功、尚義、機場外

及后湖等沿岸沙灘地，獲取花蛤的豐度及分布特性，並以貝類肥滿度指數

作為花蛤健康度及生殖週期評估；2.其他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調查: 同上

述地點進行共棲物種定性定量調查；3. 海洋生物資源保育教育課程，以落

實海洋環境保育之宣導。 

本計畫調查結果顯示，金門島南岸的花蛤主要棲息在高、中高及中潮

位的棲地環境，數量多而體型較小，數量少但體型較大的花蛤則棲於中、

低潮位，地理分布以機場外沙灘及尚義測站具有較高的族群密度。冬季花

蛤族群數量明顯減少，推測可能因為夏秋季採集量較大，也可能因為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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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造成底砂堆積的模式變化，間接改變花蛤原來的分布位置。生殖生

物學方面，以肥滿度作為基準，已獲取重要的繁殖期資訊，推估金門花蛤

一年分別於 5-6 月及 9-10 月期間有主要的兩次精卵排放期。 

共棲貝類調查顯示，金門南岸沙灘貝類物種生物相單純，最主要即為

花蛤，其它則為文蛤(Meretrix lusoria)及半紋斧蛤(Chion semigranosus)，三

者幾佔所有物種組成，半紋斧蛤分布於各個潮位，文蛤則主要棲息於中低

至低潮位，地理分布方面，半紋斧蛤及文蛤呈現越往沙灘西側的機場及后

湖數量越多。共棲螺貝類另紀錄有日本鏡文蛤、豹斑玉螺及錐螺等，數量

稀少。 

海洋生物資源保育教育課程於 109 年 11 月及 110 年 1 月兩個場次進

行，主要對象為地方人士、中小學生、家長等，課程中介紹與金門相關的

螺貝類，藉由海貝貝殼再利用來完成美工勞作作品，了解其組織結構及生

存特性，並於課程中介紹物種分布、多樣性及宣導保育之重要性，成員完

成的作品最後各自帶回作為紀念，使課程中所獲取的資訊進入日常生活並

得以延續。 

 

關鍵詞: 金門、潮間帶、花蛤、肥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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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計畫緣由 

金門為花崗岩形成的大陸型島嶼，位於大陸東南沿海，鄰近中國大陸九

龍江口的廈門海灣，曾經經歷近五十年的戰地歷史，過去因軍事管制，開發

程度較低，保留豐富之自然資源，隨著 1992 年軍事管制解除後，生態觀光的

遊客與研究調查計劃案逐漸增加，未被記錄過的一些物種也漸漸被發現，光

是整個金門縣至 109 年 5 月止則已記錄有 396 種，候鳥（包括冬候鳥、夏候

鳥、過境鳥）多達 74％，留鳥僅佔 13 %（另有 13%的迷鳥），其中有極具特

色且羽色艷麗的戴勝、蒼翡翠及栗喉蜂虎，每年吸引大量遊客前往觀賞，還

有台灣本島已無記錄但僅存於金門的歐亞水獺，其列名於國際保育類野生動

物名錄，顯示金門物種的豐富與特殊性。 

金門縣的海岸線總長約為 133,858 公尺(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具有相

當豐富之生物資源及廣大之沿海濕地生態系，位於陸地與海洋之交會處的沿

海濕地，具有多樣性環境提供多種生物生存繁衍，軍管時代結束後，金門濕

地開始面臨劇烈之人為開發衝擊，為能瞭解自然資源之變動，金門國家公園

管理處曾針對金門濕地範圍進行環境資源調查，以建立動植物資源名錄評估

族群數量及穩定度(邱郁文, 2015)，擬訂合適之經營管理策略，其調查主要發

現於 21 處(含離島)潮間帶濕地棲地紀錄有 11 門 21 綱 103 科 221 種底棲動

物。而慈湖部分則有魚類 13 科 29 種，底棲動物 4 門 5 綱 32 科 53 種，另在

塘頭、北山海堤、金沙溪以及馬山等潮間帶濕地發現台灣新紀錄種－酒桶冠

耳螺（Cassidula (Cassidulta) doliolum），則為東亞新紀錄(邱郁文, 2015)。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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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在過往的調查，金門沿海水域的無脊椎動物至少包括甲殼類 3 目 28

種 (陳朝金, 2002)、貝類 83 科 216 種 (巫文隆 et. al., 2006)、多毛類 14 科

18 屬 21 種 (謝蕙蓮, 1996)。而潮間帶生物多樣性方面，依廈門灣物種多樣

性報告書 (黃宗國, 2006; 邱郁文, 2013)，其中環節動物門、星蟲動物門、螠

蟲動物門、軟體動物門及節肢動物門多達 1,401 種，其高物種多樣性，暗示

位於同生物地理的金門可能擁有的潮間帶生物多樣性。 

潮間帶生物多樣性之豐富資源長期為當地居民所利用，尤其是味道鮮美

極具營養價值的經濟性二枚貝類，就金門海岸過往的調查(巫文隆 et. al., 2006)，

金城鎮貝類共有 56 科 130 種、金寧鄉有 61 科 155 種、金沙鎮有 47 科 111

種、金湖鎮有 40 科 104 種以及烈嶼鄉有 37 科 89 種的貝類，顯見金門沿海軟

體動物之資源豐富，而當地最常也最易捕獲的貝類即為通稱為花蛤的二枚貝，

一般俗稱花蛤的包括有等邊淺蛤(Gomphina aequilatera Sowerby, 1825)、菲律

賓簾蛤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Adams et Reeve, 1850)及小眼花簾蛤 (R. 

variegate Sowerby, 1852)等貝類，其中金門本地的慣稱的花蛤為等邊淺蛤，在

分類地位屬於軟體動物門(Mollusca)、雙殼貝綱(Bivalvia)、簾蛤目(Veneroida)、

簾蛤科(Veneridae)、花蛤屬(Gomphina)，為當地重要的經濟物種，中文名為花

蛤或等邊淺蛤，由於相近的物種特徵難以界定或缺乏，鑑定相當不易，多有

混淆，因此分類地位及學名多有修正，包括原劃分在斧蛤屬(Donax)，後區分

為現今的花蛤屬，種名則有 aequilatera、 donacina、 semicancellata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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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riformis 等同物異名的用法(Lutaenko, 2001；Kong, 2012；台灣貝類資料

庫)。 

花蛤(等邊淺蛤)之外型，貝殼為卵圓而約略呈現三角形，前端圓弧後端

三角形，具有外韌帶，殼頂中位，殼長約 3.5~4.5 公分，顏色灰綠色、淺褐色

至白色，斑紋變化大，外殼平滑但仍有很細的成長輪彫刻，有許多不規則而

美麗的花紋，常有鋸齒狀或放射狀等紋路，殼內面為白色且具瓷器的光澤，

鉸齒發達而堅硬(台灣貝類資料庫)，主要棲息於近河口區域沿近的平緩沙岸，

偏好細沙底質的潮間帶或潮下帶，為廣溫廣鹽的物種，藉由肉質斧足潛沙活

動並濾食水體中有機物等營養物質，生活環境與文蛤類似，分布在熱帶、亞

熱帶及暖溫帶海域，自澳洲北部、中國大陸、台灣到日本等太平洋西部海岸

皆有其蹤跡，台灣本島的新北縣淡水、台中、彰化、屏東等西海岸以及離島

的澎湖、金門及馬祖皆有標本採集紀錄，在金門周圍海岸灘地也皆有分布，

成為一大特色，尤其是金門南面沙灘如后湖至成功等地皆有豐富花蛤資源，

也因此常年於后湖等地舉辦花蛤文化節，後於 100 年首度於成功沙灘舉辦金

湖海灘花蛤季，包括挖花蛤及搖滾樂舞台等活動，舉辦後發現，成功沙灘花

蛤似有減少的現象，因此金門水試所於 101 年委託進行花蛤族群分布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成功至古崗潮間帶海域以尚義之密度 67.75 ind’s/m2最高，其

次為歐厝 52.75 ind’s /m2，再次為泗湖 35.5 ind’s /m2，族群密度最低之海域為

成功海域 2.00 ind’s /m2，報告中並指出成功海灘之族群量大量銳減，可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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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質粒徑變細、採集頻過高、採集過多成熟種貝、人為活動影響等數個可能

原因有關，為免疑慮，也因此後續成功沙灘花蛤季活動已不再鼓勵挖花蛤比

賽等掠奪資源性的活動。後為持續了解花蛤族群之變動及其與環境因子之關

係，金門水試所於 102 年另委託台灣檢驗公司進行金門縣潮間帶花蛤生態環

境調查暨保育生物學研究，其調查顯示后湖沙灘及金寧酒廠族群數量高，且

以中潮位為花蛤族群數量分布較高的區域。環境方面，pH 值、鹽度及溶氧量

易受到漲退潮之海水的影響而產生變動，金門南邊的測點古崗、后湖、酒廠、

尚義、成功及料羅等沙灘的粒徑組成較相似，主要以 0.125~0.5 mm 的中砂粒

及細砂粒為主，而北邊的青嶼及田埔則有明顯的不同，各項環境調查並未顯

示與花蛤族群分布變化有關，此外在原本當地漁民的採集基數外，同年金門

縣政府再舉辦海灘花蛤季時活動湧入大量遊客，是否為造成花蛤族群量明顯

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於當時未針對漁民或遊客採集重量進行統計調查，則未

能釐清採集壓力的影響。除了活動舉辦可能影響花蛤生存外，103 年 11 月至

12 月曾發現烈嶼上林地區出現大規模貝類死亡的記錄，物種包括牡蠣、簾蛤、

花蛤及貽貝等，但原因不明，暗示花蛤棲地可能有不同層面的生存威脅。 

隨著金門持續的開發，觀光急遽的成長，海岸人為活動仍頻，潮間帶沙

岸珍貴的貝類自然資源急需保育及管理，為了解金門花蛤及其共棲貝類族群

動態及現況，金門縣水產試驗所於 108 年委託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進行相關

調查，並嘗試推估花蛤的生殖週期以作為未來可能保育管理的參考資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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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金門島南岸的花蛤主要棲息在高、中高及中潮位的棲地環境，其

中體型較大的花蛤偏好於中潮位之棲地，地理分布以尚義、后湖及機場外沙

灘具有最高的族群密度，東側的成功沙灘及西側的歐厝沙灘族群數量則明顯

較少。6 月至 10 月花蛤數量的減少及體型分布的改變，顯示可能存在的採集

壓力。在 4 月至 12 月花蛤肥滿度調查顯示此時段可能有三次的釋放精卵的

週期。而共棲貝類調查顯示，金門南岸沙灘貝類物種生物相單純，最主要即

為花蛤，其它則為文蛤(Meretrix lusoria)及半紋斧蛤(Chion semigranosus)，三

者幾佔所有物種組成，其棲地偏好有所差別，花蛤及半紋斧蛤主要棲息於中、

中高至高潮位，半紋斧蛤又最偏好於高潮位，文蛤則主要棲息於中、中低至

低潮位，此特殊的物種棲地分布可能與環境底質有關，底質粒徑組成分析發

現，花蛤偏好平均粒徑較大的中高潮位環境，而文蛤則偏好粒徑組成較小的

低潮位環境。 

由於 108 年之計畫執行期未滿一年，各區域的花蛤及其共棲貝類族群動

態變化尚未能完全了解，尤其花蛤的生殖週期評估也因此缺少幾個關鍵月別

資訊，因此服務建議書規劃，期於 109 年接續此重要的研究調查量能，補足

尚待釐清的關鍵資訊，作為後續資源保育及經營管理的依據，除此之外，在

108 年金門水試所委託並指導辦理的海洋生物保育課程獲得極佳的回應，因

此規劃並持續舉辦海洋生物環境保育教育課程，強化當地居民保育觀念以傳

達永續利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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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資料蒐集 

表 1、過往主要相關調查研究 

類別 
年份 

(民國) 
計畫/論文名稱 計畫目標及成果 

與本計畫

之相關性 

研討會論文 85 

陳俊宏，金門國家

公園及鄰近水域動

物資源調查研究與

應用研討會(金門國

家公園潮間帶貝類

相初報) 

於金門國家公園潮間帶

進行螺貝類調查。共記

錄到軟體動物 4 綱 28 科

49 種。其中雙殼綱的雙

殼貝主要有環文蛤、海

瓜子、牡蠣及貽貝（淡

菜）﹔腹足綱的卷貝則

以石疊螺(草席鐘螺)、美

螺(䗉螺)、珠螺、玉黍

螺、玉螺、蚵螺、燒酒

螺及蜑螺為主﹔亦有採

獲多板綱的石鼈及掘足

綱的象牙貝。生物相與

台灣北部及西部沿海潮

問帶貝類近似。 

金門國家

公園貝類

資源回

顧。 

研討會論文 85 

陳章波，金門國家

公園及鄰近水域動

物資源調查研究與

應用研討會(慈湖的

底棲無脊椎動物生

態) 

於慈湖進行底質環境及

底棲無脊椎動物相調

查。共計採到腹足類、

二枚貝、螃蟹幼生、端

腳類、多毛類、貧毛類

和帚形動物七類。且發

現端腳類、二枚貝和貧

金門國家

公園貝類

及共棲生

物資源回

顧，及與

底質環境

對應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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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類偏向分布在粒徑較

大的海床。 

委託研究 86 

陳俊宏，金門(國家

公園)濱海潮間帶動

物相調查研究 (金門

國家公園沙泥灘潮

間帶貝類資源保育) 

為了使金門居民了生活

於此沙泥灘潮間帶貝類

的珍貴，特別對較具特

色的金門貝類如虎斑玉

螺、蚵螺、石疊螺(草席

鐘螺)、環文蛤及海氏凱

地蛤等介紹其分類地

位、分布、外型、特徵

及生態習性，期藉此吸

引更多人對貝類好奇與

喜愛並保護，以達永續

利用的目標。 

金門國家

公園貝類

資源回

顧，並可

參考貝類

資源保育

理念。 

委託研究 86 

陳章波，金門(國家

公園)濱海潮間帶動

物相調查研究 (慈湖

底棲生態) 

於慈湖進行底棲生態調

查。紀錄有端腳類、二

枚貝、腹足類、其它種

類的軟體動物、貧毛

綱、多毛類、帚形動

物、海鞘、蝦、蟹、紐

形動物、星蟲和蛭等 13

類動物，在環境因子和

生物因子間的分析顯示

端腳類、二枚貝偏向棲

息在顆粒較大、粉泥/黏

土含量較低、全氮、有

機碳含量較低的砂質海

床。 

金門國家

公園貝類

及共棲生

物資源回

顧，及與

底質環境

對應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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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 94 

林金榮，金門傳統

漁業調查研究 

藉由研究金門傳統漁業

的調查案，蒐集金門傳

統漁業相關人文歷史，

調查金門傳統漁業的現

況，並研擬規劃金門傳

統漁業的未來發展方

向。 

調查研究

中包含蒐

集花蛤漁

業行為及

活動，並

彙整金門

魚介貝類

資料，可

作為貝類

資源調查

參考並了

解相關漁

業活動。 

委託研究 95 

巫文隆，金門地區

軟體動物相調查 

過去金門地區僅針對部

分潮間帶動物、脊椎動

物等進行調查，對於貝

類相尚未有全面性具體

的調查成果，故進行

「金門地區貝類相調

查」研究計畫。共彙整

記錄金門地區的貝類 4

綱 83 科 216 種。 

可作為金

門地區貝

類資源回

顧。 

委託研究 102 

黃春蘭，金門海域

漁業生態環境水質

與生物體重金屬監

測計畫 

針對金門鄰近海域進行

水樣、沉積物與生物體

的重金屬分析調查，顯

示水質符合海域水質標

準；沉積物以鉛和銅的

污染較為明顯；生物方

可作為金

門海域環

境與生物

汙染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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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花蛤之各項重金屬

含量均未超過參考限

值，但部分牡蠣之銅、

砷與鋅含量則有受污染

之虞。 

委託研究 102 

黃榮富，金門縣北

山至浯江溪沿海域

退潮之潮間帶生態

多樣性環境調查與

圖鑑建置報告 

於金門縣南山、北山、

湖下及浯江溪口的潮間

帶進行生物相調查資

料，瞭解金門縣西南海

域潮間帶生物多樣性，

並拍攝調查區域內記錄

到之潮間帶生物相，進

行圖鑑建置，提供作為

自然解說基礎教材使用

及提供金門縣政府作為

擬定開發計畫及海洋教

育推廣的參考資料。 

金門國家

公園貝類

及共棲生

物資源回

顧。 

委託研究 102 

台灣檢驗公司，金

門縣潮間帶花蛤生

態環境調查暨保育

生物學研究報告 

於金門地區青嶼、田

埔、料羅灣、成功、金

寧酒廠、尚義、后湖、

古崗及烈嶼鄉等九處海

域潮間帶進行花蛤族群

的大面積普查，獲取花

蛤分布、肥滿度及底質

環境組成資訊。 

與本計畫

調查項目

最為接

近，可作

為過去與

現在變遷

參考。 

委託研究 102-104 

金門濕地動植物資

源調查 

針對金門濕地範圍進行

環境資源調查，建立動

植物資源名錄評估族群

金門貝類

資源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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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及穩定度，擬訂合

適之經營管理策略，並

辦理環境教育活動，宣

導自然保育的 

重要性。調查方面共紀

錄有 11 門 21 綱 103 科

221 種底棲動物，並發

現台灣新紀錄種－酒桶

冠耳螺。 

及資源管

理參考。 

委託研究 103 

黃榮富，金門縣浯

江溪口與湖下周邊

海域環境調查 

金門縣浯江溪口與湖下

周邊海域按月進行各項

生物資源調查，以期能

建立本海域潮間帶生物

族群數量變化的基礎資

料，提供金門縣政府擬

定開發計畫的參考資

料。發現小型底棲生物

最優勢種為彩虹䗉螺，而

潮間帶生物最優勢種為

燒酒海蜷。 

金門海域

貝類及共

棲生物資

源回顧。 

委託研究 106 

謝宗宇，金門國家

公園貨輪擱淺地區

潮間帶動物資源監

測計畫 

2016 年 9 月受莫蘭蒂颱

風影響，陸籍貨輪擱淺

古崗地區，油料外漏，

造成周遭潮間帶汙染。

此計畫立即進行該區域

生物資源監測。期瞭解

古崗地區潮間帶動物受

油汙影響情形，顯示部

可作為金

門海域環

境與生物

汙染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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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域生物附著殘油，

並可能受到擾動。 

委託研究 108 

邱郁文，金門后湖

至成功潮間帶花蛤

生殖生物學暨共生

經濟性貝類普查 

結果顯示，金門島南岸

的花蛤主要棲息在高、

中高及中潮位的棲地環

境，其中體型較大的花

蛤偏好於中潮位之棲

地，地理分布以尚義及

后湖沙灘具有最高的族

群密度，東側的成功沙

灘及西側的歐厝沙灘族

群數量則明顯較少。 

109 年本

計畫可視

為此 108

年計畫案

之延伸調

查，可參

考各項調

查的結果

並進行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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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計畫方法與規劃作業流程 

第一節、研究概述 

本計畫之目標欲進行花蛤亦稱等邊淺蛤(Gomphina aequilatera Sowerby, 1825)

的資源量及環境調查，並取得基本水文及棲地底質的資訊，藉由科學性的規畫調

查了解花蛤分布及環境現況，並期取得生物豐度分布與環境變化的關聯性。進一

步了解族群生殖生理週期，配合族群分布資訊，提出花蛤資源管理或永續利用之

保育建議，制定適時、適地、符合在地漁獲傳統並可適時修正的花蛤資源監測及控

管的管理方法，並同時進行花蛤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調查，評估可永續利用經濟

性特色貝類，此外，為使在地居民了解保育復育之重要性，針對調查潮間帶沿岸社

區或學校進行海洋貝類資源保育宣導及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環境教育課程。 

1. 委託工作項目，依邀標書內容包括： 

(1). 於金門縣 4 處潮間帶(后湖、尚義、成功及可永續利用經濟性貝類生物潛在

棲地一處)執行花蛤族群動態、棲地環境因子紀錄，項目至少應包含： 

a. 採樣地點完成座標定位； 

b. 花蛤族群動態調查，一季 1 次； 

c. 棲地環境因子紀錄(潮位、溫度、鹽度、pH 值、硝酸鹽、磷酸鹽、濁度、

葉綠素 a 及棲地狀態) 4 次； 

d. 底質粒徑分析 1 次，須能配合族群量調查結果瞭解花蛤對底質粒徑之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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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成功潮間帶花蛤族群為代表，進行花蛤生殖生物學研究，項目至少應包

含： 

a. 採集或購買野生花蛤個體 30-50 個，每月 1 次。 

b. 進行殼長頻度分布、肥滿度分析等生殖生物學研究。 

(3). 於金門縣 4 處潮間帶(后湖、尚義、成功及可永續利用經濟性貝類生物潛在

棲地一處)執行花蛤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調查 1 次，評估可永續利用經濟性

特色貝類。 

(4). 針對調查潮間帶沿岸社區或學校進行海洋貝類資源保育宣導及海洋生物多

樣性保育環境教育課程 2 場次。 

(5). 提出花蛤資源管理或永續利用之保育建議。 

故依調查對象及性質可分為三個研究主題，「花蛤族群動態及生殖生物學暨環

境因子調查」、「經濟性貝類監測」及「海洋生物資源保育教育課程」(圖 1)。 

 



 

14 
 

 

圖 1、研究主題及項目 

 

第二節、本計畫執行調查之項目及方法 

1.調查項目: 

(1).花蛤族群動態調查 

(2).花蛤生殖生物學研究 



 

15 
 

(3).棲地環境因子紀錄/水質分析 

(4).底質粒徑分析 

2.調查頻度： 

花蛤族群動態調查及棲地海洋環境因子紀錄於調查期間進行 4 次調查；另

為了解花蛤生殖週期，因此花蛤生殖生物學研究於調查期間每個月進行 1 次調

查；底質粒徑分析則於計劃期間內進行 1 次調查。 

3.調查測站: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於 108 年曾委託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進行花蛤生態調

查，為能與過往資料進行比對，並依委託工作需求書之提列，花蛤族群量調

查、棲地海洋環境因子紀錄及底質粒徑分析的樣區位址參考 108 年之調查，定

於后湖、尚義及成功等三處(圖 2) ，另永續利用經濟性貝類生物潛在棲地一處

則選定於「補充樣點 2」(位於機場跑道外側)，依去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此樣點具

有較為豐富的花蛤生物量，109 年調查命為「機場」測站，各站各測線參考座

標位址如表 2，生殖生物學研究則延續 108 年規劃，選擇后湖進行採樣調查；

各樣站示意位址如圖 2 所示。相關環境描述及環境照片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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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採樣調查樣站示意圖 

(可永續利用經濟性貝類生物潛在棲地一處定為尚義機場的跑道外灘，命為「機場」

測站，此測站為 108 年調查之「補充樣站 2」，具有較豐富的花蛤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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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測站之樣點參考座標經緯度 

地點 測線 高 中高 中 中低 低 

 1  24°26'6.57"N  24°26'6.13"N  24°26'5.55"N  24°26'4.99"N  24°26'4.50"N 

  118°23'11.34"E 118°23'11.53"E 118°23'11.73"E 118°23'11.89"E 118°23'12.00"E 

成功 2  24°26'6.03"N  24°26'5.52"N  24°26'4.97"N  24°26'4.42"N  24°26'3.95"N 

  118°23'7.98"E 118°23'8.10"E 118°23'8.19"E 118°23'8.40"E 118°23'8.52"E 

 3  24°26'5.28"N  24°26'4.76"N  24°26'4.19"N  24°26'3.69"N  24°26'3.15"N 

   118°23'4.10"E 118°23'4.40"E 118°23'4.50"E 118°23'4.68"E 118°23'4.84"E 
       

 1  24°26'1.28"N  24°26'0.64"N  24°25'59.99"N  24°25'59.32"N 24°25'58.70"N 

  118°22'44.95"E 118°22'45.24"E 118°22'45.46"E 118°22'45.62"E 118°22'45.80"E 

尚義 2  24°26'0.14"N  24°25'59.55"N  24°25'58.90"N  24°25'58.34"N  24°25'57.69"N 

  118°22'40.83"E 118°22'41.04"E 118°22'41.32"E 118°22'41.45"E 118°22'41.72"E 

 3  24°25'59.33"N  24°25'58.68"N  24°25'57.93"N  24°25'57.46"N  24°25'56.83"N 

   118°22'37.22"E 118°22'37.40"E 118°22'37.62"E 118°22'37.81"E 118°22'37.87"E 
       

 1  24°25'8.95"N  24°25'8.35"N  24°25'7.58"N  24°25'6.74"N  24°25'6.10"N 

  118°20'56.25"E 118°20'56.98"E 118°20'57.89"E 118°20'58.97"E 118°20'59.70"E 

后湖 2  24°25'6.16"N  24°25'5.55"N  24°25'5.05"N  24°25'4.33"N  24°25'3.63"N 

  118°20'53.22"E 118°20'54.14"E 118°20'54.89"E 118°20'55.72"E 118°20'56.55"E 

 3  24°25'3.72"N  24°25'2.95"N  24°25'2.26"N  24°25'1.68"N  24°25'1.35"N 

   118°20'50.62"E 118°20'51.54"E 118°20'52.53"E 118°20'53.43"E 118°20'53.95"E 
       

 1  24°25'18.45"N  24°25'17.34"N  24°25'16.20"N  24°25'15.05"N  24°25'13.69"N 

  118°21'7.27"E 118°21'8.31"E 118°21'9.23"E 118°21'10.06"E 118°21'11.06"E 

機場 2  24°25'36.37"N  24°25'35.34"N  24°25'34.45"N  24°25'33.52"N  24°25'32.32"N 

  118°21'37.87"E 118°21'38.50"E 118°21'39.10"E 118°21'39.59"E 118°21'40.49"E 

 3  24°25'52.74"N  24°25'51.87"N  24°25'50.66"N  24°25'49.75"N  24°25'48.37"N 

    118°22'11.52"E 118°22'12.01"E 118°22'12.49"E 118°22'12.86"E 118°22'13.72"E 

註: 各測站的潮間帶距離大致上為: 成功(80m)，尚義(85m)，機場(120m)及后湖

(1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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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沙灘: 為本計畫中最東的測站，位於機

場跑道東側以東約 1.5 公里，為著名的觀光

沙灘，近年夏季時多於此舉辦花蛤音樂季

等活動。 

尚義沙灘: 位於機場跑道最東側外海岸，近

岸有八河局海堤建構物之護堤工，但是因海

浪侵蝕搬運，僅剩水泥框格，而形成人為地

的潮池，具有蓄積海水功能，退潮時蓄積的

海水由池底緩慢滲出，因此乾潮時此沙灘仍

能維持潮濕度，此區調查時發現沙灘上遊憩

戲水及採貝遊客較多。 

  

機場測站: 大約位於機場跑道中段南面的沙

灘，近岸處有一排消波塊，地處偏遠，遊

客少，有當地居民採集花蛤活動。 

后湖沙灘: 位於機場跑道西側外，為著名的

后湖海濱公園，近岸觀光設施完善，因此

吸引許多遊憩及揀拾花蛤的遊客及居民。 

圖 3、各採樣測站環境照及其環境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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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方法 

(1).花蛤族群動態調查 

花蛤族群數量於退潮前後 2 小時以穿越線定量調查法進行調查(參 Nielsen et 

al., 1992)。每個測站劃設 3 條穿越線，間距約為 100m，每條穿越線於最高及最

低潮位的範圍設立五個樣點，高低潮位樣點於現場判定，選定第一次採樣當月的

大潮時期，以現場天然漂流物如藻類或其他植物碎片，以及人為如海拋垃圾或人

為產物破片受海浪推送於海岸堆積而成的堆積帶作為最高潮位，後以當日乾潮時

間的水線為最低潮位(參中央氣象局潮汐表之乾潮時間)，最高及最低潮位再均等

區分為中高、中及中低等樣點，於採樣時計錄各樣點 GPS，完成座標定位，每個

樣點框設 1 平方米的面積進行採樣（如圖 4 所示），於框內使用鏟子挖約 20 公

分之深度並採集範圍內之花蛤。計算族群數量，採集過程中將底沙回填。採集之

樣本除計算數量外，以游標尺測量殼長等資訊，採得的樣本若無特別需求將均原

處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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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花蛤族群穿越線定量調查採樣示意圖。每個方框長寬各為 1 米 

 

(2). 棲地環境因子記錄及水質測定 

同於花蛤採樣時間，於四個樣站進行現場水質測定，測定回滲水(間隙水)

之水質參數，主要以事先經過校正的水質多參數儀(HACH, Model: HQ40d, 

USA)測定現場水體溫度(環檢所，1999)、鹽度(環檢所，2000) 與 pH(環檢所，

2008)等水質因子。如有特殊環境變動則另作定性描述。109 年計畫另選定尚

義測站，新增硝酸鹽、磷酸鹽、濁度及葉綠素等水質分析項目。各項檢測方

法依據如下，水中濁度檢測方法(NIEA W219.52C) (環檢所，2005)；水中硝酸

鹽氮檢測方法(NIEA W419.51A) (環檢所，2006)；水中磷檢測方法 (NIEA 

W427.53B) (環檢所，2010)；水中葉綠素 a 檢測方法 (NIEA E507.04B) (環檢

高潮位

100m

100m

中高潮位
中潮位

中低潮位
低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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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019)。 

(3).花蛤生殖生物學研究 

肥滿度指數與貝類的健康程度以及生殖發育有關，藉由肥滿度指數的評

估調查可了解花蛤的生殖發育周期。以后湖潮間帶花蛤族群為代表，採集野

生花蛤個體 30-50 個，量取殼長頻度分布並進行肥滿度等生殖生物學分析。 

肥滿度指數（condition factor，簡稱 CF）測定：採集的花蛤帶回實驗室

後，測量重量及外殼形質，以分層取樣進行肥滿度指數測定，肥滿度指數測

定之花蛤，進行吐沙後將內臟團與殼分離測得殼重。去除殼之花蛤以冷凍乾

燥機脫水約 20~24 小時後秤重做紀錄，記錄其乾重。肥滿度計算參考常亞青

(2007)發表之肥滿度計算公式（肥滿度=乾內臟團重/乾殼重×100 %）進行計

算。 

(4).底質粒徑分析 

各測站選擇一條穿越線，於高、中及低潮位各取二重複的樣本進行採樣，

採樣方式及後續分析處理敘述如下: 

採取表層 3cm 以內之沉積物，置入封口袋後攜回實驗室內進行粒徑分

析。粒徑分徑參考 Carver (1971)之方法，從攜回之沈積物樣本取出約 30g 之

沙泥加入 200ml 的蒸餾水及 5ml 的 30％H2O2，加熱 80℃至隔日以去除有機

質，再加入蒸餾水清洗後離心去除上清液，重複兩次以去除鹽類，加入 10ml

的 10% Sodium hexametaphosphate solution 攪拌 30 分鐘後，以網目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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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1、0.105 及 0.063mm 之篩網進行濕篩，分篩後之各樣本置入 100℃烘

箱 24 小時，烘乾後秤其重以獲取數據進行後續分析。為求得相關底質參數

值，先將網目大小進行數值轉換，轉換公式如為 

ψ= -log2 網目大小(mm) 

篩選獲得之沙泥秤重後，計算沈積物各粒徑累進百分比曲線及各累計頻

度 (5％、16％、50％、84％及 95％) 之相對 ψ 值，由 Folk (1974) 之公式求

得相關參數並分析粒徑組成之平均粒徑大小及篩選度，其公式如下： 

a.顆粒大小平均值（MZ）： 

MZ＝(ψ16 +ψ50 +ψ84)/3 

換算出之數值(MZ)再對照 Wentworth grain size scale(Wentworth 1922)取得粒

徑大小類別。 

b.篩選度（σI）：  

σI = (ψ84 -ψ16)/4 + (ψ95 -ψ5)/6.6 

依以上換算式取得篩選度參數值，推估底質水流環境紊亂程度。 

 

第三節、經濟性貝類監測 

1.調查項目: 

花蛤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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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查頻度： 

花蛤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普查於執行計劃期間隨花蛤之調查同步進行採樣，

共進行 4 次調查。 

 

3.調查測站: 

花蛤共棲之經濟性貝類普查分析的樣區位址定於后湖、尚義、成功及可

永續利用經濟性貝類生物潛在棲地一處等共 4 處；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108 年

曾委託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進行相關調查，為能與過往資料進行比對，並依

委託工作需求書之提列，潛在棲地定於 108 年所訂的補充樣點 2，並命為機

場樣站。各樣站示意位址以及座標資訊如圖 2 及表 2 所示。 

 

4.調查方法 

花蛤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普查的調查方法同於花蛤族群量調查之方式，

以穿越線定量調查法進行調查(參 Nielsen et al., 1992)，於退潮前後 2 小時進

行穿越線調查。每個樣站劃設 3 條穿越線，間距約為 100m，每條穿越線分

高、中高、中、中低及低潮位等 5 個樣點，於採樣時計錄各樣點 GPS，完成

座標定位，每個樣點框設 1 平方米的面積進行採樣，採樣深度約 10 至 20 公

分。採集範圍內之所有經濟性貝類物種，進行物種鑑定並計算各物種數量。

除部分物種可能需攜回實驗室進行鑑定，所有採集標本均將原處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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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海洋生物資源保育教育課程 

1.課程規劃: 

海洋貝類資源保育宣導及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環境教育課程於計畫執

行期間，配合金門水產試驗所之安排，於社區或學校進行課程，課程內容於

授課時配合提供。 

2.課程次數及安排: 

規劃兩次課程，分別已於 109 年 11 月及 110 年 1 月，於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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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課題與對策 

第一節、課題 1: 金門花蛤及其他共棲經濟性貝類族群資源現存量評估 

對策 1: 金門縣南面海岸為花蛤重要之棲息及採集地，計畫以底棲二枚貝類採樣方

法於南面海岸，進行花蛤及其他共棲經濟性貝類普查，評估資源現存量並

與 108 年調查調查結果進行比對，以了解整體貝類分布時空變化。 

第二節、課題 2: 金門花蛤及其他經濟性貝類資源保育利用之管理 

對策 2: 金門花蛤及其他經濟貝類之棲息分布與自然及人為環境變動、人為採集、

其他人為活動息息相關，合適的季節採集規劃相顯重要，預期藉由了解花

蛤肥滿度及族群組成的季節性變動，提供如繁殖季節、採集大小限制等資

訊及保育管理之相關建議，108 年調查已有初步結果，今年之調查更可補

足原本缺少的時間環節並對去年的結果驗證。 

第三節、課題 3: 當地居民保育利用理念之宣導 

對策 3: 二枚貝類及其他海洋生物皆為金門的重要經濟資產，也為當地居

民重要的生計來源，藉由資源保育及環境教育課程，宣導保育管理之概念，

提升社區營收及居民保育意識，達永續利用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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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調查結果 

第一節、花蛤族群調查及生殖生物學暨環境因子調查 

花蛤族群調查為獲取最大潮差調查範圍，選擇近於新月或滿月的大退潮位

進行作業，於 109 年 7 月 17-20 日以及 9 月 17-20 日完成上半年度計 2 次的採

樣，109 年 11 月 11-14 以及 110 年 1 月 18-21 日完成上半年度計 2 次的採樣，

調查地點為成功、尚義、機場及后湖地區的沙灘，4 次調查期間同步進行共棲

經濟性貝類物種調查。於調查期間同時進行棲地環境因子記錄；花蛤生殖生物

學研究為每月採樣，除 4 次調查月份外，其他月份委請當地人士進行採集。各

項目調查結果如下: 

 

1.花蛤族群動態調查 

(1)各測站族群密度及空間分布之變化 

於選定的沙灘進行花蛤族群動態調查，每個測站進行三條測線各五個潮位

共計 15 個採樣點的調查。7 月採樣結果如圖 5 所示，以尚義記錄到最多的花蛤，

平均每平方米約有 38.6 個個體 (38.60 ± 73.85)，其次為機場的 21.00 ± 

32.36(ind’s/m2)，成功及后湖則最少，平均分別為 8.93 ± 21.85 及 10.27 ± 

16.20(ind’s/m2)；空間分布方面，各站各潮位密度分布顯示，花蛤主要分布在高

潮位至中潮位之間，中低及低潮位鮮少分布，成功沙灘幾乎只在高潮位可發現

花蛤，三條測線的高潮位平均密度為 44.00 ind’s/m2，尚義亦以高潮位最多(1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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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s/m2)其次為中高潮位(52.67 ind’s/m2)，機場分布在高及中高潮位，平均分別

為 56.33 及 48.00 (ind’s/m2)，后湖與其他三個樣站不同，集中在中高(21.33 

ind’s/m2)及中潮位(26.00 ind’s/m2)；各測站的採樣點以尚義第二條測線的高潮位

記錄到最高密度值，單位米平方計有 237 個個體。9 月份採樣結果如圖 6 所示，

以機場測站記錄到最多的花蛤，平均每平方米約為 18.93 個個體(18.93 ± 21.33)，

其次為尚義的 18.07 ± 40.69(ind’s/m2)，后湖則最少，平均為 10.33 ± 23.67；空間

分布方面，依調查結果顯示，本月花蛤調查相同主要分布在高潮位至中潮位之

間，中低及低潮位鮮少分布，成功沙灘與 7 月相同，僅在高潮位的樣點記錄到

花蛤(82.33 ind’s/m2)，尚義幾乎也只分布在高潮位(89.33 ind’s/m2)，其次中高潮

位僅 0.67 (ind’s/m2)，機場分布較廣，主要在中高潮位有 53.00 (ind’s/m2)，高潮

位有 29.33 (ind’s/m2)，中潮位也有 11.67 (ind’s/m2)，后湖則集中在中高潮位(49.33 

ind’s/m2)，其次為高潮位的 2.33 (ind’s/m2)；各測站的採樣點以尚義第一條測線

的高潮位記錄到最高密度值，單位米平方計有 138 個個體。11 月份採樣結果如

圖 7 所示，各測站花蛤數量明顯減少，平均每平方米不到 10 個個體，以尚義測

站記錄到最多的花蛤，平均每平方米約有 8.0 個個體(8.0 ± 24.76)，其次為機場

的 6.87 ± 8.83 (ind’s/m2)，后湖則最少，平均為 3.13 ± 6.47，所有測站中，最高

樣點密度位於尚義的第二測線高潮位，為 97 (ind’s/m2)；空間分布方面，依調查

結果顯示，本月花蛤調查相同主要分布在高潮位至中潮位之間，中低及低潮位

顯少分布，成功與尚義沙灘主要在高潮位的樣點分別記錄到花蛤 22.33 (ind’s/m2)

及 33.0 (ind’s/m2)，機場測站分布範圍由高至低潮位，主要在高潮位有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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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s/m2)，中高潮位有 11.67 (ind’s/m2)，后湖集中在中高潮位 11.0 (ind’s/m2)，

其次為中潮位的 4.0 (ind’s/m2)。110 年 1 月份採樣結果如圖 8 所示，除后湖外，

相較於 109 年 11 月採樣，各測站數量更為減少；本月以后湖測站記錄到最多的

花蛤，平均每平方米約有 7.93 ± 7.62 (ind’s/m2)，其次為機場的 3.67 ± 3.79 

(ind’s/m2)，成功則最少，平均為 1.07 ± 1.75 (ind’s/m2)；各測站的採樣點以后湖

第三條測線的高潮位記錄到最高密度值，單位米平方計有 23 個個體。空間分布

方面，依調查結果顯示，本月除成功測站外，其他測站由高至低潮位皆有分布，

顯示本月分布範圍有別於其他月份；成功沙灘分布在高至中潮位，平均密度在

1.07 (ind’s/m2)，以中高潮位的 2.67 最高 (ind’s/m2)，尚義測站以高潮位

5.00( ind’s/m2)最多，后湖測站以高潮位 16.67(ind’s/m2)最多，其次為中高潮位

12.67 (ind’s/m2)，機場亦以高潮位最多為 7.33 (ind’s/m2)。 

整合各站月平均值如圖 9 所示，除了后湖測站外，其他測站平均密度大致

上皆自 109 年 7 月至 110 年 1 月明顯減少，其中以尚義的變化最大，由 38.6 

(ind’s/m2) 減少至 1.87(ind’s/m2) ，其次為機場由 21.0 (ind’s/m2) 減少至

3.67(ind’s/m2)，后湖 11 月時減少至 3.13(ind’s/m2)，110 年 1 月則增加至

7.93(ind’s/m2)。 

(2)族群體型組成之變化 

體型分布方面，各測站花蛤殼長與重量皆為 3 次方的關係如下 (圖 10，

x: 殼長，y: 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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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測站: y = 0.0001x3.2 (r² = 0.99) 

尚義測站: y = 0.0001x3.2 (r² = 0.99) 

機場測站: y = 0.0001x3.1 (r² = 0.99) 

后湖測站: y = 0.0001x3.2 (r² = 0.99) 

為一般生物體體長與體重關係；所秤取最大花蛤的殼長為 40.76mm 

(n=2670)，最重為 14.32g，最小殼長為 4.87mm，重量 0.07g。各測站採集到的

花蛤平均體長有顯著差異(圖 11) (ANOVA, p<0.01)，在機場及成功的花蛤平

均體型最大，分別為 22.30mm 及 21.97mm，尚義最小為 20.52mm。 

整合 4 次採樣花蛤的體型資料進行組距計算並分組，顯示成功測站 7 月

時體型數量峰值落於 15.01~21.00mm 的區間(圖 12)，其他區間明顯較少，9 月

時較顯常態分佈，集中在 18.01~27.00mm，11 月集中在 21.01~27.00mm，體

型明顯增長，110 年 1 月則集中在 18.01~27.00mm；尚義測站 7 月時體型數量

峰值與成功測站相同落於 15.01~21.00mm 的區間(圖 13)，其他區間明顯較少，

9 月及 11 月時亦較顯常態分佈，集中在 18.01~27.00mm，體型明顯增長，110

年 1 月集中在 21.01~30.00mm，整體數量不多但體型增長；機場測站 7 月時

體型組成數量峰值落於 12.01~21.00mm 的區間(圖 14)，9 月及 11 月時集中在

21.01~27.00mm，體型明顯增長，110 年 1 月集中在 21.01~30.00mm；后湖測

站 7 月時體型數量峰值落於 12.01~18.00mm 的區間(圖 15)，其他區間明顯較

少，9 月、11 月及 110 年 1 月時則較顯常態分佈，集中在 18.01~2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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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型明顯增長。整體而言，各測站七月時皆偏向略小的體型(15.01~21.00mm)，

9 月之後整體體型分布朝向較大體型移動且呈現較典型的常態分布，顯示體

型成長。 

各潮位花蛤體型大小分布方面，整合各測站所獲得的體型資訊(圖 16)，中

低潮位的花蛤殼長(平均=25.17mm，n=23)顯著大於其他潮位(p<0.01)，其次為低

潮位 (平均=22.37mm，n=19) 及中低潮位 (平均=22.15mm，n=175)，高潮位及

中高潮位花蛤體型則較小，分別為 21.22mm 及 21.50mm。顯示中低及低潮位的

花蛤數量少，但體型較大。 

 

2.花蛤生殖生物學研究 

本團隊 108 年承接相關的花蛤生物學研究計畫，並於同年 12 月結案，與

花蛤生殖生物學相關的肥滿度調查蒐集了 4 月至 12 月的資訊，尚未能完整全

年資訊，其生殖週期仍有待確認，因此本計畫於 109 年再次承接計畫，雖計畫

於 6 月起開始執行，但為求資料的完整性，本團隊在 1 月至 5 月仍持續進行肥

滿度調查，後續並採集至 110 年 3 月，整合共計 15 個月共取 917 個樣本進行

肥滿度分析，結果顯示今年度各月的肥滿度(CF, %)具有顯著差異(P<0.01)，最

低值出現在 2 月時的 2.70%(圖 17)，3 月後逐漸增加，至 5 月時達到 109 年最

高值 5.67%，並在 6 月時明顯降低，推測 5 月至 6 月時段可能具有一次的精卵

排放期，7 月至 8 月肥滿度值再升高至 4.68%及 4.59%到 9 月至年度的高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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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10 月時大幅減少至 3.72%，推測有另一波的排放期，後續至 110 年 1

月肥滿度數值則維持在 3%至 4%左右，未再升高，顯示為卵巢成熟度停滯期。

109 年計畫調查結果推斷棲息於金門南岸沙灘的花蛤一年有兩次的精卵排放期，

分別在 6 月及 10 月。 

 

3.棲地環境因子紀錄 

7 月時四測站平均溫度 30.58 ± 0.29℃(表 3)，於機場及后湖測站測得最

低溫度 30.40℃，最高在成功的 31.0℃，到了 9 月平均溫度仍有 30℃左右，

四站平均為 30.38 ± 2.09℃，最高溫度在機場的 32.60℃，最低在尚義的 27.80

℃，尚義及后湖測站因為採集時間為清晨，水溫較低，秋末的 11 月，平均溫

度降至 22.55 ± 1.27℃，最高在成功的 24.0℃，最低於后湖的 21.3℃，入冬後

於 110 年 1 月，平均水溫降至 13.05 ± 1.53℃，最高溫於機場的 14.90℃，最

低為尚義的 11.60℃；水溫隨季節而變化。鹽度方面，7 月時平均為 35.70 ± 

1.62‰，最高在尚義的 37.10‰，最低為機場的 33.40‰，9 月時測得的鹽度低

於7月，平均為34.88 ± 0.67‰，最高為機場的35.70‰，最低為后湖的34.10‰，

11 月平均為 29.40 ± 2.45‰，最高在機場的 31.60‰，最低在尚義的 26.90‰，

110 年 1 月平均為 39.10 ± 0.48‰，各測站鹽度皆偏高，接近 39‰左右，或許

因為旱季，少了伏流水的注入；空間方面鹽度在各測站之間的變化不一，時

間方面則可見隨月別不同而有差異。7 月 pH 值平均為 7.97 ± 0.07，最高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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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 8.05，最低為機場的 7.88，9 月平均為 8.11 ± 0.09，最高為尚義的 8.60，

最低為機場的 7.99，11 月平均為 8.13 ± 0.06，最高在機場的 8.20，最低在成

功的 8.07，110 年 1 月平均為 8.08 ± 0.03，最高為尚義的 8.11，最低為后湖

的 8.03；空間方面 pH 值在各測站之間的變化不一，時間方面則可見隨月別

不同而有差異。整體而言，溫度、鹽度及 pH 值變化主要與採樣月別有關。 

水質參數方面，11 月採樣時水質較為混濁，濁度較高為 78.87(NTU)，

以 7 月時 8.72(NTU)最低；葉綠素 a 在 7 月時的濃度則有較高的傾向；硝酸

鹽 4 次採樣分析結果介於 0.01-0.10(mg/L)之間，以 11 月較高；磷酸鹽則介

於 0.03-0.25(mg/L)，以 9 月較高。 

整合環境資訊，4 次的海域水質水文調查皆符合環保署的甲類海域標準

(金門並未列入海域分類範圍，僅先參考較嚴謹的甲類水質作為規範。評比主

要以酸鹼值及磷酸鹽進行比較)，除此之外，7 月可能受到日照的影響，在充

足的光照及適合的環境使得浮游植物有快速增長的條件，得具有差異較高的

葉綠素 a 值。 

 

4.底質粒徑分析 

底質粒徑調查，於 109 年 7 月分別於成功、尚義、機場及后湖等測站取

樣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4，所有樣點平均粒徑介於 0.28mm 至 0.74mm 之間，

粒徑分類屬於中砂至粗砂，其中成功測站顯示各潮位底質粒徑多屬於中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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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高潮位至低潮位平均粒徑變小；尚義、機場及后湖測站則顯示皆介於粗砂

及中砂之間，相同隨高潮位至低潮位平均粒徑變小；篩選度方面，依每個測

站粒徑組成評估篩選度並推估水流環境，當篩選度不佳時，顯示水流環境可

能較為紊亂，易形成泥沙堆積，篩選度佳時則顯示水流穩定，流通狀況較好，

結果顯示各測站篩選度介於中等(moderately sorted)至中佳(moderately well 

sorted)，水流狀況應屬於ㄧ般，整合上述資訊，金門南岸潮間帶沙灘底質皆

屬偏砂，平均粒徑自高潮線往低潮線逐漸變小，並由篩選度推測南岸沙灘水

流環境穩定，粒徑組成一致。進一步比對底質粒徑環境與花蛤族群密度分布

的關係(圖 18)，顯示平均粒徑與花蛤平均密度並未有明顯關係。 

 

第二節、花蛤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調查 

109 年花蛤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調查於執行計劃期間同步於花蛤調查進行，

相同進行 4 次定性及定量調查。結果顯示，各測站貝類物種組成單純，除最主要

的花蛤外，另外數量較多的為斧蛤科的半紋斧蛤(Chion semigranosus)，平均密度

為 4.0 ± 3.60 ind’s/m2，以及簾蛤科的文蛤(Meretrix lusoria)，平均密度為 3.63 ± 

4.53 ind’s/m2，其餘僅發現一顆錐螺科 (Turritellidae)的錐螺 (Turritella terebra 

terebra)以及一顆玉螺科(Naticidae)的豹斑玉螺(Natica tigrina)。 

定量調查方面，以半紋斧蛤及文蛤進行潮位與密度之分析(圖 19)，半紋斧蛤

分布可自高潮位至低潮位，密度分布上類似花蛤，主要集中在中高潮位及中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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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5.57 ± 4.11 及 5.33 ± 5.16(ind’s/m2)，高潮位有最低密度 2.66 ± 1.92 (ind’s/m2)，

但未有顯著差異 (ANOVA, p>0.05)，文蛤高潮位至低潮位皆有分布，潮位密度分

布有顯著差異  (ANOVA, p<0.001)，最高密度在低潮位，密度有 9.58 ± 5.53 

(ind’s/m2) (圖 20)，高至中潮位數量較少，最低在中高潮位的 4.50 ± 4.10 (ind’s/m2)，

隨潮位由高至低數量逐漸增加，顯示文蛤族群分布偏向低潮位棲地的特性。 

各測站分布方面，半紋斧蛤以后湖記錄到最多的個體(圖 21)，平均每平方米

約有 6.60 個個體(6.60 ± 5.14 ind’s/m2)，其次為機場的 4.20 ± 2.43(ind’s/m2)，尚義

及成功則較少，平均分別為 3.07 ± 2.28 ind’s/m2及 2.13 ± 2.29 ind’s/m2；金門南岸

沙灘半紋斧蛤的分布呈現越向西側數量越多。各測站潮位分布顯示，成功沙灘在

中高潮位的樣點記錄到最多的半紋斧蛤(4.00 ind’s/m2)，尚義亦以中高潮位最多

(4.33 ind’s/m2)，其次為高潮位(4.00 ind’s/m2)，后湖集中在中潮位(11.33 ind’s/m2)

及中高(10.00 ind’s/m2)，機場測站最高密度則出現在低潮位，計有 5.33 ind’s/m2，

其次為中潮位的 5.00 ind’s/m2；各潮位密度分布顯示，半紋斧蛤分布均勻，雖中

高級中潮位平均密度較高，但在統計上各潮位間無顯著差別。文蛤方面(圖 22)，

以機場跟后湖記錄到最多的個體，平均每平方米約有 5.07 ± 6.27 ind’s/m2個體及

4.33 ± 4.64 ind’s/m2，最少為尚義的 2.07 ± 2.28 ind’s/m2，潮位分布依調查結果顯

示，文蛤最主要分布在中低潮位及低潮位，各測站除尚義之外皆於低潮位最多，

成功、機場及后湖低潮位分別為 9.00 ind’s/m2、13.67 ind’s/m2 及 12.0 ind’s/m2。不

同於半紋斧蛤及花蛤，文蛤主要分布在低潮位的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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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花蛤、半紋斧蛤及文蛤在不同潮位的物種百分比資訊(圖 23)，金門南岸

沙灘主要的貝類物種組成分布與潮位有關，高至中潮位主要以花蛤為主，至少佔

有 65%以上，中低至低潮位則以文蛤為主，半紋斧蛤雖每個潮位不超過 50%但分

布潮位較廣較為均勻。物種組成比例在各測站也有所差異，於成功測站(圖 24)，

花蛤在高潮位佔有 98%以上，中潮位主要則轉為半紋斧蛤及文蛤，中至中低潮位

僅有半紋斧蛤及文蛤；尚義測站的高及中高潮位花蛤可佔 90%以上(圖 25)，中潮

位轉為半紋斧蛤佔70%以上，中及中低潮位主要為半紋斧蛤，低潮位主要為文蛤，

此測站至低潮位仍有花蛤分布。機場在高及中高潮位花蛤的比例達 95%以上(圖

26)，中潮位仍接近有 75%，中低及低潮位則以文蛤佔最多數，低潮位仍有花蛤

分布，大約為 10%的比例；后湖高至中潮位主要以花蛤為主(圖 27)，佔 65%以上，

不同於其他測站，半紋斧蛤及文蛤在后湖測站之高潮位的比例較高。 

 

第三節、海洋生物資源保育教育課程 

課程進行: 

與金門水產試驗所共同籌備規劃，並於水試所辦理，海洋生物資源保育教育

課程第一場次於 109 年 11 月 12 日進行，邀請的成員主要為地方有興趣參與的人

士，參與人數不含講員及工作人員有 31 人。第二場次為親子場，於 110 年 1 月

22 日進行，成員則主要為中、小學生及家長，參與人數不含講員及工作人員有 23

人。課程主題為「寶貝重返榮耀金門食用貝類介紹與貝殼手工藝製作」，主要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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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與金門相關的螺貝類，藉由海貝貝殼再利用來完成美工勞作作品，並了解各貝

殼組織結構及生存特性，並於課程中介紹物種分布及宣導保育之重要性，成員完

成的作品最後各自帶回作為紀念，使課程中所獲取的資訊進入日常生活並得以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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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討論 

第一節、花蛤族群動態及體型分布調查 

花蛤為金門縣的特色漁業資源，最主要的棲地在金門南岸的沙灘，參考

過往相關計畫於相同區域的調查計畫(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102)， 102 年 4 月之

普查，成功、尚義及后湖族群平均密度分別為 28 ± 42 ind’s/m2、22 ± 27 ind’s/m2

及 35 ± 31 ind’s/m2 (數值為報告文字謄錄出來後再進行平均的結果)，成功、尚

義及后湖數量接近，接續 5 月至 10 月，成功測站密度 5 月減少至 4 ind’s/m2左

右(圖 28)，至 10 月大約在 3 ind’s/m2左右；尚義 5 月減少至 7~9 ind’s/m2左右，

10 月後大約為 4 ind’s/m2 (圖 29)；后湖 5 月大量增加至 210 ind’s/m2 左右，6 月

大量減至 25 ind’s/m2，10 月後小於 10 ind’s/m2(圖 30)；各測站花蛤族群密度變

化大，大致上來說，6 月至 8 月之夏季，族群呈現減少趨勢，至秋季 10 月則有

成長的趨勢，但密度皆在 10 ind’s/m2以下，冬季則無資料，由於調查計畫未超

過 1 年以上，未能完整評估是否為季節性的影響。另比對 108 年及 109-110 年

的族群動態資料(圖 31-圖 34)，108 年的調查(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108)，第一次

調查(4 月)，尚義及后湖族群平均密度分別為 47.20 ind’s/m2 及 50.87 ind’s/m2，

顯示自 102 年 10 月之後過了 6 年，尚義及后湖的花蛤族群數量明顯增加，成功

的變動則不大，後續 108 年 6 月至 10 月，尚義及后湖在 8 月數量大幅減少，10

月時尚義已回復至 6 月的密度，但后湖數量仍持續減少，此卻接近此兩測站在

102 年計畫結果呈現的趨勢，此兩區域為採集花蛤的熱點，金門觀光局資料顯

示，每年 5~9 月通常為金門觀光旅遊的旺季，遊客的到訪踩踏或採集，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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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花蛤棲息的壓力或被移除，到了 10 月之後，尚義已回復原本族群量，后湖或

許回復的時間點較為延後，102 年及 108 年度計畫執行調查期間皆不滿一年，

同樣缺少 11 月至隔年 3 月的資料，亦即冬季資訊闕如，花蛤族群大幅的變動與

季節性變動之間的關係未能釐清，109 年度計畫案調查期間調整為 109 年 7 月

至 110 年 1 月，正可補足冬季資料。109 年度調查結果與 108 年相比，7 月及 9

月，成功(圖 31)的花蛤族群密度變化趨勢與 108 年相近，入秋後(9 月)族群量增

加，後續冬季數據則顯示明顯減少；尚義測站(圖 32)109 年秋初(9 月)顯示減

少，入冬後持續減少，108 年秋季(10 月)則顯示增加；機場測站 108 年僅於 10

月進行調查(圖 33)，未能比對趨勢，109 年度顯示 7 月至 9 月的變動不大，或許

是因為機場外地處較偏遠，人為採集較少，冬季則與其他測站相同減少，后湖

測站 109 年 7 月及 9 月原本族群數量即不高(圖 34)，冬季亦有減少的趨勢；金

門南岸花蛤各測站各年度族群變動差異大，整合三個年度的族群變動資訊，推

估族群動態模式如圖 35，多數測站在 5-6 月左右會有較高的族群密度，至夏季

7-8 月時，人為活動較多的測站花蛤族群量明顯減少(如尚義及后湖)，隨後 10

月人為活動減少則數量會略顯增加，至秋末初冬 11 月至 1 月左右數量銳減，而

人為活動較少的測站(如機場及成功)，夏至初秋時變化幅度較小，但秋末初冬

11 月至 1 月時族群數量相同銳減，顯示花蛤冬季數量減少應該與季節性的變動

有關，推測是因冬季海象變化造成棲地砂質堆積的模式變化，間接改變花蛤原

來的分布位置，至春季 3-4 月時則花蛤重新回來棲息，109 年 2-4 月雖未進行定

量調查，但依在地居民提供之資訊確實也發現數量明顯增加，即符合原本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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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年度變化量方面，主要彙整近兩年的平均密度進行測站及潮位變化比

較，成功測站花蛤族群量在 109 年增加(圖 36)，尚義測站則減少幅度大，機場

測站亦有所減少，但相形穩定，后湖測站數量則減少非常多，潮位密度分布亦

顯示 109 年族群的衰退，推估原因，除了 109 年度可能因為加入冬季低密度族

群的數據導致平均減少外，尚義及后湖測站為採集熱區，109 年受到武漢肺炎

的影響，國內旅遊興盛，金門南岸沙灘尤其是后湖海岸原本即具有豐富花蛤資

源又具有完備的戲水清潔設施，大量遊客到訪很可能形成了採集的壓力，因此

數量減少。各潮位花蛤族群密度變化方面(圖 37)，顯示今年度各潮位花蛤數量

明顯低於去年，花蛤棲息的喜好度則不變，以高潮位的花蛤數量最多，越往低

潮位數量越少。 

體型變動方面，彙整兩年各站體型資訊(圖 38)，顯示成功測站 108 及 109

年的體型變化有顯著差異，109 年度體型明顯成長，其他三個測站兩年間體型

未有變化，此外，兩年的最大的平均體型皆為機場測站，可推測機場測站的花

蛤族群組成最為穩定。 

現存量評估方面，108 年估算為 66 公噸，109 年計畫以 109-110 年所有調

查樣點數當基礎，包含 4 季次、4 測站及不同潮位之調查，合計 240 個樣點，

求得花蛤平均密度為 11.28 ind’s/m2，平均個體重量為 2.519g，另估算金門南岸

大約有 12,000 公尺的沙灘配合以本調查潮間帶範圍平均估為 100 公尺作為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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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換算可得 13,536,000 隻數及總重 34,097.18kg，約為 34 公噸的現存量，

109 年可能因為涵蓋冬季數量銳減的數據因此評估值偏低，提供作為參考。 

第二節、肥滿度之比較 

整合 108 年 4 月至 110 年 3 月肥滿度資訊(圖 39)，108 年在 5 月、7 月及

11 月左右肥滿度數值明顯下降，分別是 2.83%、1.93%及 3.02%，推測有三次的

精卵排放期，其中 5 月的下降幅度最小，7 月時的規模最大，在 7 月之後肥滿

度逐月再增加，10 月肥滿度再次達到 6 月的肥滿程度，11 月時再一次進行排精

卵，109 年的調查最低值出現在 2 月時的 2.70%，3 月後逐漸增加，至 5 月時達

到今年最高值 5.67%，並在 6 月時明顯降低，推測 5 月至 6 月時期可能具有一

次的精卵排放期，6 月至 9 月肥滿度再度升高至 6.33%並於 10 月再次降低至

3.72%，推測為另一波的排放期；比對顯示，109 年相較於 108 年可能少了一次

排放期且第一次的精卵排放期大約延後一個月左右。進一步參考金門縣水產試

驗研究所(102 年)肥滿度調查結果，5 至 10 月的調查期間，5 到 9 月各測站肥滿

度呈現高低起伏的變動，但至 10 月似有較大的減少現象，可輔助推測金門花蛤

於 10 月左右有一次的精卵排放期，大致而言依目前所獲取三年的資料顯示，金

門花蛤精卵排放期可能主要在春夏之際的 5 月至 7 月及秋冬 10 月左右的兩次排

放，108 年 5 月肥滿度小幅度的降低或許因為當月環境改變或有其他因素刺激

所造成一次小規模的排放，參考國外同樣花蛤的相關研究，棲息在南韓東岸江

陵市的花蛤繁殖期約在每年 6 月到 8 月(Park et.al. , 2003)，中國浙江舟山的花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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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殖期則約在 8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尤等 , 1991)，顯示金門南岸沙灘花蛤除了

具有較早的繁殖期並可能一年內具有兩次主要排放精卵行為的生殖特性。此

外，為確認肥滿度減少與精卵排放之間的關係，本計畫另結合科技部大專計畫

專題研究，於肥滿度最高峰值月份以及降至低谷值的月份分別進行生殖腺切片

取樣，顯示肥滿度最高峰值之卵細胞已發育完全(圖 40)，至谷底值的生殖細胞

則可見卵子已排放(圖 41)，正可印證肥滿度的生殖評估 (陳等，2021)。 

 

第三節、花蛤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調查 

其他共棲經濟性貝類物種調查發現，金門南岸沙灘的螺貝類物種生物相

單純，108 年與 109-110 年調查相同，最主要的為半紋斧蛤及文蛤，以文蛤較具

有經濟性價值，此二物種外，去年另記錄有日本鏡文蛤、櫻蛤及豹斑玉螺，今

年度則增加錐螺科的錐螺，多不具經濟價值。 

共棲生物豐度方面，108 年的半紋斧蛤以尚義平均最高(9.27 ind’s/m2)，后

湖次之(8.40 ind’s/m2)，109-110 年則以后湖最高(6.60 ind’s/m2)，機場次之(4.20 

ind’s/m2)，而除了機場外，109-110 年平均密度明顯較低，尤其尚義僅為 108 年

的三分之一。108 年及 109-110 年的文蛤平均密度相同以機場最高，后湖次之，

但 108 年度為 14.20 (ind’s/m2)及 10.60 ( ind’s/m2)，109-110 年為 5.07 (ind’s/m2)

及 4.33 ( ind’s/m2)，109-110 年減少甚多，推測與花蛤相同由於 109-110 年涵蓋

秋冬的低平均密度，因此顯示年平均量較低。彙整兩年金門南岸沙灘主要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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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變化資訊，顯示花蛤自 108 年 4 月後族群平均數量多為減少的趨勢，而

半紋斧蛤及文蛤則在 108 年 4-8 月增長，隨後亦呈現減少趨勢且同花蛤在 109

年至 110 年的冬季族群數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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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管理探討及永續經營之建議： 

第一節、管理經營探討 

隨著人類生活範圍不斷擴張、人為活動更加頻繁，人民居住相鄰或重疊之

自然生態區要如何進行保護又可保有人為活動已成為現今重要的課題，日本即發

起了『里山里海』觀念，其理念受到多國重視並推動，里是指人居住的聚落，而

里山、里海的目標在追求農村或漁村等聚落和環境生態的良性互動，因此對於自

然環境不是只有保護，明智利用資源也應兼顧，透過人為的經營管理而使得資源

及生物多樣性得以恢復、並可達永續經營及提昇在地生活經濟福祉。國內之內政

部營建署即基於保護海岸環境資源考量，從海岸永續與整合管理的角度於 2017

年 2 月擬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明確指出海岸地區範圍，以指導海岸保護、

防護、以及海岸地區利用與管理為核心主軸，促進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適當的

管理與利用天然資源成為各海岸管理單位積極規劃並施行的目標。 

以台江國家公園黑面琵鷺生態保護區濕地生物資源永續經營及管理為例，

根據黃、邱及謝等人 (黃&邱，2016, 2017, 2018；邱&黃，2014, 2015; 謝&邱，

2012, 2013) 在黑面琵鷺生態保護區濕地之經濟性貝類環文蛤的族群調查結果，

自 100 年開放漁民採集後，環文蛤族群豐度呈現明顯減少的趨勢，族群齡級組成

趨向小體型及肥滿度指數下降的結果皆反應族群已出現緊迫現象，推測環文蛤族

群豐度下降情形可能與環境壓力及人為採集壓力有關，進而推動採集管理策略，

期間歷經包含發放教育宣導單、加強宣導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的觀念、實施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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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採集、採集尺寸管制、採集重量登記、公民團體論壇等等的階段性活動及管

理修正，目前環文蛤的族群數量及體型皆已穩定成長，在管理上獲得實質的成效。

現階段主要的環文蛤採集管理辦法，將保護區劃分為不同區域(圖 45)並分時管理，

每 2-3 個年度輪替開放，使環境及生物得以調養生息，採集人員管理僅開放當地

漁民申請，並落實採集範圍及尺寸管制(圖 46)，以 109 年為例，黑面琵鷺保護區

之南區經過 2 年的禁捕期後重新開放，當地漁民即採獲數量多且經濟價值高的大

體型環文蛤，獲取利益外也因自身體會施行管理的好處，從懷疑轉為肯定及支持。 

同屬於經濟性二枚貝類的花蛤，其成長生活型態與環文蛤類似，台江國家

公園的管理策略或可做為金門花蛤管理保育的重要參考。 

 

第二節、永續經營管理之建議 

1.策略方向 

金門南岸沙灘由於花蛤資源豐富，常年為當地居民、漁民所利用並吸引

許多遊客採拾，目前並未有適切的保育管理辦法，在人為採集以及可能存在的

環境變動壓力下，應及早規劃並執行以作為因應，茲彙整並建議策略方向進行

籌畫管理: 

(1). 蒐集地區的相關資訊，並確立未來發展的定位和方向(嚴登生，2002)：永

續觀點審慎規劃其利用方式，如何兼顧經濟發展和自然保育，就顯得格外

重要。蒐集當地環境的永續相關資料外，還需確立其影響及利用的系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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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分析系統的自然和社會背景，探討當地環境的功能與價值，並研究未

來發展的定位和方向，規劃出土地利用方案與評估準則，並從保護區、緩

衝區、自然公園、濕地鄰近區域和集水區管理，與監測計畫等六個層面上，

研訂出永續利用的管理策略。  

(2). 加強實施環境保護的環境教育(邱文彥，1999)：環境倫理和教育，是環境

保護工作最為根本的工作。因此要持續推動環境生態保護的教育宣導，是

相當重要的。有關生態教育，以下策略可供參考:(a)編印生態教育手冊，(b)

推動生態解說活動，(c)選擇潮間帶進行解說教育，(d) 編印手冊並辦理媒

體從業人員保育訓練營，(e)推動一般民眾之生態教育。  

(3). 推廣生態旅遊的經營模式(陳宜清，2004;武岱，2004)：例如，自然公園型

態的台北市關渡公園，是由公家開發委外經營，是以賞鳥為訴求，假日吸

引都會民眾休閒參觀。漁塭、農田廢休 耕之後所形成的人工濕地，如彰化

漢寶濕地，是由私人開發及保護的濕地生態園區 (Wetland Eco-Park)，可以

吸引野生動植物棲息，作為民眾生態旅遊之景點，發揮生態教育之功能。 

(4). 擬定採集管理辦法: 例如以宣導或鼓勵之方式輔導遊客或在地漁民帶走

較大體型花蛤，並於花蛤繁殖期降低採集行為，以利花蛤生存繁衍。 

 

 

2.採集管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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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區管理: 金門南岸沙灘橫跨金城鎮至金湖鎮，長度約有 12 公里，其中

花蛤的人為利用區域主要介於東側成功沙灘至西側歐厝沙灘，範圍相當寬

廣，而採集活動最為頻繁的兩個區域，其一在機場東側跑道尾至成功沙灘

(成功至尚義測站)，另一則在機場西側跑道尾至后湖海濱公園的範圍(后湖

測站)，此二區域建議仍全開放，利於觀光遊憩活動，亦可提供當地人士及

漁民利用，但須有採集體型管制；最主要的管制區域則建議劃設於機場外

沙灘如圖 47，大約位於機場跑道中央之區域，長度至少 500 公尺，設為核

心保育區，此區域較難以抵達，人為活動少，在管理上相對容易，建議此

區不開放採集，僅供科學研究及生態監測活動。核心保育區東側及西側則

各設一處特別養護區，僅供當地漁民申請採集，在必要時可採取輪替開放

採集之管理。 

(2). 定期監測: 每年定期於各區域進行花蛤族群數量以及體型大小監測，並

於繁殖期進行肥滿度採樣調查，以掌握花蛤族群動態及生理狀態，作為後

續管理調整依據，例如發現花蛤長期族群量減少，可將兩區特別養護區以

年為單位進行輪替開放採集。 

(3). 限制採集體型: 於各區設置多個篩網設備，僅允許帶走特定尺寸以上的

花蛤，以目前研究資訊顯示(陳，2021)，初步已確認殼長 20mm 以上的花

蛤為成熟體型，可做為參考。 

(4). 建立志工/義工團隊: 廣招有興趣的志工/義工，進行教育訓練，協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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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執行，協助項目可包括棲地巡視、採集勸導、花蛤族群調查、協助

將過篩後小體型花蛤回放…..等等工作。 



 

48 
 

第八章、結論 

(一) 109 年度計畫調查結果顯示，金門花蛤在南岸的尚義及機場外沙灘具有最高

的族群密度分布，其中又以機場外的族群最為穩定，南岸東側的成功沙灘族

群數量較為稀少，但已較 108 年明顯成長。 

(二). 109 年計畫補足過往調查所缺乏的冬季族群變動資訊，顯示各測站冬季時

節族群量銳減，主要可能為季節性的影響，推測季節的轉變造成底砂堆積的

模式變化，間接改變花蛤原來的分布位置。 

(三). 調查結果顯示，花蛤主要棲息於中潮位至高潮位的棲地環境，此區花蛤

數量多但體型較小，棲息於中低潮位棲地的花蛤數量少但體型較大。 

(四). 108 及 109 年，皆以機場測站的花蛤平均體型最大，推測此測站群聚結

構最為穩定。 

(五). 本計畫彙整 108 年 4 月至 110 年 3 月的花蛤肥滿度數據，顯示金門南岸

花蛤一年會有兩次主要的精卵排放期，分別在 5-6 月及 9-10 月，已掌握重

要的繁殖期資訊，可作為未來資源管理參考。 

(六). 109 年花蛤族群量調查，總平均密度為 11.28 ind’s /m2，平均個體重量為

2.519g，評估潛在棲地範圍後，推估金門南岸沙灘花蛤現存量約為 34 公噸。 

(七)與花蛤共棲的其他經濟性貝類主要為半紋斧蛤及文蛤，雖同樣棲息於金門南

岸沙灘但棲地環境選擇略為不同，花蛤主要棲息於中至高潮位、半紋斧蛤分

布於各個潮位，文蛤則主要棲息於中至低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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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半紋斧蛤及文蛤的分布越往南岸沙灘西側的機場及后湖測站數量最多。 

(九). 除半紋斧蛤及文蛤外，花蛤的共棲螺貝類另紀錄有日本鏡文蛤、豹斑玉螺

及錐螺等，但數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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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9 年 7 月花蛤族群調查結果之各測站各潮位族群密度分布圖 

 

 

圖 6、109 年 9 月花蛤族群調查結果之各測站各潮位族群密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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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9 年 11 月花蛤族群調查結果之各測站各潮位族群密度分布圖 

 

 
圖 8、110 年 1 月花蛤族群調查結果之各測站各潮位族群密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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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各測站各月平均族群密度變化圖 

 

 

 

 
 

圖 10、花蛤殼長與體重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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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各測站平均殼長(圖中英文字母為顯著性差異之標註) 

 

 

 
圖 12、成功測站花蛤體型頻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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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尚義測站花蛤體型頻度分布圖 

 

 
圖 14、機場測站花蛤體型頻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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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后湖測站花蛤體型頻度分布圖 

 

 
圖 16、各潮位花蛤平均體長變化圖(圖中英文字母為顯著性差異之標註) 

 

潮 位 ; LS Means

Current effect: F(4, 2665)=5.7318, p=.00014

高 中高 中 中低 低

潮位

























殼
長

(
m
m
)

(n=1618)

b

(n=19)

ab

(n=23)

a

(n=175)

b
(n=835)

b



 

60 
 

 

圖 17、各月份花蛤肥滿度比較圖(圖中英文字母為顯著性差異之標註) 

 

 

 
圖 18、花蛤族群密度與底質粒徑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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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半紋斧蛤於不同潮位之密度分布圖 

 
 

 

圖 20、文蛤於不同潮位之密度分布圖(圖中英文字母為顯著性差異之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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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半紋斧蛤於各測站各潮位族群密度分布圖 

 

 

 
圖 22、文蛤於各測站各潮位族群密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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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花蛤、文蛤及半紋斧蛤在不同潮位之物種組成數量百分比圖 

 

 

 

 
圖 24、花蛤、文蛤及半紋斧蛤在成功測站、不同潮位之物種組成數量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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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花蛤、文蛤及半紋斧蛤在尚義測站、不同潮位之物種組成數量百分比圖 

 

 

 

 

圖 26、花蛤、文蛤及半紋斧蛤在機場測站、不同潮位之物種組成數量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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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花蛤、文蛤及半紋斧蛤在后湖測站、不同潮位之物種組成數量百分比圖 

 
 

 

 
 

圖 28、102 年成功沙灘花蛤族群密度月變化圖。資料來源:金門水產試驗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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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102 年尚義沙灘花蛤族群密度月變化圖。資料來源:金門水產試驗所(102) 

 

 

 

 

圖 30、102 年后湖沙灘花蛤族群密度月變化圖。資料來源:金門水產試驗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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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成功測站 108 年度與 109-110 年度花蛤族群密度月變化圖 

 
 

 
圖 32、尚義測站 108 年度與 109-110 年度花蛤族群密度月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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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機場測站 108 年度與 109-110 年度花蛤族群密度月變化圖 

 

 

 

 
圖 34、后湖測站 108 年度與 109-110 年度花蛤族群密度月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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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金門南岸沙灘花蛤族群動態推估圖(圖中陰影區間目前仍缺少完整資訊) 

 

 

 

 
圖 36、各測站今年度與去年度花蛤族群密度年平均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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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各潮位花蛤族群密度年變化圖 

 

 

 

 
圖 38、各測站花蛤平均體型兩年比較圖(圖中英文字母為顯著性差異之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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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108 年 4 月至 110 年 3 月花蛤肥滿度月變化圖 

(黑色箭頭:推測為釋放精卵時期；陰影區間為繁殖期) 

 

 

 

 
圖 40、雌性花蛤生殖腺組織切片圖(成熟期)。MO：成熟卵子(陳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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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雌性花蛤生殖腺組織切片圖(卵子排放後) 

DEO：分解中的殘留卵子。FW：濾泡壁(陳等，2021) 

 

 

 

 
圖 42、各測站今年度與去年度半紋斧蛤族群密度年平均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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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各測站今年度與去年度文蛤族群密度年平均變化圖 

 

 

 

 
圖 44、108 年 4 月至 110 年 1 月金門南岸花蛤、斧蛤及文蛤平均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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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台江國家公園黑面琵鷺保護區之環文蛤分區採集範圍示意圖 

(黃色區域為 109 年開放之採集區) 

 

 

 

  
以旗幟標示分區採集之界線 環文蛤篩網 

  
環文蛤過篩 漁民穿著管理處核發的背心採集環文蛤 

圖 46、台江國家公園黑面琵鷺保護區之環文蛤採集現場管理作業圖(台江國家公

園管理處，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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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金門南岸沙灘花蛤分區保育管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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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測站之水質環境水文調查資料 

  
站次  調查日期 採樣時間 

水文水質資料         

  溫度(℃) 鹽度(‰) pH 濁度(NTU) 葉綠素(µg/L) NO3
--N (mg/L) PO4 -(mg/L) 

  成功 2020.07.18 16:40 31.00 36.50 7.96         

109 年 7 月 尚義 2020.07.17 14:30 30.50 37.10 8.05 8.72 95.39 0.04 0.03 

  機場 2020.07.17 16:00 30.40 33.40 7.88         

  后湖 2020.07.19 14:30 30.40 35.80 7.98         

    平均值 30.58 ± 0.29 35.70 ± 1.62 7.97 ± 0.07         

  成功 2020.09.17 16:00 31.40 34.70 8.11         

109 年 9 月 尚義 2020.09.18 06:30 29.70 35.00 8.21 36.76 ND 0.03 0.25 

  機場 2020.09.18 08:50 32.60 35.70 7.99         

  后湖 2020.09.19 06:30 27.80 34.10 8.14         

    平均值 30.38 ± 2.09 34.88 ± 0.67 8.11 ± 0.09         

  成功 2020.11.11 12:35 24.00 31.40 8.07         

109 年 11 月 尚義 2020.11.14 09:23 21.70 26.90 8.11 78.87 0.74 0.10 0.05 

  機場 2020.11.12 13:52 23.20 31.60 8.20         

  后湖 2020.11.13 14:05 21.30 27.70 8.15         

    平均值 22.55 ± 1.27 29.40 ± 2.45 8.13 ± 0.06         

  成功 2020.01.19 06:56 12.00 38.70 8.09         

110 年 1 月 尚義 2020.01.19 07:49 11.60 39.80 8.11 29.69 0.37 0.01 0.18 

  機場 2020.01.20 08:04 14.90 39.00 8.09         

  后湖 2020.01.20 07:22 13.70 38.90 8.03         

    平均值 13.05 ± 1.53 39.10 ± 0.48 8.08 ± 0.03         

ND: Not Detected (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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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測站底質粒徑分析表(109 年 7 月) 

測站 潮位 平均粒徑(mm) 粒徑類型 篩選度(σi) 篩選程度 

  高潮位 0.41 中砂 0.84 中等 

成功 中潮位 0.37 中砂 0.91 中等 

  低潮位 0.29 中砂 0.69 中佳 

  高潮位 0.55 粗砂 0.87 中等 

尚義 中潮位 0.37 中砂 0.91 中等 

  低潮位 0.28 中砂 0.68 中佳 

  高潮位 0.69 粗砂 0.68 中佳 

機場 中潮位 0.52 粗砂 0.63 中佳 

  低潮位 0.37 中砂 0.67 中佳 

  高潮位 0.74 粗砂 0.95 中等 

后湖 中潮位 0.69 粗砂 0.82 中等 

  低潮位 0.32 中砂 0.65 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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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附錄 

附錄一、海洋環境教育課程簽到記錄表(第一場次。部份個資已做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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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海洋環境教育課程影像紀錄(第一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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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海洋環境教育課程簽到記錄表(第二場次。部份個資已做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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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海洋環境教育課程影像紀錄(第二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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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服務建議書評審審查意見及回覆情形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及辦理情形 

(一) 黎錦超委員 

1. 請問關於二枚貝深度的分布，是

否有文獻研究？ 

謝謝委員提問。貝類潛沙深度一般不

會超過牠的出入水管，而出入水管通

常是體長的一倍，然考量各潮間帶粒

徑、海浪與潮流等環境因素影響，本

團隊自去年起將調查深度調整為 20

公分，並於挖掘過程中觀察是否有出

入水管口，決定是否增加挖掘深度。 

2. 採樣深度設定為 10 公分，請問

理論依據為何？(第 57 頁) 

謝謝委員提問。同上。 

3. 調查方法內述「採樣時間為退潮

前後 2 小時」，是指退潮前 2 小時測

一次、退潮後 2 小時測一次嗎？另

外，退潮如何界定？ 

謝謝委員提問。採樣時間之退潮前後

2 小時，指的是當日最低潮前 2 個小

時至最低潮後 2 小時總共 4 小時，每

日做一個潮間帶的調查採樣。退潮(乾

潮)時間主要參考中央氣象局資料。 

(二) 柯逢樟委員 

1. 服務建議書中，預定以成功潮間

帶花蛤族群作為代表研究花蛤之生殖

生物學。根據 108 年調查結果，后湖

潮間帶之花蛤族群量較成功潮間帶更

豐富且個體大小較佳，建議更改以后

湖潮間帶花蛤族群為代表。 

謝謝委員建議。依委員之建議，本年

度之生殖生物學調查會以后湖潮間帶

之花蛤族群為代表。 

(三) 李佳發委員意見： 

1. 報告中提到 4 月份花蛤之族群分

布趨勢偏向低潮帶，8 至 9 月則偏向

高潮帶，請問可能原因為何？ 

謝謝委員提問。此現象的原因目前並

不清楚，期於本年度調查能進行驗證

是否每年隨季節而常態存在，並推估

原因。 

2. 肥滿度的變化會否受到採樣時族

群個體大小的分布所影響？ 

謝謝委員提問。以目前的數據顯示，

肥滿度與花蛤個體大小並無絕對關

係，但為避免有影響，調查時皆取用

殼寬 2 公分以上，中大體型的個體為

主。 

3. 8、10 月花蛤族群量少，成功、

后湖二處很可能是受到人為捕撈因素

影響，此點也是本縣縣民所關注的現

狀。本調查研究是否能提出具體管理

方案及可行策略？也請參考成功案例

給予政策宣導方案之建議。 

謝謝委員提問。今年之調查將會再次

驗證此現象是否常態存在。依本團隊

過往參與台江國家公園環文蛤採集管

理之經驗，或可提供給貴試驗所及相

關管理單位做為管理參考。 

4. 本案調查的花蛤為經濟物種，因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於採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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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族群量會受人為採集量影響，建議

也可加入市場販售的花蛤情形之調查

研究，提升族群量推估之完整性。 

時，如遇當地採集居民，或於市場有

看到販售攤販，皆會進行訪談，後續

可將獲取之資訊列於報告中進行討

論。 

(四) 莊西進委員意見： 

1. 本項計畫的目標在於探討花蛤在

各海域的現況（棲地環境、族群分

佈、生物量及生殖等），目前發生什

麼問題？如何加以維護和改善？經兩

年的研究後，提供給水試所的經營管

理策略或建議是否能解決當地花蛤變

少且漸小的問題？ 

謝謝委員提問。以目前之調查結果，

已大致建構金門南岸沙灘花蛤族群分

布特性，今年度並強化生殖生物學之

調查，期能確認重要的生殖週期資

訊，並以此建議相關權責單位於適當

的時間進行管理，使金門花蛤特色產

業得以永續經營。 

2. 本案為接續 108 年計畫調查，貴

團隊也和委託單位同樣期待建立全年

各季完整的調查成果，俾能讓本項研

究更有價值。就去年族群量調查是在

4 月開始，今年則在 5 月才會進行，

目前已錯過 12 月至翌年 3 月的調

查，研究全程將短缺一季以上的調查

資料，是否有彌補不足的可能？ 

謝謝委員提問。由於計畫執行期程的

限制因此過往會短缺部分月別的調

查，經委員建議並獲取水試所同意

後，今年度調查期程將展延至明年 3

月，以補足重要之資訊。 

3. 若以市面購買的花蛤進行肥滿度

的量測及生殖生物學的研究，因無法

確定花蛤生長的棲地，如何分析生殖

與棲地環境的關係？可否改以每月都

在各樣區實地採樣？ 

謝謝委員提問。目前花蛤肥滿度之調

查，樣本皆採自於后湖地區，除了各

季本團隊可進行採樣，其餘月份也委

請在地居民於后湖地區取樣，以避免

因為棲地不同產生可能的差異。 

4. 測定各樣區水質的 pH 值、水溫

及鹽度等，這些環境因子都隨自然變

化更迭，無法以人為調控，後續在棲

地的維護管理意義何在？ 

謝謝委員提問。本計畫於每次調查時

皆會進行 pH 值、水溫及鹽度等基礎

環境記錄，可了解花蛤對於水質環境

的棲息特性，未來如花蛤成長或分布

有異常時，或可回推並追朔可能的原

因。 

5. 花蛤是濾食性動物，浮游生物量

多寡可能對花蛤生長的影響較大，是

否有檢測及建構更多完整生態資料的

必要？ 

謝謝委員提問。花蛤的食物來源為浮

游動植物及水中有機物質等等，其成

長亦受水質等其他環境因素影響，如

後續能有足夠的經費及規畫，期能提

供並建構更完整的花蛤成長生態資

訊。 

6. 同樣體型花蛤的殼重是否會因遺

傳多樣性而有個別差異？可否順便建

立相關量測資料？若有個別差異存

在，會否影響肥滿指數？ 

謝謝委員提問。以目前獲取之資料顯

示，肥滿度指數無論以殼長或殼重作

為計算，其結果並無差異，顯示未受

部分個體因殼增厚造成殼重的影響。 

7. 長期在調查區域挖掘花蛤的居民 謝謝委員提問。如同李佳發委員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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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瞭解當地族群分布的狀況，本年度

是否會借助灘民的經驗以取得更多調

查資訊？ 

問，本團隊於採樣調查時，如遇當地

採集居民，或於市場有看到販售攤

販，皆會進行訪談，後續可將獲取之

資訊列於報告中進行討論。 

8. 花蛤保育的環境教育課程設定對

象為何？擬訂要在哪些社區及學校實

施？預計設定多少學員參加？是否已

有構想？ 

謝謝委員提問。目前以開瑄國小學校

學生為主，另也期望能邀集社區學

員，預期每場能有 30 位學員參與，

主要能傳達海洋生物保育及環境生態

保護之理念。 

9. 本年度計畫設有協同主持人，卻

未編列相對津貼經費。若能得標，是

否要加以調整增列？ 

謝謝委員建議。將視計畫之經費進行

調整。 

(五) 楊所長文璽意見： 

1. 影響花蛤族群量變動及肥滿度變

化有很多因素，除了目前列於服務建

議書中的測量因子外，是否可增加因

子之測量？如營養鹽之硝酸鹽及磷酸

鹽、濁度、葉綠素等季節變化。 

謝謝所長提問。環境影響因子確實很

多，本年度計畫可協助針對較被關注

之營養鹽如硝酸鹽及磷酸鹽等進行取

樣調查。 

2. 如按計畫期程規劃執行，將會缺

少單一季節之調查結果，是否可於 12

月後再安排一次調查？ 

謝謝所長提問。經委員提問並經貴所

之同意，本計畫將予展延至明年 3

月，可補足缺少之季節調查。 

3. 本所今年執行花蛤培苗計畫，根

據調查結果顯示花蛤每年可能有三次

排精排卵，若是要採取種貝，應是那

個季節較為合適？ 

謝謝所長提問。以目前之資訊，其中

應以 10 月份之生殖情形最為穩定，

或可做為採取種貝時期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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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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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期中報告評審審查意見及回覆情形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回 覆 辦 理 情 形 

黎錦超委員  

1. 花蛤族群動態調查的調查點 4

點分別為成功、尚義、機場及后湖

等地，前 2 次的調查時間為 7 月及

9 月，觀察到成功及后湖在 7 月樣

本數較 9 月為多，而尚義及機場則

相反。請問對這個現象有何想法？ 

1.謝謝委員提問。本計畫的兩次調查顯

示，成功測站 9 月數量明顯增加而尚義

明顯減少，另兩個測站的變動不大，就

觀察，尚義為遊客及當地居民採集花蛤

的熱區之一，數量的減少應與人為活動

有關，而成功測站則反因人為活動少，

族群有所成長。 

2. 比去年與今年各測站花蛤的變

化是否有可比性？因為去年採樣次

數為 4 次，本年採樣次數為 2 次，

所以數量不對等，故與去年比對應

以月比對較為適合。 

2.謝謝委員提問及建議。由於去年及今

年的計畫執行期間及採樣期程不同，在

比對上較為困難，待後續完成下半年度

採樣，預期可獲得更多資訊，可再多進

行比較。 

陳世章委員  

1. 花蛤肥滿度 2019 與 2020 調查

之資料比對，其波峰略有差距，是

否因潤 7 月造成水溫改變造成？ 

1.謝謝委員提示。由於今年各月平均溫

度偏高，尤其花蛤可能的精卵釋放月份

5-7 月左右，各月平均高於去年約有 1.5

℃以上，5 月甚至高出 2.2℃，且今年降

雨量少，氣候的改變確實有可能影響花

蛤生殖周期。 

2. 肥滿度與水溫或其他環境因子

可能具相關性，可否進行調查分析

以瞭解其生殖排精排卵週期，方可

用於未來預測 

2.謝謝委員建議。將予獲取各月肥滿度

完整資訊，並彙整氣象局之溫度雨量等

等觀測數據後嘗試進行分析，探討之間 

關聯性。 

莊西進委員  

1. 期中報告書以 14 號字列印方便

審查閱覽，惟於年度正式報告書仍

需以一般 12 號字編印為宜。 

1.謝謝委員建議。期末報告書之字體大

小將予適當調整。 

2. P.1~23，第一至四章內容與此前

的報告書、服務建議書為大致相

同，於此前審查仍有部分資料待斟

酌。例如“…截至 2017 年即記錄到

287 種類…”實則截至 2017 年金門

的鳥類記錄已超過 350 種以上，請

卓參。候鳥一詞即已包括過境鳥，

候鳥、過境鳥不宜分列，請再行斟

酌調整 

2.謝謝委員提醒。文中提到有鳥類 287

種類指的是金門國家公園的紀錄，整個

金門紀錄會更多，參照委員意見將予補

充金門的鳥類紀錄並修正描述。 

3. 環境因子與生物交互作用建構

生態，後續應就環境因子(pH 值、

3.謝謝委員建議。本案環境因子調查頻

率為一季一次，目的在於了解採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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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度、水溫及底質)調查結果與花

蛤族群分佈、密度及個體大小進行

分析，並建構二者間交互影響之關

係，讓這兩項調查將會更有價值。

水溫會因晨昏、中午調查時間不同

而有極大差異，宜統一在固定時段

進行測量，俾能比較分析。 

之環境狀況是否有異常情形，以做為參

考，並無長時間的紀錄，此環境數據較

難以直接反應生物族群分布及個體大小

等生物資訊。 

4. (四) 由 P.24~26 統計誤差值及

圖 5 ~圖 9 所見，花蛤在各測站、

各穿越線並非均勻分佈： 

4.1 P.24、P.40，除后湖外，各測

站花蛤族群分佈以高潮位居多，其

次是高中潮位，與各項環境因子有

何關聯？族群在各測站並非均勻分

佈，在各選定的穿越線也大不相

同，各測站取樣調查有無包含到熱

區影響密度大小的定量至極大。經

過兩年調查所得，可否確定各測站

花蛤分佈的熱區或關鍵地帶，裨益

水試所未來於棲地維護與管理之依

據? 

4.2 P.24、P.41，若無外力介入，

各測站花蛤族群密度增減應有規律

性變化，惟本年 7、9 月調查成功

和后湖族群遞增，尚義和機場則遞

減，原因可能為何？與出生率和死

亡率的變化是否有關係? 

4.3 P.24、P.42，圖 9 標題可能有

誤，是否為“各測站每月平均殼長

變化圖”？ 

4.謝謝委員提問。4.1 參照去年調查結

果，金門花蛤的族群分布與底質粒徑呈

現正相關，偏好於較大粒徑環境的中高

潮位，可作為參考。另迄今的調查結果

顯示，成功測站數量最少，其他測站各

季族群密度則多變，其中以機場外測站

的花蛤族群分布較為穩定，人為干擾最

少，或許未來可以此區為初始管理示範

區域，嘗試進行維護管理，視成效再行

修正管理方式。 

4.2 上半季調查，7 月至 9 月主要以成功

測站族群數量增加及尚義測站數量減

少，變化最為明顯，其中就觀察，成功

測站採集花蛤人數少，而尚義測站則為

採集熱點之一，推測與人為活動較有關

連。圖 9 標題已進行修正，謝謝委員提

醒。 

5. (五) P.25、圖 10~13 本年 7、9

月先後調查花蛤族群體型大小分

佈，常態曲線向右移動，可見花蛤

在常態正常成長。根據殼體大小、

重量的調查數據，可否據此探討年

齡判斷的資料？ 

5.謝謝委員提問。目前海洋物種多以本

托蘭斐(Von Bertanlanffy)等成長方程式

探討體型年齡等成長資訊，最適需蒐集

大約兩年以上每月的體長體重量測資

料，本案的資料量尚為不足。 

6. P.26、P.55 圖 35，花蛤生殖生物

學研究以后湖為代表進行肥滿度調

查，所見各月份肥滿度高低起伏不

定，且前後兩年高低起伏、高峰月

份也不一致？再加入接續調查資料

是否可以確認每年的生殖週期，又

6.謝謝委員提問。以目前資訊，已可判

定 6、7 月左右會有一次的精卵釋放

期，待完成下半年度的採樣分析，整合

兩年資訊，應可確認花蛤生殖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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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尚義的生殖週期會否與后湖

也有差異？花蛤若有固定的生殖週

期，後續可否確定后湖的花蛤一年

釋精、卵多少次？ 

7. 去年進行花蛤肥滿度調查有部

分個體是在市面採購，以及人為採

集等因素會否也是影響肥滿度指數

高低起伏不定，以致較難確定生殖

週期？后湖或成功兩地的花蛤人為

採集情況嚴重，肥滿度調查若選擇

較不受外在干擾的代表樣區會否較

理想？ 

7.謝謝委員提問。本案去年至今年之花

蛤樣本皆為現場採集獲得，未有市面採

購。去年因調查時后湖測站的花蛤族群

豐富且族群結構完整，因此訂於此區進

行肥滿度調查至今，未來水試所如能延

續調查，或可定於族群穩定且較不受人

為干擾的機場外測站。 

8. P.34，第八章 管理探討及施續

經營之建議。本頁大部分和去年期

末報告的 P.30~32 一樣（雷同），

建請刪除。本章內容應是委託單位

最期待且最需要的，去年既已提過

的管理探討和建議可以省略，建請

於期末報告新增相關棲地維護、改

善及協助制定禁採辦法等管理策略

和實質建議。 

8.謝謝委員建議。由於本報告為期中報

告，肥滿度及各測站族群密度分布調查

結果尚未完整，對於經營管理建議之資

訊仍為不足，因此以去年之建議重新彙

整並精簡；待後續獲取完整資訊，將彙

整於期末報告並予擬定各項建議。 

9. P.46~47 圖 18，就既有調查結果

顯示，文蛤在各樣站的分佈以中低

潮位居多，而半紋斧蛤族群密度在

各樣站的潮位分佈並不一致，變異

頗大，二者在潮間帶的耐受性與潮

位環境可有關係？或者是人為因素

所致？ 

9.謝謝委員提問。各生物皆有其生態席

位並與其競爭及適應能力有關，目前資

料顯示金門花蛤偏好於中至高潮位，而

半紋斧蛤則低至高潮位皆有分布，顯現

其適應力及分布模式。潮位高低的分布

與人為因素關聯性應該極小。 

10. P.51~53，比較前後兩年各月花

蛤密度：成功、尚義今年較去年

多，后湖則較去年少；以各樣站前

後兩年平均密度相較，成功和機場

增多，尚義和后湖是下降，尤其是

后湖更為嚴重。是否能就各項相關

調查敘明原因？ 

10.謝謝委員提問。目前資料顯示，去年

至今年最主要為后湖測站花蛤族群數量

減少最為明顯，后湖由於具有完善的沖

洗及更衣設施，為遊客採集花蛤的熱

區，今年之減少推測即很可能與人為活

動有關。 

11. P.54，花蛤在各潮位的平均密

度今年都比去年少；平均體型成功

和機場增大，尚義和后湖則變小，

導致以上現象的原因為何？ 

11.謝謝委員提問。由於本報告目前僅執

行上半年採樣，後續完成下半年度採樣

後，可更確認是否有年度的變化。尚義

及后湖為遊客及當地居民花蛤採集熱

區，平均體型變小可能與人為採普篩選

有關。 

12. 前述 P.24 各樣站的花蛤族群密 12.謝謝委員提問。由於花蛤多分布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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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數值誤差值都比平均值還大，

雖然是呈現實際調查的統計數據，

可是出現的誤差值都這麼大，其間

是否顯示何種問題存在？或者在調

查方法或取樣方面尚有再研討及調

整的空間？ 

至高潮位且有群集的現象，極少在低潮

位棲息，使得偏差值會較大，但為能呈

現整個沙灘密度分布情形，因此會以高

潮位至低潮位等五個樣點作平均。 

13. 人為採集對花蛤大小分佈、族

群密度及生殖生物學等影響如何？

若有對照組來作比較比析（有採補

受干擾與無採集較無干擾樣區的設

定），可望會有更明確的成果。 

13.謝謝委員提問及建議。未來如有機

會，可嘗試進行相關細項規畫研究。 

柯逢樟委員  

1. 花蛤生殖生物學於評審時改以

后湖為採樣點，可考量后湖受人為

干擾程度，再提計畫時參酌修正。 

1.謝謝委員建議。未來如有相關計畫，

建議可改於人為活動較少的機場外側潮

間帶。 

2. 本年度計畫加入環境因子測

量，為何採樣點設於尚義？ 

2.由於金門南岸潮間帶海域遼闊，因此

選定較偏中間的沙灘作採樣點。 

3. 花蛤自然環境下促進排精排卵

的因子為何？ 

3.可啟動花蛤排精卵的因子很多，可能

包括有溫度、鹽度或其他物理或化學刺

激所引發。 

4. 本年度新設機場外測站其族群

量較穩定，可能是因其可採集時間

比較短，使人為干擾較少。 

4.謝謝委員的說明。 

5. 花蛤族群變化受環境因子影響

大，今年地區降雨量少，宜列入討

論。 

5.謝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時予

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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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期末報告評審書面審查意見及回覆情形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回 覆 辦 理 情 形 

莊西進委員  

一、在期中報告所見疏漏之處大多

已調整修正，於本期末成果報告的

各章節標題，建請置中編排。對於

報告書內容尚有疑惑不解之處，亦

請再行檢視與斟酌： 

1. 每月的大、小潮的潮位差很

大。1 月在初六至初九調查都是

小潮，潮差小會否影響低潮位

樣區的調查？(P.18~ P.25) 

2. 11 月、1 月銳減原因是人為採集

或是季節性水溫的影響？秋、

冬花蛤量既已減少，至翌年

春、夏族群密度又再增加，據

本研究推測 5、7、11 月為排卵

期，那麼春、夏增加的花蛤如

何而來？再者，可否知道孵化

出來幼體成長到可被觀察計數

約需多久時間？(P.25～27、
P.39) 

 

 

 

 

 

3. 四季的花蛤族群動態調查，各

季各樣區族群密度變動並不一

致。7 月：尚義＞機場＞其他﹔

9 月：機場＞尚義＞成功＞后

湖﹔11 月：尚義＞機場＞成功

＞后湖﹔1 月：后湖＞機場＞尚

義＞成功。其中何以尚義花蛤

族群的季節性變化最大？再

者，四個樣區大多是逐次遞減

到一月最低，為何后湖 11 月減

到最少，冬季的 1 月卻反而倍

增？(P.25~ 27) 

4. 花蛤族群在潮間帶的空間分布

由最高潮區往低潮區遞減，大

多集中在高潮區和中高潮區，

一、謝謝委員建議，已將章節標題置中

編排。其他意見回覆如下: 

 

 

 

1. 謝謝委員提問。本計畫各季皆依初始

之定位進行調查，影響應不大。 

 

 

2. 謝謝委員提問。本計畫於 110 年 1 月

進行最後一次族群調查並完成期末報

告，後續為獲得完整肥滿度資訊因此於

2 月及 3 月仍持續進行肥滿度採樣，3

月雖未有全面性的族群定量調查，但就

採樣觀察發現，花蛤族群數量明顯增

加，符合期末報告花蛤族群數量在春季

會增加之推論，且所採獲的樣本出現許

多大體型個體，顯示主要增加來自於較

大體型花蛤，呈現季節性移動的現象。

另過往資料顯示 4 月時幼貝入添，可回

推應是前一年秋末冬初受精孵化之花

蛤，估計幼體成長到可被觀察計數大約

需要 4-5 個月左右。 

3. 謝謝委員提問。本年度調查，各測站

花蛤族群密度大致上皆隨夏、秋、冬而

減少，其中以尚義夏秋 7 月至 9 月之變

動最大，推測尚義測站原本即為花蛤採

集熱區，在 7 月時族群數量居所有測站

最高，可能因此吸引更多人為採集活動

造成至 9 月時數量明顯減少。 

后湖 11 月至 1 月雖數值上顯示倍

增，實際上此二個月族群密度分別為

3.13 ind’s/m2及 7.93 ind’s/m2，相較於此

測站過往調查可達約 90 ind’s/m2，此二

個月變化其實並不大，同屬於低密度族

群分布。 

4. 謝謝委員提問。后湖測站位於后湖海

濱公園，具有完善的海域遊憩設施及豐

富的花蛤資源，因此吸引許多在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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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湖則是往外集中在中高潮區

與中潮區，而花蛤體型則是往

低潮區漸增，是否調查找到其

間的原因？(P.25~27) 

 

 

5. 所有測站中以尚義第二條測線

高潮位族群密度最高，每平方

米達 97 個。該測站特殊生態正

是後續復育的關鍵所在，能否

歸納列出需具備的生態條件為

何？(P.26) 

 

 

 

6. 代表秋、冬的 11 月、1 月花蛤

族群銳減之原因為何？是人為

採集？或是天冷凍死？或是潛

伏深層？(P.27～P.37) 

 

7. 關於花蛤體型分佈指述尚義測

站最小，該頁所列數值的尚義

和機場是否顛倒誤列？體型最

大在機場和成功測站，可能原

因為何？體長最大出現的月份

在各測站都不同，成功是 11

月，尚義和機場都在 l 月，后湖

則分佈在 9、11、1 各月。體長

最小的月份各測站都在 7 月，

原因又是如何？(P.28) 

 

 

8. 花蛤體型越向低潮區越增大，

是否因採集習慣所致？或是也

和稚鱟在潮問帶的分布有同樣

現象？(P.29) 

 

9. 從去年至今乾旱少有降雨，各

測站的鹽度高低變化並不一

致，可能會受調查量測前偶遇

下兩有淡水注入潮間帶有闕，

或許調閱降雨時間可以查對明

白。再者，最適合排卵的時間

及遊客採集花蛤，就觀察，人為採集活

動多集中在中至高潮位區域，可能因此

產生中至高潮位族群數量較少而與其他

測站不同的情形。中低潮位花蛤多為體

型較大的個體則推測為其棲地偏好所

致。 

5. 謝謝委員提問。依本計畫獲得之成果

顯示，金門花蛤多集中在中至中高潮

位，尤以高潮位最多，棲地區域因為潮

位不同可能產生退潮時濕度異別、碎浪

衝擊程度、底質沉積環境、底質粒徑組

成等差異，花蛤棲地的偏好可能為綜合

的環境因子，以目前資訊可知可能偏於

喜好粒徑較大的底質組成，其他方面則

尚未能評估。 

6. 謝謝委員提問。依本調查結果推論，

秋、冬的 11 月、1 月花蛤族群銳減主要

與季節有關，尤其是冬季時可能因季節

的轉變造成底沙堆積模式變化，間接改

變花蛤原來的分布位置。 

7. 謝謝委員提問。報告中述及機場為

22.30mm，尚義為 20.52mm，應無誤

列。 

以目前資訊顯示，尚義及后湖為花蛤

採集的熱區，機場及成功測站因為地處

偏遠或花蛤密度偏低因此較少人為活

動，可能因此維持較完整的花蛤族群結

構，平均體型較大。 

P.28 章節所述主要提及各測站各月花

蛤體型分布的集中趨勢，各測站 7 月體

型組成皆集中於偏小的體型，9 月之後

整體體型分布則朝向較大體型移動，顯

示體型上的成長。 

8. 謝謝委員提問。本研究調查顯示花蛤

主要棲息於高至中潮位，部分則棲息於

中低潮位且體型較大，推測是由於底質

環境或碎浪適應等棲地選擇有關，與採

集習慣的關係較小。 

9. 謝謝委員提問。經查中央氣象局之金

門降雨資訊，顯示年度四次調查的鹽度

變化與降雨紀錄並未有相對應的關係。

另目前所獲得的水文環境資訊主要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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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水質、水溫的關係又是如

何？(P.30~ P.31) 

10. 底質粒徑與花蛤族群密度及個

體大小的關係為何？就調查所

得能否歸納出具體的結果呈

現？(P.32) 

 

 

 

11. 各測站族群密度變動並不一

致，是否也是採集習慣或其他

因素所致？(P.36) 

 

 

 

12. 現存量評估 109 年 34 公噸，

幾近減到 108 年 66 公噸之半﹔

前後兩年評估量差距甚大，顯

然是受冬季（110 年 1 月）調查

數據銳減的影響。於此可見四

季都齊全的調查對生態研究的

重要性。再者，四個棲地測站

以集中在 300 公尺寬的範圍劃

定測線調查，全部樣區總計

1,200 公尺寬，佔本項調查海岸

潮間帶 12,000 公尺寬的 10%，

如果各測站是將測線平均分

散，所得調查結果可能又是截

然不同的數據。（P.38 、P.47) 

13. 在不鼓勵採集的前提下，那

麼，潛藏在灘地裡的花蛤將如

何推廣生態旅遊？宜再行商榷

評估。 

14. 政府委託相關生態研究計畫，

頗多於期末報告提出每年進行

監測的建議。然而，各物種的

生命週期不同，所面臨的環境

變化及干擾狀況也有差異，監

測週期不能一概而論。若能檢

視先期監測與否發揮具體成

效，再配合花蛤物種的生物學

及其棲地現況，提出合理的監

測週期供作施政參考，可望更

環境背景資料，應尚不足以解釋排卵時

間等偏好。 

10. 謝謝委員提問。整合 108 年及本年

度調查結果，顯示隨高潮位至低潮位，

金門沙灘潮間帶底質平均粒徑由大轉

小，而較大體型花蛤偏好於中至中低潮

位，若單純以底質粒徑組成評估，顯示

較大體型花蛤偏好於較細小的底質粒徑

環境。 

11. 謝謝委員提問。以本計畫兩年資訊

顯示，夏季於尚義及后湖等花蛤採集熱

區，族群密度變動幅度較大，機場及成

功測站則因為地處偏遠或花蛤密度偏低

較少人為活動，變動較小，顯示採集習

慣可能為影響族群變動的因子之一。 

12. 謝謝委員的分析及建議。建議未來

類似生物調查計畫得以全年四季進行採

樣，可獲得更完整的資訊。另金門南岸

沙灘寬廣，較難以進行高密度測線調查

規劃，因此本計畫大致上均等距離取得

四個測站作為代表，部分未能進行調查

的區域或許於未來可規劃安排。 

 

 

 

 

 

 

 

13. 謝謝委員提問。本案結論建議進行

分區管理，劃分保育禁採區及觀光、採

集等區域，以達到花蛤資源明智利用與

保育之目的。 

14. 謝謝委員的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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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及價值。（P.45) 

15. 所提建議，除了巡視、採集勸

導、族群調查外，亦可制定相

關法規督促大眾遵守。（P.46) 

16. （二）族群密度季節性的變動

原因除了採集，是否與浮游生

物量（食物）的季節變化、天

冷受凍致死或潛入深層等因素

也有關係？若只是夏季過度採

食的因素，將會導致 11 月族群

量的銳減，而翌年 1 月因有新

生個體加入，不致於會再銳減

才是。（P.47) 

17. （九），論及 109 年與 108 年

各物種族群密度的增減，應以

前後兩年同期的調查數據作比

較才有意義，若扣除冬季(110

年 1 月）的調查數據，本項結

論的前後兩年同期族群密度之

增減數據，將會是不同的變

化。(P.48) 

 

15. 謝謝委員建議。於採集管理建議章

節已有如限制 20mm 以上採集體型等規

範建議。 

16. 謝謝委員的分析及提問。以期末報

告後的補充資訊顯示，11 月至 1 月族群

量的銳減推測主要為季節性的變動，其

原因可能來自於主動遷移或因季節的轉

變造成底沙堆積模式變化，間接改變花

蛤原來的分布位置。 

 

 

 

17. 由於兩年調查期程規劃不同，108

年於 4 月、6 月、8 月及 10 月進行調

查，109 年則於 7 月、9 月、11 月及隔

年 1 月進行調查，未能取得同月份資

料，在季節比對上會有差異；若 108 年

挑選 8 月及 10 月，109 年挑選 7 月及 9

月，平均各為 17.09 ind’s/m2及 17.83 

ind’s/m2，兩年相近。 

二、歷來執行金門潮問帶的相關研

究，調查頻度概以春、夏、秋

三季各進行 1 次居多，在一年

僅有 3 次的調查數據下，往往

造成極大誤差，況且加上冬季

調查資料閥如，無法展現全年

的生態實況，以致委託研究的

成果效益引發諸多爭議。本次

為期兩年的計畫能夠跨入冬季

的族群調查，也看見研究結果

確有顯著變化，感謝執行團隊

勉為其難接納期初的建議。 

謝謝委員的分析、建議及肯定。 

三、從解除戰地政務以來，眼見金

門潮問帶棲地不斷在縮減，水

頭、后豐港已被消滅了，接續

還有官澳，甚至西園、浦邊等

也岌岌可危。委託研究要達成

的效益，除了呈現族群現況，

更須探究導致危機的根源，裨

益維護花蛤族群及其棲地與後

續的復育。爰此，就此兩年的

謝謝委員的分析、建議及對金門海洋生

態長期的關心。本計畫歷經兩年調查，

目前已獲取有關金門花蛤族群分布現

況、分布與底質環境特性、族群季節性

變動模式、族群結構組成變化、生殖週

期、共棲貝類等等資訊，惟委員所關心

的最適生長環境及其他相關議題可能涵

蓋更多相關生物學及環境因子的調查及

研究，涉及的層面更為寬廣，尚須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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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若能提供花蛤族群

高密度棲地分布的生態（底

質、水文）條件、釋卵繁殖所

在的區域、最適生長的環境、

造成族群衰退的原因等，想必

都是委託單位期待獲得的重要

施政依據。 

入的探索，期未來得規劃更為全面之調

查研究以獲得解答。 

四、花蛤釋卵繁殖期間是否有選擇

棲地環境的偏好？最適合繁殖

的潮區又為何？是否也像鱟一

樣在高潮區繁殖再隨著漸長增

大而往越低的潮區移棲？ 

謝謝委員提問。以目前本計畫所獲取之

資訊尚未能進行所提繁殖與棲地偏好之

分析；惟鱟屬甲殼類，其運動方式、活

動能力、棲地範圍及生殖遷移模式等，

與花蛤之活動、生育尤其是釋精釋卵的

生殖模式並不相同，可能較難以比較。 

五、舉行花蛤保育宣教活動若要達

到預設的人數，考量以核給研

習時數登記、研習證書及相關

行政配合來提昇意願、應可再

增加實際參與活動的人數。 

謝謝委員的分析及建議。 

六、從事離島的生態研究囿於調查

時間、人力，加上無法普及調

查頻度及擴大取樣範園等困

境，造成委託計畫難以達成預

期效益。比對歷年金門沿海生

物相關研究與在地的長期觀

察，所見資料卻往往截然不同

而令人疑惑。因此，若能以增

加調查頻率與努力度、普及取

樣範園等改進，可望提昇委託

研究的實質意義。 

謝謝委員的分析及建議。自然觀察與科

學定量調查的結果，差別在於主觀和客

觀立場的差異，專業的漁民的經驗和科

學家的訓練養成，對於事情結果的描

述，以及細節不同，因此同意委員建

議，在資源許可下，增加調查頻率與努

力度、普及取樣範園等改進，可望提昇

委託研究的實質意義，更能夠提供更接

近事實的科學數據。 

七、由於缺乏對照組的規劃，族群

變化的真正原因難以確認。或

可仿效澎湖縣的保育措施，建

言劃設花蛤禁採（禁漁）海

域，裨益保育並供作後續研究

的對照組，俾能找出導致花蛤

族群減少的各項原因。有了穩

定對照組再來啟動監測研究，

才有獲得實質的效益。 

謝謝委員的分析及建議。於本報告之管

理建議章節已進行分區採補與禁採等相

關建議，可作為未來監測資訊之比對。 

八、監測成果要能有效落實在保育

的具體作為，委託研究所付出

的心力才不至於白費。關於金

門地區花蛤、三棘鱟等族群監

謝謝委員的分析及建議。 



 

101 
 

測，有必要重新研討合理的監

測週期、調查頻度及其保育施

為等。 

柯逢樟委員  

一、通過審查，賡續辦理。 謝謝委員審核。 

二、本調查計畫適度延長作全年完

整調查，掌握全年族群變動資

訊。 

謝謝委員期初同意計畫期程之變更。 

三、有關成功海濱 109 年度花蛤族

群量明顯成長，是否與金湖鎮

海灘花蛤季活動停辦有關？

（採集壓力減輕）但地區民宿

業者增加帶動採花蛤體驗是否

也形成一種壓力。 

謝謝委員提問。花蛤季大型活動停辦可

減少人為採集及干擾，對於花蛤族群成

長應有正面的意義，可能為成功花蛤族

群量增長的原因之一；金門花蛤為當地

重要觀光及漁業資源，期相關單位未來

能有適當管理辦法，在觀光發展與生態

維護間尋找一平衡點。 

四、本計畫調查完成已掌握地區花

蛤繁殖期資訊，即每年 5-6 月

及 9-10 月間，該結果提供本

所未來從事繁殖育苗試驗之參

考。 

謝謝委員的肯定及建議。 

黎錦超委員  

一、通過審查，賡續辦理。 謝謝委員核定。 

二、請問有花蛤成長率的相關資

料？若能知道花蛤的成長率，

是否可以從各季採樣情況，推

測得到當地的採集壓力？ 

謝謝委員提問。目前並未蒐集到等邊淺

蛤(Gomphina aequilatera)之成長率文

獻，但曾有國外學者針對近似物種

Gomphina veneriformis 之研究，顯示初

始一年殼長可至 20mm，後以每年約

10mm 繼續成長至 50mm 左右，其最大

殼長與等邊淺蛤相近，可做為參考；花

蛤成長率資訊可為推測採集壓力之重要

參考因子之一。 

三、從圖 12～15 各樣區花蛤密度

分佈圖中，是否可以推測出當

地花蛤被採集的壓力。 

謝謝委員提問。本年度之體型頻度分布

變化圖(圖 12～15)，呈現明顯的季節性

變化，但未能反應採集壓力所造成的差

異。 

四、經過調查後，花蛤是否需要進

行保育？若需要，請問在現狀

態下以何種方式為佳？ 

謝謝委員提問。比對過往調查，顯示近

年花蛤呈現平均體型變小及族群數量不

穩定現象，建議進行分區管理，規劃採

集區域及禁採區域，以維護金門花蛤資

源並以明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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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發委員  

一、通過審查，賡續辦理。 謝謝委員核定。 

二、感謝研究團隊近年來對金門潮

問帶貝類生態的調查與研究的

投入，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

為將得來不易的成果具體落實

於花蛤棲地管理，建議另案邀

請邱老師針對「台江國家公

園」的棲地管理案例蒞金演

講，俾利地區花蛤採集管理保

護示範區的建立與推動。 

謝謝委員的肯定與建議。 

業務單位意見  

一、請廠商將調查之原始資料置於

附錄章節，並提供電子檔。 

謝謝業務單位建議。由於原始資料列於

報告之附錄，其篇幅太多，改以電子檔

提供。 

二、針對報告中「採集管理建議」

一節，提到研究顯示 20mm 以

上的花蛤為成熟體型，請問

20mm 是否為最小成熟體長？

又，該研究有無透過生殖腺切

片（如抱卵數、卵的成熟率及

品質）探討最佳繁殖體長之區

間？可作採集限制之規劃參

考。（P.45) 

謝謝業務單位提問。依參考文獻(陳，

2021)，採取不同大小體型之花蛤並藉由

生殖腺切片進行成熟度判定，依其結果

顯示 20mm 以上確定為成熟體型，最小

成熟體型可能在 16~18mm 左右，但仍

需進一步確認，可提供給委託單位作為

參考，建議或可在未來規劃更全面之研

究，作為採集管理參考依據。 

三、在地民眾表示每月於后湖同一

區域挖花蛤時，發現有時花蛤

族群會突然消失，一段時間後

又突然回來，請問可能造成原

因為何？是否表示花蛤會因某

種原因集體進行水平的、長距

離的遷移？又，此遷移是否也

可能造成花蛤族群於潮問帶內

/間動態變化的影響因子？ 

謝謝業務單位提問。依本計畫調查結果

顯示，金門花蛤確有移動的可能性，其

移動力可能來自本身之運動能力或因水

動力產生的飄移以及季節的轉變造成底

沙堆積模式變化，間接改變花蛤原來的

分布位置。 

 

四、p38 第 4 行提到 109 間 110 年

密度較 108 年低可能是因為有

冬季密度低的特性，如果單比

較夏秋季數據呢？ 

謝謝業務單位建議。由於 108 年及 109-

110 年間採樣月份不同，若視 6~8 月為

夏季，9~11 月為秋季，受到 108 年包含

初夏 6 月高密度資訊以及 109 年包含秋

末 11 月低密度資訊影響，109-110 年間

平均密度仍低，若屏除 6 月及 11 月資

訊，則顯示兩年平均密度相近。 

五、圖 5-8 沒有辦法表現出最大值

出現在哪一個潮位，建議重新

謝謝業務單位建議。已依建議重新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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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以完整呈現資訊。 

六、請勘誤報告中數字誤植與標點

符號之處： 

1. pII 圖 34 應為后湖測站，圖 34

本身之圖說也請一併修正。 

2. pIV 附錄一之標點符號。 

3. p7 民國 86 年陳章波委託研究與

本計畫之相關性處之標點符

號。 

4. p9 民國 102 年委託研究與本計

畫之相關性處之標點符號。 

5. p10 第一列與本計畫之相關性之

標點符號。 

6. p27 第一段倒數第 2 行后湖潮位

的密度疑似有誤（16.67？）。 

7. p48 最末段之標點符號。 

謝謝業務單位協助勘誤。已逐一完成更

正。 

七、假設未來以報告之採集管理建

議作為雛型規劃管理策略，其

中定期監測的部分，請問在地

政府至少應把握哪些項目、頻

率，以持續監測花蛤之族群變

化？(P.44) 

謝謝業務單位提問。定期監測期能包含

選定區域之族群定量調查、體型大小量

測、肥滿度等資訊，其中初始的族群定

量調查及體型大小量測可每季調查，如

調查結果變動太大則調整為二個月或每

月，肥滿度為重要的生理參考依據，建

議每月進行調查以反應連續性變化。 

 


